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学研究是一场缘起于欧美的学术与社会运动 其对推动教育学的现代

化 教师教育改革以及改善整个儿童福利事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当前

凯洛夫教育学依然横行无忌 学校教育中存在大量 反童年 现象的中国 复兴

这一场 以儿童为本位及核心研究对象 的 哥白尼式运动 咱1暂从而实现教育领
域的新启蒙 显得极为重要 但是这种复兴不单单是指引介西方国家及日本的

研究成果与实践模式 正如国内大多数学者 如郭法奇 方明生 惠中 朱佩荣

等 已经做到的那样 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我国本土儿童学运动的回归与超

越 就后一点而言 我们却所知甚少 本文拟结合 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

景 对民国时期我国儿童学研究进行全面探索与分析 希冀为推动我国儿童学

研究的本土复兴之路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新的启示

一尧儿童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与缘由

近代中国之掀起儿童研究的热潮 与当时整个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 观念

以及 儿童形象 的转变有根本的联系 国内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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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袁与当时整个社会对童年的发现袁儿童被视为建设
新中国的轴心力量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等有密切关系遥 许多代表性的组织和知识
分子袁都曾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袁并诞生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遥但由于野碎片化冶的
事实袁理论创造的缺乏及实践指导的不足袁这场运动并未能造成辐射全国且持久的影响力遥因
此当代中国若要复兴儿童学研究运动袁就必须吸取民国时期的经验与教训袁努力探索出一条
既符合本国国情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之路遥
关键词 儿童学曰 童年的发现曰 实验教育学曰 实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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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这样的文献很多袁主要包括院王海英. 20世纪中国儿童研究的反思咱J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渊教育
科学版冤袁2008渊2冤曰段镇.儿童观的演变要要要从奴才观到主人观咱J暂.当代青年研究袁1990渊6冤曰周红安.中西
儿童观的历史演进及其在教育维度中的比较咱D暂.武汉院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论文袁2003曰陆克
俭.发现与解放要要要中国近代儿童观研究咱D暂.武汉院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史博士论文袁2007等遥

于 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严厉抨击袁参见院傅斯年. 万恶之源咱J暂. 新潮袁
1919袁第 1卷第 1号曰李大钊.万恶之源.每周评论袁第 30号袁1919年 7月 13日曰蔡元培.贫儿院与贫儿教
育的关系.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咱M暂.北京院人民教育出版社袁 1980曰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咱J暂.新青年袁1915年 12月 15日袁1渊4冤曰周建人.中国旧家庭制度的变动咱J暂.妇女杂志袁1921袁7渊6冤遥

年代 特别是 五四运动 前后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 发现 童年的时期 淤

这种发现 不仅仅是在教育学 且横跨多个学科领域 如法学 文学 心理学等

等 不仅发生在知识分子阶层和思想界 也发生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根据菲利普 阿里耶斯的界定 所谓发现童年 也即形成了一种童年的意识 主

要指的是人们认识到童年有区别于成年期的独特本质 因此把儿童视为儿童

而非小大人或大人的预备 并区别对待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 使两者分离

开来 咱2暂近代中国学者 普通家长 学生和教育者 兴起儿童研究的热潮 恰恰

就是在 年代及其之后 正与此时社会整体的变革相呼应

同时 面对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强化的侵略 渗透所带来的民族危机 以及通

过建设民主共和国而使中国重新崛起的需要 儿童被视为是新中国之美好未来

的最大希望 甚至是唯一的期望 无论是梁启超的 新民 还是陈独秀的 新青

年 都代表着中国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对缔造一代新人的期望 对传统的儿童教

养制度的批判 成了当时思想界的强音 傅斯年 李大钊 蔡元培 陈独秀 周建

人等人都曾对中国传统的家庭环境进行了严辞批判 他们认为 在过去的中国

家庭中 儿童所处的地位极为低下 他们是没有什么自由和权利可言的 而 家

长的权力 大半和专制魔王一般 什么经济呀 交际呀 子女教育呀 婚姻呀 都要

由他主裁 因此家长们只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 支配孩子 而从来不会依

着孩子自身的发展需要 意愿和规律去发展 最终培养出来的儿童终将不能担

负起建设新中国 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 于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十有八九 不重视

儿童两字 不问什么事 总以成人的眼光为标准 以为儿童是具体而微的成人

处处当随成人行动 儿童有儿童的需要 为父母的 偏不给以相当的满足 咱3暂

可以说 正是不满意于传统社会对儿童的不了解 不研究 以及由此形成的漠视

儿童权益 忽略儿童发展 损害儿童利益的局面 才构成了近代中国研究儿童之

浪潮的主要动机 由此出发 有识之士才呼吁社会各界人士 特别是家长 应依

据现代的标准 以待遇儿童的方法 去待遇儿童 并且使这待遇的方法 都要

合于教育学原理及心理学的原则 而要使这一点真正能够实现 其唯一的途径

便只能是研究儿童学 咱4暂

在学校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 伴随杜威及其门徒的讲演 宣传 大量出版物

作的引介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 世纪 年代末和 年代时席卷全国 成为

当时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导原则 了解儿童 并以儿童为 本位 来重构整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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