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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麟的幼稚师范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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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张宗麟的幼稚师范教育实践入手，分析了张宗麟关于幼稚师范的目的与任务、招生条件、课程设置、独立性

等方面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现今的幼儿教育师范生培养进行了反思，认为要提高幼儿教育师范生的家园合作意识与能力、优

化幼儿师范课程结构、建设中国化的幼儿师范教育，以促进幼儿师范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优质的幼儿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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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education in Zhang Zonglin, this paper analyzes Zhang Zonglin’s thoughts on the

purpose and task, enrollment conditions, curriculum setting and independenc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education, and reflects on the

training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education today. It is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education,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education, and build Chinese kindergarten teacher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 more high-quality kindergarte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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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我国第一位男性幼儿教师，张宗麟一生致力于我国乡

村幼稚园的实践与研究，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乡村幼稚园教

师。张宗麟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和集美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实

践与研究，为他的幼儿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张宗麟

的幼儿师范教育思想，旨在反思我国现今的幼儿师范教育，探

寻幼儿师范教育建设的努力方向。

1 幼稚教师培养的实践

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和集美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是张宗麟幼

稚教师培养实践的主要基地。1927年 3月 15日，中华教育改

进社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今为中央门劳山）的小庄创立了试

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学校有第

一院和第二院之分：第一院为乡村小学师范院，赵叔愚担任院

长；第二院为幼稚师范学院，陶行知担任院长。1927年 9月，

张宗麟担任晓庄师范学院第二院的指导员，开启了他对乡村幼

稚教育、幼稚师范教育的研究。但后因时局动荡，张宗麟、陶

行知等被迫来到了厦门集美，为了继续幼稚教育与幼稚师范教

育的实践，创办了第二个“晓庄”——集美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在此期间，张宗麟把幼稚园教师培养的目标设定为五个方

面：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

造社会的精神。同时，在对幼稚园教师的培养上，张宗麟汲取

“新教育”的方法，采用“教学做合一”的方式培养幼稚园教

师。集美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董会谈及此方法时，曾这样说：

“教学做合一，是我们认为一切教育方法中最彻底最真实的方

法。它不是空想，而是劳力上劳心；它不拘形式，而是实事求

是。它是实现生活教育的不二法宝，也就是传统教育的唯一敌

人。”

此外，集美乡村师范学校在幼稚园教师的课程设置上，主

张以实际生活为训练的中心，开设了：中心学校、分任校务、

改造社会环境、选修其他这四个“教学做”。但是由于社会动

荡，许多集美乡师的学生都走向了革命的道路，集美乡师仅开

展了三期就遭到停办。尽管集美乡村师范学校办学时间很短，

但张宗麟在集美乡师的实践与研究，为他今后幼师培养思想的

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幼稚教师培养的思想

在上述幼稚教师培养实践的基础上，张宗麟对幼稚园教师

的培养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幼稚教师培养思

想体系。

2.1重视幼稚师范教师培养

张宗麟对幼稚师范教师培养的重视，来自于社会对幼稚园

教师的需求。当时，一些小学或者师范学校及附属的小学等都

纷纷开设幼稚园，幼稚园的数量逐渐增多，但幼稚园教师却十

分稀少，幼稚教育急需专业教师。同时，随着幼儿教育学、幼

儿心理学知识的传播与影响，人们逐渐重视起幼稚园教育，并

认为幼稚园教师需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范生来担任。

面对中国幼稚教育与幼稚师范教育的现状，张宗麟在其

《幼稚师范问题》—文中讨论了“在中国幼稚教育、幼稚师范

教育的现状下，是否应该开设幼稚师范，以培养幼稚园教师，

弥补幼稚教育需求”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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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民族意识、国家精神的幼稚园教师，所以应“急需设立完

美的、富于研究试验精神的幼稚师范。”

2.2幼稚师范的目的

张宗麟十分重视幼稚师范教育，并认为幼稚师范教育主要

目的在于培养一批批健全的幼稚教师进入到幼稚教育行业。但

张宗麟强调的“健全”不单单指强健的身体与全面的知识学习，

还需要幼稚教师了解并注意到“幼稚园与蒙养园及小学低年级

有密切关系”。

根据这一目的，张宗麟对幼稚园教师的任务作出了规定。

他认为幼稚园教师与小学教师不同，幼稚园教师的职责主要在

于“养护儿童，至教导一切知识技能，改良家庭教育”。所以，

幼稚园教师的任务要重于小学教师。为了使幼稚园教师顺利完

成任务，张宗麟就强调通过幼稚师范学校来进行专门的培养和

训练。

2.3幼稚师范的招生条件

在幼稚师范的招生条件上，张宗麟认为幼稚师范应招收年

龄在 16周岁以上的初中毕业生，不仅要求身体要健康，并且

富有爱国心，能够真诚对待儿童，热爱儿童，还要具备优良基

本知识、思维灵活，善于应变。满足这些要求后，他们要在幼

稚师范学校进行为期两年或三年的专业学习，毕业后进入幼稚

园，从事幼稚教育工作。此外，张宗麟十分反对“幼稚园教师

都由女子来担任”的观点，在幼稚园教师的男、女性别上，他

认为“幼稚园教师非为女子之专业，必须有男子加入”。

2.4幼稚师范的课程设置

在幼稚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张宗麟强烈反对外国教会

开设的幼稚师范课，他认为教会的幼稚师范课程是养成牧师式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教”。并非为了培养幼稚园教师，所

以我国的幼稚师范教育“绝不能搬用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那种

养成牧师式的课程。”经过实践与研究，他提出了六组幼稚师

范的课程：公民训练组、普通科学组、普通教育组、专门教育

组、语文组、艺术组。在这六组中，每一组别的教育目标各有

侧重，其内容也不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课程体系。但张

宗麟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幼稚园教师，只靠这六组课程

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幼稚园教师不断加强品性修养，

利用假期时间集中学习，多读书、多看报，学会恰当处理家庭

和事业之间的关系，以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

2.5幼稚师范的独立

针对当时师范教育“教会化”、“外国化”的问题，张宗

麟强调师范教育是国家的事业，绝对不允许外国教会或私人包

办，国家对师范教育应负完全责任。

为了解决“教会化”、“外国化”的问题，张宗麟对中国

人开办自己的幼稚师范学校进行了构想。不仅对幼稚师范教育

的目的、任务、招生条件、课程设置等作出了规定，还强烈要

求停办各种教会的幼稚师范学校，并提出每个省至少要设立一

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幼稚师范。

3 张宗麟幼稚师范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张宗麟的幼稚教师培养实践与思想，为我们反思

与提高如今的幼儿师范教育提供了现实意义。

3.1提高师范生的家园合作意识与能力

张宗麟十分重视幼稚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重要作

用，他在谈论幼稚园教师的任务时，就把与教师与家庭的合作

作为任务之一，强调幼稚园教师要与家庭密切联络，并针对家

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教师要加以引导，以提升教育效果。用张宗

麟的话来说，就是“教育之道，当各方一致，而后效果方见”。

这种“幼儿教师谋求与家庭的合作”的思想与现代幼儿园教育

主张的家园合作、家园共育是相契合的。

然而，如今幼儿教师的培养，考虑得更多的是师范生能否

开展好五大领域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是否具备了唱歌、绘画、

弹琴、跳舞等技能。其往往在保育与教育上下足了功夫，反而

忽视了家园合作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使得师范生普遍缺乏与家

庭合作的意识，更不懂得如何与家长做好沟通，进而无法实现

家园合作效果的最大化。

因此，幼儿师范教育在加强师范生学前教育理论、技能知

识学习的同时，应兼顾培养师范生家园合作的意识与能力。不

仅要使师范生在课业的学习中认识到家庭作为幼儿成长与生

活的重要基地，在幼儿的成长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还要通过

理论知识的学习、见习或实习的锻炼培养师范生家园沟通与合

作的各种技巧与能力。

3.2重视男幼儿教师的培养

作为我国第一位男幼师，张宗麟在男性幼儿教师的培养

上，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反对“幼儿园教师只能由女子担任”

的说法，强调“幼稚园教师非为女子之专业，必须有男子加入”。

这一观点的提出，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幼教职业的片面化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幼儿园男教师的数量得到了提升。

尽管如此，如今幼儿园师资队伍的男、女教师比重依旧不

平衡。人们通常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耐心，在教育活动中更

能与幼儿产生共情，更适合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事实上，男性

幼儿教师无论是在认知、情感、意志、言语、个性方面，还是

在抽象思维、解决问题方面，都对幼儿心理品质的发展、人格

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男幼师往往以

开朗的性格、强大的内心、良好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吸引着孩子。

男教师的阳刚之气也更有利于幼儿形成健康的、平等的性别角

色意识，促进幼儿性别角色行为的习得。

所以，无论是现实的需求还是理论的推导，男性幼儿教师

的培养是幼儿师范教育必须要重视的事情。基于此，各级各类

幼儿教师培养机构、政府机关要大力支持公费师范生、学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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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等福利制度，并加以多途径的介绍、宣传来吸引更多的男性

加入幼儿园教师队伍，以改变幼儿园男教师稀缺的局面。

3.3优化幼儿师范课程结构

在张宗麟的幼稚园教师培养课程中，专门教育组的课程设

定为全课程的 35%，艺术组课程仅占全部课程的 10%，课程的

设置更强调学前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而艺术技能型知识

的学习较为薄弱。但如今一些幼儿师范教育机构的课程却出现

了“重艺术，轻理论”的倾向。有调查研究显示：大专层次的

幼儿师范教育机构中，除普遍重视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学前心

理学、学前教育学等）外，幼儿师范生的艺术技能课（视唱练

耳、钢琴基础、美术基础等）分科较细，总课时数占比多，受

重视程度高，而幼儿教育的各科教法和活动设计类课程受重视

程度较低。如此以来，幼儿教育师范生在专业认知上易偏向于

技能型，忽视各科教法和活动设计类课程学习的重要性，而学

生面对繁重的艺术技能课学习，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畏难情

绪。

要想培养优质的、全面发展的幼儿园教师，就必须改变这

种“重艺术，轻理论”的现象。各级各类幼儿师范教育机构要

认识到：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幼儿教育师范生学习的基

础，是从事幼儿保教工作必备的知识，是为幼儿教育师范生理

解、学习艺术技能打基础的；艺术技能的学习主要目的是使师

范生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在幼教实践中能够结合所学知识，培

养幼儿对艺术的感知、兴趣及表现能力，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

发展。因此，幼儿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必须把握好专业基本理

论知识与艺术技能之间的“比例”，合理优化课程结构。

3.4建设中国化的幼儿师范教育

针对当时幼稚园教师培养的外国化倾向，张宗麟认为幼稚

师范教育应是国家的事业，绝对不允许外国教会或私人包办。

他强烈要求停办各种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学校，希望每个省至

少设立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幼稚师范。在中国化的幼稚教育

与幼稚师范教育问题上，陈鹤琴先生就认为世界各国的国情是

不同的，那么教育也应是不同的。他在谈到学习美国的幼稚教

育时，就曾说：“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

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

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

是优良的”。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幼儿师范教育

的建设与发展都必须从我国情出发，依据本国特色与需求，探

寻本土化的幼儿师范教育之路，建设中国化的幼儿师范教育。

4 总结

总之，张宗麟先生在其幼儿教育实践与研究中，不仅创建

了一批优质的幼稚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幼稚园教师，还在幼

稚师范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招生条件、课程设置、独立性等方

面提出了独到见解，其有关家园合作、男幼师、幼儿师范教育

课程、中国化幼稚师范的思想不仅促进了当时幼稚师范教育的

发展，还为我国现今的幼儿师范教育带来若干思考，启示着我

国幼儿师范教育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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