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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幼稚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的研究

秦泽虎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

摘　要：在民国时期，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综合史料研究，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始终以课程设置为中心

而展开。通过对比“五四”运动前后幼稚师范课程设置的特点，可以发现民国后期的幼稚师范课程设置更趋向于科学化。民

国幼稚师范课程的发展优势，对当下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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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２年８月（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正式

以国家教育形式固定下来。而学制中蒙学的出现，

培养蒙养园教师的机构都按照规定依附于女学之

中，幼稚师范教育最初出现在《学部奏详女子师范学

堂章程折》中，在其附录《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首次

规定了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立学总义、学科要旨、课

程安排、考录规则、学堂管理和教职义务，第一次在

全国性的文件出现了幼稚师范教育的课程标准。

一、民国初年（“五四”运动前）幼稚师范

教育课程设置发展

民国初年的幼稚师范教育课程的设置出现在民

国政府教育部１９１２年９月公布（１９１６年通过修订）

的《师范教育令》中，其中规定要在女子师范学堂中

附设保姆讲习科，用来培养幼稚园的保教人员。中

华民国八年三月十二日（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２日）教育部

颁发的《教育部订定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以下

简称《规程》）中，规定了课程学习的内容和形式，在

各省创立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附设的保姆讲习所

和幼稚师范学校都相应制定了课程修习的内容。

（一）民国初年（“五四”运动前）幼稚师范教育的

特点

民国初年，中国的学制体系由于受到日本和美

国等国家和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幼

稚师范教育整体呈现出一些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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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幼稚师范教育未受到重视

一般而言，民国初年的幼稚师范教育都附属于

女学之中或者止步于中等师范学校，以“保姆”等词

描述，使幼稚师范普遍不受重视，招收学生时既从中

学毕业生中选择，也招收高小的毕业生。在教育部

颁布的《师范教育令》中也对幼稚师范提及甚少，造

成幼稚师范教育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２．幼稚师范教育多被教会学校控制

由于当时我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造

成了幼稚师范教育多被教会组织控制，教会学校不

断招收学生使培养幼稚师资的规模不断膨胀，１９１３

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更是提出：教会要设立养

成幼稚人才的学校，而且还要招收教外学生，以供

官立幼稚园用，［１］这些都造成了幼稚师范教育具有

浓厚的宗教色彩。

３．本土化缺失，外国化倾向严重

我国在几次的学制改革中均受到其他国家深刻

的影响，１９１２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倾向于

学习日本，后来１９２２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又倾向于学

习美国，处于学制之中的师范教育自然影响颇深。

因为受到当时外国教育思潮的冲击和国家本土化教

育缺失的影响，导致幼稚师范教育呈现出严重的外

国化倾向。

（二）民国初年（“五四”运动前）幼稚师范教育课

程设置的特点

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特点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课程设置的内容和形式，以张宗麟先生《幼稚师范问

题》中所列的例子中便能有所体现。

从表１课程设置的总体结构看，课程中包含了

实践课程和理论类课程，并划分了所有课程的学年、

学分和课程的设置，相对而言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当

时幼稚师范课程的取向及趋势。然而，作为在社会

新旧体制交替下形成的课程内容，受到当时国内教

育基础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使课程表现出明显的时

代局限性。

１．课程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

宗教与教育相分离是当时幼稚师范教育改革中

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师

范教育被教会控制的特点意味着外国的宗教教义必

将渗透在课程的设置上，《宗教学》、《圣道教法》等一

系列课程的设置都是一种在文化上的思想控制。

２．课程的外国化倾向严重

从表１提供的的课程设置中，我们不难看出课

程的设置具有一系列的外国课程的移植，如英语课

大约占到总学时的１／４，体操等实践性课程多脱胎

于日本当时实行的课程体系。

表１　民国初年幼稚师范课程设置一览表
［２］

学 年
学

分课
程

一年级

（与高级中学

一年级同）

二年级 三年级

英文 ２０ １０ １０

国文 １２ １２ １２

社会问题 ６

宗教学 ４ ４ ４

体操 ２ ２ ２

生理及卫生 ３

生物学 ３

家政学 ２ １（儿童保护法）２

音乐 ２

琴学 随意科 １ １

心理 ３

音乐教法 ２

唱歌 １

美艺 ２ ２

故事 １

幼稚与国民歌曲 １

国文教法 ２

圣道教法 ２

学校管理法 １

近世教育史 ３

实习 １０ １５

启智用具教法 １

秩序法 ２

实习商榷 １

幼稚教法 ２

学分总数 ５４ ５３ ５９

３．偏重操作性的技能课程

近代初期，幼稚教育课程刚刚起步，在整个学段

课程体系中受到的重视程度有限，幼稚师范生也只

是作为幼稚园的保姆的培养，因此，在整套课程中多

为操作性的技能型课程，如《唱歌》、《幼稚与国民歌

曲》等，由于过于偏重这一类型的课程，幼稚师范的

学生无法理解幼稚园要实施这一类型课程的目标、

原则和方法，因而只能照搬学校中学到的技能传授

给幼稚生。正如张宗麟先生指出的：“幼稚学生在校

的修养既然如此，那么她们的实地施教，也就免不了

“师说传授”的老汤头”。［２］

４．缺失幼稚生发展的教育理论课程

相对于其他高等师范和中等师范教育来说，幼

稚师范生的课程设置中对幼稚生发展的教育理论课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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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涉及寥寥无几。从表１的课程设置中，仅有《心

理学》、《家政学》和《生理及卫生》三门课程中涉及到

了幼稚生的发展知识和保教知识，而且如《心理学》

的一类课程的内容过于宽泛，远远无法适应幼稚生

某些心理发展，缺失《儿童心理学》等专门研究幼稚

生心理发展的课程设置。

５．教育实践课程发展不完善

在表１的实践课程设置的内容中实习作为了重

要的组成部分，再加之实习之前的准备工作，总计

２６个学分，大约占总学分数的３／２０，相对而言，学校

在培养幼稚师范学生过程中比较重视实习工作，但

是，幼稚师范生进入幼稚园的实践活动形式比较单

一，陈济成在《幼稚师范实习指导的一个具体方案》

中指出：实习进程之计划，课程标准作业要项，定：

（一）参观、（二）实习、（三）试教、（四）讨论四项，论其

进程，先参观次见习，次试教。［３］从当时来看，陈济成

先生提出的实习方案比较合理，他还提出了实施每

个课程的步骤，而纵观当时的课程设置来看，见习和

讨论（评价）的部分遭到了忽视，参观被提及的也相

对较少。

二、民国中后期（“五四”运动后）幼稚师

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陶行知、陈鹤琴等一大批

欧美教育背景的幼儿教育家学成归来，在他们的持

续影响下，中国也相继出现了张宗麟、张雪门等中国

本土化的幼儿教育家，在他们的努力下，开展了许多

适合于我国国情发展的幼稚师范教育的改革实验。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壬戌学

制的基础上于１９３１对幼稚园课程的进行了重新修

订，陈鹤琴等人提出幼稚师范教育的思想逐渐付诸

实践，为了培养更加适应新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幼稚

园教师，教育部于１９３３年公布《三年制幼稚师范科

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及自习时数表》和《二年

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及自习时

数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断修订和完善，结束了

民国以来关于各地师范课程设置不一的局面，初步

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一）民国中后期（“五四”运动后）幼稚师范教育

的特点

１．幼稚师范教育趋于科学和民主化

从１９２２年的壬戌学制的沿用和美国实用主义

的影响，中国的幼稚师范教育逐渐趋向于科学化和

民主化，陶行知曾指出：幼稚师范是要办的，但必须

根本改造，必须用科学方法去实验，用科学方法去建

设。［１］陈鹤琴创办江西幼稚师范学校的目的就是要

将其作为活教育的实验室，造就“孕育一批创造光

明，服务真理的活教师”；［４］张雪门在主持北平幼稚

师范学校时决定自成立“一种实验教法，将幼稚师范

办成‘实验幼稚新教育之工具’”；张宗麟也指出现实

中绝大多数女子师范学校的幼稚师范科和保姆科，

在入学人数、课程或实地施教上都存在许多问题，我

国非设立富于研究试验精神的幼稚师范不可。［５］自

此，幼稚师范教育便置身于科学化的发展之中，与清

末民初的时候将幼稚师范课程视为简单劳动的思想

相分离。

２．幼稚师范教育趋于本土化和乡村化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幼稚教育和幼稚师范

教育就像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外国病、花钱病、富贵

病”一样，因此，他倡导建立本土化和乡村化的幼稚

师范教育，将幼稚师范教育平民化。张宗麟也认为

以传教为主要目的的幼稚师范教育非我国人民之

福，在民主教育制度下，断不可容留，要收回教育权，

加以取消停办，并希望每省至少设立一所中国自办

的“完美的幼稚师范”。［５］张雪门将北平幼稚师范学

校的教育宗旨制定为“力求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

要，为使完成为平民造就忠实的师资”。无论是陶行

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还是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都脱

胎于中国本土和乡村之中，符合中国的教育实情，并

能服务于中国的幼稚师范教育，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和根植力。

（二）民国中后期（“五四”运动后）幼稚师范教育

课程设置的特点

在中国近代科学化、民主化和本土化思潮的影

响下，陈鹤琴、陶行知等本土化幼儿教育家的试验中

幼稚师范课程已经逐渐正规化，１９３３年由教育部颁

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于１９３５年７月修正），对幼稚

师范科的课程设置作了规定。现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

２０日民国政府邀请陈鹤琴等专家修订过的《三年制

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及自习时数

表》为例，来考察当时的幼稚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的

特点。

从课程设置的总体结构而言，经过修订的方案

将课程更加细化，延续了民国中后期课程设置的基

本理念，即课程设计要体现科学性、民主性和系统

性，整个课程体系系统更加完整。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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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课程的设置更加自由

除了语文规定了每学年所修习的具体内容外，

其他的课程仅给出了课程所修习内容的范围，从而

为教师增加了部分专业自主权。

表２　１９４８年修订《三年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及自习时数表》
［６］

学 期

时数科
目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备注

语文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第一、二年基本国文，第三年应用文幼儿语

社会 ４ ４ ４ ４ 公民、社会、史地、政治、经济

自然 ４ ４ ４ ４ 理化、气象、生物、生理

算术 ２ ２ ２ ２ 基本数学、简单的统计图表

音乐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器乐、唱歌、发音

体游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舞蹈、体育、游戏

劳美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木工、金工、泥工、纸工、园艺、缝纫、烹饪、美术

教育概论 ３ ３ 教育史、教育理论、教育现况

幼儿身心发展 ２ ２ ２ ２ 生理、心理智能、情绪、行为的发展与指导、心理测验

幼儿教育 ２ ４ ４ ４ 幼教理论、行政、教材、教法

幼儿保健 ２ ２ 幼儿卫生、营养、预防疾病护理

儿童福利 ２ 儿童福利业发展及设施、亲族教育、家庭管理

幼教实习 １ ２ ２ ８ １６

英文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阅读（选科）

每周教学总时数 ３１ ３４ ３３ ３３ ３０ ３２ １９３

２．通识性知识得到强化

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强化了通识性知识的份

额，如《语文》、《社会》和《自然》等，增加幼稚园教师

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使幼稚园教师更

加清楚地了解我国的教育状况，具有相应的艺术欣

赏与表现和掌握一定的现代教育技术知识。这些课

程的设置为幼稚园教师专业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３．加强幼稚教育理论课程的设置

民国初期的幼稚师范课程的设置多偏重于操作

性的技能课程，很少涉及幼稚生的发展知识和保教

知识的课程，针对设置的课程无法适应幼稚生发展

独特性的问题，使课程的内容更加趋于科学和现代

化，出现了心理智能、情绪、行为的发展与指导等课

程内容。这一套课程方案在设计上弥补了幼稚师范

生对于幼稚生心理知识和保教知识的缺失。

４．对游戏和专业能力的重视

游戏对于幼儿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

游戏的重视标志着中国当时的幼稚教育已经相对科

学化。专业能力的来源改变了民国初年“师说传授”

的不利局面，包括对于技能的原理掌握、家园沟通能

力和幼稚园活动设计的能力的形成等，使幼稚师范

生能更好的应对真实和多变的教育情境。

５．实践课程的形式更加多样，设置更加合理

对比表１和表２来看，不难发现民国初年的课

程设置中实习活动多于第二学年开始，而在表２中，

对于实习活动进行了学期细化，而且每学期的学时

数变化较大。从１９３３年《三年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

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及自习时数表》第一次颁布以

来，到其中多次的修订，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实习的形

式和实践课程的时间设置发生了变化。刘于艮先生

在《对修正后幼稚师范课程的检讨（附表）》中提及：

“此次实习课程之变更不仅将教材教法与实习分家，

且明白实习性质限于幼教，此外又将参观见习时间

提早至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６］综上所述，幼稚

师范生的实习在形式和时间设置上更加趋向于

合理。

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课程的发展来看，这份课

程设置的方案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和科学性。但是，

由于社会条件所限，此方案仍然呈现出了一些不太

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课程量设计太重，加重了学

生的课业负担，课程内容过于“多”、“繁”，对幼稚教

师要达成的学业目标要求相对较高，即被要求掌握

８４



　总３２卷 秦泽虎：民国时期幼稚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的研究

各种知识，做到所谓的“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不利

于幼稚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民国时期学前课程设置对当前课程

设置发展的启示

（一）重视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的通识性知识

通识性知识的发展可以丰富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的内涵，纵观近代以来学前教育师范课程的设置都

非常重视幼稚师范生的通识性教育。在我国当代的

教育发展中，要求幼儿教师要掌握必要的人文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了解当代的教育发展，具有现

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这些都是幼儿教师发展的时

代要求，可以为幼儿教师专业理念的形成和树立终

身教育的思想奠定发挥重要作用。

（二）重视学前教育专业的基础理论性课程

中国的幼稚师范教育从对专业理论课的忽视到

最后逐渐重视的过程说明，专业理论知识是学生学

习幼儿教育的基础，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学生准

确设计教学目标，完成教学质量的保障。［７］在当下环

境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上要扭转某一些学校

的课程艺术化倾向，重视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

注重幼儿教师的本体性知识，才能将正确的教育理

念转化到实践情境之中。

（三）重视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性课程设置

中国近代以来都非常重视幼稚师范生的实践保

教能力，因此，实践性课程的设置成为课程设置中的

重点内容。从１９１３年４月针对师范教育实习颁布

了《注重师范教育实习之训令》规定：“师范教育，理

论与实习并重”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教育部特颁的《师范

学校（科）学生实习方法》规定“重视实习效能、加强

师范生专业训练的一个必然发展结果”都表明了实

习课程的重要性，其实各时期的课程安排与课时比

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８］当下的课程设置中要充分

认识到课程实习的重要性，不断革新课程实习的形

式，不断调整课程实习的时间安排，使实践课程的内

涵和作用不断增强，为职前教师走向实践教学一线

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重视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实验改革

从近代以来，幼稚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的变迁本

身就属于中国幼稚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一次课

程的革新和发展，都是通过一大批本土和实践教育

家通过无数次的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彰显了学

前教育工作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幼儿教育快速

发展的今天，需要研究者去不断探索，不断进行课程

设置的实验改革，才能促进幼儿教育事业长远发展。

（五）重视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本土化研究

无论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等一批留美归来的教育

家，还是张雪门和张宗麟等一批本土的教育家，都将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本土化研究作为其工作宗旨，

旨在探究一种更加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和本土化的课

程体系。在现如今国家的三级课程体系下，加强学

前教育专业课程的本土化研究，对于幼儿教师入职

后践行园本课程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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