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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上 世 纪 30年 代 ．蒋 介 石把 发 展 生 产 教 育 、职 业教 育 作 为巩 固其 政 权 的 一 种 手 段 。 政 府 的 主 导 

思 想 ．是 把 生 产 教 育 与 职 业 教 育视 同 一 体 。推 动 了生 产 教 育 、职 业教 育 的 发 展 。1949年 到 台湾 后 ，他 反 思在 大 

陆 教 育 的 失 败 ．还 认 为 “最 急 需 的 就 是 如 何 复 国的 精 神 教 育 和 生 产 教 育 ．也 就 是 道 德 教 育 和 职 业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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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介 石 (1887．7—1975、4)于 1949年 到 台 湾 后 ． 

多 次 反 思 在 大 陆 失 败 的 原 因 ． 他 认 为 归 根 结 底 是 

“我 们 国 家 的 教 育 ．从 来 就 未 能 实 现 本 党 的 教 育 政 

策 ：更没有 树立 我们 三 民主义 的 中心思 想 。时 至今 

日 ．受 了这 样 国 破 家 亡 的 悲 惨 教 训 。我 们 如 果 还 不 

能 彻 底 反 省 认 识 此 次 最 大 失 败 的 主 因 是 教 育 而 仍 

以为 教育 与此 次 败 亡 无关 ．那 真是 太 可 悲 、可痛 

了 。 ”①蒋 介 石 作 出 了 进 一 步 的 分 析 ： 

自民 国成 立 以 来 ．如 果 我 们 对 国 民 道 德 教 育 的 

培 养 能 够 有 所 成 就 ．则 我 们 今 日一 般 国 民 的 民 族 精 

神 和 国 家 观 念 何 至 于 这 样 丧 失 ? 再 退 一 步 说 ．暂 不 

谈 国 民道 德 教 育 ．只 谈 我 们 在 智 育 上 ．像 生 产 教 育 、 

职 业 教 育 与 技 术 教 育 等 ，如 果 都 有 整 个 计 划 ，都 能 

齐 头 并 进 ．那 我 们 也 就 不 致 使 国 家 长 陷 于 此 一 贫 弱 

之 境 ．以 至 于今 日败 亡 至 此 ．． 

蒋 介 石 认 为 ：教 育 之 所 以 失 败 ．原 因 在 于 学 校 

教 育 当 局 对 学 生 的 政 治 思 想 失 控 ．“教 育 是 救 亡 图 

存 的教育 ”．“最 急需 的就 是如 何反 共 、如何 复 国 的 

精 神 教 育 和 生 产 教 育 ．也 就 是 道 德 教 育 和 职 业 教 

育 ” ③他 明 确 无 误 地 把 职 业 教 育 划 入 智 育 的 范 畴 ． 

认 为这一失 败不 仅德 育 ．而 且 是智 育 ．即职业 教 育 ， 

是 导 致 失 败 的原 因 

为 防 止 重 蹈 在 大 陆 失败 覆 辙 ．蒋 介 石 特 别 强 调 

整 顿 教育 ，强 化 对 教 育 的 控 制 ；他 还 强 调 “在 智 育 

上 ，像 生 产 教 育 、职 业 教 育 与 技 术 教 育 等 ，如 果 都 有 

整 个计 划 ．都 能 齐头 并 进 ．那 我们 也 就 不 致使 同家 

长 陷 于 此 一 贫 弱 之 境 ．以 至 于 今 日败 亡 至 此 ” 且 不 

论 蒋 介 石 的 分 析 有 多 少 依 据 ．但 他 居 然 把 生 产 教 

育 、职 业 教育 与 技术 教 育 等存 在 的 问题 ，列 为导 致 

败 亡 的 原 之 ～ ．却 也 是 值 得 深 思 的 

蒋 介 石 这 一 段 话 不 仅 表 现 出 对 职 业 教 育 的 重 

视 ．还 表 现 出 对 职 业 教 育 概 念 和 功 能 的 了 解 。 职 业 

教 育 轶 属 于 智 育 ．是 蔡 元 培 在 民 国 初 年 反 复 表 达 过 

的 思 想④ 后 有 人 把 蔡 元 培 的这 种 思 想 视 为 职 业 教 

育 “T 具 论 ”．如 果 说职 业 教 育 是 一 种 【具 ．应 该 是 

指解 决人 民就 业和挽 救 国家 摆脱 贫穷 的“工具 ”．但 

蒋 介 石 明显 是 指 巩 固 其 政 权 的 工 具  本 文 试 图 对 蒋 

介 石 在 1927年 至 1937年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前 的 职 业 

教 育 思 想 进 行 简 要 述 评 

一

、 巩 固政 权 的 一 种 手 段 

蒋 介 石 对 职 业 教 育 的 重 视 应 该 是 一 贯 的 ．但 他  

在 1927年 ．在 上 海 发 动 “4．12”政 变 后 ．他 立 即 下 令  

封 闭 中 华 职 业 教 育 社 ．通 缉 所 谓 “学 阀 ”黄 炎 培 ．黄 

困 之 被 迫 亡 命 ．闭 门 读 书 三 年 同 年 ．在 纪 念 “五 四 ” 

八 周 年 的 大 会 上 ．他 提 出 “党 化 教 育 ”思 想 ．要 “以党  

治 国 ”、“以 党 义 治 国 ”。 接 着 ，南 京 政 府 教 育 当 局 制 

订《学 校 实施 党 化 教育 办 法 草案 》．提 出 “我 们所 谓 

党 化 教 育 就 是 在 国 民 党 指 导 之 下 ．把 教 育 变 成 革 命  

化 和 民 众 化 ．换 句 话 说 ．我 们 的 教 育 方 针 是 要 建 立 

在 国 民 党 的 根 本 政 策 之 上 ” ⑤当 时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胡 适 曾 因 指 责 党 义 教 材 为 “党 八 股 ”而 遭 到 国 民 党 

中 训 郜 训 诫 ：主 张 “学 术 自 由 ”、“教 育 独 立 ”者 如 马 

寅初 、潘 光 旦 、马 叙伦 、许德 珩 、张 申府 、任 鸿隽 等都 

遭 到 不 同程 度 的 监 视 和 打 击 迫 害 

在 掌 握 政 权 后 实 施 教 育 统 制 ．竭 力 推 行 “党 化 

教 育 ”的 同 时 ．他 也 鼓 吹 教 育 方 针 应 以 “教 育 生 产 

化 ”为 原 则 。他 说 ：“最 急 需 的就 是 如 何 反 共 、如 何 复 

国 的 精 神 教 育 和 生 产 教 育 ．也 就 是 道 德 教 育 和 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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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④。在 他看 来 ，生 产 教育 、职业 教 育并 不影 响 

“反共 ”，而 是“治 国”的一种 工具 。上 世纪 30年代 ， 

在 当政者 的大力 支持 下 。生 产教 育一跃 而 为教 育 的 

主潮 。并逐 渐成 为一种 运动 。 

根据蒋介石 的指示 ，陈果夫 (1892～1951)⑦在 

国民党 第 四届 中央执 行 委 员会 第 三 次会 议 上提 出 

《改 革教育 方 案 》，要 求 十年 内 (1931—1941年 )大专 

学校 暂 停文 化 艺 术等 科 的 发展 ．中学 加 强基 本 科 

学 ．核 心 是 教 育 的 生 产 化 、实 用 化 。以充 分 发 挥 教 育 

的社 会功能 f特别是 其经 济功 能1。这个 方案 曾对 3O 

年代 的教育 改革 产生 了极大 的影 响 。⑧ 

蒋 介石 为把 生产 教育 、职业 教育作 为 巩 固其 政 

权 的一种 手 段 ．1934年 9月 ，他 训令 各 省府 通 知各 

地普 通学校 ．由行 政机 关和 教育 机关按 照 本地 方需 

要 及学 生 的个性与 家庭 情况 。分 别规 定 教育方 针 ． 

以注 意生产 教育 为原则 ．提 出具 体 的实施 方法 ．如 

要 求 每 校须 设 一学 校 园 ，督 饬学 生 自行耕 种 ，各 地 

农 作物 实地 练习 ．并得 依照 利用 合作 社之 组织 。附 

设 农 场或林 木场 ，由教 职员率 领 ，学 生 种植 畜牧 ，历 

行 半 工 半读 ．所有 收 获 ，除 开支 及 缴 充购 置或 租 赁 

地 价 外 ，教 员 学 生 均 得 分 配 利 益 ，以 资 鼓 励 ；每 校 需 

设 一标 本室 ．领导 学生采 取本 地 方之人 为 的与 天然 

的 产 品 ．陈列 参观 ；在 公 民课 中添 授 各种 合作 社 知 

识 ：在 地理课 添授 本地 方物 产及 应用 改进 之方 法 ； 

在 自然课 添授 农林 艺桑 、养鸡 、养 猪 、养 蜂及 各种 知 

识 ，改进 技 能 ：在 理化 及 手 工两课 添授 改 进地 方 工 

业 的方 法 ．并 把制成 品出售 ，以资提倡 等 等 。他还 提 

倡 勤俭 办学 ．养成学 生 耐劳 习苦 、不用 校役 之风 气 ； 

要 求各地 方 行政机 关及 教育 机关 ．按 照地方 需要 。 

至 少 须 办 职 业 学 校 一 所 ．务 使 学 校 场 厂 化 、学 生 工 

徒 化 、职 业 社 会 化 。 ⑨ 

蒋 介石要 求实 施生 产教 育 时要 做 到下 列三 项 ： 

一 是所用 教材 须分 类 ．就地采 取 ．就 他处采 取 。用 科 

学 方法 比较 长短 ．教 授学 生 。俾 资改进 。二 是实 习时 

间 。须较 讲堂 时 间多一倍 ，以养 成 双手 万能 之技 术 。 

三是每一 学期 中 ．师生须 分组 分赴 各处 一 次或二 次 

巡 回讲 习 ．实 习所得 之 成绩 ，实地 指导 农 民或工 人 ， 

改 良作业 蒋 介石 上述 关于 教育 生产 化 的指示 。成 

为政府 推行 生产教 育 的重要 张本 。@ 

陈果 夫 阐 释蒋 介石 倡 导 生 产教 育 的理论 依 据 

为“救 穷”。他认为 “穷 ”是 中国现 实 的国情 之一 ，教 

育 的一个 重要 任务 就是 “救穷 ”．就 是要 提倡 生产 教 

育 和 应 用 科 学 。在 中 级 学 校 广 其 用 ，而 以 大 学 集 其 

成 ．以教 育来 配合 民生建设 ．以树立经 济 的基础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为 了纠正 传 统 教育 空 虚 不切 实 用 之 

弊 。打 破 教育 只 是 为 国家 养 士 的 旧观 念 ．增 加 国 家 

社会生产力以应付非常时期的降临。他提出摩 学 
之后设 立初 级生 活学 校和 高级 生活 学校 ．并在 这类 

学校 实施 生产 教育 。他说 ，初 级生 活学 校注 意于 各 

地 生 产环 境 与惯 习 之适 应 ，而 使学 生 出校后 ，即 能 

凭藉 其技 能在此 种单 纯之 生活 环境 内 ．独立 自谋 生 

活 高级生 活学 校则不 仅 注意于 生产环 境 与惯 习之 

适 应 。更 进 一 步谋 生 产 环境 之 改进 ，其毕 业 生亦 可 

在 较 为 复 杂之 生 产环 境 中 ，出其余 力 ．为他 人改 善 

生 活 。他还 积极从 事 生产 教育 的实验 ．以职业 学校 

为主体 ，令 江苏 省教育 厅于 宿迁 、宜兴 、扬 州 、苏州 、 

松 江 等 地 ，配 合 当地 生 产事 业 。设 立 玻璃 、陶瓷 、酱 

菜 、糖 果 、五 金 等 职 业 学 校 ，使 教 育 与 生产 紧密 结 

合 ．培 养具 有 生 产技 能 与 意识 的人 才 ，以促 进社 会 

经 济 的发展 

二 、重 用 职 教 专 家 为 “政 府 派 ”代 言 人 

生产 教 育 思潮 是 五 四前 后 中 国社 会 政 治经 济 

和文化 教育 发展 的历史 产物 。生 产教育 的提倡 者 与 

推 行 者是一 个相 当庞 大 的社 会群 体 ．包容 了众 多 的 

社 会力 量 。各派 在推 行生产 教 育上有 某 种共 同点 ， 

但 在 具 体理 论 、措 施 上却 各 有 一套 ．重要 的是 其政 

治 倾 向也并 不完 全相 同甚或 截然 相反 ．反映 出他们 

在 教育 观念 、政治 思想 上 的种种 差异 。最早 提 出生 

产 教育 的黄 炎培 ，1918年 5月 在《教育 与职 业 》第 6 

期 上发 表《职业教 育谈 》，认为 各 国 的职业 教育 就 是 

“生产教 育 ”： 

各 国方 大致 力 于战后教 育之 研 究 。质 言之 ．则 

所 谓 战 后 教 育 者 ，生 产 教 育 而 已 ：如 何 可 使 土 地 增 

加 其 收 获 ：如 何 可使 人 力 增 加 其 效 能 ：制 造 也 。如 何 

使 之 更精 ：运输 也 ，如何 使之 更捷 。或谋 事后 弥补 疮 

痍 ．或 谋 乘 机 发 展 国 力 。 虽 地 位 不 同 。要 其 心 光 、目 

光 凝 聚 之 一 点 ．唯 “地 ”与 “人 ”与 “物 ”、生 产 能 力 之 

增 进 问题 而 已。夫欲 解决 “地 ”与“人 ”与 “物 ”、生产 

能 力之 增进 问题 ．舍职 业教 育 尚有他道 邪 ?@ 

民 国初 年 人们 所 说 的 “生产 教 育 ”并 没 有 超 出 

职 业教 育 的范 围 ．大体 上是 把它 作为 职业 教育 思 潮 

的一种 副潮 来理解 、来 提倡 的 。@蒋介石 也往 往把 生 

产 教育 与职 业教 育视 同为一 回事 ．他 依 靠 了一批 留 

学 美 国和德 国 的教育 专 家 ．其 中最 得力 的有 程 放 

天 、朱 家骅 等来推 行 。经过他 们 的鼓 吹和 推行 ，生 产 

教 育 思潮流 传更 广 、影 响更 大 。 

程放 天 (1899—1967)山西 新 建 人 。早 年 留学美 

国 、加拿 大 。获政治 学博 士学 位 。1926年 回国 ，历任 

山西 省 教育 厅 长 、安徽 省 教 育厅 长 、安徽 省 政府 主 

席 、浙 江 大 学校 长 、驻 德 国 大使 、四川 大 学 校 长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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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 中央宣 传部长 、教育 部 长 、考 试 院副 院长 等职 。 

1932年 l1月 ，发表 《改 革 中国学 校 教育 刍议 》一 

文 ．提 出 以 生 产 教 育 为 言 ，被 人 视 为 政 府 派 在 生 产 

教 育 上 的 代 表 人 物 ．主 张 对 现 行 教 育 系 统 进 行 全 盘 

改 革 ．实 施 生 产教 育 和生 活 教 育 。他 认 为 ，生 产 落 

后 ．经济 枯竭 ，是 中 国最 大 的危 险 。 现 在 中 国人 的 

衣 、食 、住 、行 的 需 要 ，都 要 仰 给 于 舶 来 品 。 照 此 下 

去 ．人 家不必 调一 兵 ，不 必发 一炮 ，我 们也 非 日趋 灭 

亡 不 可 他 说 ： 

尤 其 危 险 的 ．是 过 去 的 教 育 ，不 但 不 能 增 加 人 

民 的 生 产 力 ．反 而 减 少人 民 的 生 产 能 力 本 来 是 个 

农 家 子 弟 ．假 如 他 不 受 教 育 ，长 大 后 还 可 以 做 一 个 

胼 手 胝 足 的 农 夫 ．一 受教 育 ．便 再 也 不 肯 下 田 耕 种 。 

本 来 是 个 工 人 子 弟 ．假 如 他 不 受 教 育 ，长 大 后 还 可 

以 做 一 个 刻 苦 耐 劳 的 工 人 ．一 受 教 育 ．便 再 也 不 肯 

动 手 做 工 这 种 现 象 到 处 皆 是 。所 以 大 学 毕 业 、中 学 

毕业 甚至 小学毕 业的 学生 ．大 多数都 成 为安 坐而食 

的 不 生 产 分 子 大 家 都 往 政 界 、教 育 界 挤 ，挤 不 进 去 

就 失业。所 以 学校 毕 业生一 年 多一 年 ．失业 的人 也 

一 年 多 一 年 ．社 会 上 不 安 定 的 状 态 也 就 一 年 甚 于 一 

年 。这 种 教 育 ，非 促 成 亡 国 不 可 。@ 

有鉴 于此 ，程天 放大声 疾 呼 ：“我们 现 在必 须 以 

教 育 的 力 量 挽 回这 个 颓 风 ．以 教 育 的 力 量 增 加 人 民 

的 生 产 能 力 ”。他 希 望 通 过 推 行 生 产 教 育 ．使 原 来 能 

生 产 的 ．生 产 能 力 更 强 ；使 原 来 不 能 生 产 的 ，受 教 育 

后 ．也 成 为 生 产 分 子 。程 放 天 把 政 府 经 济 上 的失 误  

归 罪 于教 育 。甚 至 指 向失 业 的学 生 ，这一 直 是蒋 介 

石 政 府 的 观 点 ．也 是 这 个 政 府 失 败 的深 层 次 原 因 之 

0  

朱 家 骅 (1893—1963)．中 华 民 国 后 期 教 育 首 脑 

人 物 之 一 ．“三 民 主 义 教 育 ”的 忠 实 推 行 者 。 曾 留 学 

德 国 ．入 柏 林 矿 工 大 学 读 采 矿 工 程 。1917年 归 国任 

教 北 京 大 学 。1918年 再 度 去 欧 ．在 瑞 士 与 德 国研 究 

地质 学 ．获 柏林大 学哲 学博 士学 位 。1924年北京 大 

学 聘为 地质 系教 授 、德 文 系 主任 ．为 北 京 大学 第 一 

个 最 年 青 的 教 授 。1930年 秋 任 中 山大 学 校 长 ．是 年 

l1月 调 中央大 学 ．不 久任 中英文 教 育基 金 董事 会 

董 事 长 。 1932年 2月 至 l1月 、1944年 l1月 至 

1948年 l2月两 次 出任 教 育部 长 ．他 对德 国职业 教 

育 的了解 ．明显有 助 于 民国期 间职业 教 育 的发 展 。 

如他强 调教 师 的培养 ．明确 职业 教 育不 同 于普通 教 

育 ，要求 注 重 实 习和 与 社会 的联系 ，在学 时 的安 排 

上做 到均 等从 。他说 ： 

应 重 于 单 科 专 设 ，不 嫌 其 细 而 务 求 其 专 ，使 其 

易臻切 实 ．并 注重适应 地 方 需要 使 其 因地制 宜。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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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立 时 ．应 顾 到 社 会 需要 使 能 互 相 应 和 。 办 理 时 就 

随 时 与 社 会 各 项 职 业 密 切 连 络 。 内容 设 备 ．就 注 重 

实 习 ．使 与 教 科 均 等 份 量 训 练 更 应 严 密 注 意 道 德 

培 养 ．团结 习惯 ，公 民常识诸 事 ，皆为 注重职 业教 育 

不 可 不 特 加 注 意 者 也 @ 

他 还 对 专 科 教 育 与 大 学 教 育 的 不 同 进 行 了 论  

述 ．认 为 专 科 学 校 主 要 目的 在 养 成 国 民在 技 术 上 的 

专 门技能 ．论 其程度 ．“与职业 教 育之 专 以养成 工徒 

工 头 与 临 工 者 不 同 ．与 大 学 教 育 之 实 科 教 育 专 以 养 

成 高等技 术人 才 又不 同之指 导 ” 专 科学 校介 于二 

者 之 间 ，一方 面 受 高 等技 术 人 才 的指 导 ，一 方 面协 

助 高等技 术人 才指 导工 头工 徒监 工 正 因为 它所培 

养 的是 “技术 上 极 重要 的实 用人 才 ．故 在 产 业 发展 

上 处 中坚 地 位 ”。他 主 张 发 展 专 科 学 校 ，但 应 注 重 实 

科 ．重点放 在发 展农 I 等实科 。 

朱 家 骅 强 调 职 业 教 育 的 重 要 原 因 ．是 他 看 到 了 

德 国 的 职 业 教 育 能 培 养 国 民 的 职 业 技 能 ．有 助 于 国 

民经 济 的发展 。在他 任 职教育 部 期 间 ，通 过 了一系 

列 发 展 职 业 教 育 的决 定 。如 1932年 12月 ．国 民 党 

第 4届 中央执 行 委 员会 第 3次 全体 会 议 关 于生 产 

教 育 的决 议 ．其 主 要 内容 有 五 ：一 是要 求 各 省市 尽 

量 扩 充 职 业 学 校 。私 人 捐 资 兴 学 ．劝 其 设 立 职 业 学 

校 。私 人 办 理 有 成 绩 的 职 业 学 校 ．由 公 家 予 以补 助 。 

公 私 立 中 学 成 绩 不 佳 或 地 方 无 此 需 要 者 ．一 律 改 办 

职业学 校 二是 要求 职业 学校 注重 生产技 能教 学和 

劳 动 习 惯 的 培 养 。不 必 规 定 同 样 毕 业 年 限 ．不 必 分 

农 工 商等科 ，应 就地 方之需 要 ，注重 专科 单设 。三是 

职业 学校不 以收费 为原则 ．使 贫寒 家庭 子 弟有 入学 

的机 会 四是 高 级 职业 学 校 不仅 为 书 本 或理 论 教 

学 ，应 注 重 专 门 技 能 训 练 ．并 需 与 实 习 场 所 打 成 一 

片 。五是高 级职 业学 校应 由教 育部 视察 各 省需 要 ． 

斟 酌 缓 急 ．逐 渐 添 设 。 ． 

1932至 1934年 期 间 ．政 府 先 后 公 布 了 《职 业 

学 校 法 》、《职 业 学校 规 程 》、《职 业实 习学 校规 程 》、 

《中小学 师 范 学 校规 程 注 意 事项 》、《各 省 市推 行 职 

业 教 育之 规 程 》以及 各科 教 学 大 纲 、学 时 、师 资 、经 

费等一 系列 规定 。上 述一 系列 规定 ．促 进 了职业 教 

育 的 发 展 ．并 标 志 着 一 个 由 政 府 主 导 的 制 度 化 建 设 

新 阶段 的到 来 据 中 国教育 学会 生产 教育 委员会 所 

著 《中国生 产教育 问题 》 载 ，仅 江苏一 省 1932至 

1934年 间 。职 业 学 校 就 由 6所 增 至 22所 ，中 学 职 

业 科 由 1933年 4所增 至 1934年 ll所 ．私 立职 业 

学 校 由 1930年 4所 增 至 1934年 的 14所 @ 

三 、政 府 主 导 的 生 产 教 育 、职 业 教 育 

生 产 教育 作 为一 种 运动 和思 潮 ．在 20世 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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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以 后 蓬 勃 兴 起 和 发 展 ．不 是 偶 然 的 ．它 是 近 现  

代 中 国社会 政 治经济 和文化 教 育发展 的 历史产 物 ． 

特别 是政府 的 主导 ．政 府部 门把生 产 教育 与职业 教 

育视 同一体 ，推 动 了生 产教育 的发展 。同 时 ，也促 进 

了职 业 教 育 的发 展 

1928年 南 京 政府 制定 了 “戊辰 学 制 ”．教 育 政 

策 明显进一 步 向职业 教育倾斜 。1930年 4月 ，第 二 

次全 国教育 会议 通过 的《改 进全 国教育 方 针案》称 ： 

“在 各级各类 的教育 内 ．都应 注重 科学 实验 ．培养 生 

产能 力 ，养成 职业技 能 ”。同月 。教育部 训令 全 国从 

本 年 度 起 ．限 制 设 立 普 通 中学 ，增 设 ]gq_qk学 校 ；在 普 

通 中学 中添设 职业科 或职业 科 目：县 立初 中应 附设 

或 改 设 乡 村 师 范 及 职 业 科  5月 ．国 民会 议 通 过 的 

生产 教 育决 议 案 中 ．规定 “尽量 增 设职 业 学校 及 各 

种补 习学校 。职业 教育 之制 度科 目。应使 富有 弹性 ， 

并接 近 固有 之经 济状 况 。私 人筹设 职 业学 校者 ，国 

家应 予 以奖 励之 ”。6月 ．行政 院公 布 国民会议议 决 

的《教育 实 施趋 向案 》，认 定 中国大 祸 唯贫 与乱 ，针 

对此 二大祸 所应 施行 的教育 ．一为 民族 复兴教 育 ． 

二为 生产教 育 

与此 同时 ．一 批专 家学 者大量 发 表文 章 。1931 

年 9月 ，《中华 教 育界 》出版 《中 国教育 出路 问题 专 

号》，全期 13篇论 文都 间接 直接 指 出现行 教育不 适 

应社会 经济 状况 ．主张 以生产 教 育为今 后 中 国教 育 

的 出路 。其 中主张 最力 者 ．乃 陶行知 、舒新 城等 。此 

后 ．讨论 生产 教育 的文 字 ．充 斥各 大报 刊版 面 。《东 

方杂 志》、《教育杂 志》、《大公 报》等都 为生 产教育 问 

题 出特 辑 ．专 家学 者对 于生产 教育 的理 论及 实施 原 

则 。阐述 相 当详 尽 ，其 中具 有 系统 思想 而 自成 一 派 

者有 职 业 教育 、生活 教育 、民生 教 育 和政 府 等 四大 

派 各地学 校莫不 以实施生 产 教育相标 榜 ．此行 彼 

效 ．盛 极 一 时 。 

应 该看 到 ．生 产教 育对 20年代 中期 以后 中 国 

社会 经济 的发展起 过 一定 的推动 作用 ．对 中 国教 育 

所 产生 的影 响 主要 是 积极 的 但这 一时期 有关 职业 

教育 的立法 与 1922年 “壬 戌 学制 ”的指 导 原则 “七 

项 标 准”比较 ．删 去 了“谋个性 之 发展 ”，这 与政府 的 

思想倾 向有 直接 的关 系 

蒋 介石按 蔡元 培 的思想 ．把 职业教 育列 入智 育 

的范畴 ，但 明显违 背 了蔡 元培 民主主义 政 治立场 、 

自由主 义 的教 育理 论 和 培养 “健 全 人格 ”的教 育 目 

标 ，以及 在 教育 实 践 中 。所 坚 持 的 “尚 自然 ”、“展 个 

性 ”的原 则 蔡 元培 始终 宣称 “教育 超轶 于政 治 ”或 

“教 育独 立于政 治 ”。@蒋介石 视教 育为 其 附庸和 工 

具 ，他 坚 持 反 民 主 的 政 治 立 场 ．恰 恰 是 在 大 陆 失 败  

的 根 本 原 因 之 一 

尽管 如此 ，仍 然应 该注 意到 上世 纪 60年代 ．蒋 

介 石在 台湾 提 出的基础 教育 目标 ：“发 展青 年 身心 ． 

陶融公 民道 德 ，灌 输 民族文 化 。培育科 学精 神 ．实施 

职 业 陶冶 。充 实 生 活 技 能 ．以 奠 定 其 学 习专 业 技 能 或 

继 续升 学之 基础 ．并 养成 中拥 爱 国之健 全 国民 ” @ 

他 要求 中学 教育 以职业 教育 为 主 ．注重 职 业技 能 的 

培 育 ．在 台湾建立 了较 为完整 的职技教育体 系 ，使劳 

动 力素质得 以提升 。并成 为经济发 展的最大 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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