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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育

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研究综述

严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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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综述，研究者主要从民国时期儿童教材编撰特点、民国时期教材编审制

度、民国时期教材编写人员、民国时期幼稚教育课程等内容展开研究；对当前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研究成果的总体印象是：

民国时期小学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已开展得比较成熟，并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认为民国时期幼稚园教师

教育教材研究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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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掀起了“民国课本热”，民国时期的

教材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为了解民国时期儿童教

材研究的现状，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出版总库、优秀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以“民国

教材”并含“儿童”为篇名进行文献检索，查阅了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６年的文献资料，通过筛选题目和摘

要，获得“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相关文献２６篇，

其中期刊论文２１篇，硕士学位论文５篇，这２６篇论

文中有１１篇是对儿童国语教材的研究，主要从民国

时期儿童国语教材的编撰特点、体例、内容、教材的

审编制度等方面开展研究；有５篇是对中小学各类

教材编撰特点的研究；有５篇是对民国时期《教育杂

志》、民国《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出版的杂志、教科书

的特点进行研究；有３篇是研究民国时期地方教材

（藏族和苗族地区）编撰情况；２篇是对学前教育课

程的研究。本文拟就查到的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

研究论文进行简要的梳理与综述，对研究的现状进

行分析，并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以期促使民国时期

儿童教育教材能得到更深入研究。



　总３３卷 严碧芳：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研究综述

一、民国时期儿童教材研究的内容

（一）对民国时期儿童教材编撰特点的研究

１．对儿童教材内容的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民国时期的教材打破了传统私

塾教育只读“四书五经”的局限，同时，又继承传统，

推陈出新，教材既注重传统道德教育和文化传承教

育，又注重内容的趣味性和生活化。民国时期的教

材对学生的教化，决不靠训诫和管教，更多的是以小

见大，用儿童耳闻目睹的生活场景，切身感受、循序

渐进地教育孩子将来如何立身酬世，即如何学习，如

何做人，如何与他人共处，从而达到育人目的。［１］也

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

充斥太多“小猫叫、小狗跳”之类的“鸟言兽语”，认为

这时期的教材过分强调儿童需要而缺少社会价值，

不适当地强调趣味性，忽视了传统语文教材选编中

的有益经验，过分强调外国经验而忽视民族经验。［２］

２．对儿童教材体例特点的研究

民国时期的教材在编撰体例方面设计较合理，

每课的编制，除课文外，附有研究问题、观察、实验、

调查、测验等项，用以训练儿童思考，以便自动学习。

语文课本每课的正文前面有引入的问题，起到提纲

挈领的作用，每课的后面有相应的作业和思考题，以

问题作为先行组织者，先于学习任务本身呈现的一

种引导性材料，它要比原学习任务本身有更高的抽

象、概括和包容水平，并且能清晰地与认知结构原有

的观念和新的学习任务关联，是非常符合认知心理

规律的。教科书的编制十分注重弹性设计与规范，

由于教科书叙述扼要，各科教学时均要求“教师应酌

量补充”，各种教科书另编有教学指引数册，详列各

科教材、教学方法、参考资料，供教师之用。［３］

民国时期的教材编排时采用的是“语体文”，从

“文言”到“白话”的过渡，“语言文白融会、典雅优美，

散发着纯粹的中国风味”；［４］字体大多选用楷书颜

体。民国时期不同版本的国语教材有一个突出特

征，即插图艺术在课本中得到充分应用，插图取传统

的中国画写意技法，往往只需几笔，插图的图式及编

排灵活多变，主次分明，笔法生动有致、惟妙惟肖，不

仅现常有的中国韵味，而且贴近儿童生活。［１］

３．对儿童教材编撰所秉持的哲学观及意识形

态的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本时期教材编写贴近生活，从

儿童的视角看世界，注重关注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学

习心理，体现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哲学观，编写的

形式到内容都从儿童的兴趣出发，体现了实用主义

的教育观，并且他们把这种理念投射到老课文文字

与插图的安排配合上。［１］

李燕华的硕士论文《〈教育杂志〉与民国时期学

前教育的研究》研究了《教育杂志》创刊以来刊登的

有关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方面的文章、史料，并总结出

民国时期学前教育的特点，认为民国时期教育家对

课程本质的问题都贯彻了以儿童为主的生活教育

观，认为以儿童为主的生活教育观对后来的儿童教

育影响深远，认为人的教育出发点是民国时期教育

改革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５］

教材的意识形态方面，吴小鸥等认为民国时期

中小学教材的编撰是以三民主义教育为宗旨，政治

全面渗透；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审查教科图书

共同标准》中强调教材之精神，“适合党义，适合国

情，适合时代性”。［３］李汉潮认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教

材的编写过分强调三民主义，而中央苏区和抗日根

据地时期教材的政治色彩较浓厚，甚至有的教材编

成政治教材，教材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体现了以

社会为本位的教育观。［６］

（二）对民国时期教材编审制度的研究

民国时期教材的编审一般以审定制，即国家教

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

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

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

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凌云岚认为这种制

度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各

种民营书店、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这是民间自

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的主要原因。［７］在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对中小学课本的编印实

行审定制，但管制相对宽松，官方、坊间均可依据全

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拟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自行编写课本，经教育部审定后即可印刷发行，供学

校使用。自此民国时期中小学课本开始呈现“一纲

多本”、多样化发展的态势［１］；吴小鸥认为民国时期

教科书编辑出版形成地域性，以鼓励优良教科书为

主导，成就了出版的多元良性竞争。

同时，吴小鸥也指出民国时期对教科书的编审

制度是较为严格的，有严密的审查机构和严格的审

阅制度。当时的国立编译馆设有严密的审查机构，

教科图书设有初审、复审和终审三审制，还设有初

审、复审发生争议时的特审制及内容牵涉时的会审

制。审定结果分为不予审定和准予审定两大类，准

予审定再分别为准予审定者、修改后审定者、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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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复核者、改编后再送审查者等类别。对教育部

征选的国定本教科书则实施严格的审阅制，参阅者

队伍庞大，其中编辑委员会有２５人，既有政界要员，

也有学科专家，足见政府对国定本教科书的重视

程度。［３］

民国时期对教材的组织有严格要求，１９２９年国

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要求

“全书分量适宜，程度深浅有序，各部轻重适度，条理

分明，标题醒目确切，有相当之问题研究或举例说

明，有相当之注释插图索引等，适合学习心理，能顾

及程度之衔接，能顾及各科之联络”；关于文字者，

“适合程度，流畅通达，方言俚语屏弃不用”；关于形

式者，“字体大小适宜，纸质无碍目力，校对准确，印

刷鲜明，装订坚固美观。”［３］

１９４２年教科书是国定本的部编教材，是由教育

部部编小学教科书委员会所编辑，在印刷版权页有

“教育部特许印行”字样。国定教科书分三部分：自

编，由国立编译馆专任编审担负；约编，有若干科目，

由该馆特约国内有名学者编纂；征编，即另有若干科

目，由私人编辑，经教育部征选。［３］由此可见，受时

局、政策等因素影响，民国时期教材的编审制度在不

同阶段要求不尽相同。

（三）对民国时期教材编写人员的研究

民国老课本的编者有一特点，多为当时的文化

大家，如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硏尊、张

元济、王云五、顾颉刚、陈鹤琴等。他们学贯中西，视

野开阔，一方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

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

想，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之所以愿意俯下身来，不辞

辛苦为孩子们编写国语课本，原因就在于小学课本

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因此，老课本处处教人看

到编写者“奠基”的用意：奠常识之基，奠审美之基，

奠伦理之基，奠人格之基，奠教养之基，奠传统之基，

而最终奠民族精神之基。［４］

（四）对民国时期幼稚教育课程的研究

李燕华指出民国时期幼稚园课程就是儿童的经

验和活动，课程中心制和设计教学是课程的组织方

法，认为民国时期编订的幼稚园课程标准体现了民

国时期教育家们以儿童生活观为基础的课程观，解

放儿童，培养儿童生活力的教育观［５］。赵宇静在其

硕士论文《清末民初幼儿教育研究》中指出民国初期

的课程与清末的幼儿园课程相比变化不大，主要还

是以游戏、音乐、故事、谈话、数数为主，但民国初期

幼稚教育在课程设计、课程内容方面有较大的变化，

课程不再用科目制来编制，幼儿园的课程大纲代替

了以往有固定科目的课程表，教师的责任是拟定全

年度课程大纲以及日课表，将课程分为几个单元，为

儿童预备材料，进行指导。同时，民国初期的幼稚园

各科目之间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在教

学方法方面采用设计教学法，打破学科体系，以儿童

有目的的活动作为所设计的学习单元，组织教学活

动。［８］比较遗憾的是以上两篇硕士论文涉及民国时

期教师用书编撰特点的研究只用了廖廖数笔，尚不

足以再现民国时期幼稚园教师教育用书的编撰特点

全貌。

二、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研究的现状

与展望

（一）现状评价

１．研究力度不均

一方面，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得到了较为深入

的研究。从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在２６篇文献资

料中有１１篇是针对儿童国语教材进行的研究，研究

者从民国时期儿童国语教材的编撰特点、体例、内

容、教材的审编制度等方面开展研究，应该说当前对

民国时期小学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已开

展得比较成熟，也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另一方

面，鲜有研究者对民国时期教材的编撰成员的构成

展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尚没有研究者对民国

时期幼儿园教师教育教材进行系统地研究。

２．研究广度有待加强

目前已有研究的广度仍较为局限，研究者更多

的是以小学国语教材的内容展开研究，而小学数学

教材、中学教材的研究则明显较薄弱，对幼儿园教师

教材研究尚未发现；多是从教材的编撰特点、编审制

度展开研究，而对教材的运行与管理、教材发行制度

等研究则较少见；多数研究者对民国时期的教材进

行的是单项较简单的研究，鲜有人对民国时期的教

材进行系统的纵深地研究。

３．缺乏多学科视角研究

当前民国时期儿童教材的研究者较多的是从教

育学的视角研究教材的编撰特点，编撰风格等，笔者

认为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的特点是与其时代背

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分不开的，因此，研究者除了

要研究教材编撰的特点，风格，编审制度外，还应该

对民国时期政府出台的政策、对当时的经济、历史、

文化等背景进行相关性分析，跨学科、跨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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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展望

１．运用多学科视角，开展系统性综合性研究

今后研究者应多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学科研

究，从社会、经济、生态学等层面对民国时期的教材

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以探究教材的编撰特点、

教材运行、管理与政策、经济、文化等的关系，分析政

策、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对教材的编辑、发行与管

理等的影响，即从多学科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儿童教

育教材进行研究，以便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为当前

中小学教材建设提供借鉴。［９］

２．开展民国时期教材与各国教材的比较研究

对民国时期教材研究目前大多局限于对本国教

材的研究，二十世纪是世界教育的大发展、大变革时

期，世界各国的儿童教育教材研究成果如何？各国

在编撰教材所秉持的哲学观、教育理念、儿童观方面

有何异同点？教材内容、体例、编撰特点、编审制度、

编撰人员的构成等方面与我国民国时期有何不同？

笔者认为将同时代儿童教育教材与世界各国进行横

向比较，找出存在的异同点，并站在历史的同一时期

对民国时期的教材进行分析与评价，这样的评价才

是客观和公正的。目前研究者往往是将民国时期教

材与当今教材进行纵向比较，得出当今的教材优于

民国时期教材的结论。笔者认为因时代发展的不

同，这样的比较有失公允。

从中国教材建设的发展历史来看，民国时期儿

童教材尚处于起步阶段，在面对国外的教育理念时，

民国时期儿童教材研究者是如何吸收与借鉴国外先

进的教育思想，这值得我们研究，它对当今儿童教育

教材的建设有借鉴意义。

３．加强民国时期幼儿园教育教材资源的当代

开发应用研究

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目前尚没有人对民

国时期幼稚园教师教育教材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

专项的研究。民国时期已经有出版的并发行幼稚园

教师教育用书，笔者通过其他途径，查找有关民国时

期幼儿教育方面资料，其中文集类３部：《陈鹤琴全

集》（１－６卷）（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下卷）（戴自俺，１９９４）、

《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张沪，１９８５）；民国时期教材

类６ 部：《幼稚园课程》（上、下册）（徐枫吟，

２０１３）、
［１０］《幼稚园教材研究》（粱士杰，１９３５）、《幼稚

园的故事》（沈百英，１９３５）、《幼稚园的社会》（张宗

麟，１９３５）、《生活课本》（春夏秋冬）（林荫，１９３５）
［１１］，

《幼稚园工作一百六十组》（沈百英，１９３６）。从这些

资料中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已有公开出版并发行的幼

稚园教师教育教学用书，而且民国时期的幼稚园教

师教育教材用书从内容的编写、体例的编排乃至编

撰过程所秉持的教育哲学观以及管理工作等方面都

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先进性，认为开展对民国时期

幼稚园教师教育教材编撰及管理工作的研究，对更

进一步推进当前我国幼儿园教师教育教材的编撰与

管理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总之，对民国时期幼

儿园教师教育教材资源的当代开发应用研究是今后

民国时期教材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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