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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区的女子教育特征
何 黎 萍

(中 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 ,北 京 100872)

摘要 :20世 纪三四十年代 ,在 多元教育结构体制下 ,国 民党统治区的备级女子教育获得 了较大发展 ,呈 现 出较

为明显的地 区、城 乡、阶级和男女差异 以及家政化教育倾向和民主化、多样化、科学化发展趋势 ,表 明这一时期的女

子教肓是在保守与开放、落后与进步的斗争中逐步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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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女子教育分为中国自办和外国教会办

学二种 ,而 自办女学居主导地位。中国 自办女学又

分公立和私立两类。公立指政府投资的女子教育机

构 ,私立指以个人或集体投资为主、辅之以政府资助

的女子教育机构。公立又包括 国立、省立和县立。

1927年 以后 ,国 民政府在北洋政府女子教育的基础

上积极扩展公立教育 ,并鼓励私立教育 ,使女子教育

呈现出公立和私立教育齐头并进之势。国统区的公

立和私立学校含量、职责与作用在不同级别和不同

种类的教育中各不相同。其 中 ,私立学校办学力量

较弱 ,主要发展初中等教育和承办业余与社会教育 ;

公立学校办学力量较强 ,主要发展 中高等教育和承

办正规女子教育。在公立和私立力量的推动下 ,三

四十年代的中国女子教育不仅在学制上完全建立起

与男子教育相同的体系 ,而且女子教育的种类也向

多样化迈进。女子教育除了 40年代因战争未取得

发展外 ,在整个 30年代 ,女子教育增长幅度大约是

五四时期的 6-100倍。,为新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 ,当

时的女子教育表现出一些进步倾向。不过 ,由 于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以及国民党奉行反动政

策 ,国 统区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女子教育的发展都呈

现出不平衡和不充分状态 ,带有明显的保守性与阶

级局限性特征。

一 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的差异及女子教育的

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

国民政府时期 ,虽 然提倡男女平等 ,宣扬妇女解

放 ,妇女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但实际上 ,女 子教育的

发展远远落后于男子教育 ,男 女教育差异十分明显 ,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女子教育专业较男子教育专业狭窄 ,女校

种类比男校少。女子教育专业主要是语言、文学、外

语、家政、法律、哲学、音乐、史地、教育、医学等 ,而工

业、机械、农业、数学、理化、生物、地质、商业等专业

则几乎为男性独占。20年代中后期 ,农科学校的女

生数为零 ,工 科大学的女生数量平均不到一名匚1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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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页 );数 理化、生物专业 的女生也是寥寥无几。

30年代以后 ,这种状况也改变不大。女子学校大多

是师范院校 ,独立的女子工科、理科和财经院校还没

有。在男女混合的高等院校里 ,女生也大多就读于

师范学院。

第二 ,女校数 目和女生人数 比男校数 目和男生

人数少。从学校数 目看 ,1930年 ,全 国有 中等学校

2992所 ,男 子中等学校占 2467所 ,女子中等学校仅

525所 匚2彐 (1o4页 )。 1932年 ,全 国高等学校 (含 专

科)有 103所 匚2彐 (32-33页 ),女子高等学校只有 7所

匚3彐 (251页 ),其 中 2所是女子高等师范。初等学校

一般是男女合校。从学生人数看 ,民 国时期女生人

数随着男女同校和大学开放女禁呈逐年上升之势 ,

但是与男生数量的增长相 比 ,仍显落后。据统计 ,

1930年 ,初 等学校男生人数 9204297人 ,占 总数的

84.8%,女 生数 1653016人 ,仅 占总数的 15.2%;中

等学校男生数 424223人 ,占 总数的 82。 4%,女生数

90386人 ,占 总数的 17.6%匚 2彐 (163、 137页 );高 等学

校男生数 30321人 ,占 总数的 89.58%,女 生数 3526

人 ,占 总数的 10.42%。 至 1936年 ,高 等学校男生

数 35547人 ,占 总数的 84.79%,女 生数 6375人 ,占

总数的 15.21%E4彐 (354页 )。

第三 ,政府和学校对女校的教学管理比男校苛

严。女校在教学管理上严格限制女生 ,卑视妇女人

格。三四十年代 ,许 多女子学校对女生实行
“
对牌

制
”(规定女生凡假 日回家 ,须 由家长拿对牌验明身

份 ,才准离校)、
“
留宿证

”(家长在留宿证上盖印章后

方能接女生回家 ,返校时女生须将留宿证交训育处

盖章以完成手续 )。 徐州女中校规规定 :“住校的学

生每礼拜只准一次或二次请假 ,还 须经过训育处很

详细的审问 ,被认为不必要时便要被阻止。
”“

来往信

件都须经过训育主任的检查 ,有 任意扣留的权力。
”

匚5彐 (⑴ 页)甚至有的女校为禁锢女生 ,在校门内另树

-道隔栅 ,称为界门,平 日,女生
“
岂但不能出校门一

步 ,竟至不能越界门一步
”
匚6彐 (69页 )。 一般女校不

准女学生打电话 ,不允许与男生通信 ,即便是女生的

哥哥也不能陪女生外出。相反 ,男 校却没有这方面

的限制。

第四,政府对女子教育经费的投人明显少于男

子教育 ,导致女校办学比男校困难。国民政府时期 ,

教育经费呈逐年递减之势 ,而且绝大部分经费用于

男子教育 ,真正用于女子教育的经费很少。比如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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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只将 1/zO左 右的教育经费投入女子教育 ,广

西、云南、甘肃等落后省份女子教育经费投入还不到

1/zO。 公立女校除了基本保障教职员薪水、学校办

公、图书和学生生活费外 ,一般没有其他费用。而女

子教育经费又主要投人女子公立学校 ,对于当时众

多的女子私立学校 ,政府投人更少 ,私立女校教师的:

工资和其它费用多靠社会赞助。私立女校时常人不

敷出,导致其规制不健全 ,教学质量不高 ,不少私立

学校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医务室、浴室和运动场 ,甚

至没有开水、照明,晚上不能自修 ,学生的生活维持
、

在最低线。据《新华 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 123期 。

报道:40年 代后期 ,有一所私立女中有学生 125名

(初 中一个班 ,高 中三个班),学 生从未上过晚自习 ,

去过图书馆 ,学业程度极低 ;学生生活极苦 ,健康状

况极差 ,其 中
“
患过痢疾的有 32人 ,患 过盲肠炎的

27人 ,患 过初期肺病的也有不少
”
,一个学期因病而

死的学生就有 15人 匚7彐 (252-253页 )。 40年 代后

期 ,成都、上海的许多私立女校 ,因 办学经费不足 ,时

有停顿 ,教师生活无着 ,不 得不去教育局跪哭、绝食

请愿。当然 ,少数有门路的私立女校 ,经 费充足 ,办

学条件好。

第五 ,男 女文化水平差距大。由于政府和社会

都注重男子教育 ,男 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高于女性 ,

这不仅表现为各级学校在读男生比例高于女生 ,而

且男生学历层次也明显高于女生。这一时期 ,只 有

师范学校女生比例最高 ,约 占 70%左右 ,而其他各

类学校女生仅占 30%左右匚2彐 。女生学历普遍是小

学。另外 ,男 性受教育的整体人数也大大超过女性。

这一时期 ,接 受各级教育的全国男性总数已超过

960万人 ,而 接受各级教育的女性总数还不足 200

万人E2彐 。如果按当时全国 4亿总人口计算的话 ,女

性大约有 2亿人 ,相 比之下 ,受 教育的女性尚不足

1%,而 男性却超过了 5%。 据 力32年 广州市人 口

调查显示 ,女性占全省文盲、半文盲 (以识字和不识

字为准)总数的 62%,是 女性总数的 68,16%,而男

性文盲和半文盲却只占总数的 38%匚 4彐 (316页 )。

可见 ,社会的性别歧视、传统的封建观念以及国

民党偏重男子教育的思想 ,是制约这时期女子教育

发展、导致女子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

除了男女教育差异外 ,女 子教育还存在地区与

城乡差异。这一时期 ,国 统区的女子教育 ,沿海地区

相对发达 ,内 陆地区相对落后 ;在 内地 ,中 部地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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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西部边远地区发达。当然 ,在抗日战争期间 ,这种

沿海与内地的差异一度不同。由于沿海省区的沦

陷 ,大批沿海省区的女子学校迁往中西部 ,特别是云

集在云、贵、川三省 ,于是中西部女子教育一度得到

发展 ,沿海省区女子教育暂时衰落。抗战胜利后 ,随
·着国民政府回迁 ,内 地各女子学校纷纷复员。但是 ,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原校设施的破坏和掠夺 ,许多

复员的女校不得不进入艰难的复兴阶段 ,少数女校

甚至无法恢复。这虽然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女子教育

的差距 ,但是却沉重打击了沿海女子教育 ,对 中国现

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十分不利。当然 ,地 区间女子教

育的差距并不是绝对的 ,在沿海省区的边远山区 ,女

子教育仍然比较落后。比如福建的晋江、惠安就是

如此。在晋江 ,由 于妇女地位很低 ,女 子上学极少 ,

以致人们对女学生十分反感。相反 ,内 地风气开通

的城市 ,女子教育却较兴盛 ,比如山西太原、湖南长

沙、四川成都等地的女子教育就较发达 ,不仅女子普

遍上学 ,而且各类女校较多 ,成为周边地区妇女求学

的中心。

同时 ,国 统区的农村女子教育还远远落后于城

市女子教育。这首先表现为城乡女子教育观念不

同。在城市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女子应当接受教

育已为多数城市人士所接受 ,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 ,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已成为她们谋取职业、

显示家庭经济实力、提高身价与抬高婚嫁资本的一

种标志。因此 ,一般城市家庭多主张女子上学读书。

相反在农村 ,妇女解放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

“
头发长 ,见识短

”
,“女子天生不如男

”
等男尊女卑观

念极为普遍 ;女口果谁家女孩子想读书,就会被认为是

奇思异想 ,甚至遭到责骂匚8彐 (44页 )。 大多数农村家

庭认为 ,女子上学只是识几个字而已,于家庭无补。

其次 ,表现为城乡女子受教育程度差异大。在城市 ,

初等教育层次与女子人学普及率至少达到 60%—
80%左右 ,经济稍为宽裕的家庭女子都要接受中等

教育 ;在农村则不然 ,其教育普及率极低。例如 ,在

广西同正县,1933年 ,全县妇女共 18463人 ,其中受

过中等教育者仅 4人 ,受过初等教育者 79人 ,至于

受专门和大学教育者无匚9彐 (133页 )。 据李景汉调

查 ,30年代初 ,河北定县农村平均每村接受中等以

上教育的女性不到 l人 ;在受教育的女性中,97%是

接受的初小教育 ;全县 7岁 以上的女性共 330300

人 ,识字的女性约为 4000人 ,仅 占 2.5%,不 识字的

女性约为 156000人 ,占 97.5%匚 10彐 (256页 )。 在苏

州城、大同市 ,女学生比比皆是。第三 ,表 现为城乡

女子学校的数量和层次差距大。女子学校 85%左

右设在大中城市 ,只 有大约 15%设 在乡镇。如山东

省济南有女子师范学校、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各
1所 ,女子小学 2所 匚4彐 (248页 );江苏徐州市有教会

女中、省立女师和私立女中各 1所 ,学 生约有 500

名 ,“是苏北八县知识妇女的集中地 ,也 是周围各县

小学的师资供给所
”
匚5彐 (4o页 );河南古城开封有 3

所女子中等学校 ,学 生 1200多 人 E11彐 (42-44页 )。

但是 ,在保定地区,每 县最多不过 l所女子小学 ,女

子小学占乡村教育比率不及 1%;河南安阳县则仅

有 1所女子小学和 1所女子初等师范 ,且 就读女生

很少 ;浙江义乌县也只有 1-2所 女子小学 ,人数很

少 ;福建怀远县仅 l所女子小学 ,平时上学人数不多

匚4彐 (248-249页 )。 由于乡镇女子学校差 ,不少地主

富农家庭的女儿都在城市女子学校上学。中国是-
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 85%,其 中乡村女性又占全

国女性的 85%,然而她们却只占有 15%左右的学校

教育 ,加上落后地区的女性缺乏教育以及阶级压迫、

战争蹂躏和灾荒摧残所导致的经济恐慌与农村破

产 ,也使农妇和边远地区的妇女无法享受教育 ,导致

旧中国农村女子教育十分落后。

二 女子教育的阶级性和民主化倾向

国民政府时期 ,真正能享受教育的女子绝大多

数来自中等以上家庭 ,其主体限于城市 ,以 农村人口

为主体的下层劳动妇女几乎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

国统区的女子教育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性。

有人对民国时期 50位杰出女性的出身作过统

计 ,我们仅以 12位杰出女性来分析。出身官僚家庭

的有唐群英 (留 学日本 ,妇 运先驱),吴 贻芳 (留 美博

士 ,中 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谢 冰心 (留 美学士 ,作

家);出 身资本家家庭的有何香凝(留 学日本 ,妇女活

动家),宋庆龄(留美学士 ,妇女领袖 )⒈出身知识分子

家庭的有陈衡哲(留 美学士 ,中 国第一位女教授),史

良(大学学历 ,律师和妇运先驱),林巧稚(医学博士 ,

妇产科专家);出 身反清世家和小康之家的有胡兰畦
(留 德学士 ,作家和妇运活动家),沈兹久(留 学日本 ,

办报人和妇运先驱),丁玲(大学学历 ,作家);出 身贫

民家庭的只有韩幽桐(留 日学士 ,法 学家 )匚 12彐 (83-

84页 )。 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 自中上阶层 ,来 自下

层者微乎其微。可以说 ,正是她们富裕的家庭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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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她们能受到高等教育 ,并最终成为女界名流。

据 1931年 国民政府对专科以上学生的家庭职业统

计 ,除商、学、医、法、政、军、警外 ,家 庭务农 的约 占

25.9%,做工的约 占 2。 5%② 匚2彐 (5页 ),说 明只有 中

产以上的家庭子女才能就读中学和大学。

同时 ,下层妇女很少受教育的状况也反映了女

子教育的阶级性。在农村 ,绝大多数贫穷农妇挣扎

在饥饿线上 ,一生都在治理家务、抚养孩子、田间劳

作和外出做工 中度过 ,根 本谈不上受教育 ,纯 属文

盲。在城市 ,下层劳动妇女的代表—— 女工及工人

家属也很少人能享受到教育。以上海某纱厂女工知

识程度为例 ,目 不识丁者 占该厂女工的 82%,能读

自己姓名者占 15%,能写 自己姓名者 占 3%E13彐

(385页 )。 又以上海 日本久大工厂 61个工人家庭

114位女家属为例 ,其 中,有 73位妻、媳、母、嫂、姊、

妹等亲属无一人识字 ,有 2位女儿能识字和读报 ,有

2位女儿只识字而不能读报 ,其余 37位女儿不识字

匚13彐 (381页 ),她们几乎全部来 自农村 ,这说明下层

劳动阶级女性没有享受过教育。这正如时人所说 :

“
我国提倡妇女教育虽已有 40余年历史 ,但结果仅

有极少数上层阶级之妇女有此机会。至于普通一般

妇女或为传统思想所缚 ,或为家庭生活所系累 ,仍无

求学之机会。”匚14彐 (19页 )

应该指出的是 ,国 民政府时期女子教育的阶级

性在各个阶段和各级各类学校的表现程度是有差别

的。一般来说 ,抗 日战争爆发前和结束后的两个时

间段 ,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女子中学或大学 ,因 为要交

学杂费、书费、膳宿费(住校者)等 ,因 而学生几乎全

部来自中产以上阶级 ,贫家之女无力就读 ,女子教育

的阶级性最明显。抗 日战争期间 ,则 并不显著。要

强调的是 ,幼儿教育在三四十年代都具有很强的阶

级性。有人估计 ,抗 战时期 ,“ 即使托儿所对于一个

孩子的费用 ,收到几乎等于一个公务员的全月薪津 ,

还是要贴钱。而一般靠薪津生活的职工又哪里能负

担得起?他们的子女只好站在托儿所的门外了
”

匚15彐 (362页 )。 因此 ,民 国时代幼儿园的发展只限于

城市和上等社会 ,收费高是限制幼儿教育发展、阻止

广大劳动阶级之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重要障碍。

抗战前后 ,国 统区的女子教育还呈现出一定程

度的民主化倾向。抗战爆发后 ,国 民政府实行贷金

和公费制度 ,致使女子中高等教育出现了民主化倾

向。1938年 ,贷金制创立。1940年 ,贷金办法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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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金生每人每月照学校所在地 中等米市价 ,给食米

2市 斗 1升 ,另 加副食费为标准。1941年 ,改 订《国

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贷金暂行规则》。1943年 ,《 非

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

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 :自 当年所招新生起 ,一律不

适用贷金制度 ;另 订公费生办法 ,分 甲乙两种 ,甲 种

公费生免膳食费 ;并得分别补助其他费用 ,乙 种公费

生只免膳食费 ;并按学校和科系之别定费之比例 ,国

立师范、职业学校、医药、工科各院科系学生皆为甲

种公费 生 ,理 学 院 80%、 农 学 院 60%、 中学 新 生

70%为乙种公费生 ,国 立专科学校学生公费 比例高

于私立。因战争影响 ,原本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因

受战争及迁移内地的影响 ,失去经济来源 ,不得不依

靠贷金和公费读书生活 ,原本家庭贫困无力继续读

书的学生辗转至后方后得以依靠贷金和公费就读大

中学校。据 1939年 教育部关于贷金的统计 ,“ 全国

学生有 70%以 上是拿贷金的
”
E16彐 (79页 ),这就突破

了中产以上阶级对女子教育的垄断 ,使 女子教育的

阶级性在抗战时一度模糊。

女子教育的民主化倾向最明显地体现在女子初

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等方面。国

民政府自抗战前就积极推行义务教育 ,于 1935年制

定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其细则 ,规定

自 1935年 8月 起分三期逐步完成普及四年制义务

教育。1939年 ,规定每乡镇设保国民学校 ,让儿童、

成人和妇女都可以享受教育。1940年 3月 ,《 国民

教育实施纲领》颁布 ,规定抗战时期和抗战后分义务

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推进国民教育 ,在

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内同时实施。在实施过

程中,对学龄儿童实行强制人学 ,对成年妇女开设初

级和高级班进行文化补习,结果部分下层阶级的女

童亦可享受初等教育。对于女子师范学校 ,国 民政

府在抗战前就规定 ,师范生一律免缴学费 ,并规定各

地应视具体情况免收学生膳费的全部或一部分。抗

战期间 ,行政院又颁行《全国师范学校学生公费待遇

实施办法》,对师范生免收学费、宿费、全部膳食费和

教科书费及劳作、美术、理化、生物等实习材料费与

体育、医药、卫生等杂费 ,并 规定学生每三年发给单

制服二套、棉制服一套。师范学校的免费和公费制

度在很大程度上为贫苦女生提供了读书机会 ,因 此

众多贫困家庭女生云集师范学校。河南开封女子师

范学校 ,“每年都有 500名 左右的同学 ,因 为每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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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的津贴 ,而且毕业后又比较容易谋得职业 ,学 生

的家境大半都是清苦的 ,而为了别种原因 ,阔 人的子

女还是颇不乏人的
”
匚14彐 (42一 43页 )。 相 比之下 ,女

子职业学校的民主色彩更浓一些。职业学校主要面

向广大民众。1928年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 ,

通过了《推行平民女子职业教育案》,要 求中*政府

通令各省、县 ,依据当地社会需要与经济状况 ,广设

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所以,在抗战前 ,职业学校除私

立学校外一般不收学费 ,女子职业学校遂取得较大

发展。抗战爆发后 ,1941年 ,国 民政府规定各公立

职业学校的公费名额应达到 30%;1944年 ,又规定

职业学校的工、农、医科可有 80%、 商科可有 40%的

公费名额 ;1947年公费制度废除后 ,职业学校又实

行了奖学金制度。因此 ,寻常人家的女子有可能入

职校读书。加上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时间短 ,主要教

给学生谋生技能 ,特别适合贫困家庭的需要 ,故下层

劳动阶级之女往往愿意入职校学习 ,而 杈势富贵家

庭女子却极少进人。此外 ,女子教育的民主化倾向

还体现在女子平民教育上。国民政府曾经比较重视

女子平民教育(亦称民众教育 )。 1928年 ,教育部规

定 ,用教育经费总数的 10%-20%办社会教育 ,招

收对象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于是 ,各省、市、

县的教育厅局纷纷设立社会教育科 ,兴 办各种民众

教育机关 ,开 展民众教育活动。1929年度 ,江 苏省

仅入民众教育学校学习的妇女就达到 12430人 ,占

民校学生总数的 19.26%,到 1930年 ,女生数达到

了学生总数的 52。 48%,首 次超过男性匚1彐 (371页 )。

在其它省市 ,平 民女子教育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当然 ,应该看到 ,由 于受时局动荡的影响和社会对女

性的歧视以及反动政府的剥削与压迫 ,食不果腹、衣

不遮体的广大工农阶层对国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

平民教育等并不很感兴趣 ,故而多数贫困家庭的女

童事实上很难享受到教育 ,女子教育的民主化进程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亦刚刚起步。

三 女子教育的
“
家政化

”
倾向与课程设置的科

学化、多样性趋势

国民政府时期 ,女 子教育还具有明显的家政化

倾向。家政是指治家、育儿等家庭事务。
“
家政教

育
”
实际上是训练女子成为贤妻良母的教育。虽然

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未设立家政学校 ,但教育思想并

未脱离
“
贤妻良母

”
主义的窠臼。1929年 ,南 京政府

公布的教育方针第六条明确规定 :“男女教育机会平

等 ,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 ,保持母性之

特质 ,并建设 良好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
匚1彐 (3“

页)1942年 1月 6日 ,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母教之重

要》的演讲中也宣称 :母 教是国民教育的基础 ,下一

代与民族命运以今 日的母教来决定 ,全 国妇`女 同胞

应担当起母教的重大责任 E1彐 (364页 )。 于是 ,女子

教育必须开设家政科 ,进行家事训练。在女子初级

小学 ,开设缝纫、洗涤、卫生等课。教育部还编订了

《中小学课程暂时标准》,规定家事科在小学内至少

占全部课程时间的 1%。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规定 :女子高等师范须开设家事科 ,后 改为家政系。

其课程有 :伦理、教育、国文、家事、应用理科 、缝纫、

手艺、手工、图画、外国语、乐歌、体操。

家政教育最突出的是女子中等教育 ,因 为当时

一般舆论认为女子 中等教育须注重女子特有的职

分 ,养成其处理家政、教养儿童的知识技能。1928

年 ,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 ,认定女子中等教育

是培养女子家政能力的重要阶段 ,并通过了在中等

女子学校的教育内容里加人教养儿童、处理家政等

科 目的决议。其后 ,男 女合校的初级中学 ,专为女生

开设了缝纫、园艺、家事、卫生等课 ;高 级中学 ,专 门

设家事科 ,开设家庭经济、家庭管理、缝纫、刺绣、烹

饪、看护、育婴、乐歌等课程 ;女子职业学校开设的科

目主要是家事类 ,初 级职业学校开设有洗涤、缝纫、

刺绣、造花、育婴、理发、佣工等 ,高 级职业学校开设

有缝纫、绘画、纺织、染织、应用化学、艺术、工艺、刺

绣、看护、助产等科。据 1931年对全国 69所女子中

等职业学校统计 ,有应用化学科 1所 、工艺科 5所 、

染织科 4所 、蚕桑科 3所、商科 5所、缝纫科 27所 、

纺织科 4所 、家事科 1所 、艺术科 1所 、助产科 2所 ,

可以看出家政专业 占绝对优势。对女子中等师范教

育 ,国 民政府明确规定 :除 了学习普通课程外 ,还必

须学习家事科 ,课程有国文、缝纫、手工、乐歌、体操、

教育、图画、园艺等。1928年 至解放前夕 ,教育部在

历次颁布的调整师范教育制度、课程标准和规程的

命令中 ,都特别强调女子师范学生必须学习家事和

军事看护等科 目。1938年 12月 8日 ,为 了贯彻家

政教育 ,国 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中等以下学校推行

家庭教育办法》,规定 :“全国中等学校 、小学、补习学

校、民众学校均应利用星期 日及其它假 日推行家庭

教育。凡负责管理家务及教养儿童的妇女均应加入

附近学校所设的家庭教育会。
”
E3彐 (25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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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 ,家政科不仅是民国女子

教育的基本科目,而且不少女子学校有意加大家政

教育的力度。上海某女中校长公然指出 :“我的学校

是要造成贤妻良母的,不愿做贤妻良母的 ,不要进我

这个学校来 ,既进了这个学校 ,就非学做贤妻良母不

可。
”
反映在课程方面 ,“家事科近来比以往每周增多

了一小时。以往是马马虎虎的,现在却要读家事学

以及治家之道等等的东西
”
。教学内容亦 日益脱离

实际 ,“教我们做早餐 ,必须要牛奶几两、牛油几两、

蛋白多少、蛋黄几个 ,但这些费钱的东西 ,我们哪能

天天吃得起呢
”
匚6彐 (7o页 )。 对家政教育的过分追

求 ,必然限制女生专业技能、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发

展 ,使她们毕业后没有多少选择职业的机遇和能力 ,

导致女生就业面狭窄。因此 ,不少妇女活动家和进

步人士对女子教育提出了批评。妇女活动家刘蘅静

在《女子教育问题》一文中就认为 ,女 学生可以学一

些家事 ,但不应特别注重 ,并主张向美国学习,将家

事科作为一种职业技能的训练 ,列 在选修科内,学与

不学任凭自愿。如果想以此为业 ,还 可以取得硕士

学位匚17彐 (1o1t102页 )。 应该说 ,刘 蘅静的主张是颇

有见地的 ,代表了现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方向。

国民党统治区的女子教育出现了多样性、科学

化发展趋势。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增长和西方文

化的不断渗透 ,西方现代女子教育思想输入中国,并

首先对上海、北京、重庆、南京为代表的开放大都市

的女子传统教育造成冲击 ,使这些地方出现女子教

育多样性特征及其课程设置的科学化、合理化趋势。

从女子学校类型来看 ,除 了女子初等小学、高等小

学 ,女子师范学校、女子中学 ,女子大学、女子高等师

范学院外 ,各种女子专门学校开始增多 ,如女子体育

师范、女子美术师范、女子音乐师范、女子体操学校、

女子护士学校、女子法政专科学校、女子医学专科学

校等 ,同时 ,在学校中,还附设各种特种师范科 ,如音

乐师范科、美术师范科、体育师范科等。至于男女混

合的学校则门类更广 ,涉及医、法、师范、商业、音乐、

美术、体育、外语等各个方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了女子教育的范围。从女子教育体系来说 ,从 30年

代起 ,已 经形成了初级、中级、高级三级教育体系 ,目

的是以初级教育来提高女子整体知识水平 ,以 中等

教育来培养多种类型的妇女人才 ,以 高等教育来培

养高级妇女人才。这引导整个女子教育向多样化方

向发展 ,无疑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女子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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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来看 ,以 现代科学知识为主的课程在女子学校教

育中逐渐加强。国文、外国语、数学已基本成为现代

女子教育内容的核心科 目,历史、地理、生物、化学、

哲学、政治学、人类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文化史

等也已成为女子高等教育的主要课程 ,伦理、职业科

目以及公民、图画、音乐、体育、生理卫生等科 目也已

作为女子教育的辅助课程。并且 ,针 对不同类别的

女子学校 ,还设置了突出各 自专业教育特征的课程 ,

如师范专业和师范学校开设了社会学、教育通论、教

育行政、教材及教学法、教育心理、童子军教育、测验

与统计 、教学实习等课程 ;音乐师范、美术师范、体育

师范等特种师范增设 了音乐教材及教学法、音乐概

论 、普通乐学、国乐、合唱、独唱 ,美术教材及教学法、

美术史、色彩学、解剖学 ,体育教材及教学法、体育原

理、体育行政、体育测验及统计、球类运动等课程。

另外 ,师范、医护、职业等教育在传授专业基础理论

的同时 ,还注意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 ,如师范学校设

有附属小学、幼儿园 ,医 护学校设有附属医院 ,职业

学校创办了工艺厂等 ,供学生边学习边实践 ,力 图培

养出具有现代科学能力和掌握现代科学方法的新型

职业女性。此外 ,还 吸收欧美经验 ,从 中学开始 ,设

立选修课 。其中 ,女子中等教育选修课范围较广 ,种

类颇多 ,如女子师范学校开设 了社会教育、辅导教

育、地方行政、地方建筑、美术、实用技艺 、音乐、卫生

教育学、医学常识等选修课 ;一般女子中学在高中部

开设有法语 、德语 、大代数、英 国文学史、宗教、翻译

学等选修课 ,在初中部开设有书法、珠算、劳作打字、

商业知识、英文写作等选修课。大都市女子学校专

业课与选修课的设置 ,为提高学生知识水平、扩充知

识结构、培养生存能力创造了条件。

四 结论

综上所述 ,我 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 ,

国民党女子教育-直在专制与民主、保守与开放、落

后与进步中前进。从根本上来说 ,其专制性、保守性

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教育总是为统治阶级利益和国

家政治服务的 ,国 民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 ,对 内

实行官僚资本主义的独裁政治 ,对有进步言论和行

为的女学生常以
“
思想反动

”
、
“
行为不端

”
为借 口加

以迫害 ,致使女子学校形成讲吃讲穿、不求上进、不

问时政的学风。国民党的阶级本性不仅决定了女子

教育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级性 ,而 且决定了女子教

育的落后性与保守性 ,地主资产阶级垄断教育杈、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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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男女教育差异、传统
“
贤妻 良母主义

”
的教育方

针和
“
家政

”
教育的女教宗 旨等都是其表现。不过 ,

应该看到 ,国 民党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政党 ,它深受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人权观和平等观的影响 ,一方

面认识到推行女子初等义务教育和免费的师范、职

业教育是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国家发

展的重要途径 ,因 而将女子初等义务教育作为一项

国策 ;另 一方面还初步意识到女子中高等教育的民

主化、科学化对于社会进步和统治稳 固的意义。第

二 ,虽 然国民政府时期的女子教育坚持
“
贤妻 良母主

义
”
的教育方针 ,但是其教学内容及专业学科还是以

现代科学知识为主体 ,并 且把学生掌握现代科学文

化知识的程度作为其能否毕业、升学的标准。毕竟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的和谐和儿童的

成长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

来说 ,家政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 ,我们在反对

国民党家政教育的女教宗 旨的同时 ,应 该吸取家政

教育的合理内核 ,从而为改进家庭卫生、节约家庭财

用 、增进家庭亲情、和睦邻里关系、减少青少年犯罪、

改善儿童健康、提高儿童智力等服务。第三 ,国 统区

的女子教育情况表明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与经济发

展水平是阻碍妇女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 ,因 此破除

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与发展地区和农村经济是发展

女子教育的关键。

注释 :

①依据雷良波、陈东阳、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 1993年 版 )、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 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年 )数 据统计而得。 '
②这里的务农是指地主、富农和个别富裕中农 ,做 工是指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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