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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的闫苹教授带领她的研究生们在专业课的学习和研究过程
中共同完成。
全书主要按照近代语文教育史的发展脉络，对北师大图书馆收藏的近一百套解放前的小学国文、国语
教科书进行分类整理，并从总体评介、重点评介、特色评介三个角度对整埋出来的教科书逐套进行客
观的介绍和评论，一方面真实地反映这些老教材的原貌，另一方面更明晰、更具体地展示他们在编写
体系和内容组合方面的特点和经验。
 整理和研究北师大图书馆库藏解放前小学语文教科书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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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维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以道德教育为主要研究方向，兼及教育基本理论。
先后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展望》等教育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独著及与人合著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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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国初期：国文教科书　　第一节　历史背景及教材概况　　一、历史背景　　1911年
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
提出对学生普遍地实施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实利教育和军国民教育。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在课程设置上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提出
设“国文”科；在国文教材内容上也废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说教，加进了一些资产阶级的道
德教育和实用科学的知识，体现了“共和精神”。
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提出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
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新的教育方针呼唤着新的教科书的出现
。
　　此时各书坊编辑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基本上体现了新时期的教育思想，革去了清末教材中忠君、
崇满的思想内容，推进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
例如民国元年由庄俞、沈颐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以及民国二年由戴克
敦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都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编制的教材。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几乎所有的教育计划都遭到了破坏。
袁世凯为了实现其称帝复辟的野心，大造尊孔读经的舆论。
1915年袁世凯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中公开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法师；宜尊孔以端
其基，尚孟以致其用。
”于是各个书坊出版的国文教科书连“共和”“民主”等字眼也不敢提了，被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所
淹没。
不久，帝制复辟失败，中央政权又为北洋军阀所把持，当时的教育部对刚公布不到一年的细则进行修
正，除了删去“读经”之外，国文教学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这时在文化教育领域里，复古、尊孔的逆流继续，语文教材仍旧散发着封建气息。
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例如，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用国文教科书》以及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
》等教科书的编写，都受制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被打上了特殊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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