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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的历史演进
———基于近代学制的视角

牛君霞

  摘要:我国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肇端于晚清师范学堂,制度化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此后历经癸卯学制、壬子

癸丑学制、壬戌学制逐渐成熟并完善。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包含入学选拔制度、培养方式制度以及考核评价制度。

入学选拔制度通过入学前的保证书制度和入学后的试习制度前后呼应,确保师范生进校前具备良好的师德培养基

础。培养方式制度主要以“课程设置”和“活动仪式”双管齐下来孕育师范生师德。考核评价制度分“校内考评”和
“校外检定”,两者相辅相成,双层加固,确保迈入学校的每一位“准教师”具备合格的师德。研究发现,近代学制改

革思想和性质的演变指导着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的变化。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在近代学制演变中,建立起注重师

范生道德实践能力和“自我技术”培育的基本主线。与此同时,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一定的继

承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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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建设是首要之义。强教必先强师,强师必先强德。
未有师资缺乏而可以兴教育,德才浅薄而足以为人师者。“师德需要教师自我修养外,更需要教育培养”①。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

重要标准②。2022年4月11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将师德教育贯穿教

师培养的全过程,常态化推进师德培育涵养③。师德教育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须依赖科学实效的师德

培养制度,且从职前开始,加强常态化、一体化的师德教育。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岗位的中坚力量,不仅要业

务求精,更要师德为先。我国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肇端于晚清“新政”时期试办的师范学堂,制度化于1902
年清政府颁布的壬寅学制,此后历经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逐渐成熟并完善,为后续师范生师德

的培养奠定了制度基础。近代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包含入学选拔制度、培养方式制度以及考核评价制度。
本文试图从学制变迁的视角,分析各项制度的具体演变,以此深化对近代学制及其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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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识。
一 入学选拔———“保证书”与“试习”前后呼应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创立,揭开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序幕。以南洋公学师范院为肇端,至壬寅

学制颁布之前,清政府陆续试办了一些师范学堂。为了保障招录的师范生有良好的品行,师范学堂从兴办

起,就注意“考选学生,宜慎于始”①。为此,建立了师范生师德入学选拔制度。其内容有二:一是保证书制

度,二是试学制度。保证书制度即师范生在入学前须提交“保证书”来担保个人品行,类型分甘结式、保状

式②。如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所办师范学堂即规定“县试之前,由其家属出具甘结,公正绅矜(衿)加具保

状,赴官报名,所具甘结保状,随文申送”③。同年,张謇开设于通州的师范学堂亦规定考生“报名时须得素有

声望人保书,再由本学校访察试验,开单招致”④。试学制度即师范生在入学后先试习3个月,品行不合格者

予以辞退。如直隶师范学堂规定学生入学后,先作为试习生,俟3个月后,由教习会同总办严加甄别,取其品

质兼优者留学肄业,具报学校司普通教育处存查⑤。概而言之,“新政”期间所试办之师范学堂,通过保证书

制度、试习制度来确保师范生具备良好的师德培养基础,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成为壬寅学制建立师德入学选

拔制度的雏形。
“新政”期间试办的师范学堂,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呈现单极化、零散化特点,入学选拔制度在各个学堂的

规定亦详略有差、各自为政、不够系统。1902年壬寅学制的颁布,使师范生师德入学选拔制度呈现统一化、
具体化、灵活化的态势。壬寅学制将师范教育分为高等和中等两个层次,附设于各学堂中。此时入学前的保

证书制度在两类师范学堂继续实施,与前期不同的是,保人由“家属”或“有素望之人”变成“本旗佐领”,保证

书类型除“甘结式”、“保状式”外,增加“同乡京官印结”⑥。保人从民间个体变为政府官员,保证书类型凸显

政府角色,以此增强清政府对师范教育的控制。在试学制度上,试学时间虽无明确规定,但在两类学堂中规

定了师范生入学后,品行不合格时退学的情形。高等师范学堂出现四类情形或之一的人,是要被淘汰的:学
业不进,难期成就;困于疾病,不能勤学;学期试验,二次不及格;不遵定规,屡饬不改⑦。中等师范学堂出现

六类情形或之一的人,是不能在学堂继续学习的:资性太低,难期进益;困于疾病;累于事故;未经教习允假,
不上讲堂,逾半月以上;学期试验二次不及格;不遵定规,严加戒饬,仍不悛改⑧。很明显,中等师范学堂的退

学情形多于高等师范学堂。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师范学校对小学教师品行培养的重视,侧面反映出清政府对

小学教育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战略地位的认同⑨。

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后,中国独立的师范教育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师范教育分设“初级”与“优级”两
级,并于这一普通师范教育系统外,另设实习教员讲习所,使师范教育成为一个培养各级各类学堂师资的独

立系统。入学前的保证书制度对保人的角色和数量要求更多。优级师范学堂规定保人除了是“本地府、州、
县官”之外,还须为“学堂所信重者”。保人又分为正副保人,若其非学堂所信重者,不准作保。又保人中途若

有事故不能出结者,应令本生另取保人,仍出具连名保结。保人还须出具荐举凭单、学生履历凭单、身体检

查凭单、学业成绩凭单及人品考定凭单以备考核。入学后的试学制度延长至4个月。初级师范学堂规定“初
级师范学生初入学之四月以内,谓之试学。须在此四月以内,细察其资性品行,实在相宜者,始准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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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筹设直隶师范学堂小学堂拟订暂行章程折(附章程)》,汪廷奎、骆宝善、张瑛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392页。
这两种形式是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画押字据,多为保证某人某事,并声明被保证人如果出现问题则甘愿受罚。
袁世凯《筹设直隶师范学堂小学堂拟订暂行章程折(附章程)》,汪廷奎、骆宝善、张瑛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第392页。
张謇《通海请立师范学校公呈》,张謇著、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教育录》第11册,中华书局1925年第2版,第7页。
袁世凯《筹设直隶师范学堂小学堂拟订暂行章程折(附章程)》,汪廷奎、骆宝善、张瑛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第392页。
《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教育世界》1902年第39号,第1页。“同乡京官印结”是同乡京官(同省京官)出具的钤有官印的保证文书。
《管学大臣奏拟高等学堂章程》,《教育世界》1902年第37号,第6页。
《管学大臣奏拟中学堂章程》,《教育世界》1902年第36号,第4页。
杨晓《清末中国学制改革的文化价值取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58-62页。
《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6页。
《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6页。



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使师范教育分为中、高两级,中级为师范学校,高级为高等师范学校。入学前的保

证书制度继续实施,师范学校与高等师范学校均规定师范生在入学时须要由县行政长官保送,并由妥实之保

证人具保证书,送校长试验收录①。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保证书制度在保人资格、类型上均开始呈现简化的

倾向。试学制度在师范学校须试习4个月,而高等师范学校虽未明确规定试学时间,但其预科一年含有试学

性质。在此一年间,试验其品性、志趣、能力是否适宜于教员,而分别淘汰之也②。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动

摇了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授予普通教育机构以师范教育的权力。新学制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师范教育规程,
也没有师范生品行、待遇、服务等方面的相应规定。

综上所述,师范生师德“入学选拔制度”历经“新政”期间试办师范学堂的萌发,壬寅学制的新建,癸卯学

制的完善,壬子癸丑学制的简化后,至壬戌学制开始沉寂。“新政”期间试办师范学堂为师范生师德“入学选

拔制度”建立了原型,壬寅学制使之制度化、统一化,癸卯学制更为细致化、丰富化。但“制度化”、“统一化”、
“细致化”背后伴随着国家权力由上而下的逐步渗透与控制,体现出晚清国家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如保证书

制度的保人角色从民间个体走向政府官员,数量从单个走向多个,保证书类型从“甘结式”走向“同乡京官印

结”,试习制度时间从3月增至4月。壬子癸丑学制在民主共和之风的影响下,政府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角色

逐渐式微,个人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开始“抬头”,入学选拔制度走向微调和变异。“微调”表现在保证书制度的

保人角色转向“妥实之人”,数量和类型亦逐步简化。“变异”表现在“试习制度”在高等师范学校以“预科”的
形式存在。其后我国虽在不同历史阶段颁布学制,但没有明确出现关于保障师范生品行的保证书制度和试

习制度。
二 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活动仪式”双管齐下

入学选拔制度是师范生进校前,通过“保证书”和“试习”两种制度前后呼应来确保师范生具备良好的品

德基础。师范生进校后,主要以“课程设置”和“活动仪式”两种方式双管齐下来培育师范生师德。
(一)课程设置:从儒家经典到伦理科学再到政治素养的嬗变

“新政”期间试办的师范学堂,以“经学”或“伦理”科目来培养师范生师德,但各校并不统一,有的是“经
学”,有的是“伦理”,有的则为两者兼顾。壬寅学制颁布后,首先,正式确立了“伦理”课程在全国各师范学堂

的首要合法地位。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

同之理。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③。教员者,人伦之

师表,国家精神物质进步之机关,必具有品行学力,乃可为之④。因此师范生的学习,伦理学第一,经学第二,
教育学第三。其次,阐释了“伦理”科目的课程内容、课时安排及教学方法。课程内容上,包括中外名人言行、
历代学案、本朝圣训、教修身之次序方法⑤。课时安排上,中等教育段附设的师范学堂共学4年,每周1小

时。高等学堂附设的师范馆共学4年,每周1小时。教学方法上,注意“伦理一科,不在多言,而在力行”⑥,
同时强调对学生修身次序方法的传授。此后,师范生师德培养在教学上注重实践育德以及自我修德方法传

授的思想,在近代学制中一直延续。
癸卯学制的颁布使课程设置随着师范教育的分层分科有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并增加经学类课程。初级

师范学堂完全科为“修身”、“读经讲经”。优级师范学堂公共科为“人伦道德”、“群经源流”,分类科四类均为

“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实业教员讲习所为“人伦道德”。就课程内容而言,“修身”主要是清人陈宏谋所编

《五种遗规》,包括“养正”、“训俗”、“教女”、“从政”及针对吏胥的“在官法戒”⑦。除此之外,还要读古诗歌。
“读经讲经”前4年为《春秋·左传》,第5年为《周礼节训》。“人伦道德”为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群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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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校规程》,《政府公报》1912年第227期,第13页。
《教育部拟议学校系统草案》,《教育杂志》1912年第3卷第12期,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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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学大臣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教育世界》1902年第38号,第6页。
《管学大臣奏拟高等学堂章程》,《教育世界》1902年第37号,第5页。
陈宏谋辑《五种遗规》,线装书局2015年版。



流”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经学大义”为《钦定周礼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综上可知,壬寅学制

和癸卯学制在清末“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下,课程内容皆为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就课时安排而言,初级师范学

堂完全科“修身”、“经学大义”均学习5年,前者每周1小时,后者每周9小时。优级师范学堂公共科“人伦道

德”、“群经源流”共学1年,前者每周1小时,后者每周2小时。分类科“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共学3年,前
者每周2小时,后者每周9小时。经学类课程小时远多于修身类,彰显出癸卯学制注意对学生儒家道德思想

的灌注,以防师范生在西学冲击下离经叛道。从壬寅和癸卯学制课时安排总体看,师范生师德培养课程均贯

穿师范生学程始末,平均每周1个小时。癸卯学制有局部加强趋势,如在优级师范分类科增至每周2个小

时。
壬子癸丑学制对前清学制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课程设置随着学制中师范教育层级的变化产生流

变。最突出的特点是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均取消经学类课程。师范学校预科、本科均设“修身”;高等师

范学校预科、本科均设“伦理学”。就课程内容而言,“修身”宜采取嘉言懿行,就学生平日行为,指示道德要

领,渐及对国家社会家族之责务,兼授伦理学大要及教授法与演习礼仪法①。“伦理学”为“人伦道德之要旨、
伦理学、西洋伦理学史、中国伦理学史”②。可以看到,进入民国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引入,壬子癸丑

学制废除“经学”类课程,内容上跳脱儒家经典,引入西方科学伦理学体系,从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走向现代

伦理学知识的系统传授,和学生实际生活相融合,课程内容从空疏无用走向切合实际。就课时安排而言,“修
身”在师范学校预科共学1年,每周2小时。本科第一部共学4年,每周1小时。本科第二部共学1年,每周

1小时。“伦理学”在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共学3年,每周1小时。本科共学3年,每周2小时。壬子癸丑学制

承袭癸卯学制课时安排,课程亦从师范生进校安排至毕业,平均每周1或2个小时。
壬戌学制颁布后,在“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的指导思想下,没有明确的

课程目标和统一的课程内容。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为了体现学制的灵活性,由国家统一变为各校自主决定。
据《新学制师范科课程标准纲要》:师范院校取消“修身”课,逐渐以“社会问题”、“人生哲学”等课程替代。课

时大量削减,如6年制师范学校课程仅开设一年,每周上课2小时③。由此可见,壬戌学制取消前期三个学

制所保留的师德培养课程贯穿学年始末的做法,削减课时量,仅部分学年维持。总的特征是过多地注重知识

量的传授,忽视了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和师范生人格培养这一师范教育的核心,从而淡化了师范教育的特

质④。从个别学校设置“社会问题”、“人生哲学”课程来看,内容上逐渐偏向于培植师范生的政治素养。其

后,这一特点逐渐延续并有所加深。如:1939年后,各师范院校开设“训育原理及实施”⑤;1946年后,各校陆

续开设“党义”⑥。
(二)活动仪式:从传统仪式到多元活动再到党化训练的变异

课堂讲授只是师范生师德培养的一部分,活动仪式的举办更能“润物细无声”地规训学子的身心。在此

基础上,对参与者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进行塑造。壬寅学制规定师范生在以下两种时历,须举行活动仪

式:一是凡开学、散学及每月朔,由总理、教习率学生诣至圣先师位前行礼;二是每岁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

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仲春、仲秋上下释奠日,皆由总理、教习率学生至礼堂行礼如仪。除此之外,师范生

平常的生活亦要行礼。学生平日遇总理及教习,结执弟子礼;遇其他官员及上等执事人,均一揖致敬。⑦

癸卯学制颁布后活动仪式的规定更为细致。一是除上述壬寅学制规定的时历仪式之外,“学生随时随

地,遇堂中各员,须正立致敬”⑧行相见礼。二是对活动仪式所需要的器具、服饰等细节的说明。如在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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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堂管理通则》,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3页。



后、皇上万寿圣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行礼时,释奠礼仪至繁,祭器、乐器,学堂必不能完备,宜酌采释菜礼行

之①。届时学生必须整齐衣冠,穿本堂所定服式,戴大帽,至万寿牌前及圣人位前肃立,行三跪九叩礼。由各

员或学生恭致祝词,宣讲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之义。由此可见,清末师范学堂活动仪式通过不断营造强烈

的在场感,以隐形、渐进的形式,确保师范生普遍按照被期待、被认可的方式思维、行动,从而成为师范学堂培

养师范生师德的重要举措。
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各师范院校举办的活动仪式最多且最丰富。这和民国时期完善的训育制度有紧密

的关系。训育概念最早来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它于19世纪末经由日本传入我国,并在民国时期本土化

为我国道德教育制度化的阶段性成果②。经过对不同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的活动仪式进行梳理后发

现,各院校根据自己的办校情况设置了不同的活动仪式(见表1)。总体而言,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训话活

动。于不同节日、不同时间,由不同的人进行训话,包括全体训话、学级训话、组别训话、个人训话、礼堂训话。
二是名人讲演活动。邀请社会模范人物或教育界名人来学校讲演。名流之言论风采,于学生感化力最强,拟
多方延请其人,随时讲演③。讲演活动可以感化于无形,于师范生师德之养成,殊有效益。三是社团活动。
师范生围绕不同主题自行组织团体,包括校友会、体育会、文艺会、美术会、讲演会、音乐会、运动会、远足会、
庆祝会、纪念会、追悼会、桐荫画会、漫画会、乐石社、崇德会、寒松社等。四是实践活动。受杜威实用主义教

育思潮影响,于真实做事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品德,包括风纪部、园艺部、贩卖部、图书部、德育部、修学旅

行等。除上述四类主要活动外,个别学校还设置了彰显本校特色的师德培养活动。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

“修养和服务”为主题,将师范生师德培养融入各种记录文本中,具体包括省察册、考查册、服务生职务单、学
生报告单、斋舍检查簿、职员通知单等④;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承续晚清仪式思想,在始业日、终业日、国庆

日、孔子诞日、开校日等举行仪式,届时由校长述相当之式词,并由他职员致词,借以感动生徒,涵养道德的情

操⑤;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通过学生之间交往劝勉活动,以合作互助的方式来培养师范生师德⑥。
表1 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师范学校与高等师范学校活动仪式一览表

时间 学校 活动仪式

1913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桐荫画会;漫画会;乐石社;音乐团体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崇德会;修学旅行

1914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省察册;考查册;服务生职务单;学生报告单;斋舍检查簿;职员通知单

1916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言语训练(个别训话、组别训话、全体训话);治事训练(风纪部、园艺部、贩卖部、图
书部);会合训练(体育会、文艺会、美术会、讲演会、音乐会、运动会、远足会、庆祝
会、纪念会、追悼会);模范人物;圣者画像;格言扎;修养板;人物交互投票;寒松社;
学校仪式(始业式、终业式、国庆日祝贺式、孔子诞日纪念式、开校日纪念式)

南通师范学校 模范人物;礼堂训话;个人训练(观察录);名人讲演;实践作业;运动会;远足会

1918
北京师范学校 训话(全体训话、个人训话、学级训话);名流讲演;校友会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训话;训育会议;名人讲演;德育演说;自治谈话;静坐法;雅乐组;德育部;修学旅行

  资料来源:陆鋆《北京师范学校本学年校务进行计划书》,《教育公报》1918年第7期,第1-8页;《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会议录纪要(续)》,《教育公报》1919年第2期,第52页;《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周年概况报告书》,《教育公报》1918年第6
期,第16-17页;《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六年度周年概况报告》,《教育公报》1919年第11期,第5-7页;杭州一中七十五周

年校庆筹备办公室编《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1983年版,第1-39页;《南通师范学校最近之现状》,《教育周

报》(杭州)1916年第140期,第29-30页;《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七年度周年概况报告》,《教育公报》1920年第9期,第18页。

壬戌学制颁布后,活动仪式在各校训育制度下继续进行。师范生师德培养以“三民主义”为圭臬,结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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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周年概况报告书》,《教育公报》1918年第6期,第17页。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七年度周年概况报告》,《教育公报》1920年第9期,第18页。



会生活需要,在“教”“学”“做”三者合一的环境下,培养学生对于教育事业有改进能力及终身服务的精神①。
此期尤其注重师范生刻苦勤劳习惯的养成和严格的生活规律培养②。基于此,活动仪式采用党员训练方式,
包括各种纪念集会、军事训练、节约运动会、郊外旅行、家庭操作指导会、自治会等③。总体来看,活动仪式偏

向“政治性”的党化教育。
职是之故,清末两学制的“活动仪式”较为重视和统治者有关时历的仪式(皇上、皇太后万寿圣节等),并

结合中国“弟子礼”、“揖礼”、“释奠礼”、“相见礼”,体现出一定的封建性和统一性。仪式具有精神建制的作

用,于无形之中增加和渲染封建统治阶级的教化色彩④。清政府仪式举办的背后实为对师范生行为规范和

观念的塑造。进入民国后,随着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的指导思想走向“民主共和”、“民主科学”,“活动仪

式”的内容和种类亦走向多元。尤其各校特色活动的举办体现出学制尊重地方院校的活动举办自主权、注重

地区差异多样化的改革思想。但凡事皆有两面,在国民政府鼓励学生自治,弘扬学生个性的氛围下,现实中

有些活动仪式往往逾越规范,以致师范教育遂亦卷入漩涡中,学生罢课要挟,风潮时起⑤。
三 考核评价———“校内考评”与“校外检定”相辅相成

入学前的选拔、入学后的培养,其效果要通过一定的考核评价方能知晓。师范生师德的考核评价制度,
从实施时间来看,分“校内考评”和“校外检定”。“校内考评”系指在校期间对师范生师德培养效果的检验,不
同学制时期制度各异。“校外检定”系指师范生毕业后,在正式踏入教师岗位前,再次对其师德进行考查,主
要以“教师资格检定”制度为主。两者相辅相成,双层加固,确保迈入学校的每一位“准教师”具备合格的师

德。
“校内考评”在壬寅学制颁布后主要采“核记分数制”。教师须将学生平日一切性情行事随时登记,最后

与各学科平均计算。“伦理”一科,教习考成,亦须参之平日,不能取定临时,应以每一学期核计分数一次⑥。
可见评价主体为“教习”,评价方法注重形成性评价。癸卯学制颁布后,主要采“品行积分制”。各学堂考核学

生,均宜于各学科外,另设品行一门,用积分法,与各门学科一体同记分数。其考核之法,分言语、容止、行礼、
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在讲堂由教员定之,在斋舍由监学及检察官定之⑦。并制定品行

分数册,各教员及监学、检察等官,皆人置一本,随时稽察学生品行登记。显而易见的是“品行积分制”的实质

与“核记分数制”有相同之处,即将学生平日品行随时登记,最后与各学科平均计算。但“品行积分制”对品行

的分类更为具体详细,且采积分制,使制度实践起来更有操作性。除此之外,癸卯学制规定,若学生平均分数

有同等者,则视品行分数之多少以定先后,以此彰显出癸卯学制“造士必以品行为先”的培养思想。壬子癸丑

学制时期,主要采“操行成绩考查制”。考查内容:一是关于心性者(气质、智力、感情、意志等),二是关于行为

者(容仪、动作、言语等)⑧。其考查内容和“品行积分制”在“容仪”、“言语”方面相同,但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了增加和调整。评价主体为各学校校长、教员或学监,随时审察学生之操行,默记于册。学生操行成绩以甲、
乙、丙、丁四等评定。学生升级及毕业,以操行成绩与学业成绩参酌定之。凡学业成绩未及格,其分数相差不

及十分之一,而操行成绩列乙等以上者,得升级或毕业;学业成绩仅能及格,而操行成绩列丁等者,得停止其

升级或毕业。简而言之,学生最后升级或毕业,虽然以学业和操行两者成绩评判,但操行成绩仍为首要考虑

因素。壬戌学制时期无“校内考核”评价制度的相关规定。
“校外检定”以“教师资格检定”制度进行流变。这主要体现在各学制颁布后的一系列“教员检定”法规

上。1909年学部拟定的《检定小学教员章程》设置“修身”科目来考查学生品行,并规定曾犯刑律者、现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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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者、沾染嗜好者、举贡生监学生曾经斥革者、曾经斥革教员尚未开复者不得与检①。1916年,国民政府

颁布《检定小学教员规程》,对学生品行的考查采“审查制”,即由保证人填具“品行证明书”呈送检定委员会查

核,具体内容为“兹查有(受验人姓名)身家清白,品行端方,并未犯有检定小学教员规程第十一条各欵(款)情
事,特此证明”②,保证人为中学校及师范学校之校长教员。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程》,
取消“品行证明书”,改为“教育训育等成绩之评语”③。

综上所述,师范生师德“校内考评”制度历经学制变迁,在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上亦发生改变。
在评价主体上,从单一走向多元。壬寅学制规定评价主体为“教习”,癸卯学制为“教员”、“监学”、“检察官”,
壬子癸丑学制为“校长”、“教员”、“学监”。在评价标准上,从统一走向具体化。壬寅学制规定评价标准为“学
生一切性情行事”,癸卯学制为“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并制定品行分数册,壬子癸丑学制

规定为“气质、智力、感情、意志、容仪、动作、言语”七项。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学制规定在学生毕业或升级时,
“品行”或“操行”成绩是首要定夺标准。在评价方法上,各学制均重视形成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品德的“过程

性”记录。癸卯学制颁布后建立的“校外检定”制度是目前我国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雏形。晚清时期仍以考

试为主,民国之后突出对师范生品行的审查。
四 结语

近代学制未建立之前,师德的培养是儒家传统的修身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一种弥散性道德实践。随着

新式教育的引入,师范学堂与学制的相继建立,师德的培植开始诉诸具体化的培养制度。培养制度作为学制

的一部分,是教育思想、理论的物化形式,是一定时期学制改革成果的主要载体。学制的变迁带动培养制度

的演变,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映射,共同发展。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作为一种德育制度,又存在自身的发展规

律。
首先,近代学制改革思想和性质的演变指导着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的变化。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到

壬子癸丑学制,最后到壬戌学制,改革思想和性质相应地从“中体西用”到民主共和,进而是民主科学;从封建

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逐步趋向扩大地方自主权;从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垄断物逐步移向民众,走向普

及④。与学制相辅相成的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在入学选拔上保人角色从政府官员转向各校校长,课程设置

上从儒家经典走向伦理科学,活动仪式上从传统祭祀走向多元活动,考核评价上评价主体从“教习”的单一走

向“教员”、“监学”、“检察官”的多元参与,评价标准从“学生一切性情”的统一走向“气质、智力、感情、意志、容
仪、动作、言语”的具体化。这些都是学制改革思想和性质变迁在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上的具体反映。

其次,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在近代学制演变中,建立起注重师范生道德实践能力和“自我技术”(tech-
nologies

 

of
 

the
 

self)培育的基本主线。从壬寅学制至壬戌学制均强调师范生品德,不在多言,而在力行。道

德为事,首贵实践,自应注重训练,俾能身体力行⑤。师范生培养要注重“实践育德”。师范生的学习,不重在

学得多少分量,而重在学得自己找寻知识的方法,要注意对其“修身次序之法”的传授,亦即对师范生师德修

养“自我技术”的训练。米歇尔·福柯认为“自我技术”的核心为“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

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

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⑥,亦即自我改变自我。目前我国师范生师德培养主要通过外在规

约和自我养成两种途径。毫无疑问,“自我养成”是师范生师德培养的理想境界。“自我养成”须懂得一定的

“修身次序之法”,能否治人,先问自治。学生拥有自治之心、自主道德意志是日后成为自制道德主体的前提。
正如张謇所言:“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是为范之结果。”⑦从这点上来看,这条主线不仅是我国师范生师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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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制度的优秀传统,而且是新时代教师教育体系培育师范生师德所应该坚持的制度。
再次,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一定的继承性和稳定性。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就像现在

之中有过去,未来之中也有现在,过去的历史不仅仅只是历史,也是过去的未来。“入学选拔制度”在壬戌学

制后逐渐消失,然而“保证”的思想以某种变异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下来,在目前我国师范生师德的培养中仍有

回响。如在教师资格认定中,师范生为了获取教师资格证,须提交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或

者工作单位、所毕业的学校对其思想品德、有无犯罪记录等方面情况的鉴定及证明材料①。“培养方式制度”
注重师范生“实践育德”的培养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现为各校将编写教学大纲的基本原则确立

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②,以此对师范生进行思想改造,着力提升师范生的政治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
“考核评价制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可以看到“校内考核”制度的“影子”。如1952年《师范学校暂

行规程(草案)》规定,师范生师德评价采“操行成绩评定制”,由班主任和本班教师就学生平时行为经常考察,
并于每学期结束时,拟定评语和等级(分甲、乙、丙三等,以乙等为及格),由教导主任审查决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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