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袁 曾经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上自国

民政府下至中小学班级的训育运动袁强力推行训育袁
举国上下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专家学者袁 在中小

学训育的目标制定尧 训育的内容确定和训育实施的

原则和方法等方面袁进行了颇为深入而全面的探索袁
希冀通过中小学训育的实施袁 全面改进和提升中小

学教育教学水准袁特别是德育水平遥

一尧中小学训育制度保障

完整系统的训育制度是中小学训育实施的重要

保障遥 民国前期袁训育逐渐受到重视袁赫尔巴特的训

育理论被介绍到中国袁 一些中小学自觉不自觉地付

诸行动袁将训育作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使学

生在学校接受到全面完整的教育遥 但中小学训育形

成完整而系统的制度袁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袁 逐渐形成了中小学训育

实施的行政保障系统遥 各省市设置了地方训育委员

会遥 例如袁北平市专门设置小学训育委员会领导与督

察全市小学训育的实施遥 除酌聘教育专家外袁教育局

长尧 教育局各科科长和教育局督学为北平市小学训

育委员会委员遥北平市教育局长为该委员会主席袁负
责全市小学训育的推行遥 北平市还于 1930 年 11 月

8 日成立中等学校训育委员会袁 这是北平市中等学

校训育实施的领导和督察机构遥 1942 年 4 月 9 日袁
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 叶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组织规

程曳袁 对训育委员会的任务及机构设置作了规定遥
1945 年 10 月 16 日袁国民政府对叶规程曳进行修订袁
公布叶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曳袁设置委员 7要
13 人袁并规定了该委员会六方面的具体任务遥 依据

教育部的条例袁一些市县也都成立了训育委员会袁领
导和督察当地中小学的训育工作遥

中小学训育实施最为重要的单位是中小学校袁
训育机构和训育队伍建立与否及队伍基本素质袁是
训育能否收到良好效果的关键之一遥 1929 年 6 月袁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遵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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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曳设置训育人员遥 规定凡未设

有训育主任的学校袁野应以该校党义教师一人主持党

义尧训育事宜冶[1]遥 11 月袁教育部颁布叶各级学校聘用

党义教师训育主任规则曳袁其后先后颁布叶中等学校

训育主任公民教员资格审查条例曳渊1936.2冤叶修正中

等学校训导人员公民教员资格审查条例曳渊1941.11冤
和 叶国立中等学校训导人员公民教员资格审查曳
渊1943.4冤等遥 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袁将教师资格作为中

小学训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条件遥
为达到中小学训育实效的目的袁 各地中小学校

编织起了训育实施组织网络遥 福建省的中学训育系

统十分细密而精致院 由专任教员组成的训育委员会

为学校最高训育机构袁负责全校训育工作计划曰将全

校学生划分若干组袁 配教职员负责指导各组学生生

活遥这种行政上的安排既有全局安排袁又照顾到局部

情况袁野可收分工合作之效冶[2]遥 要求每组生活指导员

与该组学生尽可能共同生活袁采用个别谈话尧小组谈

话尧记载学生思想言行尧学生日记批阅等工作方式来

实现随时训导尧示范学生尧人格感化的训育原则遥
1938 年袁教育部决定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导师

制袁 颁布第 1526 号训令院叶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

点曳袁对推行导师制进行了说明袁并提出导师制成功

与否袁关键在于校长是否慎选导师袁野选择导师时袁不
应仅视其学问如何袁 尤应视其道德人格是否足为学

生之表率遥 冶该文件只是一个指导性文件袁于是各校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探讨遥 浙江省召开第二次

中等学校训育会议袁 研究全省中学导师制实施细则

问题遥 以前袁浙江中学训育系统大致是野学校负训育

责任的人是训育主任和少数的训育员袁 以后逐渐推

广到较多数的学级主任冶袁这已经极大程度地扩大了

中学训育实施的基础遥而教育部又要将这一基础野更
推广到全体专任教员袁并且在方法上也由偏重管理袁
进到管理与训导并重冶袁将大大提高训育的效果袁野是
训育上一种突飞猛跃的进步冶[3]遥 与会者认为袁浙江

中学实施导师制的当务之急是制订中学导师制实施

细则袁因教育部只是颁行了野纲要冶袁浙江省野不能不

有详密的补充冶遥
小学训育制度也进行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探索遥

福建省根据小学训育目标袁 打破了过去传统小学的

结构袁营建起新的方便训育实施的组织系统遥为保证

各教职员同负训育责任袁实现野训教合一冶袁将小学分

成教导委员会尧生活指导部尧学级主导尧生活团主导尧
阶段主导等野条块冶遥 教导委员会以全校教职员为委

员袁校长为主席袁这是全校训育最高机关遥 生活指导

部野指导全校儿童自治的生活与儿童服务冶等遥 学级

主导负责一切级务责任遥 生活团主导根据全校教师

人数袁 将分成若干团袁野每一教师担任一个生活团主

导袁以指导各本团儿童生活的改善冶遥 阶段主导是为

了野谋各生活团训练的统一与联络冶遥因此袁将学校分

为低尧中尧高三段袁各设主任一人袁由校长指定一生活

团主导兼任遥 阶段主导野根据本校训育方针袁谋本阶

段训育步骤的一致袁 于必要时得召集本阶段会议解

决本阶段训育上各种问题冶[4]遥 这样编织成了容易收

到指臂之效的疏密相间的训育网络遥
相对于大多数小学设置一个训育处袁 任命一个

训育主任袁 将各班主任吸纳为训育委员会委员的训

育系统而言袁福建省小学训育网络结构改革尝试袁不
仅使全员负起训育责任袁 而且有利于训练的统一和

联络的方便袁从而有利于收到良好的训育效果遥

二尧中小学训育目标定位

中小学训育目标是中小学通过推行训育工作提

高学生道德水平的规定遥 它的制定直接决定着中小

学训育的方向和绩效遥在中小学训育目标表述上袁教
育者历来见仁见智袁甚至意见大相径庭遥

中小学训育目标的设定袁 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和制约遥 个人受教育的背景尧经历和程度不同袁教
育基本理念不同袁对教育功能看法不同袁都会影响着

中小学训育目标的设定遥李相勖以为袁中小学训育目

标切忌过于空洞不着边际袁 大而无当的中小学训育

无疑会影响训育的实施效果遥他认为袁野诚朴冶野忠勇冶
野信义冶之类的中小学训育目标袁看上去典雅而新颖袁
易记诵袁有传承袁但很不明确袁在实施上很容易导致训

育目标迷茫袁使得中小学教师根本不能按照训育规律

教导学生袁而只是消极地制裁和惩罚遥 樊兆康指出过

于空洞的中小学训育目标很容易使训育进入误区袁不
能收到既有的效果遥 他认为训育的范围非常广泛袁空
空洞洞的教育目标往往使训育实施 野流于消极的制

裁袁而忽略了积极的指导遥 尤其是小学校没有积极的

指导袁学生便无所依据袁无所适从遥 因此袁负训育责任

者袁便不能没有一个积极指导的计划遥如果没有计划袁
无论教师学生及训育人员袁都没有标准可循冶遥 [5]

中小学训育目标应当具有传承性和时代性袁这
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遥所谓传承性袁主要是指中小学

训育目标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袁 在主体价值观

上应当是一脉相承的遥 1939 年教育部颁发的叶教育

纲要曳充分考虑到中小学训育的传承性袁使学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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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礼义廉耻的信守冶袁在野自治治事冶训练上达到如下

目标院野如古时儿童随家长为洒扫尧 应对尧 进退之服

习袁使之孝于父母袁友于兄弟袁敬于长上袁慈于少幼袁
信于朋友袁睦于邻里戚族袁言忠信袁行笃敬袁庶几生活

中一切无往而不合乎礼义廉耻之道遥 冶[6]渊P27冤显然对

朱熹以来的教育目标论有所承接遥对此袁有一些学者

不敢苟同遥 徐庭达提出中小学训育目标 野要有时间

性尧空间性及简要化冶袁以回敬野传承性冶论者遥他反对

复古派的传承和弘扬旧道德的主张袁 以为中小学训

育要随着德育的进步而进步遥 他提出了既照顾到民

族性袁又照顾到时代性简便易行的训育目标遥 其实袁
徐庭达关于训育目标的观点并没有达到他所设计的

目标袁传承性是落空了袁时代性也不能令人感觉到有

时代的气息遥如野九一八冶后 5 年了袁其中并没有国难

的味道遥 他所谓的野简要化冶袁实际上是条目化袁条目

达 9 条之多袁也不能算作野简要冶遥
其实袁 时代性是中小学训育制定者们十分关注

的遥 叶训育纲要曳虽然颇为注重中小学训育目标的传

承性袁但对古代传统道德目标进行了现代解读遥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袁全面抗战的序幕迅速拉开遥 叶训育

纲要曳规定院野对于国耻之史事袁亦应特别讲解曰明耻

所以教战袁自尊乃能自强遥 人人具有健康之身体袁不
仅可以犯风霜以抗疾病袁且可振奋精力以当大任遥人
人具忠勇爱国之精神袁不仅平时可以服兵役袁可以执

干戈以御侵略袁 且能扬国威以进大同遥 保健康以自

卫袁执干戈以卫国遥 冶[6]渊P31-32冤在国家推行中小学训

育纲要性文件中及时得到体现遥
中小学训育也体现了教育行政长官的思想观

点遥 1938 年袁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表叶训育目标与方

法曳袁指出训育应该野涵养其信仰袁锻炼其能力冶袁要培

养三民主义的青年人袁就应该做到野自信信道尧自治

治事尧自养养人尧自卫卫国冶[7]遥 他认为中小学训育应

达野管冶野教冶野养冶野卫冶4 大目标袁因而要训练学生具

有院野渊一冤高尚坚定的志愿袁纯一不移的共信要要要自

信信道渊主义冤曰渊二冤礼义廉耻的信守与组织管理的

技能要要要自治治事曰渊三冤 刻苦俭约的习性与创造服

务的精神要要要自养养人曰渊四冤 耐劳健美的体魄与保

民卫国的智能要要要自卫卫国遥 冶毋庸置喙袁陈立夫的

这一训育思想主张袁在叶训育纲要曳中更是得到了全

面的体现遥 譬如袁叶训育纲要曳所附之叶小学公民训练

标准曳第一野目标冶袁就是陈立夫观点的铺陈与演绎遥
包括中小学训育目标在内的训育文件袁 在专家学者

研究讨论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袁 以后还不断修订

完善袁 特别是各地方各中小学根据各地各校实际情

形袁制订出台了野接地气冶的训育目标与推行方法袁使
中小学训育目标更加成熟遥

三尧中小学训育实施方法与途径

民国时期中小学的训育借鉴了西方儿童心理学

的理论袁在实施方法与途径上有较多探索袁形成了基

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形式多样尧 操作性强的训育

方法体系袁 使得民国时期中小学德育带有明显的科

学性尧现代性遥
要建立新式的训育方法就必须对中国传统的训

育方法进行反思与扬弃遥梅邨认为中国传统的训育方

式有打骂式尧防盗式尧官僚式尧御奴式尧党争派斗式[8]袁
这些消极的方法是培养不出 野自觉自动自治冶尧野进
步冶尧野愉快冶的新国民遥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我们把教育看成是野动物的训练冶而不是野人的教育冶遥
中小学训育采用什么方法需首先分析儿童的心

理发展水平袁 再根据儿童不同的身心发展水平采用

不同的训育方法遥比如小学生就应该联系儿童生活袁
在实际情境中来实施训育袁避免空洞的说教曰中学生

则更多通过发扬自动精神尧 组织自治团体来实施训

育袁以帮助学生内化道德的价值观念遥 具体来说袁民
国时期中小学实施训育主要有消极方法和积极方法

两种遥消极方法主要指禁止尧制裁尧惩罚曰积极的方法

主要指积极的引导尧鼓励尧训练尧奖励遥虽说消极的方

法不能让儿童获得良好的品德袁 但可以抑制学生的

不良的行为习惯的形成袁因此不能取消该方法遥但对

于打骂式的消极方法袁教育界基本持反对态度袁他们

认为体罚儿童虽短期见效袁 但并不能真正让儿童形

成良好的品德袁而可能适得其反遥积极方法又可分为

暗示法尧生活法尧引导法等袁更多是通过正面的提倡尧
引导使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遥 大部分积极的方

法都是建设性尧 引导性的袁 更有利于儿童接受与内

化遥 另外袁 民国时期所说的训育常常将管理包含在

内遥 因此袁 细致入微的学生管理也属于训育实施方

法袁如缺席登记尧勤惰登记尧整洁登记尧注册登记尧急
病登记尧奖惩登记尧当面奖励尧记功奖励等遥

除此之外袁每一个学生个体都是鲜活的袁其道德

行为形成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袁 因此研究者们还提倡

个案研究法来针对来自不同家庭尧 不同社会生活环

境尧个性迥异的儿童进行训育袁尤其对犯错的儿童或

顽劣儿童袁 更应该采用个案研究法以避免简单粗暴

的处理袁以及一般的教导方法出现的 野言者谆谆尧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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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邈邈冶情形遥研究者陶愚川吸取西方心理学的研究

方法袁 对个案研究法在实施训育中的运用进行了详

细的论述遥在他看来要袁采用个案研究法就必须从儿

童早年经验尧生理尧心理状况尧所处的社会家庭学校

环境尧 儿童自己的表述以及儿童身体健康状况等多

方面因素进行考察尧分析袁才能更好地实现训育的目

标遥在论述家庭环境因素时袁该研究者还进行了细致

的描述院家庭中父母的感情如何钥教导子女的方法是

否一致钥是否过于严格或过于溺爱钥他们对于子女有

无特殊希冀钥 他们从事何种职业钥 受教育程度如何钥
有没有离婚经历钥有没有精神病的症候钥家庭经济状

况如何钥是否需要母亲外出谋生钥家庭的设备和布置

如何钥住房是否狭小而父母兄弟姐妹杂居一室钥布置

是否整洁钥 附近环境如何钥 是在贫民区还是住宅区钥
商业区还是工业区钥在乡间还是都市钥家庭中的人数

多不多钥祖父母是否住在一起钥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祖

父母是否加以干涉钥 家庭中的仆役是外乡人还是本

地人钥他们是否常陪同出外玩耍钥家庭中的一般人健

康如何钥有没有恶性疾病的遗传钥犯过错的儿童在家

庭中的地位如何钥有没有兄弟姐妹钥他们之间情感如

何钥 噎噎[9]以上详细的调查是实施个案研究法有效

性的重要条件遥 个案研究法在实施个别化训育中具

有积极意义袁但因其所耗人力尧物力甚大袁所以这种

方法主要是针对犯错误或顽劣的儿童遥
训育实施的途径有直接的道德教育和间接融于

各科教学中的道德教育袁以及联系儿童实际生活尧在
实际情景中的道德教育遥 直接道德教育效果不如间

接的道德教育袁 因为有很多的训育内容是不能通过

文字或讨论来教袁而是要在儿童生活尧学习中袁利用

各种机会袁在有意无意中袁使儿童反复练习尧身体力

行袁慢慢养成良好品格遥学校的环境尧校风的形成尧教
师的言传身教都是很重要的训育资源遥 正如赫尔巴

特所说的不存在没有教育性的教学袁渗透于智育尧德
育尧 体育教学中训育也是一种间接的训育途径袁野教
学离开了训育袁教学便不能进行曰训育离开了教学袁
便无从入手冶[10]遥 因与儿童学习尧生活相联系袁中小学

校实施训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院晨会渊朝会冤尧夕
会尧国父纪念周尧国民月会尧报告会等遥

四尧中小学训育当与评说

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溃败袁特
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袁 中小学训育备受社会各

界的重视袁为中小学训育推行收到实效袁各级政府所

颁发的文件袁所开的会议袁堪称野文山会海冶袁专家学

者所做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袁 可谓倾尽了一切德育

资源遥 然而袁效果应当怎样评说呢钥
第一袁野教冶与野育冶畛域的全面打通袁揭示了中小

学训育的内在规律遥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钥应当

把中小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钥说白了袁训育具有引

领中小学教育方向的效能遥训育集德育尧智育和管理

于一身袁对过去管教不管育袁管育不管教和从事管理

工作的不相闻问的各自为阵局面袁 已经被认识到是

中小学教育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遥蒋介石 1935 年

7 月曾指出袁野教冶指教学生知识与技能曰野育冶意即体

魄尧精神尧道德与生活的保育和训练袁这两样应当紧

紧联系在一起的袁 但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却是两股

道上跑的车遥 对此袁他表示极为不满遥 他说院野耶教爷与
耶育爷虽然是两件事袁但是彼此实有密切连带的关系袁
必须并重兼顾袁同时实施袁然后才算是完全的教育遥
噎噎教而不育袁结果连教也教不好袁这种偏跛缺劣的

现象袁可以说是现在我们中国教育的通病遥 冶[11]陶行

知也批评当时的教育界强行把野教冶和野育冶分开袁造
成学校工作的支离破碎遥 他说袁野训育难办冶袁训育上

野最不幸的事体袁这事就是教育与训育分家袁把教育

看作知识范围以内的事袁 训育看作品行范围以内的

事曰 以为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不同的原理支配

的袁甚至于一校之中管教务与训育者不相接洽袁或背

道而驰遥 殊不知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同一学习

心理定律之支配的袁我们如果强为分家袁必至渊致冤自
相矛盾袁必至渊致冤教知识的不管品行袁管品行的不学

无术冶遥他主张野担任训育的人袁要打破知识品行分家

的二元论袁而在知识品行合一上研究些办法出来冶[12]

渊P623冤遥 李禹九撰文指出院野训育与教学必须打成一

片袁儿童的知与行是一件事袁不是两件事遥 训育与教

学袁不但不能截然划分袁并且应当打成一片遥 各科教

学的主要目的袁虽然是知识技能的传习袁但儿童学习

时的态度尧兴趣尧教室内的秩序尧纪律等袁都是训育的

问题遥 冶因此袁训育与教学野必须打成一片袁凡是负教

学责任的人袁自然同时也要负训育的责任遥 冶[10]野教冶
与野育冶必须拧成一股绳袁形成中小学训育的合力袁才
可能收到良好的训育的效果遥 民国时期中小学训育

实施数十年袁摸索到中小学训育的这一规律袁不能不

说物有所值遥
第二袁 教师是中小学训育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

因素遥训育工作者对学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人格袁要
求学生做到的袁自己首先要做到遥要学生成为什么样

的人袁自己首先就应当是那样的人袁否则就不可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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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期的效果遥 章绳以认为教师野是为人作表率者袁
尤非特别注意训练不可遥冶教师有了以身作则的基本

态度袁才能做到以下诸点院野渊1冤平日待学生如朋友袁
不可自居高贵袁藐视学生遥 渊2冤当以诚恳坦白之心待

学生袁不可用欺骗敷衍之手段遥渊3冤宜多与学生接洽袁
免得隔膜袁便于劝善规过遥渊4冤学生如犯过袁宜温语劝

告袁切勿高声责骂袁隐语讥刺遥 渊5冤自己言行须一致袁
俾学生敬仰而信服遥 渊6冤学生如有合理之要求袁应予

相当之采纳袁不可过分固执遥 冶[13]陶行知认为袁小学教

师应当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袁 教师改造社会是通过使

学生发生变化来完成的袁而要使学生变化袁自己首先

要发生变化袁这叫野自化化人冶[14]遥 他在主持南京安徽

公学时袁明确提出野我们最注重师生接近袁最注重以

人教人遥 教职员和学生愿意共生活袁共甘苦遥 要学生

做的事袁教职员躬亲共做曰要学生学的知识袁教职员躬

亲共学曰要学生守的规矩袁教职员躬亲共守遥我们深信

这种共学尧共事尧共修养的方法袁是真正的教育遥 冶[12]

渊P500冤学生不是无情物袁只有在师生之间的隔阂完全

打通袁精神高度融洽袁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交流袁才可

能实施真正的人格教育袁才可能收到训育效果遥
教师要以身作则袁 不要叫学生做教师不能做的

事袁野这是人人皆晓得的冶遥 但是先为教学生做某事袁
自己才勉强振作起来袁不是虚伪露马脚袁就是不彻底

时常做出矛盾的行为遥 所以袁李成谟奉劝野教师们应

当真正为修养而修养院对于学校法律袁不要用自己个

人的不满意袁就任意诽谤曰对于同事意见不合袁不要

任意攻击曰对学识应继续进步不要胡乱发表曰对于事

业袁应存清苦之念袁不要有五日京兆淤之心曰对于职业

应有刻苦尽职的精神遥 冶[15]教师的一言一行袁一举一

动袁都要对学生实施教育袁绝不可以认为自己在与学

生进行训话时袁才是在实施训育遥这也是民国时期实

施中小学训育探得的训育真谛遥
第三袁中小学训育目标和内容全面而切当遥民国

时期中小学训育目标和内容既注意到对中国固有文

化传统的继承袁又体现了中小学肩负的时代使命遥中
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袁 这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训育资源袁 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

的精神脊梁遥 到了近代以后袁中华民族落后了袁帝国

主义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袁 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

危险遥在这民族存亡绝续之际袁中小学承担着求救亡

图存复兴民族的历史使命遥 只要中小学生掌握了中

国传统文化这把钥匙袁 中华民族就有起死回生繁荣

富强的希望遥因此袁从国家层面的叶训育纲要曳到地方

县教育局和中小学的训育实施方案袁 都将传承和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目标遥
民国时期训育目标和内容的重要特点是凸显了

养成学生勤劳尧良好生活习惯袁注重生活指导和培养

负责任能力遥譬如福建出台的叶福建省中学训育实施

方案曳野实施要项冶中袁要求学生参与校内劳役院野甲尧
校内轻易劳作如教室宿舍等之清洁事项袁不当假手校

役袁应由分担之遥乙尧校内园地之整理开阔及种植等事

务袁由教职员与学生共同担任袁以增加作业之效率遥 冶[3]

河北省叶中学训育方案大纲曳确定的标准之一袁就是

野养成劳动习惯袁使能刻苦耐劳袁多事操作袁实行平民

化的生活冶遥福建省小学训育实施方案特设生活指导

部袁设部长一人主持该部袁负责野指导全校儿童自治

的生活与儿童服务等诸事项冶[4]遥 长沙中学附小生活

方面的指导袁分为健康生活尧学术生活和休闲生活诸

方面遥杨逸群将小学训育目标划分得十分具体袁将小

学每两学年分为四度袁每一度都有具体内容遥如第一

二学年的第一度目标和内容有院野渊1冤 脸和手要保持

清洁袁如有了污秽袁马上去洗遥渊2冤手和用品不放在嘴

里遥 渊3冤不用衣袖擦鼻涕遥 渊4冤按照时间到校尧出校遥
渊5冤听从师长和父母的话遥 渊6冤不忘记应当带到学校

里来的东西遥渊7冤不在走廊乱跑遥渊8冤拿东西和换衣服

都要快些遥渊9冤在上课的时候袁先举手后发言遥渊10冤不
独占游戏的器具遥 冶[16]云南省立永昌中学训育目标之

一袁便是野养成自立负责之能力袁力戒倚赖敷衍冶遥
民国时期中小学训育实施数十年袁 效果却不尽

人意袁训育目标未能实现遥当时李相勖就认为训育窳

败袁并将外部的政治不安定尧社会风气低劣以及教育

内部教职员道德素养低归为失败的原因[17]遥 从训育

的发展来看袁我们不难发现训育被不断异化袁充斥着

国民党的政治教化袁 逐渐演变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

工具遥 中小学训育必须以 12 条青年守则为根本袁青
年守则实为国民党党员守则遥 充任中小学训育工作

人员的首要条件是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或对三民主

义有较深研究的人员遥训育被扭曲尧异化后也失去了

原本具有的作用袁使得其热闹一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昙花一现遥 尽管如此袁民国时期中小学在实施训

育过程中所摸索出来的中小学生道德教育规律袁对我

国当代的中小学校德育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遥

注院
淤 五日京兆院出自叶汉书窑张敞传曳袁比喻凡事不作长久打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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