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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江苏工业教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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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 

【摘 要】：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工业职业教育须先行。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江苏工业教育的功能主题、

体系化和制度化发展以及指导思想的变迁，可以进一步明确江苏工业教育近现代的发展逻辑和现代价值，为新时代

江苏工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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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现代江苏工业教育功能主题的变换 

时代在转换，教育的主题也在转换。西方的近代工业教育是建立在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化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

之上。而从清末开始的洋务运动，匆忙引入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实业学堂，主要是军事类的学堂。而当时的社会经济主要处于

农业社会，所以还建立一些农业学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对外来侵略的抵抗中，民族矛盾一直是

当时的主要矛盾。而这种战争频发，社会动荡的社会情境下的个人就业等更无从谈起。 

无论清末还是民国，江苏的工业教育先辈面临的是国家贫弱和民族危机。以冯桂芬、张謇、黄炎培等为代表的近代江苏工业

教育家群体，既是工业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核心力量。他们继承了江苏“经世致用”的学风，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工业教

育最新的思想，结合本土实践，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工业教育实践和探索。尤其是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群体，积极引入杜

威、孟禄等教育家的新思想，推动着民国江苏工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工业教育发展风潮，推动了社会的启蒙

与革新，引导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形成江苏工业教育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受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民国的工业教育发展主题转变为扶贫济困的手段和授人以一技之长的实用性教育，所以也可以被称为“生计教育”。无论是对

传统教育的改革、还是实利教育、工业教育的大力倡导和实践，“救国爱国”一直是改革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工业教育的发展

主题之一。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已经转换为和平和发展，教育主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教育救国”,再从改革开放后的“科

教兴国”,转换为“教育强国”,国家富强依然是工业教育的主题之一。今天中国已处在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转变，国家高

度重视工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修改了工业教育法。工业教育被定位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振

兴国家经济、普及教育、实现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2 近现代江苏工业教育的体系化发展比较 

1903 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提出，建立初、中、高三级实业学堂的职业教育体系。然而由于国家工业化程度太低，清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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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工业学校并没有培养出毕业生，而且，后来很多专门学校又转变为普通高校。1917 年中华职教社成立之后，在黄炎培等人

的推动下，中国工业教育的发展开始模仿美国的综合中学，中学阶段的工业教育受到特别重视。工业教育结构转变为初高级工业

学校，逐渐聚焦于中学阶段的教育。近代，虽然形成了工业学校、工业补习学校和工业指导三驾齐驱的工业教育格局，但高等工

业教育至新中国成立都没有发展起来，最终成为纸上谈兵。 

表 1近现代工业教育机构及学生数统计对比表 

年份 中等职业学校数 学生数 

职业教育与一般教育百分比 

学校 学生 

1907 137 8693 0.0036 0.0085 

1908 189 13616 0.0039 0.0105 

1909 254 16649 0.0043 0.0102 

1912 425 31736 0.48 0.108 

1916 858 31218 0.45 0.72 

1925 1666 - - - 

1926 1695 - - - 

1936 494 56822 - - 

2016 10900 1599.01万 0.4486 0.4028 

2020 9896 1663.37万 0.4107 0.3996 

 

3 从大职业主义到“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工业教育思想演进 

工业教育的兴起反映了大规模机器生产对劳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需求。从张謇的“父实业母教育”到黄炎培的职业教

育的社会化发展原则的确定，再到最终形成的“大职业教育主义”,都深深地刻着实业与教育的融合的基因。民国江苏工业教育

一直遵循着实业和教育的融合路径，推进着工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也把其作为工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本质特征。 

民国时期，江苏省为了加强教育和实业的关系，成立了教育实业行政联合会。联合会由江苏省省长、政务厅长、教育厅长、

实业厅长和省公署第三、四两科的科长为基本组成人员，另外从江苏省教育和实业界中挑选 10人组成。 

教育作为国家系统的组成部分，政府是推行教育的主导者。政府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和政策、设立教育管理机构、建立学制系

统、创办教育机构等方式发展教育事业。清末的洋务运动推动的教育改革，只是由地方政府强力推动，是一种局部、有限定性的

教育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只涉及一些洋务学堂，而对当时传统的教育模式几乎没有改变。 

民国初期，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漠视和角色缺失，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政府之外，民间社会团体、教会组织、

绅商阶层都是推动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早期教会学校因为其具有更强的国际化特征和宗教目的，在经费来源、课程设置和学生

服务上更显洋化。民国政府不再视企业和商人为怀疑对象，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中新兴的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扮演社会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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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角色。以新兴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和传统绅商组成的民间团体在民国江苏工业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结语 

民国时期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的民主、科学、民生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就不断影响着工业教育思想的改革。在对传统

教育批判的同时，把工业教育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从清末到民国中期对教育的功能与作用的再认

识，对传统教育的变革体现出与工业主义相适应的民主化、科学化、实用化的趋势和特征，实现了教育功能从传统的人文精神、

道德伦理或心性修养向生产生活及现实经济的转变。随着民生主义思想的发展，工业教育也从富国强兵单一指向，同时融合了向

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和就业机会的获得的转变。这些新文化和新思想都促进了对工业教育功能及本质认识的重要突破。但近

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依然受着传统文化中伦理纲常的制约，把近代西方依然看作外邦蛮夷。针对新知识以及科学无法形成认同，

更加不会轻易接受。虽然有了上海这样的港口城市在吸收西方思想方面首开风气，但是在近代科学技术、新思想等方面的接受程

度上仍然有限。 

另外，因为时代局限，传统的教育观念、工业观念和人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对工业教育的看法，虽然工业教育界大力

疾呼，但是这些观念还是束缚着工业教育发展的活动。 

今天大众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 4.0等思潮依然冲击着工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文凭崇拜等思想也依然限制这工业教

育的发展。如何发扬民国时期，通过加速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输入，推动了社会的启蒙与革新，引导多种形式的教育实践和探索，

同时通过不断的工业教育实践，来修正和完善西方的工业教育理论，推动了江苏工业教育与本土文化、经济的耦合，并最终形成

自身的工业教育发展改革的道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今天如何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的扬弃，走出一条新时代的工业教育发展之路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

江苏如何在工业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上寻求一个平衡点，如何有效地将工业教育改革的现实与历史有效的统一起来，如何处

理好国外优秀工业教育理论与中国本土化实践的结合，如何应对工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脱节等，都是我们在工业教育改革中

必须关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工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这条转型之路，现在还没有结束，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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