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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明治维新起，日本政府开始进行废藩置县，设立文部省

承担教育行政的职能。文部省不仅要统辖全国学校，也要承

担教育国民的责任。日本的大学预备教育便由此发展起来。

2�明治初期的教育体制

明治 �年的学制中规定，将学校的基本体制分为大学、

中学、小学，经中学升至大学，经小学升至中学。中学分为

低级中学与高级中学，高级中学与大学直接相连，中学教授

普通学科。高级中学也教授普通学科，学制为 �年，招收

��a��岁的学生。小学教授初等普通教育，中学教授高等普

通教育，高级中学教授更深层次的高等普通教育。

明治 ��年 �月 ��日，《中学教则略》废除，明治 ��年

�月 ��日，学制废除，颁布新的教育令——《自由教育令》，

规定中学教授高级普通学科。

明治 ��年 �月 ��日《中学校教则大纲》规定，中学校

的教育有双重职责，一是为了毕业后直接就业，二是为了升

入高级学校做准备。这对于决定此后日本中等教育机关的性

质有重大意义。中学科分为初等和高等，在初等中学科之上，

除了设置高等中学科，也可以设置普通文科、普通理科，或

者农业、工业、商业等专业，其中高等中学科是升入大学的

正规课程。中等教育机关相当于高中，中学科分初等和高等，

对应的中等教育也分低级中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在所有

课程中，高等中学科是升入大学的正规学科，升入大学的学

生必须是从高等中学科毕业的学生 >��。

3�明治中期的双重学校体制

明治 ��年 �月 �日，颁布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

校分为高等和寻常两种，是两种分别独立的中学校。之前初

等中学科的教育和高等中学科的教育都设置在中学校一所学

校中，《中学校令》颁布以后，将中学校两个阶段的教育分

别设置在两个学校进行。这里的高等中学校形式上相当于高

等中学科，但是是与之完全不同性质的学校。高等中学校的

教育大致有两种目的，一是为升入《帝国大学令》中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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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大学进行必要的预备教育，为此设置了本科课程。二

是进行专门教育，设置了法科、医科、文科、理科、农业、

商业等学科。明治 ��年 �月 �日，制定了《高等中学校的学

科及其程度》，学生可以根据升入大学后的志愿来选择课程，

学制为 �年。之后，教授专门学科学部从高等学校中分离出去，

成为独立的专门学校，在高等中学校，只有进行大学预备教

育的本科得以存续。高等中学校的教育带有了强烈的大学预

备性质，当时的帝国大学是教授外国文化的机关，所以作为

预备教育机关的高等中学校，非常重视外语的学习。

明治 ��年 ��月 ��日，基于文部省告示《高等中学校

预科补充生入学及其学科程度之事》设立预科补充生制度。

虽然高等中学校在制度上与寻常中学校直接联系，但实际却

与此相反，设置预科及预科补充生制度，需要自己培养合格

升学者，而且预科及预科补充生制度的学科及其程度与寻常

中学校完全相同。这使得中学校教育初级部分变为双重学校

体制，导致从小学入学至大学毕业的修学年限极度延长。高

等中学校制度中，为大学升学做准备的本科课程、进行预备

教育的预科及预科补充生制度以及专门学部并存，形成了如

此复杂的形式。

4�明治后期高等学校的大学预科

从明治 ��年开始，预科补充生人数锐减，明治 ��年，

预科生的人数也开始减少，由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废除了

预科及预科补充生制度。

明治 ��年 �月 ��日决定的高等中学校长会议的决议事

项中决定，首先在明治 ��年 �月，将第三高等中学校改为了

高等学校，不再设置预备科，只设置专门科。但是直接废除

大学预科非常困难，又决定各高等中学校在设施允许的情况

下可以同时设置专门与预科两科，东京的高等中学校优先设

置预科，设施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设置专门科，其他地方优先

设置专门科，设施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设置预科。虽然希望高

等学校朝着专门教育机关的方向发展，将大学预科放至次要

地位或者废除，但是高等学校中进行专门教育的学部并没有

得到发展，反而以大学预科为中心发展起来。

基于明治 ��年 �月 ��日公布的《高等学校令》，明治

��年 �月 ��日，在第三高等学校设置了法学部、医学部以

及工学部，在第一、第二、第四、第五高等学校分别设置了

医学部和大学预科。根据这个规定应该注意到，高等中学校

本来的使命为设置本科，为希望升入帝国大学的学生提供所

需的高等教育，兼带着设立进行专门教育的学部。而高等学

校本来的使命为设置教授专门学科的学部，兼带为升入帝国

大学的学生设立大学预科。关于高等学校的大学预科，明治

��年 �月 ��日制定的《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学科规程》中规定，

高等学校的学科课程中的法学部、医学部、以及大学预科沿

袭高等中学校的大学部、医学部以及本科学科课程的相关规

定。原本制定高等学校令的目的是想要普及专门教育，但是

实施后却与预期大相径庭。反而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大学预科

制度占据了中心地位逐渐发展起来。

关于高等学校中的大学预科制度，明治 ��年 �月 ��日

制定的《高等学校修业年限及入学程度》中规定，修业年限

与高等中学校相比延长一年，变为 �年。入学程度为寻常中

学校毕业程度。明治 ��年 �月 ��日制定了《高等学校大学

预科学科规程》，其中对大学预科的具体课程进行了说明。

大学预科将学科分为了 �部。第 �部为法科及文科，第 �部

为工科、理科及农科，第 �部为医科。伦理、国语及汉文是

每部都要上的必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进入大学的志愿学

科选修课程。第 �部重视国语、汉文及历史等人文社会系列

的学科。第 �部重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第 �部重视

动物、植物、化学等学科。明治 ��年 �月 �日对此规程进行

了修正。第 �部与第 �部的国语及汉文学科改为国语，课时

数也大幅减少。第 �部不再教授数学及理科相关的学科。此

修正更加限定了预备学科的划分。教育的整体存在形式更加

清晰地带有了大学预备的性质。高等学校的教育与中等教育

分离开来，变为与大学教育相衔接。

明治 ��年 �月 ��日至 �月 �日为期 ��天的高等教育

会议上发布的第 �号咨问案中，对既存的高等学校进行改革，

改变单纯进行大学预备教育的模式，应该在高等中学校中进

行男子所需的高等普通教育。高等学校的名称也应该改为高

等中学校。将高等学校的修业年限定为 �年制，前 �年为中

学科，进行与一般中学校 �学年相同的教育，后 �年为高等

中学科，进行比大学预备教育更加自由、程度更深的高等普

通教育。这里的“自由”是指：高等中学校的目的是进行高

深程度的高等普通教育，不是进行大学预备教育，原来的高

等学校中大学预科的教育课程是为了大学教育做准备，改制

以后关于准备教育的制约大大减少，废除了原来的部制，采

用了文科和理科的两学科制度。小松原文部大臣希望继续审

议咨问案，改正案中修改了高等中学校的修业年限，中学科

由 �年变为 �年，高等中学科由 �年变为 �年半。枢密院通

过了该修正案，明治 ��年 �月 ��日，公布了《高等中学校令》。

但是《高等中学校令》的施行日期之后却没有轻易定下来，

高等学校制度在那之后仍然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依然以大

学预科的形式进行教育 >����。

5�结语

论文按照时间脉络对明治时期日本的大学预备教育进行

了介绍与分析，可以得知这一时期日本的大学预备教育在不

断的改革与完善之中，对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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