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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是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
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教育专史”先做系统之研究，
“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但终因忙于其他编辑事务，“为时间所限制
”，“不能专力于此，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
①今天，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相辅相成的通史、断代史
以及专史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仍有着
较大的提升空间，组织编写出版《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所做的一次初步尝试
。
而为了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又能达到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经过斟酌
，本丛书确定从学制系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学制系统外的有关教育两方面组织选题。
　　对学制系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
，更好地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据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至汉代，学校教育也得到更快的
发展，特别是官学制度，更是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经过魏晋时期教育的多元发展，至隋唐、宋元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已臻完备。
然而，这种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不仅就形式上仅有“小学”、“大学”之分，而且至明清时期，随着
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也逐渐由繁荣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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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学教育史》是我国第一部中学教育史专著。
全书以“中学教育的近代化”为主线，从中学的传入着笔，对民国时期中学教育艰难曲折的发展、嬗
变，就中学教育宗旨、中学教育体制、中学教育立法、中学“男女同学”，乃至中学的课程、教材、
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等，作了全面的分析说明。
同时，全书贯彻点面结合的原则，制度和思想兼顾，对近代中国一些著名中学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
践影响也进行了重点剖析，从而给读者呈现出一幅全面的中学教育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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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长法，1965年11月生于河南新乡，1987年、1992年、1998年先后于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浙
江大学获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为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
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和传统社会教化史。
出版学术专著《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中国留学教育史》，合著的著作有
《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等，在《
近代史研究》、《史学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孔孟月刊：》（台北）等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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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学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萌芽　　第二节　教会中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　　19世
纪70年代，不仅清廷所派的驻外公使开始向国人零星介绍西方先进的教育（包括中学教育），在华活
动的传教士也不失时机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学校教育情况，并将兴办教会学校作为其传教布道的重
要途径。
教会中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普通
中学。
　　一、教会中学的产生与发展　　外国传教士来华办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了。
由于当时清廷执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传教士们不得不滞留在澳门、马六甲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1818年，英籍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开设英华书院，1842年该校迁往香
港，称为香港英华书院，是为中国基督教中学的嚆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廷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获得了自由进入中
国内地传教、办学校的特权。
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传教、办学校。
1877年5月，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召开，也使各国各差会之间的教会学校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
，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教会学校开始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这一时期的教会中学大部分是由教会小学升格而成，也有的是由数所小学合并而成，还有的是由传教
士发起新建立的。
其中比较著名的教会中学如登州文会馆。
该校前身是创办于1864年的登州蒙养学堂，1873年狄考文开始在登州蒙养学堂增设中学课程，1876年
正式改名为文会馆。
学制分备斋（小学程度）3年，正斋（中学程度）6年，课程有圣经、天道溯原、论语、天路历程、万
国通鉴、八线备旨、测绘学、地石学、格物等。
1864年，美国公理会女传教士以利莎在北京设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这就是贝满女中的前身。
1895年学校有了一定的发展，添设了中学课程，设立了四年制中学，学校定名为贝满女塾。
1865年丁韪良在北京设立一所蒙学，定名崇实馆。
1891年崇实馆增设中学，定名为崇实中学。
1849年，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学制除普通的年级编制外，还实行分院制，小学程度编入下
院，中学程度的学生入上院，其他学生人中院，每院又按年龄分甲乙班。
1867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城内设立小学，1893年改称潞河书院，为中学性质。
1871年美国美以美会设立蒙学馆，1885年扩充高等小学和中学，名怀理书院，以后又更名为汇文书院
。
1881年，麦铿利（R.S.Mae1ay）教士发起建立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由于当时厦门人张鹤龄信奉基督教
，为教会捐了1万银元以购买地皮建立校舍，为了纪念他，便把校名定为鹤龄英华书院。
鹤龄英华书院于1881年1月开始招生，布道派派来的武林吉（Franklin On1iger）为第一任校长，其修业
年限为8年，属中学性质。
1875年，中国的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约2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约350
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为天主教会所开设。
这一时期的教会中学有五十六七所，约占教会学校总数的7％。
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的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数增加到4万人以上，其中教会中学的数量大约
有200所左右，占到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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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中学教育史》以“中学教育的近代化”为主线，尽可能地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从中学
的传入出发，阐述中学在清末由萌芽、到制度引入、再到制度确立的历史进程，《中国中学教育史》
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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