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3  

教育科研 

民国小先生教育成效 
——以广东百侯中学为例 

◆周雨霞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330000） 

 
摘要：小先生教育即小孩子当老师，陶行知先生派潘一尘先生等人去广

东百侯中学实践小先生制，主要从当地学校的学生入手，教他们做小先

生的方法和益处，再扩展到周围地区。小先生教育有利于带动乡村女子

受教育。主要方法是小孩子先学，再教给其他人，其他人再继续教给别

人。主要内容是与乡村劳动生活、生产有关的基本知识如识字、科学、

卫生等。小先生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百侯中学实行得较好，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农民的认字水平，但实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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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侯中学位于广东省大埔县，1923 年杨德昭先生创办联益
中学，随后改为百侯中学。1933 年，杨德昭先生聘请了陶行知
先生推荐的一批晓庄师范师生如潘一尘、程今吾、唐文粹、程本
海、朱泽甫等来校任教。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尤其是“小
先生制”为当时文化落后的大埔县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乡村教育
的普及和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在当时日军侵华、国家危亡的
背景下，广东百侯中学是如何推行小先生教育的呢？关于研究陶
行知先生小先生制的文章不少，但大多数都是与当今课堂教学相
联系的，如伍瑶将“小先生制”与翻转课堂教学结合进行探讨。
以个案研究陶行知先生小先生制的文章篇幅较少，如董玉梅写了
汉口三小的“小先生”活动，马静仪、刘京京写了陶行知思想在
晓庄师范学院的社会实践。但只写了小先生制的教育内容，缺少
站在时代背景下分析陶行知小先生制的成效。笔者以广东百侯中
学为例，探讨在民国时期陶行知先生小先生制的实行状况及效
果。 

一、小先生的含义及来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众教育问题诸多，如大多数人不识字、

教育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受教育困难等。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陶行知先生提出小先生制。 

据《小先生说明简表》，“先”是先知，“生”是生活，“小”
是小孩子，即小先生制是小孩子从生活中先学、先知道，再教给
别人。小先生制的主要原则是：一、即知即传人；二、活到老，
学到老，做到老，教到老；三、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四、
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就是说小先生制采取小孩教小孩、
小孩教大人的方法推广，不仅在课堂中，更要在生活中去教，把
生活和教学有效联系起来。同时提倡终身学习和互助学习，发挥
小孩子的领头羊作用。 

当时的百侯乡村大约有一万多人口，但只有几间宗族学校，
入学人数不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二十。当潘一尘先生到达百侯乡
村后，上任校长，怀着改造乡村教育的信念，联合当地群众成立
“百侯乡村教育促进会”，将百侯原来的四所小学合并为百侯中
心小学，并成为了百侯中学的附属小学。当时的百侯中学由初中
部、艺友制师范班、小学部、民众教育馆四部组成。潘一尘校长
在这四部都做了系统详备的改革，比如对初中部减免学费，艺友
制师范班讲求教学做合一。 

百侯乡村推行的“小先生”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百
侯中学倡导“即知即传人”、“不做守知奴”等口号，规定从小学
三年级起，每个学生都要担任“小先生”，教别人读书识字。在
百侯中学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百侯全乡共建立 77 所夜校和家庭
夜校，有七百多人当了小先生，还有三千多人在夜校上课，夜校
学生的年龄从七、八岁至七、八十岁不等。百侯乡村小孩子们与
父母、爷爷奶奶、弟弟妹妹互学互教的场景可谓一时流行。 

所以小先生主要是百侯中学的学生，小先生救成人，小孩子
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虽然年小，但把他会的东西教给成人，可是
不小的功劳。百侯中学对小孩子实行小先生制的要求：让小孩子
白天在学校接受教育，晚上去家庭夜校教父母、弟弟妹妹学习。 

二、小先生制的优点： 
普及基础教育运动，帮助大人学习认字、卫生、科学等方面

知识；有效解决女子受教育难的问题；使知识不再被当作商品买
卖，知识变成公有进而普及教育；将学校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激
发学习者学习兴趣，灵活把握教学时间，既有利于做工，又有利
于学，还又有利于教。 

小先生制的其中一个优点即是解决女子教育的初步问题，当
时上学的学生很少，女子能接受教育的更是寥寥无几，女子对于
新知识也是好奇并感兴趣的，但是旧思想的压制以及女子的害羞
使得男子不方便去教女学生。但小先生的出现可以有效解决这一
问题，小孩子把他学到的东西教给女子，又方便又快速。 

当时的女学生主要是小学生的母亲、姑姑、婶婶、婆婆、姐
妹等，在家庭、邻里进行识字运动，不仅有基本的认字，也有宣
传科学、祛除迷信等的功效。小先生以其年龄小，没有太多束缚
而可以很方便地去实施教学，打破了学习者界限，学习氛围轻松，
使得女子有机会识字，给生活和生产带来益处。虽然小先生知道
得不多，但有助于当时的女子识字、知晓基本知识，这已是一大
进步。此外小先生教学内容没有作具体的规定，依照小先生的知
识水平，这一点当然有利有弊。教学环境多在平时空闲或晚上，
教学时间灵活。总体上小先生帮助了女子接受教育，有助于普及
教育。 

三、小先生制的推广方式及教育内容 
小先生为了要教给别人东西，必须自己先学。“以教人者教

己，在劳力上劳心”。学会把生活中的事物转化为知识和语言，
对小孩子自己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消化学习的阶段；对不识字的
民众来说是一种快速有效的简单学习方法。 

小先生制最早由陶行知先生提出，在推行民众教育时，陶行
知先生说：“民众教育的根本主义是把知识散给大众。要把知识
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涤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都有
得呼吸。小先生是负着普及教育得使命的，小先生的贡献非常大，
我们全中国有一千一百万小学生，每人教三个，就有三千三百万
学生”。由陶行知先生派来百侯乡村的潘一尘先生极力推行小先
生制，大大打开了乡村新教育的局面。在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潘
一尘等人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科学头脑、艺术兴趣、健康体魄
和劳动身体的革命青年为目标，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小
先生在实际生活中去教与学。 

在百侯中学，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现在课堂、学校
的方方面面，比如让学生干各种杂活或自制各种工具，既工作又
学习。总体可以看出，当时小先生制的教育内容与当时的生产活
动、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识字是最基础的，为着去除文盲，普及
基本教育。还有各种卫生、科学、常识等内容。百侯村的农民一
般只知晓干活做工，却不识得字、不懂得科学。小先生虽然渺小，
但在普及基本教育上作用很大。 

怎样使小先生制发挥它预期的作用呢？第一点，要让每个小
孩子都乐意做小先生，不做守知奴。潘一尘校长采取的方式是让
小孩子多演讲，让他体会到“传授”的好处，而且也锻炼了小孩
子与人交流的胆量与勇气。第二点，要使每个大人都愿意拜小孩
子做小先生并且不轻视小孩子。在当时民众较愚昧、教育未普及
的情况下，要想让大人接受小孩子的教育实在是一件难办的事。
这就需要小先生的坚持与智慧了，当然光靠小先生单薄的力量还
不够，需要导师的配合，导师要加入到小先生的队伍中去指导小
先生，这样大人对于小先生的接受度会更高。潘一尘先生甚至举
了一个例子，若是母亲不愿意接受小先生的教，小先生可以不吃
母亲烧的菜，以此决心坚持小先生制。可见潘一尘校长对小先生
制建设的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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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先生制在百侯中学的实施效果 
在全国生活教育运动进行得正盛得时候，1936 年潘一尘先

生在百侯办了第一所幼儿园，坚持陶行知先生的“平民化、大众
化、科学化”的教育方针，为当地民众的教育不断服务。这样，
1933 年到 1936 年这三年，潘一尘先生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
中学（包括初中部、艺友师范）、民众教育馆一整套的生活教育
体系。随后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教育转为抗日教育，
这时教学内容主要是关于抗战形势、民族英雄史和十月革命史。 

由各教育家齐心的努力以及对普及教育运动的坚持，百侯中
学已形成了独特的“百侯精神”，陶行知先生对百侯中学建成的
硕果颇为满意，赞百侯中学“树人多”，并在百侯中学建校十周
年为其写校歌，赞扬百侯中学的求学精神。 

百侯中学的小先生制的实施也辐射到了周围地区，尤其是粤
东地区，百侯中学实行的生活教育影响深远，成为南方中小学乡
村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很多的学校都相继效仿实行小先生制，
这种新的教学方式给民国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注入了活力。尤其是
对于普通民众，这实在是普及教育的好方式。 

但是，小先生制并不那么尽善尽美，有其未考虑到的问题。
比如，小先生的知识水平和修养会影响到教学内容；小孩自己不
爱读书如何做小先生；小先生如何考核；乡村中成人多忙于农活
或做工，没空或者不想学知识；等级思想重的成人对小孩子们抱
有偏见，不愿接受小孩的教育；小先生的传承问题，教了一个小
孩，然后这个小孩是否能再去教别人，以达到教育的普及化目标。
何况当时国家危难，去搞普及教育更加难。 

总体来说，小先生制对百侯中学普及教育有极大的作用，尽

管有各种欠缺的地方，它仍是那个时代教育家不懈探求的结晶，
并为后来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的思路。今天我们仍然在
探讨小先生制在课堂教学的运用。 

陶行知先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事平民教育运动，随后提
倡乡村教育运动，三十年代提倡普及教育运动，抗日战争后为抗
战服务。他的教育思想为广东百侯中学及百侯乡村注入了新的活
力，小先生制不仅解放了当地的教育文化，还为今天的教育提供
借鉴作用。潘一尘先生正是把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人，
他们经常互通书信、交流小先生制实行的效果和出现的问题。这
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家对当时乡村教育状况的不懈探索。
今天，百侯精神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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