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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ellent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Educators
— The Enlightenment of Zhang Xuemen’s Preschool Education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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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eek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career of Zhang Xuemen, we can summarize Zhang Xuemen’s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nto five aspects, namely, lofty aspirations and noble feelings, devoting to
practice a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focusing on academics and rigorous scholarship research, being
good at cooperation and helpful as well as repaying kindness and fulfilling the mission.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outstanding traits of Zhang Xuemen in his preschool education career,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ist teachers, and to expect to have more educators with the
spiri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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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追寻幼儿教育家张雪门幼教生涯，可以将张雪门的鲜明人格特征概括为五大方面，即志向高远、情怀高尚；躬身践行、

知行合一；专注学术、治学严谨；善于合作、乐于助人；知恩图报、不辱使命。探寻张雪门在其幼教生涯中所展现的优秀人格特

质，对当前倡导加强教育家型教师成长的研究，期盼出现更多具有新时代精神的教育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张雪门；幼儿教育家；基本特质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0)03-0035-05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0. 03. 007

张雪门是我国幼教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他一

生致力于幼教的实践与探索，为我国幼教事业做出卓

越的贡献。曾创办过数家幼儿园，编辑《幼稚师范丛

书》，主持过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抗战南下时创办广西

幼师，创办“乡村教育实验区”，开办农村托儿所、幼稚

园，到高校讲授过《儿童保育》课程，1943年到重庆创

办幼儿团，举办保育员培训班，从事幼稚教育实验工

作；1946年应邀赴台湾办教育，主持开办台湾省儿童

保育院（后来先后更名为台湾省育幼院、台北育幼

院），培养幼教师资，并创办《幼教之友》专栏，著书立

说，宣传幼稚园行为课程理论，辅导地方儿童福利事

业。20世纪30年代，与陈鹤琴齐名被誉为中国幼教

界“南陈北张”；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被称作幼教界

泰斗、幼教界的精神堡垒。张先生在幼教职场取得了

卓越的成就，是幼教职场创业成功的典范。民国时期

陶行知曾指出第一流教育家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敢入未开化的边疆”［1］14-15 。张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幼

稚园男教师，也是开办我国幼稚师范教育第一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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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刺，敢于天下先，开创我国幼稚教育之先河，毫

无疑问，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流教育家。

关于教育家的表述，学界有诸多观点。学者顾明

远认为教育家是“在教育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

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2］82 ，有高尚的思想境界［3］。

还有学者认为教育家是“知者”、“仁者”和“勇者”［4］，

应具备教育精神和掌握教育智慧［5］，专业与品格兼

备，其基本特征为“大爱加卓越”［6］。笔者比较系统地

阅读了张雪门遗留在世的相关文献，探寻张雪门的幼

教人生，张先生在其幼教生涯中所展示出“志向高远、

情怀高尚；躬身践行、知行合一；专注学术、治学严谨；

善于合作、乐于助人；知恩图报、不辱使命”等可圈可

点的优秀人格特质，显然这些特质是张先生能够成为

受人景仰的幼教家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些优秀品

质，张雪门在其幼教生涯中将无法成为受人景仰的幼

教专家。

一、志向高远 情怀高尚

教育是一种高尚的事业，特别需要教育者拥有高

远的志向和高尚的教育情怀。历史上，但凡教育家都

有高远的志向和高尚的教育情怀，并自觉将自己的行

动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推动国家、

民族的发展［7］。民国初期国势衰弱，教育落后。张先

生根据中国社会的现状谋划未来民族的改造，提出通

过教育改造民族，培养国民生产的习惯与兴趣，团结

的能力，客观的态度，自动的精神，并唤起民族的意识

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创建以改造中华民族为目标的

幼稚教育［8］452 。1930年张先生主持北平幼师，依据平

民的幼稚园的生活，创办造就平民的幼稚师资，要求

入校的学子必须是愿意以全民幼稚教育作终身事业

的人。张先生在北平西郊创办平民幼稚园；利用幼稚

园下午不上课时间，专收平民子女免费入园，由幼师生

义务训练贫穷幼儿；办理农忙托儿所，幼师生白天担任

幼儿教导，晚上召集年轻的妇女教她们读书、写字、打

算盘、织毛线活，幼师生还学习打针、灌肠、扎绷带、种

牛痘等技术，并将所学的技术直接服务当地百姓［9］1222 。

1946年张先生只身到台湾创业，“我有家庭的感

情；但更有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呢！”［10］180“今日之台湾

是中国的一省，今日的台湾儿童是未来的中国的主人

翁”，“他们应该手脑并用，应该一律自由平等”，发出

“求救台湾儿童”，“肃清日人奴化政策，培养起中国下

一代的主人翁来”［9］1270 ，“以未尽年华，为邦国效力”［9］

1324 。他创办台湾省儿童保育院，推行行为课程思想，

培养新型的幼教师资。在张先生的带动下，台湾幼教

开始了一片生机。然而因常年积劳成疾，晚年张先生

患上脑病，半身不遂，眼睛失明，耳朵失聪，张先生靠

放大镜以一天数十字的速度著书，陆续写下了《增订

幼稚园行为课程》《幼稚教育五十年》《幼稚教育论丛》

等著作，其中《幼稚教育论丛》一书是张先生患病10年

期间整理而成［9］1323 ，该书完稿于1972年10月，距离张

先生去世不到半年。

在幼教职场50多年生涯中，张先生与学生结下深

厚的友谊。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

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挡学生游行，下令各学

校关闭校门，不准学生出校园。身为校长的张先生将

学校西旁门的钥匙交给带队的学生，学生如愿参加抗

日游行。为防不测，张先生雇一人力车紧随学生队伍

左右［11］。据张先生的儿子张国维回忆，一二·九学

生运动期间恰逢母亲分娩妹妹，母亲身旁只有他作

陪，父亲正忙着找参加抗日示威游行而失踪的学

生［9］1451 。学生毕业后张先生仍跟踪学生的职场动态，

辅导她们的专业，据学生谈卫那回忆，谈卫那曾给张

先生写信请教专业问题，见面时已患脑病半身不遂的

张先生居然一字不漏地重述学生信中的每一句话，并

对信中的问题给予细心解答［9］1440 。张先生视学生如

同自己的儿女，学生池宝华的女儿想学习诗词创作欲

拜张先生为师［9］1315 ，张先生也欣然接受并乐此不疲地

耐心指导。在台湾张先生的学生们都亲切地叫张先

生“爸爸妈”［12］。

张先生一心专注于幼教事业。他淡泊名利，一生

清贫。据他的学生回忆，在张先生住所除了教育、文

学书籍外，别无他物。在北平创业时，张先生“注重幼

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

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电话来，只得抛

开了书本忧忧闷闷地回去；不过忧忧闷闷地回去，依

然是忧忧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

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8］3 张先生为

幼教事业南北奔波，四海为家。到台湾创业时一直借

住单位、朋友或学生提供的宿舍［9］1286 ，居无定所。退

休后张先生才住进由学生集资为其盖建的简易的石

室。石室位于北投大屯山，地处偏僻，交通生活都不

方便，晚年张先生患脑病，学生建议张先生到台北另

租房子以方便就医，考虑到经济担负，张先生坚持住

在简易的石室直到去世［9］1303 。退休后张先生收入微

薄，生活拮据［9］1296 ，朋友欲予以接济，都被张先生一一

谢绝。他每天量入为出，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却乐

此不疲继续做着他的“儿童梦”［8］3 。

二、躬身践行 知行合一

张雪门怀揣教育救国之梦想，以筚路蓝缕之精神

开创中国幼教事业先河。本着“骑马者应从马背上

学”［9］1212 的信条，张先生一直在幼稚教育上做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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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从宁波到北平，从桂林到重庆，再从北平到台

湾，先后完成5次艰难的创业。从1911年开始张先生

随江苏教育参观团，循着沪杭甬路线，从沪宁，津浦，

一直到京奉［8］43 ，考察了上海、南通、无锡、杭州、苏州、

南京、北平、天津、奉化等地区共30余所幼稚园，从这

些幼稚园的办园性质、办园理念、师资、教学、设备等进

行多维度研究，指出当时幼稚园存在的问题［8］52-53 。

1917年张先生在宁波创办了星荫幼稚园，并任园长，

园内开设有“礼仪法、识字、认数、唱歌、手技、谈话、游

戏、体操”等课程［13］。1927年张先生在北平创办艺文

幼稚园，受北平市教育局委托，张先生在艺文幼稚园

开展大单元教学实验。1930年张先生主持北平幼师，

北平幼师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实验学校，“专注重于

幼稚教育”，借以“养成幼稚人才，而为试验幼稚教育

之工具。”［14］张先生进行大胆的创新性试验，“根据生

活即教育之原则，教、学、做三项合一，以适应我国国

情及时代之需要”［14］，“在做上教的是教师，在做上学

的是学生，教师能在做上教，拿做来教，做的就是教

的”［8］376 ，幼师第一年即应有实习课，第三学年则全部

安排实习工作：上学期的前期在慈幼院婴儿园实习，

后期在慈幼院小学一年级实习；下学期学生则深入到

社会开办农村幼稚园［14］。1934年张先生和戴自俺在

北平阜成门外核桃园设立了一个“乡村教育实验区”，

区内设有托儿所、幼稚园、小学、成人班、妇女班，由学

生免费向社会训练，既锻炼了幼师生开门办学的实践

能力，又提高了学生为民服务的意识。1946年张先生

在广西幼师办学，办学条件异常艰难，环境恶劣，恶性

疟疾蔓延，又常遭遇日军空袭，学校一搬再搬。张先

生克服各种困难，在广西幼师4年期间共招收6个幼

师班，结业了3个班，广西幼师毕业的学生遍及当时广

西各县市［9］1243 。1946年张先生在台湾开办儿童保育

院，身为院长，既要筹措资金，联络社区家庭，又要管

理行政，主持业务，非有实干家的精神不可，对于这段

经历，张先生在《幼稚教育五十年》自序中写道：“这五

十年中，在台北育幼院一段生活是我最艰苦的一段生

活，但我所获得的知识也最为切实。”［9］1202

张先生扎根于实践，“知行合一”。他边实践边研

究，在实践中求真知、悟真谛。在幼教方面张先生最

为建树的是构建了中国本土化的幼稚园行为课程理

论，然而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张先生长期幼

教实践与探索。早年在宁波的幼教探索，奠定了张先

生幼稚园行为课程理论基础，在多年的实践探索基础

上，张先生在北平幼师践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在北平

幼师7年间张先生培养了一批专业知识扎实、技能过

硬且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新型师资，“北有北平

幼师，南有南京鼓幼”［14］，北平幼师成为当时我国幼教

师资培养的典范。基于北平幼师成功的办学经验，张

先生首次提出行为课程理论，详细阐述了幼稚园行为

课程的内涵、课程目标、课程组织、课程实施和课程评

价等，后来幼稚园行为课程理论继续在广西幼师、重庆

幼儿团、台湾育幼院试验并得到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形

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幼稚园行为课程理论体系。

三、专注学术 治学严谨

张先生虽没有接受过较为系统的高等教育专门

训练，也没有留学深造的经历，但靠着勤奋好学和超

强的自学能力，加上自幼聪颖，善于思辨，知行合一，

成为我国近现代为数不多的卓越的幼儿教育家。张

先生幼年在家念私塾，学习《四书》、《易经》、《诗经》、

《左传》、《大学》、《中庸》等古籍，20岁研读王阳明的

《传习录》［9］1331 、蒋梦麟的《西潮》、《林文忠传》等名人

著作［9］1356 。据张先生的儿子张香山回忆，小时候家里

有两个大书柜，书柜里尽是张先生青少年时期读过的

古籍、古诗词［9］1448 。读书破万卷，长期的学习积淀，张

先生知识渊博，国学功底深厚。1917年之后张先生转

向研究幼教专业。他秉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

行”［9］1465 的信条，大量阅读书籍，潜心研究专业。

1924-1926年张先生在北京大学任职员，利用这3年

时间系统地学习幼教方面书籍，第1年研究福禄培尔

的幼稚教育；第2年研究蒙台梭利的幼稚教育思想；

第3年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幼稚教育发展

史［9］1208 。张先生当年就读的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是一

所新式学堂，授有英文课程，张先生利用中学时代打

下的扎实的英文功底，直接阅读翻译第一手外文资

料，特别是传主所著的著作，如《蒙台梭利教学法》

（Montessori Method）、《蒙台梭利手册》（Montessori,s

Own Handbook）等，并将这些传主的作品翻译成中文，

以后作为札记，随身携带，反复研读［9］1208 。在学术上

张先生治学严谨，具有“审问、慎思、明辨种种功夫”［9］

1086 。193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幼稚园课程标准》，

张先生对该课程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课程标准总目

标的第四项“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家庭教育的

改进”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标［8］527 ；并认为该课程标

准的内容，是根据儿童为本位，仅成就幼儿在该时期

内身心的发展，缺乏对公民的训练［9］1219 。1933年北平

社会局起草幼稚园具体课程实施方案，张先生将这份

课程方案与苏联、美国进行比较，指出该课程方案缺

乏公民训练。他善于反思自己的教育行动和主张，

“在起初我仅承认儿童为一切的本位”，“好像什么什

么全可以不必管，只要能够使儿童的心身发展”［8］65 ，

后来思想上翻了一个跟头，认识到“抛去了社会而空

谈儿童的心身，教育总要落空的。”［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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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专注学术，潜心研究幼教，认为教育工作

者“除有利于专业的——不论直接的间接的——以

外，实在愈简单愈好。而且世故愈深，趋避愈熟；我们

也何必要有这些平凡腐俗的经验呢？！”［8］387 因专注于

幼教事业，张先生对人情世故无暇顾及，他回忆当年在

桂林办学时曾有一位掌盐政的贵人前来捐资，正值张

先生开会，张先生派学生李蟾桂前去招待，结果把捐资

者给得罪［9］1242-1243 。张先生虽是在调侃自己行政经验

的欠缺，但从另一侧面可窥出张先生做专业之专注了。

张先生始终认定“活到老要学到老”［9］1353 这一信

条，一生都在学习，他时时跟踪、关注世界幼教发展动

态，研究世界著名幼稚教育家，如福禄贝尔、蒙台梭

利、洛克、克伯尔屈、桑戴克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研

究世界各国先进教育学派及教学方法，如进步主义学

派、活动课程、单元教学、发现教学法、设计法、道尔顿

教学法、德可乐利教学法等。晚年张先生终日兀坐大

屯山下的石室窗前看书写作，即便在患脑病的十余年

间，仍以顽强的毅力陆续著述，先后完成了五辑论

著。1973年张先生病危住院，他生前的好友台静农前

去看望，张先生已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状态，清醒时张

先生就向静农抱怨没事做闷得慌［9］1444 。

四、善于合作 乐于助人

张先生善于与人合作，集众人的力量创办教育。

1920年4月在自己的家乡宁波，张先生与杨菊庭（当

年宁波市教育局长）等鄞县6位教育界知名人士创办

了宁波市第一所二年制幼稚师范学校——星荫幼稚

师范，张先生被公推为校长。张先生向好友马廉借地

盖建学校，聘请北大教授马裕藻（鄞县人，张雪门就读

宁波府中学堂时的校长）、马廉（马裕藻之弟，张雪门

之同窗和挚友）等来幼师任教［13］，成功地解决了校址

和师资等问题。张先生早年与陶行知先生有交往，他

们兴趣相投，志向相近，张先生很认同陶行知生活课

程理念，在他的实践中，始终贯穿了陶先生的“生活即

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念和方法，并

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独到的思考和研究，形成幼稚园

行为课程理论，与陶行知的生活课程理论相得益彰。

在幼教的探索道路上张先生与学生合作创业，师生同

甘苦，共患难。当年创办广西幼师时，抗战时期通货

膨胀，物价飞涨，师资紧缺，张先生邀请学生李蟾桂、

池宝华、吴汉清、金恒娟到广西幼师办学［9］1238 ，学生景

仰先生的为人和学术，跟随张先生继续到重庆办幼儿

团、培训保育员。张先生到台湾办育幼院，学生池宝

华、李蟾桂、华霞菱还跟随张先生一同到台湾创业。

晚年张先生眼疾，半身不遂，由他口述学生帮他记录

整理书稿［15］。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张先生总是无私地将自己幼

教研究成果与同仁共享，1929年张先生收到一封来自

绥远的素昧平生的幼教同仁的讨教信件，信中向张先

生请教幼稚师范课程设置问题，当时民国教育部尚未

颁布幼师课程标准，张先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在孔德

幼师的课程材料悉数寄给对方［9］1213 。后来张先生在

主持北平幼师时，与南方朋友联络，互相借阅幼稚园

课程材料，取长补短，借鉴学习，解决了当时资讯不发

达，专业资料少等问题。张先生为人谦虚低调，据台

湾学者王静珠回忆，当年王静珠著的《幼稚教育》一书

完稿请张先生指正，张先生欣然接受，当时张先生已

半身不遂，靠放大镜仅用数日时间看完了近30万字的

书稿，张先生在修改意见处要求王静珠将文中对张先

生的赞誉之词去掉，从小节处可窥张先生谦虚低调、

乐于助人的品格。

五、知恩图报 不辱使命

在幼教创业中张先生也得到朋友的鼎力相助。

对于朋友的帮助张先生铭记在心，并以实际行动报答

朋友的恩情。1924年至1926年张先生在北京大学注

册课任职员，张先生利用此机会在教育系学习幼教专

业，并与北大高仁山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高

教授欣赏张先生的为人和才华，为张先生提供了许多

珍贵的专业书籍和文稿，张先生非常珍惜，且倍加努

力，在北大3年时间张先生自学了福禄培尔、蒙台梭利

等教育家的幼稚教育思想，研究世界各国幼稚教育发

展史。1926年高教授推荐张先生到陶行知主编的《新

教育评论》兼任编辑［9］1209 ，也因此有机会认识陶知行、

蒋梦麟、黄建中等一批教授，张先生非常珍惜与名教

授在一起的时光，“自己不得不格外努力且也可以努

力的机会”［8］64 ，在编辑部工作期间张先生在该刊发

表《幼稚园的研究》等数篇高质量的幼稚教育研究文

章［9］1209 ，深受陶行知等教授的赞许。

张先生踏实的做事风格、渊博的学识和聪明的才

气，以及在幼教方面的不凡表现，赢得朋友、老师的赏

识和推荐。1928年在孔德学校总务长马廉的极力推

荐下张先生到北平主持中法大学孔德幼稚师范。孔

德幼师是北平第一所幼师学校，在孔德幼师张先生大

胆革新，践行“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9］1212 等教育主

张，实行半日实习半日授课等做法［9］1212 ，这些举措引

起幼教界的广泛关注和称赞。外界的称赞让同窗和

挚友的马廉倍感欣慰和自豪。而马廉推荐张先生到

孔德幼师任校长，助成张先生完成了他人生第二次创

业的开门红。

香山慈幼院是熊希龄创办的一所专收灾民难童

的教育慈善机构，香山慈幼院在1920年前曾经轰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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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国内外，但自1930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香山慈幼

院辉煌不再。1930年熊院长拟筹办北平幼师，北平幼

师隶属于香山慈幼院第三校，聘请当时颇有社会声望

和富有教育经验的张先生主持，张先生感激熊院长的

器重，在北平幼师他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教育实

验，成绩斐然，来参观取经者众多，慈善机构慈幼院也

因北平幼师异军突起而开始转机，而张先生更因主持

北平幼师卓越的成就而名声鹊起，影响海内外［14］。

当年景仰张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报考北平幼师的学生

有来自蒙古、绥远、山西、广东等地区，还有慕名而来

的侨生，如印尼华人黄立，黄立还肩负着学成回国应

用张先生行为课程创办印尼幼稚园的任务［16］。

1946年张先生在北平申请复办幼师无望之际收

到台湾民政处周处长的邀请，到台湾办儿童保育院，

张先生一到台湾周处长等人热情设宴接风，众人敬

酒，张先生一一饮净，并在心里默默下了决心：“今夜

我喝了这许多杯的敬酒，我的责任是已经定实，以后

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9］1266 张先生不辱使

命，在台湾主持育幼院，培训幼教师资，推行幼稚园行

为课程，20世纪60年代张先生的行为课程在台湾盛

行一时，台湾的幼教唤来了新的生机，张先生被称为

台湾幼教界泰斗。

张先生是知恩图报之人，他感恩朋友的帮忙，加

倍努力以实际行动回报恩人的提携。而张先生努力

拼搏开创的事业又让帮助过的朋友深感自豪，感慨张

先生帮得起，这样在张先生与朋友之间就形成良性互

动，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更推动张先生幼教事业的

良性发展。

上述所阐述的张雪门优秀的人格品质散落在张

先生幼教人生点点滴滴的具体事例中，直观地阐释了

何为幼教家，幼教家应具备的人格品质。很多一线教

育工作者只知道哪些人被世人称为教育家，某某人是

什么样的教育家，但对教育家的精髓所在往往缺乏深

刻的认识，不清楚某某人是怎样成为教育家，教育家

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不清楚要如何像教育家那样开

展高品质的教育实践［5］。其实教育家不仅仅是一种

称号和荣誉，教育家是鲜活的人格品质与突出的社会

贡献等诸要素的集合［17］。教育家是根植于孩子的心

中，在社会、家长的口中传颂［4］，是世人根据教育者的

人格特质、对教育的贡献等给予的一种评价，是教育

家从事教育事业贡献在前，世人评价在后。同时教育

家不是抽象代名词，它是具象的，教育家也有体温有

个性，既神圣又平凡，教育家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干

出不平凡的事业，教育家不是高不可攀，每个教育工

作者都有可能成为教育家。当前学界、政府官方媒体

在大力倡导培养教育家型教师，如，《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

确提出：“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

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

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

教育家型教师就应当像教育家那样，有理想、有情怀、

有追求、有担当、热爱学生、诲人不倦、潜心钻研、终身

热爱教育、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并有作为。张雪门身上

所展示的这些优秀品质无疑是值得后人学习与践行

的。特别是在当前大力呼吁教育家型教师的时代背景

下，张雪门在其幼教生涯中所展现出的这些优秀品质，

对当前倡导加强教育家型教师成长的研究，期盼出现

更多具有新时代精神的教育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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