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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子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侯鸿鉴认为，女子教育首在养成健全人格， 

亦要培养 “贤妻良母”，而给女子施以师范教育和适当的职业教育是达成其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在其思 

想基础之上，他还不遗余力地开展了积极全面的女子教育实践，例如，创办和经营竞志女学、开设内容广 

泛的课程、采用新式教材教法等，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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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鸿鉴 (1872—1961)，江苏无锡人，字葆 

三，自号梦狮，又号铁梅、沧一。侯鸿鉴毕生致 

力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女子教育、师范教 

育、音乐教育、体操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 

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尤其是他较早地关注到了 

女子教育，并注意从中国具体社会现实着眼，围 

绕女子教育开展了诸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在苏南乃至全国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但长期 以来，侯鸿鉴的身影被遮蔽在陶行 

知、晏阳初等知名教育家的光芒背后，很少为教 

育史学界所重视和研究。本文拟就侯鸿鉴对女子 

教育方面的贡献加以挖掘和整理，不使其为历史 

所湮灭，同时也是关注和研究近代以来那些为教 

育事业倾注心血的普通教育家群体或个体，以为 

教育史谱系的完善和补充。 
一

、 中外思想的碰撞中萌生女子教育思想 

侯鸿鉴幼时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5岁即人 

私塾读书，14岁就读完四书五经，16岁时已在 

家设帐授课，结诗文社于西溪。因愤恨慈禧荒淫 

无道，酒后作讥刺诗 《落花篇》，一时传为美 

谈，同辈称其为 “侯落花”。1890—1896年，他 

曾4次应科举考试，均落榜，因此深刻理解旧式 

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的禁锢和弊端。此时正值甲 

午战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开始了维 

新变法运动。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他对当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他深感如 

不求新学，不兴学校、不开民智，就不足以匡时 

救国。因此，候鸿鉴在率先自学数理化的同时， 

还于 1896年在西溪成立算学研究会，提倡数学 

研究；同年，还在在绍衣堂旧宅开馆授徒。 

就在这时候，维新派对女子教育的关注，让 

侯鸿鉴开始思考女子教育问题。维新派不仅视解 

放女性为变法图强的重要方面，而且将其看作造 

就新国民的根本。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以 

西方 “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束缚女性的封 

建伦理道德和缠足等恶俗，提倡女子教育，宣传 

西方资产阶级女权理论。候鸿鉴明显受维新派思 

想的影响，认为要兴民智，造就新国民，首先要 

破除歧视女性的恶习和 “三从四德”的封建思 

想，解放女性，其次是要摒弃 “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观念，提倡女子教育。适逢侯鸿鉴与江 

阴夏冰兰结婚，他就先从教育自己的新婚妻子人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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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侯鸿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部， 

兼为下院生讲中文课程，开始了半读半教的生 

活，他坚持利用课间自学外文与西方科学，同时 

还担任上海 《时务晚报》主笔。他的妻子夏冰 

兰女士也随他来到上海，在务本女子师范学习， 

后曾在浙江绍兴明道学校任教员一年。1898年 

侯鸿鉴由上海返回无锡，在杨谟新创办的埃实学 

堂①任教。为求新知，探寻教育救国之道，1903 

年，候鸿鉴又携妻留学日本，入日本弘文学院师 

范科学习，研究东西方教育学说。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推行 “文明开化”政 

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日本的女子教育 

有了全新的改观。例如，无性别区分的 《学制》 

颁布，推动了女子基础教育的普及，在此基础之 

上，女子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都有很大发展。后 

西方男女平权思想传人日本，在日本近代著名的 

思想家、政治家福泽谕吉的极力倡导下，兴起了 
一 场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妇女解放思想启蒙运 

动。②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所产生的教 

育改革和思想启蒙，无疑对前来取经的候鸿鉴有 

很大的启示。候鸿渐的女子教育思想就在中外两 

种思潮的碰撞中产生了。 

二、新旧兼具的女子教育思想 

由于侯鸿鉴处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 

过渡的时期，他的女子教育思想虽然不乏远见卓 

识，但也没有太过背离传统的女子教育思想，呈 

现出新旧兼具的特点。 

(一)女子教育首在养成健全人格，亦要培 

养 “贤妻良母” 

近代以来 ，虽不乏有识之士倡导女子教育， 

但在侯鸿鉴创办竞志女校时，即使在较为开放的 

苏南地区，社会风气仍然很保守，女子无才便是 

德，因此， “不宜令其结队入学，不宜多读西 

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 自由择偶之渐，长蔑视 

父母夫婿之风”③。即使到 19o7年，清政府将女 

子教育列入国家教育制度之中，赋予女校以合法 

的地位，但也仅设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 

不设中学和大学，并且实行男女分校。女子教育 

仍然最重女德培养，强调 “至于女子之对父母 

夫婿 ，总以服从为主”④。女校开设的课程多为 

女红课，授以缝纫、编织、洗染、家事等手艺， 

女子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贤妻良母。 

侯鸿鉴虽然没有否定这一目的，但对此已有 

所突破。他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 

“养成健全女子的人格”，其次才是 “养成贤母 

良妻”。由此可见，他已经开始突破封建陈腐的 

歧视女性的旧观念，用较为开明的态度来看待女 

性，首先把女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谈论她们 

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为了她们 自身之外的目的让 

她们接受教育。他能携妻子一起去留学，又鼓励 

妻子担任教师，从事各种社会工作，是和他的这 
一 思想分不开的。 

尽管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男女平等的 

高度，只能是介于贤妻良母和男女平等之间，主 

张在养成贤妻良母的同时，还应兼顾到女子社会 

性的一面，但其侧重面仍是贤妻良母。但这是时 

代的烙印，同时也更易为过渡期的中国女子教育 

发展所接受。 

(二)女子最适合于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 

从培养独立人格和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目的 

人手，侯鸿鉴把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达成其 

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师范教育之郑 

重，国民学校之负责，小学教师之对于儿童训练 

管理，非有耐心、忍性、和悦、慈祥诸德不能收 

养护逊于之效”，而 “女子性质勤劳、慈善最为 

相宜”；“职业教育为今 日女子谋生活、求 自立 

之要”，必须使女子接受职业教育，使其 “得一 

种职业以自存”。⑤但候鸿鉴认为女子接受适当 

的职业教育的前提，仍然必须以家庭为重，“在 

男子能养家的时代 ，(女子)可从事无害生理无 

妨碍家庭的职业；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 

候代男子做国家社会一切的事”。⑥ 

侯鸿鉴还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从女子自立 

自养的立场出发，对女子可以从事的职业教育进 

行了梳理。在他看来，“女子性质特优专长，论 

其赋禀之特异而能力之最适宜者，既以师范教育 

① 族实学堂是无锡近代最早的新学堂，于 1898年 2月14日开学。 

② 赵叶珠：《美日中三国女子高等教育比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③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 

④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804页。 

⑤ 侯鸿鉴：《今后之女子教育》，《教育杂志》1917年第9卷第3期。 

⑥ 侯鸿鉴：《论女子职业教育之实际》，《昆明教育月刊》1918年第2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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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而就职业教育而言， “科学及美术、 

文学、女红、保育诸端，皆女子之所长也”。此 

外，如医学、算数理科之专修等，也无不可。由 

此可见，侯鸿鉴的女子职业教育思想，既立足于 

传统，极其贴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同时也对传统 

的女子教育思想有所突破，特别是他主张女子通 

过职业教育获得真正的独立资本，女子亦可以学 

习算数理科等知识，可以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当然，侯鸿鉴对女子职业教育的重视，是和 

他家乡的社会风气和家庭的具体现实联系在一起 

的。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无锡在历史 

上就有陶朱公范蠡 “经商致富”的遗风和东林 

书院 “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加之近代薛福 

成倡导 “效法西洋”、“殖财养民”的思想影响， 

以及上海开埠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诱导，近代无 

锡的工商业十分发达，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比 

较早，女子职业教育也发展很快。1905年，顾 

候创办 “商余补习夜校”，周锡卿创办 “商业半 

日学校”。1907年成 立 “锡 山绣工所”兼 办 

“刺绣传习所”。之后，补公、志成、振秀等女 

校都附设刺绣科。到辛亥革命前，无锡城乡公私 

学校已达 152所，其中就包括有专门的职业学校 

和业余补习学校 10余所。①而侯鸿鉴的家境并 

不富裕，为了支持他办教育，他的夫人夏冰兰女 

士很早就在社会上从事教师等工作，以职业收入 

补充他的办学经费，这也让侯鸿鉴看到了女子接 

受职业教育、从事职业工作的力量。 

三、积极全面的女子教育实践 

与近代早期许多教育家重视用思想启蒙人民 

不同，侯鸿鉴作为一个教育家，最大的特点就是 

务实，他的教育思想也反映、体现在他的教育实 

践中。 

(一)举全家之财创办和经营竞志女学 

侯鸿鉴是无锡地区最早建办女子学校的教育 

家。光绪 31年 (1905)正月，他在以 “倾两年 

编译与教授之薪资八百八十金”为开办费，租 

赁无锡水獭桥南首廉皂大厅等 14间房屋 (今中 

市桥上塘 85号内)为校舍，创办私立竞志女 

学，这是无锡历史上最早的女子专门学校，也是 

全国较早成立的女子学校之一。竞志女学在随后 

的几年逐步完成小学、中学、师范三个学级的设 

置，于 1908年 由省公署改为无锡女子 中学， 

1912年正式命名为无锡私立竞志女子师范学校， 

与上海务本、爱国和苏州振华等女校齐名，为我 

国近代创办最早的有影响的女校之一。1913年 

教育部视察各地学校时曾评价说：“至于女子之 

有中学程度者，无锡竞志女校之中学两级，上海 

爱国女校之专修科与中学三级及务本之高等二 

级，各科成绩均有可观。”② 第一批进入北京大 

学就学的三位女生中的王兰，就是该校的毕业 

生。 

侯鸿鉴创办竞志女学的宗旨，体现在他所制 

定的 “勤肃朴洁”四字校训上。“力行不怠之谓 

勤，律己惟严之谓肃，屏绝纷华之谓朴，荡涤旧 

染之谓洁。” “以真实劳苦为鸿鉴十年来励行之 

教育主义，故对于本校，尤时时以此四字为教育 

实行之程，自欺者真也，不蹈虚者实也，毋怠荒 

劳也，卧薪尝胆苦也。” 

(二 )开设 内容广泛的课程 

为了培养人格健全、身体康健、经济自立的 

新女性，侯鸿鉴在竞志女校把修身、国文、算 

术、地理、图画、体操、唱歌均列为必修课，注 

重女子的音乐教育、体操教育和职业教育。 

1．注重用音乐教育养成女子人格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家日益重视音乐教育在 

国民意识培养、促进智力教育和陶冶性情等方面 

的作用。侯鸿鉴不仅大力提倡，还亲 自编创、搜 

集、整理许多学堂乐歌。1904年，侯鸿鉴提出 

“同班生徒，同唱一歌，调其律，和其声 ，互相 

联合，声气一致，可引起儿童之共同心”③，明 

确指出学堂乐歌可以起到培养 “共同心”的作 

用，有助于学生国民意识的养成和民族精神的凝 

聚。同时，他还认为，学堂乐歌可以促进其他学 

科知识的掌握，即 “盖学校之有唱歌，凡历史、 

地理、修身、理科、体操等各科目，无不寓于其 

中；能使儿童口舌之间，引起各科之旧观念，而 

得新知识”④。 

侯鸿鉴还特别重视学堂乐歌的 “勉学”、 

“励学”功能，注重利用歌曲激发学生的向学 

① 方玉书、卢耀坤：《解放前的无锡职业教育》，《江苏高教》1987年第1期。 

② 朱有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 (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第494页。 

③ 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 (1840～1949)》，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 

④ 保三：《乐歌一斑》，《江苏》1904年5月第11、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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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曾经创作过一首 《女子求学歌》，不仅勉 

励广大女性努力向学，还借用当时新的生理学研 

究成果，倡导男女平等思想。其歌词为：“同此 

管骸同此躯，学部须同求。脑纹组织细且密，颖 

慧让吾祷。珍重此天赋之资，艰苦不须愁。智育 

体育相研究，莫负那好春秋。”①他也曾为竞志 

女校创作了多首 《运动歌》，其中一首的歌词写 

道：“晚风起兮夕影遥，大家拍手竞相招，多旗 

赛步替换跑，踢球跳远且跳高，拉绳角力兴致 

豪，此境此乐让吾曹。”② 此外，他还主张，学 

堂乐歌应与一般的政治动员歌曲不同，首先须 

“引起儿童兴趣”，方能达到 “陶淑生徒情性”③ 

的教育目的。 

但当时的情况是，尽管众人都认识到了音乐 

教育的重要性，但学校中的音乐教师多为外国 

人，音乐学习内容也多为外国音乐。由于语言和 

宗教等原因，外籍教员很难担任学校音乐教育重 

任，特别是难以承担国人期望通过音乐培养国民 

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的目的。以至于梁启超曾经 

说过：“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 

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 

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④侯鸿鉴在无锡 

开办竞志女学后，积极聘用有留Et背景的中国教 

员，如周佩珍、侯鸿鉴、夏素非等均为女学的乐 

歌教员⑤，改变了当时学校中乐歌教学完全由外 

国人担任的状况。由于合适的学堂乐歌不多，侯 

鸿鉴就亲自创作并改编了很多歌曲。如他创作了 

《始业歌》和 《休业歌》，让学生在竞志女学开 

学和放假时举行的始业式和休业式上歌唱。《始 

业歌》的歌词是：“凉风拂袖，暑气渐消，已是 

新秋到。几多同学，联袂偕来，握手殷勤道。姊 

乎妹乎，振刷精神，莫使光阴草草。欲令吾进步 

胜故吾，还是读书好。”《休业歌》的歌词则是： 

“忽忽韶华，眼底云霞，一曲和琴奏。此间修 

业，学期已周，自问进步否?暂时休假暂时离， 

岁月不可留。愿同学姊妹，来月开校毋落后。”⑥ 

这些乐歌既切合情境，又有强烈的劝学意味。 

同时，为了规范教学，侯鸿鉴也注重搜集、 

整理、保存学堂音乐，他在 1906年和 1907年连 

续出版了 《单音第一唱歌集》⑦ 和 《单音第二唱 

歌集》⑧，作为音乐教育的教科书。《单音第二唱 

歌集》中还收有一首 《唐乐府清平调》，侯先生 

在这首歌曲的后面写了一段 “附识”和一段按 

语，记录了这首乐曲的由来。它是由无锡留Et学 

生华倩叔在 1905年留Et期间从 日本著名音乐教 

育家铃木米次郎处获得的。虽经有学者考证，该 

乐谱可能为明谱而非唐调，但这对于研究明代俗 

乐也不失为一个宝贵的资料。 

2．强调体操教育，养成女子健康体魄 

长期以来，中国女子的身体锻炼受到了极大 

的忽视，特别是缠足的陋俗，对女子的身体破坏 

极大。侯鸿鉴认为：“体育为女子所缺乏者，故 

注重体操一科。”竞志女校在侯鸿鉴的倡导下特 

别重视女子体育，在开办之初就开设了体操课， 

由侯鸿鉴本人亲自教学。这一做法，要早于南通 

女子师范学校、南京女子美术专修学校、湖南第 
一 女学校等同类女校。“所教授之各种体操，除 

依普通小学及中学程度外，选择东西洋体育书合 

于女子应用之各种操法，务合于生理的卫生的美 

的各种游戏及行进等法，以补中国女子之缺 

陷。”⑨为了促进女子体育更好地开展，侯鸿鉴 

在竞志女校专设体育补习会，并专门增加了 

“体魄矫健”证书的奖励，以引导学生积极参加 

体育活动，重视增强体质。20世纪30年代，竞 

志女中及其学生曾经多次代表江苏省出席全国运 

动会，在女子篮球、垒球、田径锦标等项目上表 

现出色。 

3．利用职业教育达成女子经济自立 

① 《求学歌》，《女子世界》1906年7月第 l6、17期合刊。原作未署名，据张静蔚编 《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 索历史—— 

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知其一名，词作者为保三。 

② 侯鸿鉴：《单音第一唱歌集》，1906年版。 

③ 保三：《乐歌一斑》，《江苏》1904年5月第 11、12期合-?ll。 

④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⑤ 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 (1840—1989)(增行本)》，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⑥ 《女子世界》的 “记事”，这两首歌均收入侯鸿鉴编 《单音第一唱歌集》 (1906年)，题为 《暑假休业歌》与 《暑假始业 

歌》(见张静蔚编 《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400页)。 

⑦ 现藏于无锡市图书馆。 

⑧ 现藏于音乐研究所。 

⑨ 朱有璃c：《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 (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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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女子的职业能力，侯鸿鉴另设手工 

科为特课 ，分绒绳、编织及抽丝。后来还专设绣 

工研究所，添设家事课，教授缝纫、烹调等，进 

行女子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和实际教育。1911 

年，竞志女校曾评选出120余件作品参加南洋劝 

业会展览，得金、银牌及其他奖章共 60余枚， 

其中得金牌的有 3件。此外，竞志女校还附设艺 

术专修课，教授铅笔画像、造花等，以提高女性 

的艺术修养。 

4．突出女子的社会教育和科学教育 

作为无锡颇负盛名的教育人士，候鸿鉴除了 

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以外，还积极参与一切与女 

子教育有关的社会活动，力争改变歧视女子的封 

建观念，开化社会风气，为女子教育的倡导扫清 

障碍。他还积极筹建教育会，呼吁设立图书馆， 

重视教育视学和考察等，为女子教育植根于社会 

并改造社会。候鸿鉴认为，发展女子教育的第一 

步便是破除社会陋习对女性的迫害，因此，在开 

办竞志女学的同时，他与妻子冰兰女士一道，发 

起成立了 “天足会”，让中国女性从小脚的桎梏 

中解放出来。针对中国女子科学知识水平尤其不 

足的状况，候鸿鉴于 1908年主持成立了无锡女 

子理科研究会，极大地提高了本地妇女的科学素 

养。 

(三)采用新式教材教法 

1．新式教科书的编撰 

教科书是教育内容的物质载体和保证，候鸿 

鉴在办学过程中，除了采购文明、中华、图书、 

商务各书局的课本之外，学校还 自编了一些图 

书，其中由他个人编著的就有 《高等小学女子 

修身课本》、《乡土历史及地理》、《单级教授法 

讲义》、《保姆学》、 《竞志杂志》、 《 刀体操 

法》、《范教及试教之教授案》、《初等文法教科 

书》和 《最新式七个年级教授法》等。 

2．教学法的改进 

在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过程的研究上，候 

鸿鉴吸收了赫尔巴特教学法，于 1914年出版到 

了 《最新式七个年单级教授法》①，系统论述了 

我国单级学校的设备、编制、教授、训育及教师 

资格等。在论及单级小学校之教授及教授案时， 

明确指出： “践教授之段阶，执隔阶而揭其顺 

序，方法之大要。”又在各教科教授之方法一章 

中，具体阐明了预备、提示、总括、应用 (或 

提示、练习、应用)的教授阶段。②虽模仿日本 

教学论的成分很多，但还是作了一些适于我国实 

际的变通尝试。 

3．实物教学。 

候鸿鉴时时都在考虑改善竞志女学的教学， 

十分倡导实物教学。例如，他在教学中大量使用 

自制标本，其中动植物标本数十种，矿石岩石标 

本 170余种，都是他游历全国各省甚于世界各地 

时留心搜集的。这在当时的学校教学中算得上首 

屈一指。 

4．重视课堂教学之外的训导。 

候鸿鉴在繁忙的教学管理工作之余，每周还 

要抽 15分钟至 2O分钟时间，对全校学生行训 

话 ，讲上一周偶发事件、本周应完成工作和训 

导；每周还要抽半个小时与寄宿生谈心，讲格 

言、中外故事、关于女子与家庭 ，以及他在各校 

所见的可效法的事、他所经历的人生困难，等 

等，鼓励学生自强自新。③ 

四、结语 

候鸿鉴是一个殚精竭虑的实干家，他的女子 

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女子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示范。相较于高深的教育理 

论，侯鸿鉴的女子教育思想更加通俗易懂、因地 

制宜，因此也更加适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践。 

而他的女子教育实践由于因时因地而异，与社会 

生活联系紧密，因此他的女子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也得以更加密切。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侯鸿鉴把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他所创办的竞志女校。时人曾对此评 

价：“人之建设学校，或为小学，或为中学，或 

师范，或专门，苟有兼营，大抵如中学师范之有 

附属小学而止，竞志则以一校而蒙养园、初小、 

高小、中学、师范咸备，其难能者二也。热心者 

① 候鸿鉴编：《最新式七个年级单级教授法》，中华书局，1914年。关于单级教授法，可参考肖朗、杨卫明：《江苏教育总会与 

清末 “单级教授”的导入和推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科版)2009年第12期；董远骞：《近代教育家俞子夷与复试教学》，《课 

程 ·教材 ·教法》1989年第9期。 

② 熊明安、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③ 候鸡鉴：《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概略》，见朱有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 (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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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浃其精神能力，为地方提倡教育不乏人，或则 

经始艰难，基础既定，委之而去，或则维持困 

苦，将伯无人，戛然而止。侯君则始终自任，绝 

无倦意。”①他的这份坚持与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和教育改造社会的信念是分不开的，侯鸿鉴认为 

国之不振关键在人 ，人之不振关键在教育，而中 

国女子教育的落后是人之不振的重要原因。因 

此，他开办新式女校，用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来 

养成女子健全的人格，用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来 

达成女子的经济独立，从而提高女子的社会地 

位。 

侯鸿鉴还致力于各种社会活动，长期担任教 

育行政官员，他 “奔走教育职务，南北驰驱， 

筋疲力尽”②，这为其教育实践提供了更为便利 

通畅的渠道和更开阔的经验基础。由于长期的一 

线教育实践和担任教育行政官员，侯鸿鉴积累了 

丰富的女子教育经验。1916年，在历届全国教 

育会联合会暨师范校长会议上，他提出了 《关 

于女子师范特别注意之事项》议案，被教育部 

采纳并加以推广。 

当然，作为过渡期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也 

不乏传统和保守的一面。例如他对女子教育思想 

显然还属于朝向完全的男女平等的进程中，女子 

教育仍然是指向家庭，女子仍然只是作为男子替 

补；他所编译的教科书，对日本的教育内容借鉴 

过多，显得创新不足。尽管侯鸿鉴乐于发展新式 

教育，推动社会发展，但明显是持改良的心态， 

缺少果断和彻底的改革，因此多数时候无法根本 

改变社会现状，无法进行更为有效而彻底的社会 

改造。但这些都是其个人和时代的局限，不能苛 

责。 

(责任编辑：丁 翔) 

On the Hou Hong-jian’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Women’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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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ool ofHumanities-Jiangnan University，Wuxi Jiangsu 214122，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theorist and practitioner in modem China ， 

Hou Hong-jian believed that the purpose of women’S education was to cultivate the healthy personality，and to 

train an understanding wife and loving mother；the way to the purpose was to let women receive the normal ed— 

ucation and appropri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deas，he also spared no effort to carry out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es on women’S education，f0r example，establish and manage the Jing-zhi Female 

School，Set up wide—ranging courses。adopt new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d SO on．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women’S education provided the strong reference and model fo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man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Hou Hong-jian，women’S education，music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vocational ed- 

ucation 

① 庄俞：《参观无锡竞志女学十周年纪念会纪略》，《教育杂志》1915年第4期。 

②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俞子夷小学教学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年，第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