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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玉，字鄂联，清光绪十四年（1888）生于嘉定

城内，是中华职教社中的一个领袖人物，与黄炎培、冷

御秋、江恒源并称为“职教社四老”。杨卫玉基于长期对

家事教育的理论探讨，形成了具有特点的家政教育思想。

一、杨卫玉家事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1

（一）家事教育的对象：应以女子为中心

杨卫玉主张家事教育的对象应该以女子为中心，他

认为女子在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权力，有能力

推动和改造社会。然而他也提出家事并非女子独责，指

出“齐家之责，虽不能独责女子，究竟女子要负大部分

责任”[1]。与其他民国时期的学者不同，杨卫玉在论证女

子作为家事教育主体的观点时，并未基于性别特征的差

异进行论证。而是强调“非既女子之天性绵密。适于处

理家事乎”，并强调女子接受教育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

他认为以往将女子教育的目的设定为造就贤妻良母，是

人为造成的，并不能以此说明女子职业能力低下 [2]。

（二）家事教学原则：以事实为核心

杨卫玉认为，教育解决的问题是事实问题，并非理

论问题。即“教育者以事实为根据，而非空论者也。”他

还列举了日本、美国的社会状况，皆具一致之特点，即

女子于社会中之活动颇为兴盛，缘由在于学校教育中皆

将家事教育设为必修课，而家事教育实乃最贴近生活之

教育 [3]。

（三）家事教育的范围：覆盖多个领域

杨卫玉于其文中指出，家事学科的范畴主要涵盖社

作者简介：李书琪（1999.7-），女，汉族，河南洛阳，

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院（学前教育系）2022级家政学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政学、儿童发展与早期教育。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诸如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经

济学、人事管理学、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园艺农事等

科学。而教育的内容则包含经济、设备、教育、卫生、

管理、食事、衣服、娱乐、交际、建筑等诸方面 [1]。

（四）家事教育的目的

在《家事教授革新之研究》一文中，提到教育的目

的在于使人人各展其长，以适应社会的实际生活，从而

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家事教育的目标则是以衣、食、

住为三大纲领，并辅以育儿和养老 [3]。

二、杨卫玉关于家事教育发展脉络的梳理

（一）女子教育的萌芽期

杨卫玉在其《我国家事教育之演进》一文中，对女

子教育与家事教育的发展历程予以梳理 [4]。他提出了一个

有别于当时其他教育家的观点，以嫘祖教民间妇女育蚕、

伏女传经和班昭续史为例，证明女子教育的起始时间亦有

数千年之久，彼时应属女子教育的萌芽阶段，教育内容涵

盖妇德、蚕丝、纺织、缝纫、酒酿、烹饪等。然因当时的

教育主要以家庭教育为方式，故而常为人们所忽视。

（二）女子新教育萌芽时期

1982 年至 1903 年，乃是中国女子新教育与家事教育

的萌芽时期。此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 1825 年至

1881 年，彼时西方文化入侵，教会学校兴起，收纳女生，

教授西文、圣经、女工及烹饪等课程。此举终结了中国

女子无学校教育的滞后状态，开创了我国女子学校教育

之先河。杨卫玉认为，教会女子学校虽意在思想入侵与

传教，但对中国自办女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二

为 1901 年至 1903 年，慈禧太后割地赔款，致使国民对救

国渐有新觉悟，政府亦开始准许设立私人女学，但其旨

在控制女性回归家庭。例如奏定学堂章程中提出：“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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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

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蔑视父母夫婿之风，

故女子只可终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

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

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由此

可见，政府的介入限制了女子教育的内容与范围，实则

仍为政府服务。

（三）家事教育建设时期

1904 年至 1907 年，是中国家事教育之建设时期。因

奏定学堂章程，将女学纳入教育法令，且于普通司师范

教育科中，列女子师范为其职掌，学部亦颁布女子师范

学堂章程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此举使女子教育在中国学

制中已获法令地位，地位大幅提升，然其目的仍为培育

贤妻良母，令女性回归家庭。

（四）家事教育初兴时期

1913 年至 1918 年，为中国家事教育之初兴时期。此

时，各学校纷纷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并将家事教育列为

必修课程，家事教育遂于不同层次之教育中皆有涉猎。

杨卫玉于文中提及其所任职之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及其附属小学，不仅具备家事之设备，且试行儿童公育，

以作保育之实习。

（五）家事教育中落时期

1919 年 至 1922 年， 是 中 国 家 事 教 育 之 中 落 时 期。

“五四运动”引发新文化思潮，呼吁女性走向社会，致

使民众将培养贤妻良母之教育视为落伍思想，家事教育

遂渐趋落寞。然杨位玉认为，家事教育之中落，非仅新

思潮之影响所致，“家事教育本身，教材欠妥，教法欠

佳，一般青年女子，觉家事教育枯燥乏味，因而厌恶

之”，此亦为家事教育中落之一重大原因。

（六）家事教育复兴时期

在 1923 年至 1932 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家事教育的

复兴阶段。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动荡不安，民生困苦。

因此，应当倡导将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以提升

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推动家事教育的复兴。（表 1-1）

三、使家事教育以事实为出发的措施

“中心统合主义”是杨卫玉所倡之策略，也就是说

表1-1　家政教育发展阶段

阶段 时间 背景 事例 教育内容 教育形式 地位 教育目的 作者观点

女子教育萌芽 数千年之久
对女子教育
史存在误区

以螺祖教民间妇女育蚕；伏女传经；班昭续
史

教育内容为妇德、
蚕丝、纺织、缝纫
、酒酿、烹饪等家

家庭教育 无制度
教育目的是培养女

性主持家事
反对当时中国教育使者的论断

中国女子新教
育萌芽时期

（中国家事新
教育萌芽时期

1825-1903

西方文化入
侵；

1825年，由西方人引进，女性首次接受学
校教育的时间。1901 慈禧太后割地赔款，
政府准许设立女学，女子教育受国家公认；
1903修改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在学制上，
开始有位置。教育范围小以家事为本位

西文、圣经、女工
、烹饪。

学校教育（教
会学校）

中国的学制上，
并无地位

传教
教会女学的创办和发展,结束
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
状态慈禧太后割

地赔款，民
众对女子教
育逐渐开始

中国家事教育
建设时期

1904-1907

奏定学堂章程，将女学归入教育法令；普通
司师范教育科中，列女子师范为其职掌；学
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及女子小学堂章
程

学校教育
已取得法令之地

位
培养贤妻良母

从教育目的和教育意义上来看
过于狭义

家事教育初兴
时期

1913-1918

各省亦都有女子师范学校之设立，家事教育
定位为必修课程；兴职业教育之呼声非常热
闹，因此各省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小学，
不但设家事科的课程，且具有相当之设备，
如模范家庭，家事实践室’

高等、职业、
小学都有家事
教育的课程。

高等学校：培养中
等家事师资

家事教育中落
时期

1919-1922
五四运动，
新思想高潮

各处未设家事教育之校，固然不再设置，即
已设家事科之学校，亦复毫无生气

学校教育
视贤母良妻主义
之教育，为落伍

的思想

一半固受新思潮的关系，一半
在家事教育本身，没有适当的
教材，没有优良的教法，

家事教育复兴
时期

1923-1932-

内外环境激
荡，民生疾
苦，提倡职

业教育

新学制的颁布有比较完善的家事课程纲要之
颁行；对职业教育提倡，家事教育包含在
内，于是各省市的女学校，又把家事科重整
旗鼓起来，教部的职业学校法，把家事学校
列入系统内，而所定的家事教育科目，亦详

学校教育（职
业）

没有好的师资，所以还没有显
出成效

表1-2　课程细则

事项 修身 家政 理科 缝纫 算术

衣服 衣服之目的及爱惜 衣服之整理及储藏法 衣服之洗濯石鹻之制造及利用 衣服之裁缝 衣料之购置及时值

饮食 调节饮食 食物之选择割烹 饮食物与生活之关系 食料之购置及成分

居住 居室之整理 居室之设备 采光通气 窗幔桌衣之裁制 居室修理之工料

养老 敬老 老人之安慰侍奉 老人与衣服饮食之关系 制作老人之衣服帽履

看护 博爱 病人之衣食居室 药品之选择用法 药剂之成分价值

育儿 慈幼 幼儿之保育法 哺乳与乳汁之配方 小儿之衣帽 小儿衣食之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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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完全将各科统合于家事教育之中，而以实习为要枢，

研习与家事间接或直接相关之知识技能。且列举家事教

育诸系统之内容细则（表 1-2），并以修身、家政、理

科、缝纫、算术等方面予以阐释。

在设备方面，杨卫玉亦提出应以事实为出发点。他

认为，教材虽贴近事实，却非真正的实际。若要使学习

以事实为出发点，事实因学习而明晰，便应以实习为主

干。而要进行实习，则需重视设备。他以建设学校为例，

阐述了如何通过学校场所让学生接触社会实践。他提出，

在选址、建筑、购置等方面，都应经过学生自身的思考

来实现；将房屋设计图纸公布于公共场所，供全体师生

评定；在开工建设时，让学生观察施工顺序，计算工料

价值；何处应如何布置，室内应使用何种物品，物品应

如何摆放，房屋应如何装饰，都应由学生自行思考。如

此，方能使学生达到贴近事实的目的 [3]

四、杨卫玉家政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拓展女子教育意义的外延

杨卫玉认为，中国女子职业教育之所以不发达，是

由于将女子职业范围看得过于狭隘所致。因此，他从推

动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杨

卫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最有权力推动社会进步的

便是女性。因为家庭教育、经济管理等皆掌握在女子手

中，此外，下一代国民的健全与否以及现代国民的和谐

相处与否，关键亦在女子手中。当时的女性大多为农村

女子，虽终年辛勤劳作于田间或家中，但因缺乏教育，

以致一生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对社会大局并无太大作

用。而都市中的女子，除一小部分平民阶级的女子尚能

维持清苦生活、主持家务外，其余大部分女子整日所想、

所做的，皆是消费享乐之事。故而，欲改造社会，当从

女子教育入手 [1]。

（二）纠正女性对家事教育的偏见

在民国时期，女性的思想逐渐获得解放，其社会

地位亦逐渐提升。此时，出现了男女应承担相同社会责

任的主张。然而，杨卫玉认为这是对社会服务内涵的误

解。他指出，社会事业并非孤立的事业，也非单纯专注

于外物的事业，而是涵盖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多元事

业。所以，女子若仅关注国家而忽视家庭，或仅关注家

庭而忽视国家，皆为未尽职责之表现。社会事业乃人人

应负之责任，然并非人人皆需承担相同之责任，而应根

据性情与能力进行分工分职。杨卫玉总结了社会事业的

内容方面，认为最为重要的为儿童保护事业、生活改良

事业以及生活维持事业。而对于上述职业，只有女性较

为适宜 [6]。

五、杨卫玉家事教育思想产生的价值

（一）高等教育设置家政专业的定位提供历史层面的

支持

杨卫玉提及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特设家事教育专

科，就是养成中等家事教育之师资。这为当前高校开办

家政专业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层面支

持。培养家政师资是提升家政服务质量的关键所在。家

政服务是一项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高要求的工作，唯

有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能够胜任。高等教育开设

家政专业，可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与实践教学，使学生

掌握家政服务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本科院校作为高

等院校的“主力军”，应解放思想，积极办好家政学专

业，探索构建家庭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努力为家政产业

培育高端人才 [7]。

（二）将高校实习与普惠性托育相联合

杨卫玉所任职的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

小学，不仅具备家事教育的设施，还进行了儿童公育的

试验，以作为保育实习的实践。在当前学生培养过程中，

设置普惠性托育机构时可与高校联合，提供实习点以增

强实践能力，同时缓解托育服务供给的短缺。联合可为

高校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实习机会。高校实习是学生将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的关键环节，而普惠性托育机构

则是提供儿童托育服务的重要场所。二者的联合可使学

生在实习过程中接触和了解更多托育实践，提升其专业

素养和实践能力。通过与托育机构合作，高校可为学生

提供更多实习岗位，使其接触到更多不同年龄段和特殊

需求的儿童，从而培养更全面的视野和对儿童发展的深

入理解。此外，联合还可提高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服务质

量。托育机构是为儿童提供安全、健康、快乐成长环境

的重要场所，而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专业知识，

可为托育机构提供专业咨询和培训支持。高校师生可通

过与托育机构合作，为机构提供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

技术，帮助普惠性托育机构提高服务质量。

（三）重视家政教育的相关机构

杨卫玉在《女学校与家事教育》文章中提到教育局

要设有家事教育科专司其事，更有专门学校以从事研究，

哈肥氏 Press Harvey 言曰：妇女之责任在使家庭有益于社

会，然则吾人应研究者，妇女应知何事，应习何术，使

可胜任其责，于是不得不专设学校，以为研究之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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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家政教育研究的机构能够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高质量

的教育培训。家政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还包

括多种技能，例如家居清洁、婴幼儿及老人的照料、烹

饪等。这些机构可以开设专业课程，培养家政服务人员

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沟通技巧，从而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服

务水平，以满足家庭对家政服务多样化的需求。此外，

家政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服务行业，有必要建立一

套完善的规则和标准，以确保服务质量和安全。相关机

构可以通过研究来制定家政服务相关的法规和行业标准，

从而提升家政服务的专业水平，并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

展。目前，家政工作常被视为一种低技能、低地位的职

业，这导致了人才流失和职业发展上的困难。相关机构

应提供职业培训和进修机会，以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职

业素养和发展潜力，使他们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提升

社会地位的机会。

结语

综上所述，杨卫玉的家事教育理念不仅为当时社会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现代家政教育的进

步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提出的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立

家政专业、将高校实习与普及性托育服务相结合，以及

重视家政教育相关机构的发展等策略，均对现代家政教

育与家政服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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