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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肃新式教育在清末新政时期大力发展，旧式教育逐渐演变为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式教育，是甘肃教育

近代化的开端。甘肃新式学堂教育通过建设新式学堂、改革教学内容，创建职业技术学校等措施推进。

即使有诸多阻碍，清末甘肃新式教育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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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ducation in Gansu Province was vigorously developed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s 
New Policies period, and the old education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new education with modern 
characteristics,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Gansu. Gansu’s new 
education is being promote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new schools, reform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creat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Despite many obstacles, Gansu’s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ill achieved certain accomplis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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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甘肃省新式教育的发展是在清末新政的影响下推行的。清朝末年，国内外危机四伏，清政府不得不

走上改革的道路。旧有的教育制度，已经不能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领域人才，教育改革已刻不容缓。

光绪二十六年(1901 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教育改革的浪潮亦在此时快速席卷全国。甘肃

省虽然深居内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依旧积极响应，在甘肃省地方官员和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

创办许多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是当地教育近代化的开端。有关清末甘肃省教育的研究，

魏静[1]通过论述清末甘肃教育改革的过程，分析了甘肃省在教育改革中的优缺点，但是并没有对清末甘

肃教育改革的措施进行详细阐述。郝婧[2]分阶段梳理清末民初甘肃创建的新式学校，分析了影响甘肃教

育发展的因素。吴玉伦[3]和岳丽[4]都论述了彭英甲在职期间对甘肃职业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推动了甘

肃教育的近代化。党丽萍[5]从清末甘肃教育由旧式教育转变为新式教育的背景条件以及制约因素出发，

论述了近代甘肃教育的发展。孙亦贤[6]则以甘肃省教育行政改革的角度阐述了近代甘肃教育发展的困境。

有关清末新政甘肃省新式教育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角度。鉴于此，本文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力求对清末新政时期，甘肃省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背景、新式学堂的推行措施以及影响等角度进行梳理

论述。 

2. 清末新政时期甘肃新式学堂教育改革背景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从蒙养学堂到大学堂的学制，共为

七级，历时 20 年。此学制的颁布是新式教育改革的开端。但此章程虽然颁布却因各种原因最终并未被施

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清政府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清政府以教育法令的形式

公布此章程并在全国广泛推行，将教育阶段划分为初、中、高等几个阶段，同时对不同学段中各类学校

招生、课程、考试、升学等做了具体规定。各省的教育改革便以《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规定为范本，积

极推行教育改革。 
甘肃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各省教育改革均以当地经济为依托，以财政支出为支柱，但甘肃省经济

发展缓慢，清末时期，又多次发生自然灾害，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破坏。据记载自 1644 年至 1949
年的 306 年间，“今甘宁青地区共发生 203 次旱灾，基本上是三年两旱，而且每三次旱灾中必有一次大

旱灾，每年有 3~4 个大旱灾区。”[7]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不仅使民众苦不堪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甘肃省的财政也入不敷出。虽然发展教育的条件较差，但也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点。同治五年(1866 年)，
左宗棠大力发展甘肃教育，重建和新建了不少书院，使得传统书院教育得到复兴。除了修建书院外，左

宗棠还牵头制定了“给甘州各书院拟定的《书院课程五则》以及给陇南书院制订的《书院诸生四则》。”

([8]: p. 266)此时的书院教育依然不在是只讲授传统儒学，对实业教育和西方科学技术亦有所涉及。甘肃

省在清末新政推行教育改革之际，旧有的书院教育并没有立刻废止，还是积极推行书院教育，改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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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书院教育传授的内容已经初现近代化的趋势，同时也为甘肃省教育由传统旧学向新式教育转型奠

定基础。 

3. 清末新政时期甘肃新式学堂教育的推行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各省积极掀起教育改革热潮，甘肃省也积极响应，转变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容以

及开设职业学校等三个方面积极推行新式学堂教育改革。 

3.1. 转变教育形式 

书院教育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书院不仅是学习的场所更是读书人聚集讲经论道的地方。书院的

设置分布极广“每府州县，多则三四所，少亦一二所。”[9]甘肃亦不例外，位于省城的兰山书院和求古

书院更是名盛。但是随着教育内容的固化，书院教育依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逐渐衰败。甘肃省的教

育也是依托书院、私塾、义学等场所进行的传统儒学教育，《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得这类教育形

式急需改革。 
甘肃省新式学堂教育的改革首先从各大书院开始，由知名教育家刘光赉主持筹建“甘肃大学堂”，

在筹资建校的同时，开展招生工作。但书院并没有因为甘肃新式学堂的建立而立刻废置，甘肃地方政府，

在创建新式学堂的同时，也对各地原有的书院进行整改。“河州(临夏)的凤林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巩昌(陇
西)的南安书院给设为中学堂；兰州的求古书院和兰山书院分别改为‘速成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

以及其他的主要书院都相继改为各种专门学堂和中学堂。”([8]: p. 283)大多数的书院经过整改、扩建后

转化为新式学堂。 
宣统元年(1909 年)后，甘肃省内设立的学堂已经 1243 所，“缩减新式学堂的教育等级从高到低，严

谨有序，教育类别，从高等学校到军事学校，从职业学校到师范学堂，种类齐全，专业广泛。”[5]根据

《甘肃省志·教育志记载》，1901~1019 年间，共创办专门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以及普通中小学

堂四类学堂，专门学堂包含甘肃文高等学堂、法政学堂、武备学堂、高等巡警学堂、仵作学堂，以应对

预备立宪的需要。师范学堂包含三所，均有旧书院改建或扩建而成。师范类学堂包含速成师范学堂、优

级师范学堂。速成师范学堂又被称为初级师范学堂，“一年毕业，分发各高小学校充当教员”[10]以达到

快速满足各学堂对教师的需求。实业学堂则是主要是农业学堂和矿物学堂。新式学堂的创建，使甘肃教

育形式由单一的书院教育，逐渐转变为更加合理的有阶段性特征的学校教育和有专业特征的职业教育。 
普通中小学堂的设置大多依据《奏定学堂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各地实际情况稍作变通，但由于学堂

人数较少，书院经费难以筹集，所以中学堂并没有形成规模。而小学堂最早创设于光绪二十六年(1901
年)，由河州的凤林书院改为小学堂。小学堂又分为初等小学堂或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学制为五年，

高等小学堂学制为四年，初等小学堂修满后即可升入高等小学堂，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直到毕业。 
除了在省内大量培养人才，完善教育体系外，甘肃省还在各学堂中选派优秀学生，由官费出资，出

省或出国留学。自 1904 年始，甘肃省就陆续选派学生到京师大学堂和京师法律学堂学习。1907 年后又

送甘肃学子到袁世凯创办的北五省师范学堂学习[2]。出国留学则是始于 1906 年，甘肃省共选派杨思、范

振绪等 5 名优秀学子出国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1]。以期望他们学成归来后可以以知识报效国家。 
教育形式的转变是甘肃省新式教育的特征之一，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立，逐渐完善了清末甘肃省的教

育体系，虽依旧有书院存在，但新的教育形式与旧的教育形式交替之间，甘肃省的教育体系已经初具近

代化学校教育的雏形。 

3.2. 丰富教学内容 

在甘肃省大力发展新式学堂教育之前，以书院、义学、私塾等为主要的教育场所，讲授的内容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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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儒家经典。读书者的目的多为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书院的教育便也因此围绕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

着重教学。“晨起温经读文，午前看经解史鉴、听讲、习字，午后温经，记典故一二个，用片纸书贴壁

上，时为寓目，看《小学》、《近思录》及诸语录数页，点读唐诗或诗律词赋。”[12]可见书院的科目设

置较为单一，偏重于对史书典籍的学习，对学习的时长、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严格的规定。随着《奏定学

堂章程》的颁布和新式学堂的设立，教学内容也发生极大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甘肃省创办了

甘肃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 年)改为文高等学堂。所学的科目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科目外，增设

了外文，包括日语、俄语、英语、法语等外国语言。还增设了算数、代数、几何、地理、教育心理、万

国公法等西学课程。设有本科、师范科和预科([8]: p. 286)。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由兰山学院改建而

成的优级师范学堂设有预科和本科。预科学制为一年，设有伦理、经学、子学、中国文学、史学、地理、

算学、博物、图画、日文、体操等。本科学制为两年，预科升为本科后，所学科目则主要为史地、理化、

博物、数学四个科目[13]。宣统元年(1909 年)，创建的法政学堂，教学内容则更加专业，不仅开设了传统

科目政治和历史，还有专业科目例如大清律例、大清宪法大纲、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国际法、监狱

法、刑法等诸多课程([8]: p. 286)。宣统二年(1910 年)，创办的仵作学堂则开甘肃专业法医学校之先河。

其他学堂的课程也有相应的变化，除了传统科目外，都增设了西学科目例如初等或高等小学堂在课程设

置上都凸显中西结合的影子。初等学堂就开设了“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学、历史、地理、格

致、体操等，高等学堂再次基础上又增设了图画、中国文学”[2]。 
课程设置更加多样，丰富了教学内容，不仅使各类学堂的学生学习到先进的文化知识，还开阔了学

生的视野，有利于思想的解放，为甘肃省培养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先进人才。 

3.3. 发展职业教育 

“晚清实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前身，发展与晚清教育改革如影随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重要组成部

分。”[4]甘肃省在推行新政改革教育的同时，促进了当地实业经济的发展。开办专业技术教育，培养了

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农业学堂、矿物学堂、织呢学堂的创设开办，开启了甘肃职业教育的先河。 
根据相关记载，农业学堂设预科和本科两科，预科不细分科目，统一学习修身、过问、算术、地理、

历史、格致、国画、体操、日文、英文等十个课程。本科主要有三个科目，分为农业、林业、蚕业，三

个科目又细化为普通科目和实习科目，课程设置略有不同。尤其是实习科目，课程设置更加专业化，农

业实习课目包含“一土壤；二肥料；三作物；四园艺；五农业制造；六养蚕；七虫害；八气象；九林学

大意；十兽医学大意。”([14]: pp. 10-12)农业学堂以培养新式人才为目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甘肃

省又相继开设农业试验场四段“甲、蔬菜实验第，隶南农业场；乙、园艺果木地，隶南场东；丙、庭院

花木地，隶北场东；丁、林业苗圃兼桑园地，隶北农业场”农业实验场由专人管理，为农业学堂的学生

提供实验和实习场地。 
矿物学堂开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设立之初主张一面开矿一面讲学([14]: p. 71)。矿物学堂业

设预科和本科两科。预科修习“修身、中国文学、地理。历史、算学、图画、格致、体操、英文等。”

[4]本科则根据学生能力的不同分班教学。甲班修习的科目内容较为浅显，与预科大体一致。乙班的修习

科目则包含地质学、矿物学、冶金学等专业性较强，侧重于技术性的科目。学堂学期期满后，由矿物局

发到结业证书，毕业的学生或被派发至各地矿厂，或留校任教。为当地矿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矿业的发展。 
织呢学堂的设立则较上述两个学堂大有不同，其隶属于织呢局。学习模式为半工半学，每个月进行

测试，按照成绩分为四等，毕业成绩以每一学期平均分数为依据，平均分达到 60 分的发放毕业文凭，未

达到 60 分的发放修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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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专业学堂的创建，培养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甘肃人才短缺的情况，清

末新式教育的改革推动了甘肃职业教育的发展。学堂开设的科目打破了原有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使学

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4. 清末新政时期甘肃新式学堂教育的影响 

甘肃省新式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创设了许多新式学校，使受教育的人数得到了大幅度增

加。1903 年至 1909 年甘肃学堂逐年增设，“甘肃近代学堂，由 1 所发展到 1243 所，学生由不到 100 人

扩展到 2 万多人。”[1]为甘肃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学堂课程参照西方学科设置，例如法学、化学、

地理等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使学生学习到了更先进的科学知识，对当地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

的冲击作用，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思想的解放有促进作用。另外新式教育的改革，推动了甘

肃省清末新政其他政策实施的稳步进行。矿物学堂、农林学堂、仵作学堂等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设置，

培养了矿业、农业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这些学生毕业后涌入甘肃省各行各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甘肃

实业的兴办，推动了甘肃近代化的进程。 
但是甘肃省新式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缺陷，由于甘肃地区灾害频发，普通民众维持生活尚且不易，

对教育的支出更是难以负担，这也导致甘肃新式教育的受众较为单一。而无论是甘肃文高等学堂还是师

范学堂，亦或者是政法学堂的学生大多都是各府、州、县选拔上来的举人、进士、增生或士绅。普通民

众难以进入此类高等学堂学习，这就导致了甘肃省教育普及程度较低，生源不足的问题。据相关记载，

1913 年甘肃省立第三中学的毕业生仅仅只有 2 人([15]: p. 287)。可见，清末新政遗留的问题，直到 1913
年也未能得到全面解决。除此之外，随着甘肃省内矛盾的加剧，甘肃省的教育经费也受到影响，清末新

政中教育的改革，需要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新式学堂的筹办，无论是新建教学场地或是采购图书，招募

教师都需要大量的经费。但由于学堂经费筹措困难，政府分配教育经费时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这也导

致省城和其他地方学堂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拉大了教育差距。至 1949 年以前，甘肃省的教育经费依旧存

在此问题“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教育经费并不一致。”([15]: p. 287)随着军阀混

战和军费支出的增加，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教育经费更加捉襟见肘，教育经费的拮据也是甘肃新式教育

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5. 结语 

甘肃教育转型之际，由于其深居内陆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省内社会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

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使当地政府不得不减少对教育经费的支出；而文化环境相对保守封闭，封建思想充

斥教育界都对甘肃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但即使困难重重，甘肃省的新式教育依旧突破种

种阻碍，在缓慢发展中取得一定成就。甘肃省新式教育的发展在清末新政的政策依托和教育改革的浪潮

下，创办了文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等高等教育学堂。仵作学堂、法政学堂。巡警学堂等专门学堂，还有

农业学堂、矿物学堂、织呢学堂等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将旧式书院改建或扩建为新式

学堂，扩充生源，大力发展甘肃的教育事业。新式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甘肃

的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广泛传播，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加速了甘肃教育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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