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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本世纪初的中学语文教学法

潘 述 羊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教育事业的发展自是源远而流长。 《尚书 》记载:虞舜曾

委派契
“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
;委派伯夷

“
作秩宗

”, “
典朕三礼

”
;委派夔

“
典乐,

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 而无虐,简而无傲。
”
①可见四千年前,不仅已经有了专门的

文化教育机构,而且还规定了基本文化教育的原则方法。后人总结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体制,

说是
“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
⑧可见学校的建立也有近四千年的

历史。然而,像现在我们所习见的新式学校,那发端还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情。迨到本世纪

初,清朝政府经历了庚子八国联军侵略的臣痛,停科举、办学校之议才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至于作为三级学制的
“
中学堂

”
这个新名词在我国的出现,则最早见于1896年 刑部侍郎李端

茱的 《请推广学校摺 》o。 其后 1898年 御史张承缨奏请于五城设中学堂。浙江杭州府中学堂

就是此时办起的第一所。但,作为完整的教育体系,著于国家功令的中学堂,则当从1902年

的
“
壬寅学制

”
以及 1903年 的

“
癸卯学制

”
算起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中等学

校是变法维新的产物,是在本世纪初才广泛建立起来的。

有了中学,才有中学语文课。不过那时规定的名目,在
“
壬寅学制

”
中为

“
词章

”,在
“
癸卯学制

”
中为

“
中国文学

”
。由于中学堂是旧式学校 (私塾、书院 )维新改良的产物,

所以除了
“
中国文学

”
这门课程之外,还有

“
修身

”
、 “

读经讲经
’

以及作为课 外 活 动 的
“
读古诗歌

”
⑥等三门功课同现在的

“
语文

”
都有关系。在当时的初等小学堂里,则不开设

“
中国文学

”
而开设

“
中国文字

”, “
其要义在使识 日用常见之字,解 日用浅见之文理,以为

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 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 日自己作文

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需要。
”
⑥此外,仍然有

“
修身

”
、 “

读经讲经
”

以及课外
“
读古诗

歌
”

的课程C。

至于
“
国文

”
的名目,大约就是

“
中国文学

” “
中国文字

”
的简称。辛亥革命后,已通

用
“
国文

”
的提法Θ。不过最初见于清政府法令的是在1906年 的 《学部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

章 》,规定
“
国文

”
应

“
讲授及练习各体文

”
;其后在1909年的 《学部篷拟检定小学教员章

程 》中亦有
“
国文

”
科目,规定其内容为

“
讲读及文法要义

”
0。

曲此可见,中学语文课这个概念如果考虑从
“
中国文学

”
、 “

中国文字
”
、 “

国文
”
、

“
国语

”
,直到解放后改称

“
语文

”
的发展变化,大概可以说其始轫阶段当开始 于 本 世 纪

初。至于它的教学方法,在 1903年 《学务纲要 》和 《奏定中学堂章程 》中已有了⊥些原则性

的简要提示。上述提示以及反映在这一时期其它清政府法定文件上的有关语文教 学 法 的 规

定,是根据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在继承传统私塾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犄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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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法德国,近采日本

”
ⅡD的成果,从而制定出来的。扌许称得土趑现代语文课教学法的滥

觞。我们研究中学语文教学法史,毫无疑问应当重视从裂J夫子到近代教育家的全部遗产;然
而, “

必也正名乎
”
,既然研究的对象是中学语文教学法,恐怕其真正的开端还当从本世纪

初算起才是。

本世纪初 ,中 学语文教学法虽然尚处于始轫阶段 ,若干规定也仅仅属于提示性质9隹L曲于

我国传统的私塾和书院的教学方法早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之引讲了国

外新式学校的分科、 分班级授课的体制 ,因此当时有关语文教学法的规定 ,涉及的方面还是比

较周到的。概括起来,大体上包括了学科性质、 目的、任务;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作文教

学等诸方面。

第 -、 关于学科的牲质。

此一时期的中学堂里,同今天的
“
语文

”
课相当的课程有:修身;读经讲 经 ;中 国文

学。关于修身课, 《奏定中学堂章程 》规定
“
摘讲陈宏谋 《五种遘规 》:一 ,《 养芷遗规 》,

二、 《训俗遗规 》,三、 《教女遗规 》,四、 《从政遗规 》,五、 《在官 法 戒 录 》(以 教

为吏胥者 )。
”
其要义

“一在坚其敦尚伦常之心,一在鼓其奋发有为之气,尤当示以ˉ身与

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
”
道德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是, “

务须勉以实践躬行,不可言行不

符。
’
关于读经讲经课, 《奏定中学堂章程 》只笼统地提到

“
讲读 《春秋左传 》、 《周札̀

》

两经,以各将来学成经世之用
”

。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 》则规定得具体些,指出开设这

门功课的目的是鉴于学生在
“
十二岁以后,为知识渐开,外诱纷至之时,尤宜令圣贤之道时

常浸灌于心,以免流于恶习,开离经叛道之渐。
”
关于中国文学课,包括读文、作文、习字

(楷书、行书、小篆 )以及中国历代文章名家大略等几‘部分内容。 《奏定中学堂章程 》认为
“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

”
而读文,则应

“
先使读经史子集

中平易雅驯之文。 《御选古文渊鉴 》最为善本,可量学生之口力择精读之 (如 多曲元此书 ,

可择较为大雅之本读之 )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流览,不必熟读。
”
看

来,由于设有修身和读经讲经两种课程专门对学生进行思想、伦常方面的教育,则 中国文学

课除了强调选用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 《古文渊鉴 》作为教材这一点扌外,就只突出其工

具课的性质,目 的重在读写能力的培莽了。至于初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宇课,还规定了
“
旷诀

能领悟
”

的任务。因此,在读和写的目的上还得加上一个
“
听

”
字。

这一时期的语文课已经普遍提出了
“
学官话

”
的要求0。 1903年 《奏定高等 小 学 堂漳

程 》就明文规定中国文学课应当教学生
“
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囝语言统一,民 志 因 之 团

结。
’

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人署名的 《学务纲要 》也说: “
各学堂皆莩音音⋯⋯于中

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 以官音讲解9虽不能遽如

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读宇清真,音韵朗畅。
”
可以说,当时语文这 F冂 功讲在-定程度上

也是注意了训练
“
说话

”-ˉ主要指语音的任务的。

第二、关于教学的原则。

彳,循循善诱:循循诱善是我国传统教学的原则之一。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 》 “
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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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及编制章第二
”

中的第十节有如下一段话 :

°
凡教授学童,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宜操切以伤其身体,尤须晓以知耻之义。学童至十

三以上,夏楚万不可用;有过只可罚以植立、禁假、禁出游、罚去体面诸事以足示儆。
”
④

B。 联系实际:本世纪初的语文教学比较重视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这一点十分 鲜 明地

反映在对
“
讲经

”
的要求上。《奏定中学堂章程 》规定: “

讲 《左传 》宜解说其大事与今 日

世界情形相合者,讲 《周礼 》宜阐发先王制度之善,养 民教民诸政之详备,与今日情形相类

可效法者。
”
指导我们分析世界形势和考虑政治问题,必从 《左传 》《周礼 》中 去 找 寻 依

据,现在看来是何其迂腐、多么可笑!但重视联系实际总比死背经书 ,搞八股文游戏 ,代替圣

贤立言,有很大的进步。试翻检一下戊戌变法前后清末的历史就知道,当时守旧顽固的官僚

对于废八股、试论策、废科举、兴学校拚命加以反对, “
京师议论,皆以学堂为无父无君之

地。
”
⑧在那种情况下提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颇有重要意义的。

在中国文学的教学中,特别是对于作文教学,还规定
“
作文之题目,当就各学科所授各

顼事理及 日用必需各项事理出题,务取与各科学贯通发明,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
”

这段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章反映生活的唯物主义原理,但注意 日用实际,注意各学

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与相互渗透,作为对统治读书人四百年之久的八股文的有力的反击,还应

给予充分肯定。

C。 读讲并重:传统的私塾是重背诵而轻讲解的 ,这一方面由于私塾教学多半采取个别进

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需要。远在八股兴起之前,唐代考试的
“
帖括

”,实质就是一

种背诵。单纯搞背诵,死背硬记当然是错误的,所以清末改革私塾的教学方法就 明确 规定:

“
各书均须讲解,不得专主背诵。

”
同时还要求, “

教授悉用新法
’, “

讲解均须详明。
”
⊙

在癸卯学制的《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 》中曾写道:

“
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重要,讲解明则领悟易。所诵经书本应成诵,万一有记性过钝实

不能背诵者,宜于试验时择紧要处令其讲解。常有记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长大后或渐能领会 ,

亦自有益。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
”

在中学堂里的
“
读经讲经

”
课也明确要求,讲解

“
先明章旨,次释文义,务须平正明显,切

于实用,勿令学童苦为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
”
这种先明章旨,后释

文义的讲法,自 有可议之处,但重视讲解还是应当加以适当的肯定。在中学堂里的
“
中国文

学
’

课则注意了学习范文与学生写作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一特定的角度指出: 
“
文法各于古

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
”

又一次强调讲解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所讲的内容是
“
文

法
’,也就是做文章的方法,即根据选读的范文,分析讲解从审题标题、立意选材、谋篇布

局到遣词造句的T整套写作特点。

至于
臼
读

”
的任务,更是我国传统教学方法所最注重者。 《奏定中学堂章程 》不仅具体

规定了每学年
“
读

’
的时间,而且还十分细致地匡算了每学年应

“
读

”
的字数。

“⋯⋯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每 日读两百字,每年除各假期以外,以二百四十日

计算,应读四万八千字,五年应共读二十四万字,计 《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

《周礼》全本(四万九干五百一十六字),合共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黄叔琳《周礼

节训本》(约二万五干字 )则合计不过二十二万三干余字,尚有余力温习。

对于这样的要求,在
“
教授时刻表

”
上还作了具体保证: “

现在所定读经讲经钟点,计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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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三点钟(间 日背讲一次),合共九点钟;另有温经钟点,每 日半
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

”

“
读经讲经

”
课程,辛亥革命后已予取消,其课时比重大的问题也毋庸多议。这里着眼

于语文教学方法,觉得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讲读虽说并重 ,但读经的时间倍于讲经的时

间。加之要求挑背、回讲、温习、考问 (口答或笔答 )⑥ ,所以学生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

因此,那种不加分析地认为本世纪初的教学方法是
“
祗知讲解课文

”
的批评⑩,是不符合事

实的,也是不公允的。二、就每星期近十二小时的读经讲经课而言,每 日仅要求背诵 200字 ,

负担不能算很重。中学堂的
“
中国文学

”
虽未作背诵的明确要求,但参考高等小学堂

“
读古

文每 日字数不宜多,止可百余字,篇幅长者分数 日读之
”

的规定,看来实际上绝不会有过高

的要求。如果撇开所读所背的封建糟粕的内容不论,则其有益于学生掌握语言文 字 这 个 工

具,提高听读说写的能力,自 不待言。

第三、关于教学的方法。

随着十九世纪末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的兴起 ,开始办起了新式学校 ,从 而也就引进了《教育

学 》,其 中当然包括 《教学法 》的内容。那时的 《教育学 》注意中西结合, “
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
”
,这大约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所谓

“
和魂洋才

”
的口号颇相类似。例如在初级师范学

堂里开设的 《教育学 》就规定 :

“
讲教育史,当讲明中国外国教育之源流,及中国教育家之绪论,外国著名纯正教育家之传

记,使识其取义立法之要略。但外国历代教育家立说亦颇不同,如有持论偏谬易滋流弊者,万万

不可涉及。
”
⑦

在初级师范学堂的第三学年里每周以八小时专讲 《教授法 》;第五学年的 《中国文学 》课还

要结合专业
“
兼讲教授作文读书之次序法则

”
。

本世纪初的师范学堂多采用译印的德国赫尔巴特 (T碰绷mF/J召 Jtjc尼
^H召

r抄曰t扌 )《 教 授

学 》作为教科书,把五段教学法介绍到了我国。所谓五段,即预备 (Pt纟p@/夕Jjo99), 提 示

(P〃 s召 mJ夕 莎犭0m)9比较(CO们 p四tjso0,总括 (G召 m召 r日 J氵z日 J氵㈨ ),以 及应用 (ⅡppJ犭 c夕 J犭o9B)⑧ 。

在清光绪年间出版的这本书的编译说明中,十分牵强附会地说什么
°
如孔夫子者固于

=千
四

百余年以前早已立此五段之次序矣!” 充分说明了当时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的原则在教

育学科领域内的具体体现。至于语文教学法,在本世纪初,比较强调以下两点:

Ⅱ。讲究语言的艺术:分班上课与私塾的个别辅导不同,自 然要特别重视讲演。 《奏定初

级师范学堂章程 》
“
学科程度第二

”
中指出: “

教师善于语言者,则其讲解学理 , 醒:豁 确

实,启 悟必多。
”
特别是对于师范而言,这就要求教师在

“
教授之际,宜时使学生演述所学

以练习语言。
”

以期培养出合格的语文教师。

B。 注意课外阅读: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第二章第十一条写道: “
学生造诣 , 不

可仅以教员所授为足,尤当勖勉学生,使 自行深造学识,研精技艺,勿得偷安自画,致阻学

业进境。
”
但课外究应选读什么书籍,却未作推荐。 《奏定中学堂章程 》在 《中国文学 》课的

要求项下,除以《御选古文渊鉴 》作为教材,并责成教师讲解其义法之外,还提到
“
近代有

关系之文亦可流览,不必熟读。
”
这可能部分属于课外阅读性质。此外,在读古诗歌方面 ,

考虑得就比较细致了。当时发布了《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 》兹转录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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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曰中小Ⅰ∫堂皆有Ⅱ目∴J∶古f⋯ I彡I谋 `本 占人弦歌学道之t。 艹Ⅱ囤‖乐久微` 势 难 仿

∷::;然 考工文戊《训扌教约》,!∶ i诗 it为 i`齐 之方,学÷钅i∴ 轮班歌诗 ;吕 新吾 《社学要 略》,

i每
日遇主子沽怠之讨,歌△i一章,择浅近能感友宕令歌之。今师其意,以讧有益风化之古诗歌 列

人功课。

i1苷小学堂读古计J,须择古砍谣及占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 ;{∶⊥只可读三四五
ˉ
∴
··Ⅱ法7J7i可 k:仃 l∶;字效尤不亻多。遇闲fk放学时9叩令J亡卩^-l千 ,以养其性扌,上 .舒其肺气 ;

怛T∫不可读律泞。

讠等小半堂、中学圭9订t古诗歌五七古均t。 离竿小学f刂 宜短篇;中学篇幅长短不攴,亦 顼

择其词旨雅正而i旨 节谐和者,其有益于学生与小学同,怛万不可读律诗。学堂内万不宜作诗, ∷丨

免多占时刘;诵读既多,必然熊i乍 ,l∶i之不可,不待技屯。

小iⅠ 屮学所诀之诗欹,可相学生之年龄选取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 》两书,并郭茂倩 《乐 有

诗失》中J之
j上正￠讳有 (其仁协1不庄者勿读 )`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丿、

之乐宙,Ⅱ J守 也△劣i父 中之乐丿宙:有益丿△化者渎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诃义兼关者,皆协 律可歌,

亦可授读,皆 l∵ 合于古丿、讠i∶ 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田学堂唱歌作乐、秆l性忘劳之用。
”

⑩

这里选诗纯从 古乐出发 ,所 以限于古谣谚、乐府及绝句。至于
“
万不可读律诗9学堂 内万不

宜仵诗
”

,贝i涂 了与 《中阃文学 》设课的 日的有关之外,大约当时废 除八股文考试不久,而
科举考试包括八股文和试帖诗9试帖诗就是一种五言律诗 要,所以在本世纪初的新式学校里

一般反对教学生对对子和怍律诗。

籍 圈、盏胥镩变激攀。

《蔚定中学鲎章程 》谈到各学科分科教法 咐,在 《中国文学 》课项下一开头指出: “
入

中学堂者年 已浙长,文理略已明遇,作文 自不可缓。
”

可见 当时对作文教学是极为重视的。

从某种意义来溉,读文、讲文其 目的完全是为了作文 了。本世纪初 中学的作文教学有以下几

个特点 :

⒕ 。中学堂里强调 “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夕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 (经 史

子集及 J篮人文集皆可 ),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
” “

二日文法,文法备于

古人之文,敬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
” “

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忌用僻怪字,二忌

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闼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
这就提出了对文

章的J愠 的要求-也可以揽是衡文的标准。

￡∶在中学堂里,规定先学作记事文,次学作说理文。            .
Ⅱ C∶ 设计了一套教学生作文的办法。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有以下一段话 :

∷  “⋯⋯为师范者教学童乍文之次序法则:凡教学童作文者,教字法句法入门之法有三:一、

随举一二俗字,使以文字换此俗字 (虚实古/叮 );二、使以俗话翻成文话;二、使以文话翻成俗

话。教篇法入门之法有三:一、文气联贯,二、划分段落,三、反正分明。引导用心之法有 四 :

一、空字令补 (实字虚f冫 皆可 ),二、谬字今改 (实字虚字皆可 ),三、宇同异用者令分析 (实

字虚字皆可 )9四、题目相类宕令用古人文调。扩充篇幅之法有四:一、不止说正 面,兼 说 反

面、旁面p题 沂、题后;二、多分条垤 (谓篇中平列事理数项,句法 相 同,条 目怠 多, 文 气愈

厚;经传诗子之文背如此`但须有实在意义 );三、多设替喻;四、引证经史群书。自然进功之

法{工 :⋯、△t读,二、拟占(文章乃虚灵之物,其佳否半由白悟,不能尽教;惟诵读极熟,兼

I令拟古,则 臼们析悟 i∶土益。扩古讠亏/「有l叱题此文而护作之,或古有题无文而代补之;如 《代秦

g6



报吕相书》之炎 )。
”                 ·

这套作文教学方法,明显地受到过去私塾训练学生写八股文的影响,可议之处不少:但它遵

循渐进的原则,许多考虑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教授法这个项目下,还应提到教`学生习字的方法。当时十分强调学生练习毛笔字。在

中学堂里应先教楷书,次教行书,次教小篆。指出:∶ 「冫凡教初学写字者有六忌:一忌草率
`

二忌软弱 (运笔迅速则无软弱之弊 ),三忌敬斜,四忌不洁,五忌松散,六忌奇怪。
”
在师

范学堂里夕除上述习字要求之外,另 外还特别注意教学生
“
习熟书写讲堂黑板

”
。这些要求

规定得都十分明确。

以上概括地整理介绍了本世纪初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的主要内容,今天运用马列主义的观

点去加以衡量,平心静气而论,处于始轫阶段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的这些内容,既有值得肯定

的东西,也有应当否定的做法。可以说其间瑕瑜互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得失并存。大

体上看来,它继承了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教学上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

强调德育;要求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作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语文的工具性,留心培养

学生读、写、书、说、听的能力;它 取法于训练八股文写作中某些不妨移用于训练写作说理

文的模式,提出了学生作文训练的次序与法则;它 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强调了讲读并重、读

写结合。毫无疑 j闾 ,这些东西都是有益的。

这一时期由于引进了新式的三级学校体制和西方的 《教育学 》与 《教 授 法 》,使 得 中

学语文教学法增添了许多崭新的内容:私塾式的个别辅导以及重在背诵的教学法已为班级授

课和强调教师演讲所取代;虽然,五段教学法在当时并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但总算

开始介绍到了中国,毫无疑问,这些东西也是有益的。        
∶

但,这一时期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仍有不少锆误、缺点与不足之处。首先是强 调 读 经 讲

经,强调封建主义的沦常教育。壬寅学制的中学堂,原先规定每月读经三小时, 但 并 未 施

行,代之而起的癸卯学制竟改为读经讲经每周九小时。科举虽然停止了;八股文 虽 然 取 消

了,但读经如故,钳制思想如故。其次是为了反对专主背诵而提倡的
“
讲解均须详明∷,导

致了在 《中国文学 》一类课程中
“
满堂灌

”
的现象。 “

初办学校口一般教师们大概不知教授

法是怎样的,一味把自己所有的本领教给学生。不管学生要不要学,懂不懂,教师只管教。
”

在本世纪初一般教师似乎都认为
“
教育是为了先生要教,并不是为了学生要学。

”
因此

“
用

力多而收效少。
”
已'这种注入式 (注射式 )的教学法,在辛亥革命后就曾遭到了蔡元培和梁

启超两人的抨击②。这种方法压抑学生智力的发展,不利于培养人才。此外,在作文教学中

不许有所谓的狂妄议论,不许离经叛道;在管教工作中,虽然规定
“
夏楚万不可用

’,但又

允许
“
罚以植立

”
。这些都不能认为是要当的。

本世纪初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之所以具有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特点,是 同当时的历史背景密

切相关的。正如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所说的那样: “
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

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
”
都属于

“
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
。无论是

壬寅学制,抑或是癸卯学制都是这场斗争中要协的产物。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所决

定了的。壬寅学制1902年由张百熙主稿。张为湖南长沙人夕同治十三年进士,授 翰 林 院 编

修,曾任山东学政,后又典试四川。甲午战争爆发, “
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战各 , 阴实 主

和。
”

使他颇负时望。戊戌变起,“坐滥举康有为,革职韶仟。
”

庚子之后9张百熙作为改



良主义者圭持学部,订定壬寅学制,在当时必然要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于是朝廷
“
增命荣庆

为管学大臣。
”
③而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对。于张百熙的

“-
意更新

”, “
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

”
⑧所以1903年 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③三人署名匍

定的癸卯学制较之19o2年的壬寅学制,就其总的精神而论,实较为倒退、较为倮守。这在读

经讲经的问题上反映最为突出。此处巳无须就两种学制细作分析比较了。至于 《教育学 》和

《教授法 》在西方的发展,当 然要受到本世纪初西方科学水平与经济基础的制约,我们引进

的当时的某些见解,现在看来无疑已有明日黄花之感了。

涟 释 :

① 《十三经注疏 》上册第Ξ80、 ∶S】 页。中华书

局影印版。

② 《礼记·学记 》,见 《十三经注疏 》下 册 第

r52Ⅰ 页。中华书局影印版。

③据罗崞巅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说,这篇奏

折为梁启超手笔。

④
“
壬寅学制

’
包括 《钦定蒙学堂 章 程 》、

《钦定小学堂章程 》、 《钦定中学堂章程 》、 《钦

定高等学堂章程 》以及 《钦定高师大学堂章程 》,

但这个学制并未施行。

⑥1909年 《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

科折 》将
“
读古诗歌

”
改 为

“
随 意 科 目

”,规定
“
于一星期内酌加一二小时教之。

”

⑥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 》。见 《中国近代教

育史资料 》中册第犭20页 ,人民教 育 出 版 社 版 。

⑦
“
△寅学制

”
的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设

课同
“
癸卯学制

”
稍有不同,以其并未施行,故不

再作更多的比较。

⑧辛亥草命后,教育部于】9r2年″月公布 《中

学校令施行细则 》,除
“
国文

″
课外,仍保留

“
修

身
”,但取消了

〃
读经讲经

”
。

⑨分见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第705页

和上册第〃9页 。

⑩康有为 《请开学校折 》。但癸卯学制实际上

更多地借鉴了日本和英国的东西。

①要求学官话始于清雍正年问,当 时
“
官音即

北京言语也。正音书院教育官话,限于闽广,见于

《学政全书 》。
”

参看商衍鎏著 《清代科举考试述

录 》第884页 。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版。

②J9″年 《钦定蒙学堂章程 》和∶gO3年 《奏定

初等小学堂章程 》亦有类似规定。

⑧见Jk百 熙给瞿鸿祝的⋯封仿。转自徐⋯士编

98

著 《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第 87F页 。书目文献出版

社版。

④Ξ9】 0年 《改良私塾章程 》。

⑧】902年 《钦定蒙学堂章程 》。

⑩台湾版大学用书郑世兴著 《中国现 代 教 育

史》即持此种观点。参看该书第犯页。

⑦Ι903年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

⑧参看台湾版大学用书司琦著 《中目国民教育

发展史 》第σO页。

⑩见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第5J‘ 页 。

⑩
“
自宋熙宁后以至于明,科举场 中不 试 诗

赋,清初尚然。至乾隆二十二年于乡会试增五言八

韵诗一首,自后童试用五言六韵,生员岁考科考及

考试贡生与复试朝考等,均用五言八韵,官韵只限

一字,为得某宇,取用平声,诗内不许重字,遂为

定制。
”

参看商衍鎏著 《清代科举考试 述 录 》第

2引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④吴研因、沈百英等著 《历来我们教学法的变

迁 》。戟Ι9Ξ年 《教胄杂志 》第一号。

②蔡元培说: 
°
我们教书,并不是象注水入瓶

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

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

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师竟不讲

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

时,才去帮助他。
’

见 《蔡元培教育文选·普 通 教

育与职业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Ⅱε页 。

梁启超在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一文中也有反对

注射式的主张。

②见 《清史稿·张百熙列传 》第″犭40页 。中华

书局版。

⑧见 《清史稿·荥庆列传 》第羽硐】页。

⑧张之洞时以两湖总督身分入京,参与癸卯学

制的拟订,出 力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