
湖

岳麓书社

奥
第二卷 ( 1阳8归削4咄O一l仰9归仰4棉9
总 编冯象钦刘欣森

本卷主编周秋光莫志斌

幡

_lh鄂罄

~U 土~~ '.' ，.';ot1'确('，ε运兰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 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岳麓书社

湖南教育史
第二卷( 184• -1949 ) 

总 编冯象钦刘欣森

本卷主编周秋光莫志斌



目录
噩噩

导言...... .4........... ... .....~................ .... ................………. ( 1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ω→刷锅

( 1 ) 

第一节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湖南的传统教育………( 1 ) 

一、传统教育的发达………………………………( 1 ) 

二、举业教育及其教学内容………………………( 5 ) 

第二节 期韶经世学援对传统教育流弊的批判………( 16 ) 
一、湖湘大地的经世学风... ... .. . .. . ... ... .., ... .. . . .. ( 17 ) 

二、贺长龄、魏摞、汤鹏对传统教育流弊的社封…( 19 ) 

三、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对传统教育流弊的拉持…( 39 ) 

臣、王阁运的教育患楚、……………………………( 52 ) 

第三节 传统教育的玫革与薪式教育的萌芽.. . .. .. ..……. (55) 

一、湘水校经堂的实学教育………………………( 55 ) 

二、朱其整与混水技经堂…………………………( 65 ) 

三、湘人对新式教育的探索………………………( 77 ) 

四、其他新式教育…………………………………( 86 ) 

第二章维新变法时期及政变后的湖南教育。朋-1如年)…( 91 )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开端………………………………( 92 ) 

一、学政江;/示提倡新学……………………………( 92 ) 

二、谭嗣需与说阳算学社…………………………(I∞〉

三、湘乡东山精舍的创办…………………………( 110) 

第二节湖南时务学堂………………………………… (117)



瞌 2 疆
重

自 录

一、时务学堂偌立的经过及其原委………………( 117) 

二、时务学堂的管理体制及教学内容与方法…… (121)

三、围绕时务学堂是开的斗争……………………( 126) 

四、时务学堂的结局与影响...... ... ... ......... ... ... (130) 

第三节 各地新式学堂与学科的涌现………………… (133 ) 

一、陈宝箴改求贵书院为武备学堂... ... ... ... .. . ... (133) 

二、全省各地新式学堂的兴起……………………( 139) 

三、各地书院新式学科的增设…………………… (150)

第四节 戊戌后近代教育的顿挫………………………( 161 ) 

一、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教育界斗争的实渍……… (161)

二、戊戌政变后的湖南教育………………………(166)

三、政变后趋新特色得以维持的原理……………( 172) 

第三章 清末薪政时期的湖斋教育(1901-1911 年〉………(176)

第一节 新学制的建立与传统教育的解体…………… (177)

一、长沙人张百熙与新学制的建立……………… (177)

二、改书院为学堂…………………………………(184)

三、新式教育行政机榜的设立…………………… (19的

四、湖南的兴学热潮.................................... (194) 

第二节 辉范教育的幅起………………………………(197)

一、选涯学生赴日学习用范及留日运动的兴起…( 198) 

二、创办省城师莲馆……………………………… (203)

三、设立中、吉、南三路师范学堂………………… (205)

四、建立优级师范学堂…………………………… (213)

第三节 中小学办学体系的形成……………………… (217)

一、官立、公立和私立中学堂……………………… (217)

二、教会中学堂…………………………………… (226)

三、小学堂………………………………………… (229)

四、湖南中小学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 (236) 



E 
• 3 • 

自 录

第四节 高等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兴起………………… (239)

一、高等教育……………………………………… (239)

二、实业教育……………………………………… (246)

第五节其他教育的兴办……………………………… (253)

一、幼儿教育……………………………………… (253)

二、识字教育……………………………………… (258)

三、女子教育……………………………………… (260)

第四章 民圄初期的湖南教育(1912-1919 年)…………… (263)

第一节教育体锚的改革……………………………… (264)

一、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264)

二、各项教育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286)

第二节教学革新与师资建设………………………… (308)

一、教学窍容的革新……………………………… (308)

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更新………………………(315)

三、师资乱纽建设…………………………………(321 ) 

第三节 高等、中等教育的发展………………………(336)

一、高等教育…………. . .………………………… (336) 

二、中等教育……………………………………… (345)

第吕节 初等、幼儿及女子教育的发展……………… (361)

一、材等教育………………………………………(361)

二、幼儿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8 ) 

三、女子教育…………………… a……………….. (371) 

第五节 留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发展………………… (374)

一、留学教育………………………………………(374)

二、社会教育………………………………………(382)

第五章 清末民初潮湖大地的教育思潮与学生运动……… (389)

第一节 传播教育思想的载体…………………………(芳的

一、主要的教育社自组织………………………… (39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4 • 
噩

吕 录

二、传播近代教育思想的报刊杂志... ... ... ... ... ... (402) 

第二节 流传湖南的主要教育思潮…………………… (414)

一、军国民教育思潮……………………………… (415)

二、实业教育思潮... ... .,. •.• •.• •.• •.• .., .•. ••. •.• •.• ••• (427) 

三、国民教育思潮………………. .. .. . .. . .. . ... ... ... ( 436 ) 

第三节 海南的学生运动和风潮……………………… (445)

一、清末湖南的学运和风潮……………………… (447)

二、民国初年湖南的学运和风潮………………… (472)

第六章 五匹运动到北伐战争时黯的湖南教育(1919-1927 年)

. (482)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湖南教育界……… (483)

一、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兴起…雹.. .. . ... ... ... ... ... ( 483 ) 

二、新民学会、健学会及其他教育团体、教育刊物

的风行………………………………………… (490)

三、湖南教育界的驱张运动……………………… (497)

四、杜威等人来湘讲学…………………………… (503)

第二节 各种教育新思潜在据南的传播与实践………仔09)

一、工读主义患潮、窜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开发南洋

的教育实践……………………………………侣。9)

二、平民教育思潮在湖南的传播与实践………… (520)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子部学校………… (538)

第三节 :E戎学锚的旗行和湖南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547) 

一、f戌学制的旗仔……………………………… (547)

二、圣戌学制颁仔前后湖南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550)

第四节 北伐战争时期湖南教育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556) 

一、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的高涨………………… (556)



E 
.5. 

自 录

二、反对文化使略，维护教育主权………………… (565)

三、反对军同赵恒锡的反动统治………………… (570)

由、大力支援北伐战争…………………………… (577)

第五节 在革命形势推动下湖南省政当局的教育革新

举措…………………………………………… (581)

一、教育行政的改革……………………………… (58 1)

二、多方筹措教育经费…………………………… (586)

三、提倡与普及平吴教育………………………… (595)

第六节 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600)

一、小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创刊

二、中等教育的曲折发黑………………………… (607)

三、湖南大学的成立……………………………… (613)

四、工求教育的勃兴……………………………… (618)

第七章 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璀醺群星…………. . .…… (632) 

第一节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 (632)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633)

二、教育思想……………………………………… (637)

第二节 徐特立的教育思想…………………………… (647)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647)

二、教育思想……………………………………… (652)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观………………………… (661)

一、求学与早期的革命活动事略………………… (661)

二、教育活动……………………………………… (665)

三、早黯教育思想………………………………… (668)

第四节 罗辑重与梅鑫学校…………………………… (675)

一、陶盒学校的创办……………………………… (675)

二、陶主学校的办学特色... ... ... ... ... ... ... ... ... ... (676) 

三、罗耕重的"素养教育"患想…………………… (679)



量 6 • 
B 

吕 录

第五节 其他教育名人的教育思想与业绩…………… (683)

一、陈润霖与楚恰学校的教学改革……………… (683)

二、易培基与第一师范的教学改革……………… (687)

三、胡元侠与明德中学…………………………… (691)

四、朱剑凡与题南女中…………………………… (694)

五、曾宝蒜与艺芳女中…………………………… (697)

六、何搞麟与岳云中学…………. . . . .. ... .. . .. . . . . .. . .仔∞〉

七、其他教育名人的教育活动…………………… (702)

第八章 E共商党内战时期的湖南教育。927-1936 年)

(706) 

第一节 何键主持§与封建教育沉渣泛起………………〈坷的

一、明令停学整顿，反对革命教育………………… (707)

二、鼓吹 E 有道德，提倡尊孔渎经………………… (714)

三、实施"特种教育"进行反共宣传……………… (721)

四、教育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 .. . .. .. . . . . .. . (725 ) 

第二节学校教育的发展……………………………… (730)

一、初等教育……………………………………… (731)

二、中等教育……………………………………… (738)

三、高等教育………………………………………(巧的

第三节 社会教育的长足进步………………………… (755)

一、社会教育机构的变迁与发展... ... ... ... ... ... .., (757) 

二、民众学校的迅盎发展与民众识字运动的勃兴……(761 ) 

三、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健康教育的推行…………(765)

四、戏剧的改良以及广播电影事业的发展……… (769)

第四节 期西特区师资训练所的设立………………… (772)

一、湘西民族教育之状况………………………… (772)

二、湘西民族教育的改进与师训所的设立……… (774)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省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 (776) 



重
.7. 

自 录

一、红军教育……………………………………… (778)

二、干部教育……………………………………… (781)

三、社会教育……………………………………… (784)

四、普通学校教育………………………………… (787)

第六节 九一八事变以后湖南教育界的抗日救亡

运动…………………………………………… (791)

一、组织救亡 ffi 体，撤起拉日救亡宣传的热潮……(791)

二、开展深入持久的提制日货运动……………… (794)

三、捐钱出力，支援前线拉战……………………… (795)

四、"一二·九"运动和湖南学生拭目救亡运动的

新发展………………………………………… (798)

第九章 提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1937-1945 年)……... (802) 

第一节 抗战初期湖南的战对教育…………………… (802)

一、张治中的战时民谐和军事教育措施………… (803)

二、张治中的湘西出巡与教育改革……………… (810)

第二节 湖南教育在炮火声中发票…. .………………. (814) 

一、长沙"幢大"和其他省外迁湘学校…………… (814)

二、彦世承与国立师范学提………………… E….. (824) 

三、高等教育的垠难发震………………………… (831)

四、各级各类教育的增加与布局………………… (840)

五、朱经农与湖南教育…………………………… (847)

第三节 教育界抗自救亡运动的浪黯………………… (859)

一、湖南的拉日宣传活动………………………… (859)

二、爱国师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 .……… (865) 

三、举办战时学校，培训拭目干部………………… (873)

第十章解放战争时期的湖南教育(1如6-1949 年)………… (880)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湖南教育事业的恢复…………… (881)

一、教育复员措施………………………………… (881)



.8. 
噩

自 录

二、教育事业的铁复和发展……………………… (888)

第二节 内战爆发与湖南教育的危机………………… (901)

一、内战爆发时的湖南彩势……………………… (902)

二、湖南教育面艳的严重危机…………………… (907)

第三节 教育界的爱国民主运动……………………… (911 ) 

一、 E 民党政府对爱罢师生的迫害……………… (911 ) 

二、教育界的"反轧饿、反内战、反追害"运动…… (916)

三、广大师生的"迎解护校"斗争………………… (921)

后记………………………………………………………… (928)



导
E E 

本卷论述的是 1840-1949 年湖南传统教育的转型以及湖南

近代教育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首先需要说畴的是湖南近

代教育从何时发端? 1840 年鸦片战争的发生是中医历史进入近

代的标志。 此后 20 多年内京师租沿海省份相继举办了一些近代

学校如京师自文锤、广州罔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等c 而湖南以其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使得它在鸦片战争发生后的 50 年

内，仍然深闭E拒，拒绝学习西方，与沿海省份相比较，它在近代化

实质性的起步上至少晚了 30 多年。

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考察近代教育的发端，应与考察近代

文化的发端联系起来。丽考察近代文化的发端，我们依照的标准

应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融汇作为标志。进而言

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

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两种异贯的文化被此冲突融

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全部保持原来的西目，而是

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运

用这个标准审视湖南文化，就会发现湖南近代文化的起点是在甲

午战争之后。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来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基本上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从 1860 年开始，只要湖南有传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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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涉足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据统计，在甲

午战前，湖南发生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

位 c①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 O 这

里可以略举两例:一是据省内河行轮。旱在 1866 年，黯阴人郭富

焘就上书总理籍门，主张仿西方技艺，在福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

之有。 1879 年郭出建英医卸任归里，即筹资创议行轮于漏、鄂 i哥。

没想到此举竟遭到了湖南人的极力反对，说是一旦开通了湘、鄂间

的行轮，不仅会招引洋人大批地进入内地，而且那些掖靠民船运赣

为业的江河船户，也会因之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

毛子

后，其他一些海河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己兴办内河行轮

了，而当黯绅向湖广总督张之11可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

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二是 1872 年 6 月，曾国藩病残

金陵，其拯由轮船运摄长沙，宫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以曾 E藩

为清朝中兴名罩、湖南显宦，湖南人尚且如此对待，可见其守旧观

念到了何等程度 G 这种观念和气氛，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离年尚

未减弱。据载: 1892 年，期鄂离架设电线，竖电杆，潭卅绰民疑电

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反对，将电杆毁挤，终于迫其婷工。③故在西

方传教士心目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

城"一一伊塔一一一个拒绝文化洗扎熏掏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

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③

① 张照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版，第 106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八，中国书店 1990 年版，第四册，第 848 页。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二次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1

页。

④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濒离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版，第 109 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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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看，甲午战前的据南文化基本上没有

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贯的、制度的、社

会心理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梅，它与人们的衣、

食、住、有梧联系，包捂物质或器物的创造。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

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设撞，社会经济

依然故我。人们的物最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社会心理

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反映人的的内企生活、王克念形态及其

社会习恪，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对于

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拉拒的态度。在学

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钱然没有挽去传统的规

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洒于考据训沽。虽然有一部分

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

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tIí之学，也依然

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

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服、印刷及其公共围书事业，也一模全无c

介于物贡与心理文住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C

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的新鲜

血液。以教育一项论，踪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去比判，少

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

住并由据南人剖立的新式学堂，熙一所都未出理。虽然有资料提

到在 1866 年有天主教会在湖南境内设有书院一所，受业人数 35

人。①徨尚无资料证明该书院开办的具体情况与教学内容，因此

也不能断定该书提就是在海南所出现的最早的近代教育。依据据

南当时的具体情况，这种外医人办的书院要在湖南推广新式教育

是不大可能的。当时任何新式的教育，只要有悖于中国传统，就无

CD (1866 年天主教书院及学生数)，(教会新报)186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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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期离推行，更何况是外国人办的!教育如此，自然也谈不上政

部、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南文化，

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起越传统文化的氛围。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离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

先进之士吗?如魏摞、郭富焘、曾纪泽，就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

都大力倡办过洋务。诚然，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在看到，

他们虽是湖南人，但是他幻先进的思想和言行，对于甲午战前的湖

南所产生的作用和影确的确甚少，故也就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南

文化结构并使使它向近代化过渣。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甲午战

前潮离有了这几位开风气的先人，便不顾客观存在的事实，硬要将

军午战前的湖南文化强拉入近代化的轨道。要言之，甲午战前的

湖离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

街。而从属于湖南文化的湖南教育，也仍然还是传统的教育模式。

真正的湖离近代教育，是到了甲午战后才开始出现的。

湖南近代教育到了甲午战后才开始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甲

午战争结湖南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心理失衡是→切变化的

动匾。其中以浏阳人谭嗣同体会最深。谭的一番话道出了当时据

南人普遍具有的心理落差"谢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

始转储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远之气，亦顿馁矣。"①谭说的这种"气

馁"并非是在遭受挫折之后一颇不撮，丽是放下虚骄的心态去冷静

思考，去寻求补救的办法和措施。谭嗣同自认为找到了→种有效

的办法和措施。 1895 年，他在写给他的老捕欧陆中鹊的一封信中

这样说..平吕于中外事虽稍稍究，丘，终不能得其要领。经i比创E

① 谭嗣同{浏阳兴算记)，(潭柄向全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艇，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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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市场究其

事理……不敢掏一孔之见南封于 18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

为善。设身处境，就牙否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

守文因!吕所能挽回者，不惶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二'①谭

嗣同的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就是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维新。

而学习西方与变法维菇，必须先从改革教育入手。

当时湖南无论是主政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

还是本籍的士绅歌期中鹊、熊希龄、蒋德钧、暑才常、皮锡瑞等，都

与谭搞同一样形成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并产生出动力，才使得湖南近代教育在甲午战后迅速兴起，才使得

湖南的薪政蓬勃发展，或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湖南近代教育的发朝是先有江标提倡新学，继有谭嗣同、欧阳

中鹊等人创办演i 阻算学社，翻乡士绅许对遂等人创办东山精舍，再

有建希龄、蒋德钧等人创立湖南时务学堂，琼宝箴改求是书院为武

备学堂，王先谦变更岳麓书院课章，全省各地的士绅在本邑或建立

新式学堂，或变更书院课章，或在书院旧课外增设新式学科等等。

于是从 1897 年下半年到 1898 年上半年，翻 wff省内便出现了一场

规模宏大的以创办近代新式教育为内容的兴学热潮。这场兴学热

潮与湖南新政运动相伴而行，其结果是湖南教育的改革不但撞动

了湖南新政的进展，雨旦在整个新政运动期间，教育改革也成为湖

南新政中成绩最为显著的一项。然而由于戌戌政变的发生，湖南

新政受挫，刚副发韧的湖南近代教育也一度得顿下来。

戎戌维新运动失敖之后，随即发生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反

帝爱国运动。继后，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被迫调整施政方针，

于 1901 年宣布实行"新政"从而使得近代教育得以在全国在国内

兴起，也使得湖南近代教育得以恢复布重新起步。其时，管学大臣

① 谭嗣同〈上欧阳中鸽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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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人张百熙在北京主持制订了《钦定学堂章程}，并在此基础上

修订了《奏定学堂章程}，在学制上为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由于

中央大规模的改书院为学堂的政令发布，以及新式教育行政机构

的设立，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一时间，湖南再度出现了兴

学热潮，同时还出玩了留学热j藉。

兴学的苔要条件在于婶资。为了解决办学中那资紧缺的难

题，湖南抚院采取了多种办法和措施。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和分中、

西、南三路办理师范学堂，从而形成了据南自己的教育格局，推动

了湖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学制有了，即资的问题也解决了，于是面向全社会的中小学教

育也就提上日程。截至 1部9 年止，期离全省有中学 47 所，仅次于

西川，位居全国第二。这些中学分官立、公立、私立和教会办理等

多种影式，其中私立中学办得最好和最有特色的是阴德、周南等学

堂，不仅在省内首屈一指，商亘在全国也银有名 O 小学教育起初未

受到重挠，这是因为当时的师资条件一下子还跟不上来，曾经作为

权宜之计，采取过办半吕学堂部半工半读的办法。到了 1905 年，

省府当局认识到长此以往，对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利。不少有识之

士也指出小学教育乃造端之本与开化之基，不多建小学堂，则开选

无资，模基不立，教育也就无法普及。于是省学务处在 1905 年后

采取了积极措撞，主要是从各宫、在学堂师范班获有文凭的毕业生

中选取学有根底的人士充当教习，在全省各县普遍设立小学堂，使

得小学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到 1909 年，湖南己有初、高等小学堂

共 1113 所，学生 43310 人。

湖南的高等教育是从书院改学堂开始的，以 1902 年将求实书

院改为省城大学堂为其标志。髓后，湖南先后开办数所高等学堂，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医学堂、湖南优级师莲学

堂、湖南公立政法学堂等。

湖南在清末所办理的各级各类教育中以实业教育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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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幼儿教育、识字教育、学会活动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了 1912 年离国成立，在新旧政体擅变的过程中，为了适应

新的教育需要，湖南的教育体制在前清的基础上进行了革薪，建立

了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机构。教育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管

理、教员检定、师资队伍整顿和建设的规章、条例与细则，重新确立

和完善了各项教育最i度。民裙，湖南各类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的最

大改进就是将前清读经讲经的课程取消，代之以国文，向学生传授

的不再是封建性的忠君、尊孔等思想，而是共和国的民主自由思

想。同时，在教育内容里还特射重视美感教育、实利教育等，从而

摒弃了封建糟柏，融入了离主、科学的内涵，使之符合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新的教育宗旨和方针的指导下，湖南的各项教育在民国初

年瑕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专门学校尤其是专门

职业学校的数量明显增多。中等教育方面，在学制、学科建设上都

进行了改革，显示了自己的特色，也为自身的发震创造了条件。初

等教育在民韧的几年里，由于省署和各方人士的积极撞动，发展较

快，学校数吕与在校学生人数均大量增加，在全国一直位居前列 O

幼儿教育方面，则显得不尽人意。大多数幼稚园主要设在城市，广

大农村付之阙如。幼JL教师也梧当匮乏。留学教育方面.1915 年

前尚在全国较为突出，不仅留学人数多，丽且在省内涵盖的生摆地

域也颇广泛。社会教育方面，在民初的几年间，也有相当程度的发

展，如讲演臣、讲演传习庚、半目学校、新式图书馆等均次第开办，

对开通风气、传递信患、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普及和提高民众文化

水平起了梧当大的作用 O

据南教育从甲午战后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以来，随着民族危机

的不断揭深，为挽救国运，振兴中华，湖南教育界及其他各界的有

识之士苦苦求索，积极宣传和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主张。其中以

军国民教育思想、实业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为代表，它音]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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