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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华的外国教会幼儿教育作为特定的历史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它的历史命运。考察教

会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阻碍问题，探

讨中国幼儿教育在近代化进程中对教会幼儿教育的突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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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近代化是指由传统家庭幼儿教育向公

共幼儿教育的整体演变的历史过程。由于近代公共

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舶来品，因此．中国幼

儿教育近代化过程，既是一个古今的转化过程，又是

一个外国的思想、制度等本土化的过程。因此，世俗

性、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开放性(普及性)和本土

化等特征，是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

教会幼儿教育是指西方宗教团体在中国土地上

所开展的自成体系的全方位的幼儿教育活动，伴随

着西方殖民者的脚步于19世纪下中后期开始在中

国出现。它包括幼儿教育机构的办理，幼儿教师的

培养、幼儿教育思想的传播，以及幼儿读物的翻译出

版等。其出现早于中国的近代幼儿教育近半个

世纪①。

从时间上看，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早于中国幼儿

教育机构出现；在数量上，20世纪前20余年，教会

幼儿教育机构曾一度远远多于中国自办的幼儿教育

机构，1925年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后，教会幼儿教

育机构演变为中国私立幼儿教育机构的主体。20

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关键阶段。那

么，在中国幼儿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教会幼儿教育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教会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历史演进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便开始

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开学校，并创设孤儿院开展

慈幼事业。教会幼儿教育正是在前期慈幼事业的基

础上创设的。1855年，法国主教耶稣会巴黎耶稣会

南格禄、艾方济等在上海创办圣母院，下设一所育婴

堂。19世纪70年代后，该院又创办一所幼稚

园u](附¨。此后，美国、英国、德国传教士等相继办

理幼儿教育机构。19世纪下半期，外国教会称其设

立的幼儿教育机构为“小孩察物学堂”，以区别于小

学校。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905年编纂出版的《全

地五大洲女塾通考》一书中，就统计有“小孩察物学

堂”6所，学生数194人，其中女生97人[2](n”。这

些早期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的创立，其目的在于使中

国儿童皈依基督教，所以教学内容，则极为重视宗教

意识的灌输。

1902年，教会教育的联合组织——“中华教育

会”发出号召，要大力加强教会教育工作，积极控制

和影响中国教育。1905年，林乐知发表《中国亟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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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幼儿园》一文，强调传教之士，应以发展幼儿园

为先务。此后，教会幼儿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

据1922年刊印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的统

计，上年的基督教幼儿园达139所，学生4324

人¨j‘n"。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调查统计，上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0所。其中由教会办理156所．

占幼儿园总数的80％以上【4j(n3∞。

20世纪后，教会幼儿教育不再只是一味的灌输

宗教的理念，而是逐渐注意到幼儿教育的科学性以

及“世俗化”、“中国化”问题。引入西方幼儿园先进

的课程、教材和教法，如福禄倍尔制度和蒙特梭利教

学法思想等。教会小学和女子学校，一般都要附没

幼儿园，作为有关学生教育实验、实习的场所。在教

学中，采用中国语言施教，课程内容上，表现出对中

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尊重。

为发展幼儿教育机构，外国教会还大力建立幼

儿教师培训机构。1892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海淑

德在七海，189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等都创办了

幼稚园教师训练班。1898年，英国长老会在厦门创

办幼稚园师资班，1912年，发展成为怀德幼稚师范

学校，是教会在我国最早设立的一所独立的幼儿师

范。稍后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师范科、浙江杭州私立

弘道女学幼师科等也相继成立。一些教会大学也开

始培养幼教师资。如基督教教会于1905年在北京

开办了华北教育协会和女书院，内设两年制的幼师

科。至1911年并人燕京大学，成为教育学系的幼稚

师范专修科。以后，金陵、复旦、齐鲁、沪江、华西、岭

南等教会大学、女子大学也都分别设立过幼稚教育

系科或专业组，培养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人才。1913

年基督教会伞国大会议案明确提出，教会要设立幼

稚园，同时也要设立养成幼稚人才的学校，要求收教

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任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1925年11月16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

办法》，此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纳人中国私立教育

系统，但由于教会依IH控制着经费来源及使用权，无

形地左右着办学方向，一定程度地保留着宗教和殖

民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12月2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

美国津贴的文化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

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机关及宗

教团体登记条例》，根据以上规定，我国政府接管处

·37·

理接受受外国津贴的学校。1951年底。教会幼稚

园、幼稚师范学校全部收回国有。

二、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

化的影响

(一)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

促动

有学者认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在教会教育的

影响和示范下开始的。因为两方传教十在他们开办

的教会学校中首先引进了欧美的教育内容和制度，

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血液【5弘P180’。幼

儿教育也不例外。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幼儿教育机

构即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虽然教会幼儿教育以传

教为目的，宗教色彩浓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崭新

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为中国

自办幼儿教育提供了一个学习模式，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l、催生了中国近代幼儿教育机构

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幼儿教育

机构，由传教士仿照西方幼儿教育制度率先开办。

但它烙上了“殖民性”、“宗教性”的印记，并不具备真

正的“中国性”意义。因为早期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既

不是由中国人办理，又不向中国政府注册，它事实上

只是外国教会的附属物。所以外国教会初期在华开

办的“小孩察物学堂”，并不能作为中国公共幼儿教

育机构的肇端。但是，教会幼儿教育机构在客观上

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催生了中国公共幼儿

教育机构。理由有二：

其一，清末张之洞等创办的中国第一批公私立

幼儿教育机构，虽然在制度形式、课程设置和环境的

创设方面都足模仿H本的幼儿困而来。而其创办是

在清末国外教会幼儿教育机构事业方兴未艾，近代

外国教育观念的不断涌入，中国传统的家庭早期教

育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背景下，张之洞等以“中体西

用”思想为指导，积极借鉴日本的办园经验，兴办了

一批幼儿教育机构，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相抗衡，消

解其对中国幼儿教育的宗教性和西化的影响。

二是在中国第一批近代幼儿教育机构中，不乏

接受了教会幼儿园的影响者。1904年，清末的《癸

卯学制》颁布，确定在初等小学堂前设立幼儿教育机

构，定名为“蒙养院”。析中国第一批幼儿教育机构

中，仍有以“幼稚园”命名者。如1904年成立的上海

务本女塾附设幼稚舍、1908年创办的曹氏家庭幼稚

园、1909年创办的山西育婴堂附属幼稚同等。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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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些幼儿教育机构无疑都受到教会幼稚园的

影响。

2、率先把两方先进的幼儿教育观念引人中国

把西方教育思想传人中国，由几方面的主体完

成。一是回国的留学生以及醉心西学的中国人士，

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二是中国政府派

员去西方(包括日本)考察取经．清末和民国初年都

曾派员出国学习；三是教会教育机构引入两方教育

思想，并进行了实践。西方教会不但在中国首先开

办幼儿社会教育机构，而且较早地把西方幼儿教育

思想介绍到中国，同时对中国儿童教育的一些问题

提出了批评。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1860年来华

后，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他曾著文《论中国亟需设立

幼儿园》、《重视教育说》等，将西方幼儿教育思想介

绍到中国。

这些观念包括重视儿童心理、强调儿童权利、主

张师生关系平等等比较科学民主的观念，与中国传

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下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完全不同。

这些观念通过教会幼儿园的中国学生及其家长以及

教会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任教中国学校进行的实践而

向中国幼儿教育机构、社会和家庭传播，潜移默化地

影响中国幼儿教育观的转向。

3、促进西方科学化幼儿园课程教法在中国实施

一般认为，英国欧文于1816年创办的“幼儿学

校”开创了社会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先河，1840年，

福禄倍尔根据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和教学心理化

的思想进行“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验，奠定了幼儿教

育科学化的基础。20世纪初，在意大利以“儿童之

家”实验为基础而形成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在美

国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实验为基础而形成的杜威

实用主义幼儿教育理论，大大地推进了幼儿教育的

科学化。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专

辟《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该章程规

定蒙养院的保教内容包括游戏、歌谣、谈话、手技。

这四项保教内容基本来自日本的1899年颁布的《幼

儿园保育设备规程》，是“中体两用”教育思想指导下

的幼儿教育课程。还存在一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而早于此前出现的教会幼稚园与时俱迸，不断

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

为中国自办幼儿园提供了科学的教育模版。教会幼

稚园的课程除了宗教课外，一般还有外语课、音乐

课、游戏课、故事课、谈话课、图画课、手工课、自然常

识课等，课程内容丰富有趣，考虑到了儿童需要，比

较贴合儿童心理。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幼儿园不同

于日本式幼儿园．它强调的是儿童自然表现、自我活

动，反对成人过多的干涉。民国时期，特别是“五

四”运动以后，中国幼儿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摆脱

了清末日本模式的控制，纠正了自清末以来幼儿教

育小学化的倾向。借鉴吸收了大量教会幼儿园的办

学经验。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法方面，与教会幼稚园

日益接近。

4、培育了中国第一批专业化幼儿教师队伍

至清朝末年，中国尚未有专门的师范教育机构。

中国第一批幼儿教师，是由训练敬节堂的节妇和育

婴堂的乳媪而来，不仅文化低，而且缺乏幼儿教育专

业知识技能和民主科学的观念。中国较早的幼儿教

师培养机构有1905年严修在天津创办的严氏女塾

保姆讲习所，1907年上海务本女塾附没的保姆传习

所。1920年张雪门创办的宁波幼儿师范学校等。

上述机构一是规模小，招收学生少，二是存在时间不

长，其影响和实效远不能与教会在中国兴办幼儿教

师培养机构相比。

19世纪末开始，西方教会在中国兴办幼儿教育

机构的同时，也在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幼儿教师培养

机构。这些幼儿教师培养机构有附设于教会女学

的，也有独立设置的；有初级、中等教育性质的，也有

高等教育性质的。其师资力量强、环境设备好，管理

严格，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一般比较高。教会幼儿

教师培养机构的毕业生不仅供教会幼稚园使用，很

大一部分在中国公私立幼稚园里任教，形成了中国

幼儿教育机构中最早的一批专业师资队伍。对于这

一情况，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头20年，教会幼儿

师范教育控制了整个幼儿教育界L6](P28”。师资是发

展幼儿教育事业的关键。教会幼儿教师培养机构为

清末民初中国幼儿教育机构提供了相当部分的师

资，缓解了当时幼儿师资短缺的压力。同时，这些

毕业生在教学中也将教会幼稚园的课程、教材、教法

等带到了中国自办的幼儿园教学中，在实践中影响

和培养出一批中国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帮助中国幼

儿教育机构完成了最初的师资队伍的转型换代。

(二)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消

极影响

以上可见，教会幼儿教育在多个方面对中国的

幼儿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带动了初创时期的中国幼

儿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幼儿

教育的近代化。然而，至民国中后期．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教会幼儿教育

万方数据



的消极影响便不断凸现出来。

1、浓厚的宗教性

毋庸讳言，最初教会幼儿园的目标是让幼儿了

解基本的宗教知识，信奉上帝，同时培养性格恭顺、

安分守己的未来公民，以便在政治上维护西方列强

的在华统治，在精神上扳依基督教。一般教会幼儿

园教窒内墙，卜挂着耶稣或圣母玛丽亚的像，祈祷、听

讲圣经是每日必修课，宗教故事和宗教歌曲是日常

的教学内容，每逢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便举

行茶话会，赠送礼品、演宗教剧，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教会幼儿园所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是娃而易见的。

1926年，张雪门发表《参观三十所幼稚园后的

感想》一文，他对于其中12所宗教幼儿园的印象是：

“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在一时动作以后茶点

以前，儿童们一定要闭一会儿眼睛，他们的小嘴一定

还要唱一首祷告的歌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上帝

祝福’诗一样的调子，全从舌端跳到恬静的空中，飘

宕在这边那边[7](P108舯。对此，张雪门深感痛心，在

许多著作中都抨击了这种宗教和洋化的教育。他认

为教会幼儿园的教师只是为教会尽职而不是为教育

服务，她们关心的是宗教而不是孩子。并尖锐地指

出教会幼儿园作为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工具，它所

起的作用“消极的是在减弱中国民族的反抗，积极的

是在制造各国的洋奴[7](P108耵。

教会幼稚师范的宗教味也相当的浓厚。一方

面，宗教课程占了很大的比例。另一方面，宗教活动

特别多样，有宗教仪式、宗教节期、布道会、宗教集

会、课外阅读等。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是当

时中国幼儿教育机构的骨干老师，有的甚至是幼稚

园的创办人，凶而她们所接受的宗教思想，很大程度

上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幼儿教育的实践。

2、强烈的移植性

教会幼儿教育移植性表现为其全盘西式的状

况。教会幼儿园的房舍建筑是西洋式，各式外国玩

具琳琅满目，课程内容也是外国的一套，说外国话，

行外国礼，学习外国习惯，讲外国故事，唱外国歌曲，

玩外国玩具，中国儿童生活在教会幼儿园里，无异置

身国外。

教会幼儿教育强烈移植性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

幼儿教育。造成了中国早期幼儿教育的外国化倾向

和富贵病盛行。中国在最初自办幼稚园时，以教会

幼稚园为蓝本，盲目崇洋媚外，效仿它的办学模式，

大多不考虑搬移过来的东西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

生搬硬套。张宗麟在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曾愤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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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此次参观后，始信吾国有民族精神之幼稚教

育，方在萌芽，而有数处且完全为外国化”[8]‘附钉。

严重的外国化倾向导致幼儿园富贵病盛行。由于幼

儿园玩外国玩具、吃外国点心。甚至房舍建筑也是仿

照两洋式，教师也过于追求专业化等，从而花钱就

多，使接收幼稚园教育成了有钱人家孩子的专属。

1935年，张克勤在调查7大城市189所幼稚园后，

曾感慨说：“很难找到一个幼稚园，完全为贫民而没

的，或完全为了工农子女而设屯的，差不多都是为了

富人达官的千金、少爷而设的”L9](P1”6’。

深受教会幼儿教育影响的中国早期幼儿教育远

离了困情，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拒绝了最需要幼

儿教育的广大劳苫阶层，不利于幼儿教育民族化的

发展，阻碍了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

三、中国幼儿教育冲破教会控制的独立

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教育转型的关键时

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中国幼儿教育亦乘风

逐浪。针对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

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的状况，在陶行知、陈鹤

琴、张雪门等领军人物的带动下，以若干教育实验为

先导，掀起了冲破教会控制的幼儿教育近代化探索，

取得了中国化和科学化一系列成果。

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育因受教会幼儿园的

影响而崇洋媚外，陶行知明确指出应将中国的、省钱

的和平民的作为创设幼稚园的基本方针。要求“第

一要打破外国的面具；第二要把贵族的架子放开；第

三要省钱，不当用的不用”[I们‘P13孔P62¨。改革中国幼

稚园教育的重心放在“平民化”问题上。因为中国是

一个穷国，只有满足劳苦大众的需求，才可能“中国

化”。为此，他认为幼稚园必须“下乡和进厂”，视农

村工厂为“幼稚园之新大陆”m]㈣％’。并于1927年

在南京远郊燕子矶创设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

其后，又进行了“艺友制”幼儿教师培养模式和“教学

做合一”的课程实验。1934年，他还指导孙铭勋、戴

自俺等人办理了中国第一所工厂区幼教设施——上

海劳工幼儿团。其办理的方针是“跳出传统的托儿

所及幼稚园的圈套，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的幼儿

工学团”[12]∽82’。实行了“托幼小学低年级一体

化”，试用“小先生制”。

陈鹤琴对当时幼儿园课程抄袭外国非常不满，

他说：“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

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13]‘P110_1¨’他提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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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儿园课程的三条标准：一为“凡是儿童能够学

的东西就有可能作为幼儿圊的教材”，二为“凡教材

须以儿童经验为依据”；三为“凡能使儿童适应社会

的，就可取为教材”。为了研究中国的、科学的幼儿

教育，陈鹤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实验中

心——南京鼓楼幼儿园，并在1925—1928年进行了

以课程组织为中心的多项试验工作，于1929年制定

出《幼稚园课程标准》。在幼儿教师培养上，创办了

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通过“活教育”的方法，

培养适合国情要求的幼儿教育师资。

张雪门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化学前教

育的探索。1930年，他开始办理北平幼稚师范学

校，决定“自成立一种实验教法”，将幼儿师范办成

“实验幼儿新教育之工具”[7孔P12”’。探索研究面向

普及中国幼儿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方法，推出了

注 释：

①2003年，中国幼儿教育100年纪念大会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标志中国公共幼儿教育的起步以1903年张之洞在武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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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upon Chinese infant education

TIAN Jing—zheng，YANG Su—qin，WU Qing

(School of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perform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0f children in

old China．Then a survey iS done over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children edu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barriers

and solutions to th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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