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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庚子国变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西方近代科技的传入使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

性，中国开始进行学制上的变革以促进近代教育的发展．三次重大的学制变革在教学内容、教学层次、
教学方法等方面推动了我国近代生物学教育的发展．壬寅、癸卯学制下我国近代教育体制初具雏形，生
物学教育初见端倪；壬子、癸丑学制下我国生物学教育曲折发展，逐渐走向正轨；壬戌学制下各大学普

遍设立生物学系，推动了我国近代生物学高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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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世纪初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到民国
初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再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壬
戌学制的颁布，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这３个学制变革
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３个重要
阶段．由于１９世纪末 “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

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往往与振兴国家和民族联系在

一起，生物学教育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具有其特殊

性．生物学教育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从接
受西方先进文化到转化为本土文化过程的缩影．本
文试从近代学制的演变轨迹中，梳理出近代生物学

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点．

１　壬寅、癸卯学制下中国的生物学教育

１９０２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清政
府颁布了 《钦定学堂章程》，亦称 “壬寅学制”．
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法定形式颁布的学制，它较为系

统地列入了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学堂章程．“壬寅学
制”只实行了１年就为１９０３年张百熙、张之洞合
拟的 “癸卯学制”所取代，并未能付诸实施，因

此本章着重论述癸卯学制．
根据癸卯学制下 《奏定学堂章程》（以下简称

《章程》）的规定，初等教育包含初等小学堂五年，



高等小学堂四年；中等教育包含中学堂五年；高等

教育包含高等学堂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上设最

高的通儒院以五年为限．其中规定初高等小学设置
格致科，要求 “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形

象质性”，并且 “尤当于农业、工业所关重要动、

植、矿等物详为解说，以精密其观物察理之念”．
中学设置博物部，要求 “其植物当讲形体构造，

生理分类功用；其动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习性特

质，分类功用；其人身生理当讲身体内外之部位，

知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之重要事宜”，并规定中学

应设置博物科专用讲堂和标本室．高等学堂课程分
为三类，其中第二类为 “豫备入格致科大学、工

科大学、农科大学者治之”， “其有志于入格致科

大学之动物学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并农科大

学之各学门者，可加课动物及植物．”［１］３２９第三类为
准备升学医科者，也设动植物课程．

《章程》不仅规定各级学堂设有博物科，还对

博物科学时和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如在５年中学
中，物理、化学、博物的总学时比为１∶１∶２，其中
前４年都设有博物的课程，第一、二学年开设植物
和动物课，每周２学时；第三、四学年开设生理卫
生和矿物课，每周亦２学时．《章程》中对于大学
堂博物科的科目设置和学生的培养方案的规定则更

为详备．如京师大学堂 “博物品实习科”旨在培

养自行制作生物学标本、模型、图画的人才，其本

科课目分为三类，分别以制造标本、模型及图画为

主课，令学生专习其一．［２］各类课目均分学科及术
科两种，学科包含博物学、保存动物法、保存植物

法等理论知识，术科即实验课，根据课目分为三类．
“博物品实习科”的设立以制作动植物标本为主要

课程内容，大大提高了学生生物学的实验能力．
新学堂的不断涌现，学生人数的增长引发对

师资的极大需求，为了培养近代教育的师资，师范

类学堂也开始发展起来．根据癸卯学制 《奏定优

级师范章程》的要求，各地可设置初级师范学堂

和优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将学科分为４类，
其中第 ４类 “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

主．”［１］４１６此外，秉着 “振兴农工商各项事业，为富

国裕民”的目的，清政府颁布 《奏定实业学堂通

则》规范地方实业学堂的兴办．根据该 《通则》

的规定，实业学堂分为初等、中等、高等 ３个层
次．初等实业学堂包含农业、商业、商船３类，其

中农业学堂分农业、蚕业、林业及兽医４科，３年
毕业；中等农业学堂设农业、蚕业、林业、兽医、

水产５科，本科３年毕业，预科２年毕业，专攻科
１年毕业；高等农业学堂设农学、森林、兽医 ３
科，本科４年毕业，预科１年毕业．农业科设置的
实习科目为作物、肥料、家畜、土壤、虫害、气

候、农产制造等；林业科设置的实习科目为造林及

森林保护、森林利用、森林测量及土木、测树木及

林价算法、森林经理、气候等；兽医科设置的实习

科目则包含生理、药物及调剂法、蹄铁法及蹄病治

法、内外科、寄生动物、畜产、卫生、兽疫、产

科、剖检法等．［３］从上述 《通则》中的科目设置可

以看出，农业学堂与早期动植物学教育密切相关．
在癸卯学制及其后续调整中，女子教育中自然

科目的设立也初具端倪．《奏定学堂章程》中明令
禁止 “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但随着西方资产阶

级 “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理念在中国传播并

逐步为大众所接受，清政府在社会舆论的敦促下将

官办女学提上日程．在之后颁布的 《奏定女堂章

程折》《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及 《奏定女子小

学堂章程》中，清政府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的

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学年限、培养

目标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从学制上肯定

了女子应享有的教育合法权利．其中，将格致科归
入女子小学堂和初级女子师范学堂的必修科目，要

求教授 “普通动、植物之知识及生理卫生之大要，

次授以普通物理、化学，并授以教授格致之次序

法则．”［１］５８３

在教科书方面，１９０４年由张百熙、荣庆和张
之洞草拟的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要求：

“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在京师设编译局，

专司编辑教科书．１９０６年，学部设图书局，负责
出版发行新学制的学校教科书．图书局发行的教科
书，“通令各省采用后，各省即设法翻印，转饬各

学堂购读”．同年，清政府又定教科书审定制，
“规定民间所编之教科书，经审定后，始准学堂采

用”．然而，由于国内近代科学基础薄弱，国人自
编教科书内容浅显，体裁也大多仿照外国课本，发

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当时所用的教材以编译国外教
材为主，大部分为日本教材．张之洞认为：“东文
（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

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相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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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行．”［４］其中，生物学方面的教科书主要有三好
学著杜亚泉译的 《新编植物学教科书》，松村任

三、斋田功太郎合著的 《中等植物教科书》，五岛

清太郎所著的 《普通动物学》等．大量编译的生
物学教科书不断涌现，以满足科举废除后不断增长

的学堂需求．
在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和清政府有关政策的引

导下，再加上民间兴学热情的高涨，留学潮流的勃

兴等因素，这一时期新式学堂迅猛发展．尤其是
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 “数百万之老举人、

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大大推动了新式

学堂的发展．［５］各级新式学堂博物科的设置使生物
学基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及．在高等教育
中，生物学教育融于格致科、医科和农科中，这些

科目成为后来高等院校生物学课程设置的滥觞．我
国早期昆虫学家邹树文、动物学奠基人秉志、植物

学家胡先均毕业于这一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后赴

美深造．总之，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使中国近代教
育体制初具雏形，生物学教育也初见端倪．

２　壬子、癸丑学制下中国的生物学教育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进行一系列

改革，由届时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拟定新学制．
１９１２年９月教育部正式颁布 《学校系统令》，加上

后期公布的 《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

令》《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逐步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 “壬子癸丑学制”体系．该学制规定学
堂改称为学校，高等小学的格致科改称为理科，

“宜授习见之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现象”．中
学的教学科目设有 “博物”，第一学年课程主要包

括植物和动物，每周３个课时，主要内容为 “普

通植物之形态、分类、解剖、生理、生态之大要；

普通动物之形态、分类、解剖、生理习性、分布应

用之大要．”第二学年课程包括动物和生理及卫
生，每周３个课时，生理及卫生主要讲授 “人身

之构造、个人卫生、公众卫生．”［６］２８４－２８５ 《大学
令》确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理科包括 “动

物学” “植物学”等９门，其中，动物学门课设
“动物发生学” “动物学实验” “生物进化论”等

２１门，植物学门课设 “植物分类学” “植物形态

学” “植物生理学”等２１门．大学校舍除各种教
室及事务室外，应备设图书室、实习室、机械标本

室、药品室、制炼室等，以供实地研究，在理科并

应设附属气象台、植物园、动物园、临海实验

所等．
为了培养近代教育发展所需的师资力量，北洋

政府在全国分区设立７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另外６所
省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同时将清末癸卯学制下的优

级师范学校也改制为高等师范学校．根据１９１２年
颁布的 《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令》，新学制下的高等

师范学校分为预科、本科和研究科，其中，本科设

有 “博物部”，所学科目包括 “植物学、动物学、

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农学、化学、图

画．”［６］１４４大多数师范学校都设立了包含生物学的博
物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

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等均为当时在

生物学领域影响较大的高等师范学校．次年颁布的
《实业学校令》将实业学校划分为 “甲种实业学

校”和 “乙种实业学校”，《学校令》规定实业学

校以 “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

的，甲种实业学校 “施以完全之普通教育”，乙种

实业学校 “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其中乙种农
业学校分为农学科、蚕学科、水产科等，甲种农业

学校在此基础上又增设森林学科和兽医学科，两者

皆设有包含生物学的博物学科目．
在女子教育方面，１９１２年颁布的 《普通教育

暂行办法》规定 “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

以教育法规的形式肯定了男女在教育资格上的平

等，打破清末双轨制办学思路的同时也延长了女子

修业的年限，设立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女子高等

师范及中等实业学校，为女子深入学习自然科目创

造必要的前提．［７］同年颁布的 《师范学校章程》规

定女子师范学校开设 “博物”，并要求 “习得天然

物之知识，领悟其中相互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

系”，学习 “重要植物、动物、矿物、人身生理卫

生之大要，兼课实验．”［１］６７７ “博物”即之前开设
的 “格致”，自然科目的新增和深入发展为近代女

子接受系统的生物学知识提供了更多渠道．
当时的教科书也有相应的新规定．１９１２年

１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的 《普通教育暂行

方法》中规定 “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

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教育
法令》中规定所有教科书必须呈请教育部审定后

方可在学校使用，各省也设有教科图书审查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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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从教育部审定合格的图书目录内选择适合本省的

教科书，通令各学校采用．为了解决各级学校对新
式教科书的急需，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以及中

华书局等自行出版一些内容比较适当、文字浅显的

教科书．杜亚泉等一些学者也参与到动植物学和博
物学的教科书编写中去．如１９１２年严保诚、孔庆
莱编写的 《植物学讲义》，１９１３年杜亚泉编写的
《实验植物学教科书》和 《新撰植物学教科书》，

１９２０年杜亚泉编写的作为教科书的 《植物学》和

《生理学》等．还有少量的生物学教材直接以西方
相关教材为蓝本，如１９１４年丁文江的 《动物学》，

１９１８年王兼善的 《植物学》等．这些高质量的教
材发行并广泛运用于生物学教育，为我国近代生物

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壬子癸丑学制作为从日本 “抄袭”过来的学

制，经施行后， “数年以来，不胜其弊”：初等教

育阶段年限过长，中等教育阶段年限又过短；在升

学过程中各阶段学堂教学程度无法衔接；没能兼顾

到升学与就业；学科设置缺乏弹性；学年制一方面

阻碍优等生进步，另一方面使劣等生跟不上进度，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教师授课困难等．加之袁世凯
上台后倒行逆施，于１９１５年颁布 《国民教育令》，

掀起一股封建复古主义逆流，极大地遏制了国民教

育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生物学教育主要集中于高等
师范学校的博物部或农业专修科，大学的理科人数

较少且发展缓慢．民国十年 （１９２１年），原南京高
等师范农业专修科改为东南大学农科，成立了国人

自办高校的第一个生物学系，给国人自办生物学系

提供了一个范例，邹秉文、秉志、胡先、钱崇澍

等著名学者均在此任教．可以说，辛亥革命后壬子
癸丑学制下的十几年间，中国教育近代化呈现出

“之”字形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轨迹，生物学教育

在摸索中逐渐走向正轨．

３　壬戌学制下中国的生物学教育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胡适等
人起草的 《学校系统改革案》，以适应国内教育发

展的需要，并采用美国的学制，废除日式教育标

准，史称 “壬戌学制”．新学制规定中小学学制采
用美国 “六三三制”，将各段教育年限调整为小学

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至五年．新学
制缩短了小学年限，扩大了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有

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中学延长了一年，取消大学

预科，中学三三分段，以满足对中等教育水平人才

的需要，并减轻了大学的负担，有利于大学集中精

力从事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同时又兼顾了学生升

学和就业的需要．在课程制度上改日式学年制为美
式的选科制和学分制，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个性特

长，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体现因材施教的原

则．教育年限的调整和课程制度的改革有利于生物
学等近代科学的普及，同时在中小学阶段培养了大

批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子，为近代大学培养生物学

方向的高等人才奠定了基础．
在课程设置上，初中开设生理卫生、植物学、

动物学必修课，高中开设生物学选修课．为了加强
中小学教育，教育部又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

准，把小学 “理科”改为 “自然”，内容包括动

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 “自然

科”，科目与小学同，内容难度加大．高中设生物
课．此外，考虑到中小学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其教
育方法也大有改进，小学的自然科由教师做示范试

验，中学的生物科更是规定了实验时间，由学生自

己动手．
壬戌学制相对放宽了对兴办大学的限制，《学

校系统改革案》规定高等师范应在一定时间内提

升高度，改为师范大学．各地高等师范学校纷纷升
级为普通大学．全国公私立大学数量骤然增加．
１９２２年以后，留学生归国增多，使大学师资得到
迅速充实，这也为各大学不断增设生物系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很多大学都建立了生物学系．除了之前
提到过的东南大学生物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高校均设立了生物学

系．虽然生物学教育在高校已经生根发芽，但是由
于师资、理念、经费等不同，各个学校的生物系发

展状况也不尽相同．
在女子教育方面，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

布 《学校系统改革案》，实施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

个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完全确立了男女平等教育

原则．教育体制的完善营造出一种公平的学术研讨
氛围，激发和培养了在校女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

趣，并为女性进入综合性大学深造提供了更多的

机会．
壬戌学制下教科书依然由国家主持编订，但改

变了教育部统一编订的传统， “应地方情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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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平民教育精神”即可，呈现出 “一标多本”

的局面．各类生物学教科书百花齐放．中小学教科
书主要由上海的书局编辑发行，大学用书主要有邹

秉文、胡先、钱崇澍合著的 《高等植物学》．值
得一提的是，该书是我国学者编著的第一本供大学

使用的植物学教材．书中纠正了过去使用的一些不
准确的名称和术语，比如把隐花植物改称为孢子植

物，显花植物改称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改称为苔

藓植物，羊齿植物改称为蕨类植物，当时所确定的

这些专业名称至今仍被科学界所采用．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后还逐渐出现了一些国人自编的生物学实验

书．如江栋成编写的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

物学实验》除了介绍基本的实验注意事项、显微

镜的使用、常用器械和药品、切片与标本的制作和

保存、植物标本采集、动物标本制作、昆虫采集与

标本制作等一般性知识外，还列举了１０１个实验，
包括基本实验、动植物营养、感应、生殖与发生、

生长与再生、生物分类等方面，对于每个实验都给

出了实验目的、材料、用具、药品、实验步骤和整

理等部分．壬戌学制下国人自编生物学教科书的大
量涌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教

育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本土化．
基于当时我国各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

的不平衡，壬戌学制在各个阶段都做了比较灵活、

富有弹性的规定，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个时期
的生物学教育主要集中于各大学生物学系，教师队

伍在不断成长，在校学生也开始不断增多．据民国
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年）度的全国高等教育统计，
１９３１年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生物系在校生约为
４６１人，占同时期理学院在校生的 １０５％；到了
１９３３年，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生物系在校生约
达８９６人，占同时期理学院在校生的１８７１％，短
短两年生物系人数增加约一倍．［８］壬戌学制的颁布
实施对我国生物学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

了我国大学生物学系的单独设立．这些高等院校的
生物学系在不同程度上开展各项生物学研究，同

时，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精英，推动了我国近代生

物学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４　结语

我国近代３次学制演变与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
变迁相吻合，从癸卯学制到壬子癸丑学制再到壬戌

学制，学制的指导思想从中体西用到民主科学，内

容从机械僵化到多元灵活，总方向是不断走向近代

化、本土化．由于经济拮据和社会动荡，新式学校
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并非同步，学制因师资、

教材的不足发生了种种流弊，在部分地区并没有很

好地开展．但是作为连接教育观念层面与实际操作
层面的中介和桥梁，学制的嬗变对于教育进步的作

用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这个时期
中国近代生物学教育发展的过程．
４１　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范围扩展

在癸卯学制下，生物学教学的内容主要以动植

物的形态、构造、分类为基础，同时强调动植物的

生理功能以及生物间的相互关系．当时的教科书主
要翻译自日本和西方，很多只是对生物学知识的罗

列．壬子癸丑学制时期的生物学教学开始强调实
验，解剖学课程普遍开设．在植物学教学中要求掌
握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动物学教学中要求了

解动物的生理习性、分布应用等．生理卫生课也在
各学校开设起来．壬戌学制下中小学生物实验课比
重大大增加，国人自编生物实验教科书大量涌现，

教育部组织生物教员进行实验培训，这些都表明我

国在生物学教育上逐渐意识到实验对于科学教育的

重要性．这个时期各类公私立综合性大学骤然增
加，各大学纷纷设立生物学系，生物系自然科目的

类型逐步多样化，内容更为丰富深化，更多的学生

能够接受更系统的生物学教育．
女性教育体系中生物学等自然科目从无到有，

从不平等的双轨制到男女平等的单轨制，女性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一批高素质的新型女性知识

分子逐渐出现．女性教育制度的变革也说明了接受
近代生物学教育的人群扩展，生物学知识普及程度

更高了．
４２　学科设置变化，教学层次深化

癸卯学制时期并没有专门的生物学课程，这一

时期的生物学教育主要集中于博物、格致、农学、

医学等包含生物学知识的相关课程中．辛亥革命后
的壬子癸丑学制把 “学堂”改为 “学校”，“格致

科”改为 “理科”， 《大学令》重新定义了大学，

认为 “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并把 “动物学”

“植物学”等９门归入理科 （其中哲学学科也要开

生物学课程）．［６］２０４随着壬戌学制的实行，中国教育
界放宽了对兴办大学的限制，国内大学数量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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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终于在各大学设系，到了

１９３６年，各类大学合计有 ４２所都开设了生物学
系．各中小学的生物学科目设置较以往出现了明显
的细化和调整，生物学教育从重视实用性转变为重

视基础科学的掌握，有利于生物学知识的普及与

传播．
４３　师资队伍专业化，教学方法得到提升

清末近代教育处于发轫期，师资力量不足，新

式学堂毕业生、归国留学毕业生成为中小学师资力

量的主力军．但是，这些毕业生中有生物学科背景
的并不多，教师的知识不扎实，各地又缺乏博物

馆、标本馆等教学基础设施，无法将书本知识与实

物联系起来，不能根据当地的动植物进行讲解．著
名农学家沈宗翰回忆在杭州甲种农校学习时多数教

师 “译述日文笔记充教材，不切合实际情况，与

环境完全隔绝”．由于学堂对生物学的漠视以及师
资力量薄弱，部分学堂竟出现教师传授谬论的情

况：“于植物，则谓有食人之树；于动物，教学生

以人首兽神之海和尚，以耳为目，恬不知耻．”［９］

当时的高等学堂及其同级的优级师范与高等实业学

堂大多聘请外国教师来教授，尤以日本教师居多，

“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

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１］４３４

此外，还有部分学堂聘请受传统教育但经验丰富的

农业技师任教．
辛亥革命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基本照搬日本

的制度，在生物学教学上也倾向于聘请日本教师和

留日学生．在这个阶段，由于２０世纪初我国派出
的大批留学青年大多已经毕业，他们回国后在初等

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少归国学
者将国外一些生物学书籍翻译过来，普及了知识，

为生物学更好地传播作了铺垫，起了开风气的作

用．但总的说来，当时大多数教师缺乏科研训练，
大多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其生物学教

学也主要是搬运日本的书本知识，常常脱离实际，

生物学本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 “国内

既无适当之藏书楼与博物院以供研究，又不知与国

外学者通函请益，遂永无进步，而功课亦惟敷衍了

事”的现象．

壬戌学制下大学数量骤然增加，并把生物学

作为理科的重要组成学科之一，生物系在各高校

普遍开设．这一时期中国留学欧美和日本等国的
爱国生物学家陆续回到国内，满腔热情投入到中

国近代生物学的伟大事业中去．他们其中很大一
部分在各大学任教，在各大学生物学、农学、医

学学科创办和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近

代生物学教育的中坚力量．还有一部分加入了生
物研究所，密切了生物学教育与生物学科研的关

系．壬戌学制颁布后，各级学校推崇美国的 “三

位一体”教学模式，不再拘泥于课本知识，各中

小学广设博物馆、标本馆及实验器材；大学则将

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不少大学与科研机

构、科研学会合作，如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

东南大学相邻，因而成为了该校教师科研的实验

室和学生的实习基地．这些大学为中国生物学教
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平台，为中国近代生物学发

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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