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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灾难。尤其在农村地区，更是遭遇

一系列的天灾，百姓民不聊生。归国后的青年知识分子看到

中国之现状，认为“救国”之根源在于乡村，因而知识分子

纷纷投入乡村建设运动之中。五四运动时期，中国近代著名

教育家余家菊先生曾在《乡村教育之危机》中最早指出中国

乡村教育存在危机，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

黄质夫等乡村教育运动的主要代表，纷纷投身于乡村建设

运动的事业建设中。例如，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

学校；黄质夫在南京栖霞山开展“栖霞新村”建设。这些

知识分子们希望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来达到“救国”的目的 [1]。

1936年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大背景之下，黄质夫于《非

常时期教育设施的一种探试》一文中提出栖霞乡师“兹先就

可能范围以内，勉力设施，期于非常时期间，作些许贡献”

的观点。在乱世中知识分子就应肩负起教育救国，民族振兴

的重大使命。

陶行知先生提出“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以及教学

做合一”等教学理论，这对黄质夫先生的乡村教育理念产生

重大影响。1927黄质夫先生担任栖霞乡村师范科主任，继

续开辟乡村教育建设的新道路，主张“教、学、做合一”和“劳

动与教育相结合”。这些主张与陶行知先生的主张亦是不谋

而合。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彼此之间相互联结。黄质夫先生

毕业于东南大学，不久便开始乡村教育的生涯，一生创办界

首、栖霞以及贵州三所乡村师范学校。不仅如此，还依据中

国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编订相应的教材，制定对应的课程，

其中包括《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栖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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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课程概要》以及《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等，对乡村师

范教育的具体实践提供方向 [2]。

黄质夫先生提出了诸如“在做中学，学中做”“手脑

并用，学用结合”的观点。对于乡村师范教育提出以下几点

目标：在乡村师范教育中应加强对各种基本知识的学习；加

强社交能力，以达到为各方面助力的目的；希望培养的是“不

仅是坐而言的人，而是要起而行的人”。同时，也希望毕业

生们能够与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改造乡村认为是其终生

的事业。他要求乡村师范生们毕业后能去做灌输农民知识的

教师，改进农民生活的导师，发展乡村社会事业的领袖。乡

村师范教育者应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培养一批拥有

健全体格、品德高尚、能吃苦耐劳的优秀毕业生以做乡民之

表率。

黄质夫先生在教学思想上提出“教学做”的方法。何

谓“教学做”即“教学合一”的思想。其中，“做”即为“做

不完”，“学”则为“学不厌”，“教”则为“教不倦”；

彼此之间相互结合。这样就可摆脱旧体制下的教与学相互分

离的状态。这一点也与陶行知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观点不

谋而合 [3]。

在《黄质夫教育文选》一文中指出：“从事教育工作者，

不仅能传授知识、技能，也不仅能传播先进的文化，还能在

德、能、勤、识方面起到表率的作用。”黄质量先生在教师

选聘方面极为严格，重视选聘优秀教师。具体标准可归为：

有乡教宏愿，改乡村之决心；力行俭朴，为学生倡；任劳

任怨，诲人不倦；爱学生如子弟，视学校如家庭，认乡教

为终身事业。贵州师范学校初建时，人才缺乏，黄质夫先

生采用报纸刊登、设立招聘点等多种形式求取教学人才，加

上其自身的威望，吸引大批学者前来任教，最终建立了一支

为乡村师范教育事业所服务的优秀教师队伍。

黄质夫先生在《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一书提出：“劳

动生产训练，在学校教育中，不仅是肤浅的训练而已，且是

真正的实践，在实践中训练。”旧式教育中，学生只读书，

不劳动，以至于难以拥有强健的体魄以及基本的常识修养。

这对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为大忌。因此，黄夫之在贵州师

范学校中确立半工半读制，即上午上课，下午劳动的教学模

式。学校在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的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另一

方面也可以使学生的体魄得以增强。

黄夫质先生在予毕业生赠言中道：“乡村师范生，应

该在一所学校服务十年、几十年，终身从事乡村教育才好。

例如我便情愿永远在这里服务，没得校长做便做教员，甚至

做校工也情愿。我希望大家也有此心。”从现阶段来看，师

德教育仍在中国教育事业中处于仍有较长的路需要走。一旦

教师缺乏相应的师德素养，那么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

教学工作质量与效果。所以，国家应大力加强乡村教师队伍

中的师德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师者，传道授

业解惑。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传授知识与解答疑惑，从另一

角度而言，教师的行为也会时刻影响着学生。尤其是中小学

时期，正处于学生思想成长的关键阶段，拥有较高师德的教

师会给学生带来正面的影响；反之，则会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不断地提出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意见，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而人才来源的

关键则在于教育。黄夫质先生在乡村教育中提出将“教学做”

三者合一，以提升师范生的整体素质。同时，黄老在乡村师

范教育中重视对师资队伍的建设，即选聘优秀的教师培养学

生。这也为当代社会中的师范类院校培养人才提供了方向，

即用优秀的人去培养优秀的人，加强对师范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为乡村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教育部门应设立规范的师范

技能培训基地，为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奠定基础 [4]。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人口众多，其中农村人

口占据中国人数之最，农村人口众多其必然教育需求亦大。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则应更加重视中国乡村教育，将

黄质夫先生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提出的乡村教育主张与

今天的乡村实际情况相结合，将为中国的乡村建设提供借

鉴，在某一方面也将再次推动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袁双龙,夏金星.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启

示[J].职教论坛,2006(16):61-64.

温大勇.陶行知与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比较研究[J].当代教育论

坛,2008(1):116-118.

蒋超群,唐玲.陶行知先生的同行者——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之

研究[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26(1):5-9.

周婷婷,陈滔娜.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探微[J].教育文化论坛

(4):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