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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先驅張雪門傳略──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張雪門先生（1891-1973），係我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幼兒教育家。張雪門早歲

在華北地區推行幼兒教育，陳鶴琴則活躍於華南的幼教界，因此張雪門和陳鶴琴並

稱為「南陳北張」，兩人在中國幼教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張雪門除了在中國

大陸推行幼教之外，也在臺灣進行幼兒教育與福利工作長達二十多年，係臺灣幼兒

教育的先驅，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略，再說明其教育

思想，最後再闡述其生平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依據黃常惠（2000）、翁麗芳（2007），張雪門先生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 

(一) 出生殷實人家，新舊學問並進 

張雪門，浙江省鄞縣（寧波市）人，生於清光緒 17 年（1891）。張家是世代

經營當舖的殷實人家，張雪門是兄弟五人中的長子，13 歲時父親過世，張雪門以

長孫的身分備受家族期待，延師受家塾四書五經刻板卻嚴厲的課讀教育，再到鎮

上「鄮山書院」就讀，再插班入讀「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張雪門畢業後即受聘

執教小學，並未繼續升學。直至 1924 年（33 歲）才進入北京大學擔任註冊課職

員，以工作餘暇旁聽北京大學教育系的各個課程，奠定其教育學理論基礎（翁麗

芳，2007）。 

(二) 任教小學，並開始對幼教深入探索 

民國元年（1912），張雪門出任鄞縣「私立星蔭小學校」校長，開始接觸學

校教育工作。而真正開始從事幼兒教育，則是在民國六年（1917），參加了浙江

省教育參觀團，到過上海、南京、無錫、蘇州、南通等地，考察幼兒教育。他發

現各地的教學方法竟是不同的，例如，蘇州的幼稚園以教師的琴聲引導，孩子遊

戲到講故事的銜接過程，都以跳步方式進行。而無錫的蒙養園，則採用了固定的

課程時間表，以老師為中心，孩子跟著老師的指示活動。而在這些不同的教學型

態，孰優孰劣，而孩童又應該接受什麼樣的教育，這個疑問在張雪門的心中萌芽

（翁麗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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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因家鄉仕紳的資助和支持，張雪門在鄞縣籌設「星蔭幼稚園」並任園

長，這時張雪門開始了他的幼教生涯，但在此時，張雪門對西方幼教思想還沒有

深入的接觸。另為了培育幼兒園的師資，在 1920 年四月，張雪門創辦「星蔭師

範幼稚學校」，開始幼兒園師資培育工作。 

(三) 赴北京朝聖，學習幼教理論 

民國 11 年（1920），張雪門時年 29 歲，他帶著朝教育之聖，取幼教經典的

念頭上北京任教與求學，先到當時新教育名校「孔德學校」（首任校長為蔡元培），

擔任小學部主任。 

民國 13 年（1924），張雪門在北京大學教育系旁聽課程。唯在教育系的課程

裏，並沒有張雪門感興趣的幼兒教育。直至有一次在參觀博氏幼稚園之後，買花

生米吃，意外發現包花生米的報紙上竟然是福祿貝爾（F. W. Froebel）的講義，

後來從這張紙尋線找到福祿貝爾《母親遊戲》的註解本，張雪門便開始著手研究

福祿貝爾（翁麗芳，2007）。 

此時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給張雪門很大的鼓勵並提供福祿貝爾、蒙特梭利

的著作供他研究，張雪門因此定下「以一年時間研究福祿貝爾、一年研究蒙特梭

利、一年時間研究世界各國，再以一生研究我國的幼稚教育」這樣的職志（黃常

惠，2000）。高仁山是留美的知名教育學者，對張雪門日後幼稚教育思想的形成

扮演著啟蒙的角色，是張雪門研究幼兒教育的第一個貴人。 

民國 17 年（1928），張雪門再次回到孔德學校任小學部主任，兼任《新教育

評論》編輯，因為這個職務之故，張雪門結識了名教育家陶行知，因而張雪門在

師資培育概念上，受到陶行知許多的啟發，係張雪門研究幼兒教育的第二個貴人。 

(四) 全心投入幼教研究，致力培育幼教師資 

1928 年，張雪門和幾位朋友成立了「北平幼稚教育研究會」的組織，專門從

事幼稚園教學方法的研究工作。隨後，孔德學校創辦幼稚師範科，併設於高中部，

由張雪門任孔德幼稚師範科主任。 

除了行政工作之外，張雪門還主講幼稚教育課程，並指導師範生從事實習的

工作。有鑑於當時的師範教育重理論而輕實務，張雪門亟思改革，乃將其在曾任

職的「鄉村建設實驗院」所學到的「騎馬者應從馬背上學」的信念，應用到師範

生的課程上，於是「有半日實習半日授課」的新式教學方式的出現（黃常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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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幼稚師範科經營兩年後，1930 年秋，張雪門應聘到北平香山慈幼院，和

院長熊希齡的女兒熊芷在香山見心齋創辦「香山幼稚師範學校」，又稱「北平幼

稚師範學校」。在張雪門的主持之下，香山幼稚師範學校成為三十年代前期中國

北方學前教育改革的試驗中心。為了貫徹師範生實務學習的經驗，加強學科知識

和生活技能，張雪門在香山幼稚師範學校採用半「道爾頓制」（Dalton Plan）的教

學方式，重視幼師生行為的實踐，以之為吸取知識、技能和習慣的策略。亦即，

除了「幼兒遊戲」、「美術工藝」等課程是在教室講授之外，所有科目都採自動、

合作、自主學習方式：每個月發給學生課程指導書，教師按目課表時間出席教室

備學生諮詢，而學生自由出入，自主安排學習進度（翁麗芳，2007）。 

在致力幼兒教育、幼兒師資培育的同時，張雪門也因為國家面臨日軍不斷的

侵略而憂心忡忡，所以在民國 22 年（1933），北平社會局起草幼稚園具體課程實

施方案，張雪門便大力主張在兒童為本位的教育課程中加入民族意識教育。他認

為幼兒也需要公民訓練，培養民族思想，才能符合當時的社會需求，然而這個民

族改造的幼兒教育之建議，並未獲當局採納。 

民國 23 年（1934），河北省教育廳邀張雪門擔任科長，張雪門首次從事政府

部門的教育行政工作。同年秋天，聘請山海工學團輔導主任戴自俺到北平，協助

他在北平埠城門外羅道庄所開辦的鄉村教育實驗區，將整個實驗區規劃成一個完

整的教育體系，包括幼稚教育、成人教育和婦女教育，目的是讓幼師生有更多在

農村落實、印證兒童發展理論的機會（翁麗芳，2007）。 

(五) 抗戰爆發，仍致力培育幼教師資 

1937 年 7 月，蘆溝橋中日戰爭爆發，平津先後淪陷，張雪門不願意留在北

平當亡國奴。遂將香山幼稚師範學校遷到廣西桂林，並和當時的廣西省教育廳長

邱昌渭協商，開辦為期一年的短期幼稚教育師資訓練。隨後，正式開辦了「北平

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廣西幼稚師範」（即香山幼師桂林分校），然因戰火擴及桂林，

乃將幼稚師範學校由桂林遷到古宜，接著又遷到丹洲（黃常惠，2000）。 

民國 31 年（1942），張雪門應聘至在陝西的「國立西北師範院」任教一年，

並主持該校家政系所設立的家庭教育實驗區（翁麗芳，2007）。民國 32 年（1943），
轉到重慶從事兒童福利制度的實驗。隔年（1944），到四川江北縣水土沱，招收

戰時兒童保育院畢業的女生，著手保育員的訓練。並且為了幼稚教育的加速發展，

在各地成立以最少經費普及幼兒教育的「幼兒團」，一邊招收兒童，一邊訓練幼

教行政、教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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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渡海來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抗戰勝利之後，張雪門從重慶回到北平，然原來的北平幼稚師範校地已成為

「北平市立第三女中」，為了復校，張雪門多次向北平市教育局請願未果，乃在

民國 35 年（1946），應臺灣省民政處之邀，帶著女兒張玫到了臺灣，在北投創設

兒童保育院（後稱「臺灣省立臺北育幼院」）（翁麗芳，2007）。 

創立之初的臺北育幼院所收容的兒童係家境貧寒和智能不足、營養不良、文

化落後等等的弱勢兒童。張雪門為區分嬰兒教保、幼兒教育和學齡兒童教育的重

點不同，乃將六足歲以上兒童遷到小學部，於是育幼院正式劃分為「育嬰部」、

「幼稚部」和「小學部」（翁麗芳，2007）。臺北育幼院係臺灣光復後第一所政府

規劃設立的專業性兒童保育機構，為後來的臺灣兒童福利和教育工作奠定了紮實

的基礎。 

為了彌補師資的不足，張雪門從大陸聘請了由香山幼師畢業的姚潤珍、袁孟

英、李蟾桂、池寶華、華霞菱等來臺任教。其中，李蟾桂後來轉任臺北師範專科

學校（即現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實驗小學附設幼稚園主任，而華霞菱則在新竹師

範專科學校（即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現合併於國立清華大學）實驗小學附設幼稚

園主任（翁麗芳，2007）。二位高足皆在幼教領域實施張雪門先生的「行為課程」。 

張雪門在主持育幼院期間相當重視對家長的親職教育，他認為一套完整的教

育，對象不只是針對師範生、院童、同時家長也應該參與。同時，因為當時院童

的生活經費不足，所以為籌措院童的伙食費，在育幼院成立家長會，一方面做為

家長和院之間的橋樑，另一方面透過家長會發動義演募款（黃常惠，2000）。 

(七) 戮力從公，繼續從事幼教師資培育 

除了創辦育幼院之外，張雪門也受邀在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即現臺北市立大

學）幼稚師範科為高年級學生授課。張雪門讓學生分為兩組，一組到育幼院實習、

一組留校上課，然後互換過來。學生則以育幼院中的兒童作實習的對象。這種作

法不但解決了院中缺人手的問題，也讓臺北女師的學生除了理論的學習外，亦可

經由參觀、見習、試教、輔導等實習歷程中，培育紮實的知識、技能和習慣（黃

常惠，2000）。 

此外，張雪門從 1950 年起，以通信方式指導臺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進行

行為課程實驗。1952 年親赴臺南師範學校講學三週，為暑期講習會的學員授課。

同時，亦參與、指導「中國幼稚教育學會」幼教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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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退休後勤於筆耕，並致力幼教 

民國 42 年（1953）張雪門因為視力不佳，從臺北育幼院退休。退休後的張

雪門兩袖清風，搬離宿舍後並無棲身處，幸賴王介容、李蟾桂、華霞菱等門生不

忍終身奉獻教育的恩師晚年竟居無定所，乃集資在北投大屯山麓興建一屋贈，張

雪門稱之為「石室」（係石頭建材所建），石室之小廳名「誰來堂」，以示今日此

堂屬我，他日又不知此堂屬誰的無常感慨（翁麗芳，2007）。 

雖然疾病纏身，但是張雪門仍不放棄幼兒教育及師資培育的工作，所以當臺

南師範幼稚師範科成立實驗幼稚班，請張雪門當顧問，指導行為課程的實施時，

他義不容辭地答應了。此外，張雪門也在《中華日報》出版每週一次的幼教之友

的專刊，其目的是傳遞行為課程的理念，以及提供幼教資訊（翁麗芳，2007）。 

張雪門的晚年生活，健康不佳，視力出現問題，更因為中風而半身不遂。雖

然在病痛中，張雪門仍以一隻眼、一隻手的方式，筆耕不輟。民國 43 年（1954），
空軍婦聯分會在全省各眷村普設幼兒團，聘請張雪門為顧問，每月編寫《幼教輔

導月刊》，刊載幼兒活動教材，傳遞幼師教學、溝通技巧以及深入淺出的幼教理

念，係幼教老師少有的在職進修教材（翁麗芳，2007）。 

民國 45 年（1956），僑民教育函授學校校長彭震球請張雪門擔任幼稚教育科

的主編，為僑務委員會編寫《幼稚園課程活動中心春、夏、秋、冬》、《幼稚教育

講義》，以作為海外華僑從事幼教的參考教材。另張雪門亦陸續編寫出版的書籍

還有《幼稚園科學教育集》、《實習三年》等專書（黃常惠，2000）。 

1972 年 4 月 15 日，張雪門因為再次中風，逝世於臺北市立和平醫院。一代

教育家揮別清貧但對幼兒教育貢獻卓著的人生，令人景仰與懷念。 

綜觀張雪門一生，可謂是相當的傳奇，他的事蹟，可就大陸時期和在臺二個

時期加以評論。在大陸時期，他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由於熱愛幼兒教育，加

上自學有成，在貴人協助與支持下，開創了一系列的幼兒學校，可說是我國幼兒

教育的開創者。此外，因為幼兒教育工作的推動，首重師資，是故先生亦戮力幼

兒師資培育工作。可見一位教育家只要有心，加上不懈的努力，一定會對教育有

卓越的貢獻。 

在我國中央政府遷臺時期，張雪門因緣際會，來臺從事兒童社會福利工作，

他能將兒童保育與幼兒教育融合處理，進而從事幼小銜接的工作，在當時實在是

一個非常有前瞻性的觀念。在進行幼兒教育之餘，張雪門亦非常重視師資培育工

作，他不辭辛勞地兼任幼兒師資培育教授，盡心盡力地傳授他的教育學說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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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晚年境遇淒涼，先生亦不改其志，不輟地從事幼兒教育的薪傳與寫作工作，

實在相當令人敬佩。 

無論在中國大陸或者在臺灣，張雪門先生重視實務、在實踐中學習的精神，

是可以效法的。一位教育家的成長固然有其理論上的基礎，但是能將理論與實務

相結合，甚至能在實踐中歸結出一個更有系統的理論，進而指導繼起的實務，才

是一位教育家之所以成為教育家的根本緣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應

是同樣的道理。 

三、教育學說 

張雪門先生最著名的教育學說係其所研創的「行為課程」。翁麗芳（2007）
指出行為課程乃本於王陽明的「行乃知之始，知乃行之成」學說及杜威的「做中

學」思想，溶合儒家知行合一與西方近代經驗主義哲學所形成的幼兒教育觀。 

張雪門主張「生活」為幼兒園課程的主要內涵；「行動」是幼兒園課程設計

的唯一原則，是連結幼兒園教材與教法的主要中心。是故其基本思想係「生活即

教育」、「行為即課程」。幼兒園教師必須研究幼兒園課程內容與方法，如此，不

但可以幫助孩子成長，也是教師自身成長的主要途徑（翁麗芳，2007）。 

王春燕（2008）指出行為課程的基本觀點是：幼兒園的課程就是「給三足歲

到六足歲的孩童所能夠做而且喜歡做的經驗的預備」，然而這些經驗不是零散的、

無序的，而是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的通過活動讓兒童獲得有益的經驗。 

幼兒園行為課程的目標係以社會需要為遠景，以兒童個體發展需要為近景的

促進兒童身心全面發展。也就是說，課程固然需要注意到社會生活的意義，但決

不可憑著成人主觀的意見，強諸於孩子。相反的，幼稚生時期滿足個體的需要實

甚於社會的需求。幼兒園的課程目標就是要滿足兒童身心的需求，養成兒童擴充

經驗的方法與習慣，培養其生活的能力與意識，從而使兒童的身心得到全面的發

展（王春燕，2008）。 

張雪門把幼兒園行為課程的內容劃分為：(1)兒童的諸般活動，即兒童自身發

展中所進行的一些活動；(2)兒童的自然環境，即兒童周圍生活中一切有關自然界

的事物與知識，如植物、動物等；(3)兒童的社會環境，即與兒童現在生活與未來

生活有關的社會生活知識，如家庭、鄰里等（王春燕，2008）。 

幼兒園行為課程的要旨係以行為為中心的，強調「做學教合一」，亦即怎麼

做，就怎麼學；怎麼學，便怎麼教。其實施歷程包括：引起「動機」、確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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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設計「活動」、擬定具體的「活動過程」、安排與應用「工具及材料」。

可見行為課程是起於活動而終於活動的有計畫的設計，實施過程採用單元教學

法，以生活為內涵，徹底打破了各科的界限（王春燕，2008）。 

黃常惠（2000）指出，張雪門推行行為課程強調幼兒從生活中的行為獲得經

驗，從行為獲得經驗的作法也運用在師資培育的方法上，因此他強調師資培育中

實習的重要性，希望藉著有計畫的實習，讓師資生獲得有用的知識，能實際運用

在幼兒園的工作之中。 

大體而言，張雪門所倡導的教育實習可以分為參觀、見習、試教、輔導四個

步驟，其中輔導一直貫穿於三年的師資培育中（賈艷紅，2011）。「參觀」是在培

養師資生對於幼兒園的基本觀念。參觀的內涵為設備、教師與兒童、兒童與習慣、

各科教學的過程、整個的設計及行政六項。參觀完後宜立即討論與寫報告。實習

時間是在一年級第一學期。「見習」是把師資生從參觀中所得的經驗，再經過一

次行為的演示，使他們的認識更清楚，觀念更堅定。實習時習是在一年級第二學

期。「試教」安排在每天下午，分組到所分配的幼兒園去工作，實習時間是二年

級一整年，從幼兒園的教學到行政事務都要參與，教師退居幕後做顧問。「輔導」

的意義在於使師資生研究兒童問題為出發點，實際從事輔導工作，進而擴大到實

際參與社會建設，讓師資生更堅定地從教育工作中了解教育的真諦。輔導階段由

三年級的師資生全權負責，時間是一年，教師在必要時給予協助和鼓勵。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張雪門先生的事蹟與思想，有許多值得臺灣教育界學習的地方。首先，

在教育行政機關上，應重視教育實習的重要性。除審慎規劃教育實習制度（以一

年為佳）外，對於師資培育大學給予實質的補助與獎勵；對於實習學校給予實習

輔導教師培訓及提供工作津貼；對於實習學生給予實習津貼和獎勵。 

對於師資培育機構而言，應重視教學實習課程，畢竟實習是教育理論結合教

育實務的最重要環節。實習課程應貫穿於整個師資培育歷程，而不是只有二個學

分的專業訓練。實習從一年級的參觀、見習，到第二年的試教，到第三年的輔導，

做有計畫、有系統、有組織的安排。 

對於現代教師而言，張雪門的思想與事蹟也有許多的啟示。第一，教師要有

教育愛，對於家境貧寒和智能不足、營養失調、文化不利等等的弱勢學生，更應

付予更多的關愛，讓愛滋潤這些苦難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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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師要致力專業成長。唯教師的專業成長，除了研習進修外，更應重

視「做中學，行中思」，也就是「實踐本位的教師學習」（practice-based teacher 
learning），此種學習型態係指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實踐與學習，透過不斷思考教學

本身所需的實務技能，反省實踐與協同合作研究有關教室教學實務，以提升教學

實務智慧。此種學習方式與《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然

後能自強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教師要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思想。在教學過程中，有了學習的

必要，才有施教的可能。「要怎麼學，便怎麼教」，可見教師要配合學生的學習需

求。教師的角色不是指導，不是灌輸，而是引導，而是協助。教師要放手讓學生

成為教室主角，把教學的舞台盡量讓給學生充分發揮其學習潛能。 

第四，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發展，要強調「做中學」的重要性。「要怎麼做，

就怎麼學」，可見學習是來自實作的。是故，教師在講解一個概念或技巧後，一

定要讓學生有操作的機會，以精熟概念或技巧，並且在實作的過程中，養成發現

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習慣。 

第五，教師所提供的課程要有遠大的目標，一方面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另方

面更要符合學生個體發展需要。另外在課程內涵上，要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課

程設計上要符合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在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有自我發表和自由

創作的機會。以上四點皆是張雪門「行為課程」理論給予教師的啟示。 

第六，教師為達成教學目標，要做充分的「備課」。備課內容含知識上的準

備、技術上的準備、作業上準備、工具材料、教案設計上的準備等等。當然，備

課可以個別的備課，也可以和教師同儕做集體的備課。後者，更有集思廣益、精

進情誼之效。 

第七，教師的工作除了教學之外，亦應從事學生輔導以及親職教育的工作。

輔導工作主要從研究、瞭解學生問題，並且協助學生解決問題為出發點，進而擴

大到實際參與社區的建設工作。親職教育在於培養家長的正確教育理念，並且善

用家長的人力與物力幫助學生學習。是故家長是教師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另外，家長是學校推展教育最重要的合夥人，宜秉持「參與不干預、投入不介入、

支持不把持」三大原則，積極且主動參與學校事務，讓學校行政、教師與家長三

方互動良好。 

最後，張雪門在退休後勤於筆耕並致力幼兒教育的作為是非常值得教師學習

的。教師們如能在退休後，仍能風華再現，不忘初衷地在教育界，或做代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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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做各式各樣的志工，或做初任教師的教學輔導教師，或者從事教育理論與實務

的寫作，都是令人敬佩的。  

五、結語 

張雪門先生誠為我國幼兒教育的先驅。綜觀其一生，可知他對幼兒教育的熱

忱終身不變，他積極、開創、實驗，為幼兒教育的奮鬥不懈的努力，貢獻卓著，

特別是在其病體顫危的晚年，仍「隻手隻眼」撐持選述，留史傳承，正是每一位

從事教育的工作者所需要向他學習和致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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