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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兰卡斯特是英国民众教育的积极践行者和民众教育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民众教育实践活 动

分为英国和美国两个阶段；他倡导并积极推行导生制的动力源于其民众教育的思想；他提出的一些教育建议

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如实施强迫教育、清除道德败坏教师、关注女孩教育、为学生建立公费保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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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卡 斯 特（Ｊｏｓｅｐｈ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１７７８—１８３８年）是 英 国 民

众教育倡导者和导生 制 的 先 驱 者，是１９世 纪 英 国 教 育 史 中

一位重要任人物。兰 卡 斯 特 著 述 主 要 有《教 育 的 改 进》（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８０３年）、《不 列 颠 的 教 育 制 度》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８１２年）、《我 的 生 平 概

述》（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ｙ
Ｏｗｎ　Ｌｉｆｅ，１８３３年）。其 中，《教 育 的 改 进》一 文 是 他 民 众 教

育思想的代表作。

一、兰卡斯特是民众教育的积极践行者

兰卡斯特的一生都在努力践行其民众教育理念，即积极

推广他的导生制教学制度。其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英国时期和美国时期。

（一）英国时期：伦敦巴勒路学校的导生制实践
兰卡斯特在英国的导 生 制 实 践 主 要 是 在 其 自 己 建 立 的

巴勒路学校（Ｂｏｒｏｕｇｈ　Ｒｏａｄ　Ｓｃｈｏｏｌ）。１７９８年１月，实足年龄

只有１９岁的兰 卡 斯 特 在 绍 斯 沃 克 的 巴 勒 路 建 立 了 一 所 小

学。根据他在学校门口贴的布告看，他的学校对穷人孩子实

行免费：“凡愿 意 送 孩 子 到 这 里 接 受 免 费 教 育（课 本 费 用 除

外）的人请注意：那些 不 能 证 明 符 合 免 费 条 件 的 人 将 付 少 量

的费用，每星期４个 便 士；付 不 起 费 用 的 则 免 费。”［１］（Ｐ２０）学

校发展很快，１８０３年，巴勒路 学 校 里 有 将 近３００个 男 生。到

１８０５年 已 有 ７００ 多 男 生 了，此 外 计 划 再 招 ２２０ 名 女

生［２］（Ｐ３１）。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矛盾，他建立了与贝尔（Ａｎ－
ｄｒｅｗ　Ｂｅｌｌ）① 导生制相似的教学制度②。

按照兰卡斯 特 的 导 生 制（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学 校 教 学

几乎全部由学生负 责。学 校 分 若 干 班 级（ｃｌａｓｓ）。每 个 班 任

命一个导生（ｍｏｎｉｔｏｒ）。这 位 导 生 不 仅 负 责 教 学，而 且 负 责

“全班学生的品行表现，维持秩序，教室的卫生。并且要提交

日、周和月报告，汇报学 生 学 业 的 进 步 情 况、教 学 进 展 情 况、

学生出勤情况等”［２］（Ｐ２１）。

学校有个负责管理的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ｒｕｓｔ），负 责 日 常

管理。办公室人员由若干导生组成。各位导生职责明确，有

的负责奖励③，有的负责品德评价（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ｍｅｒｉｔ），有 的

负责卫生，有的负责管理将近３００块拼写板（ｓｌａｔｅ）。担任导

生的学生个个忠于 职 守，工 作 起 来 一 丝 不 苟。这 也 是 因 为，
担任导生不仅是荣 誉，而 且 也 有 实 际 好 处。比 如，导 生 的 住

宿和服装也是免费 的。因 此，学 生 都 向 往 担 任 导 生。不 过，

导生的选择也很严格，一般要通过考试来选拔。不仅要求导

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 力，而 且 要 求 发 音 正 确，并 知 道 如 何 教

学。此外还要求担任导生的学生性格活泼、勤奋、可靠、品行

端正、具有服从的品质［２］（Ｐ３４）。当选导生还要经过教师的 专

门培训才能上岗。
巴勒路学校注重宗 教 教 育 和 读 写 算 基 本 知 识 教 育。这

一特点可以从巴勒路 学 校 使 用 的 教 材 上 看 出。该 校 的 教 材

主要是《圣 经》（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圣 约》（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特 纳 博 士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ｎｎｅｒ）的《简明艺术与科学导论》（Ａ　Ｅａｓｙ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④、特里默女士（Ｍｒｓ．Ｓａｒａｈ
Ｔｒｉｍｍｅ）的《简明自 然 知 识 导 论 和 圣 经 儿 童 读 本》（Ａ　Ｅａｓ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马

蒂内特（Ｊ．Ｆ．Ｍａｒｔｉｎｅｔ）的《儿 童 自 然 问 答 手 册》（Ｔｈｅ　Ｃａｔｅ－



ｃｈｉｓ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瓦 茨 （Ｉｓａａｃ
Ｗａｔｔｓ）的《赞美诗儿童读本》（Ｈｙｍ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兰卡斯特导生制教学有两个基本目的：“第一，将基本技

能 教 给 学 生，第 二，教 会 学 生 通 过 这 些 技 能 获 取 知

识。”［２］（Ｐ４３）导生制教学注重反复练习。在兰卡斯特 看 来，重

复读单词作用很大：“反 复 地 读 同 一 个 单 词 有 助 于 牢 固 地 记

住它们，而使记住的单词的总量得到增长。”［３］（Ｐ２４）因此，“练

习、重复复习和实践是导生制学校体系的中心。”［４］（Ｐ７６）学 校

还拥有一个图书馆，藏书３３０册，对这些图书，兰卡斯特十分

珍惜，免费借给优秀 学 生。他 认 为，让 儿 童 阅 读 这 些 图 书 也

是一种便宜的、具有拓 展 意 义 的 教 学 手 段，还 有 助 于 激 励 学

生在学习方面展开竞争［１］（Ｐ２６）。
巴勒路学校与众不同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一

些人看来，“他的教学制度似乎可以解决民众教育的问题，于

是，巴勒路学校成 了 朝 圣 之 地”。许 多 人 慕 名 前 来 学 习 导 生

制方法［１］（Ｐ２０），到１８０５年，前 往 参 观 的 除 了 教 师 之 外，还 有

“外国王子、大使、贵族、著名女士、平民、主教和大主教、犹太

教徒和土 耳 其 人 等”［１］（Ｐ２２）。因 为 兰 卡 斯 特 的 影 响 与 日 俱

增，国王乔治三世（Ｋｉｎｇ　ＧｅｏｒｇｅⅢ）曾专门接见他，高度赞扬

了他的导生制并给了１００英镑资助。
为了宣传他的 导 生 制，１８０７年 到１８１１年 间，兰 卡 斯 特

到处演讲，据记载，仅在 英 格 兰，他 就 作 了１５０场 报 告，听 众

达５万人次［２］（Ｐ１９５）。受 其 影 响，英 国 一 些 地 方 建 立 起 兰 卡

斯特委 员 会，１８０８年，英 国 还 成 立 了 皇 家 兰 卡 斯 特 协 会

（Ｒｏｙａｌ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８１４年，皇家协会改成“不列

颠和海 外 学 校 协 会”（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同年，因为他不善经费管理和人事交往，引起“不列颠和海外

学校协会”对 他 不 满，于 是 要 他 交 出 巴 勒 路 学 校 的 管 理 权。
因此，兰卡斯特被迫离开了巴勒路学校。

１９１８年，几乎身无 分 文 的 兰 卡 斯 特 在 他 人 的 资 助 下 带

着家庭移民美国。
（二）美国时期：费城的导生制实践活动
在他还没有到美国之前，他的导生制已经在美国一些地

方，特别是纽约和费城流行开来。因此，当他１８１８年８月底

到达纽约时，受到了 州 长、市 长 和 一 些 杰 出 市 民 的 欢 迎。在

他们的眼 中，兰 卡 斯 特 开 创 了 教 育 的 一 个 新 时 代［２］（Ｐ１７３）。
但是，当他两个月后到达费城时，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人

们对他欢迎的热情不 如 纽 约 了，其 原 因 可 能 是 他 与“不 列 颠

和海外学校协会”交 恶 的 事 情 传 到 了 美 国，费 城 对 他 的 态 度

相比纽约就谨慎多了［２］（Ｐ１７３）。
尽管如此，兰卡斯特的导生制活动还是在费城得到了传

播。因为他是导生制的创始人，费城第一所示范学校（ｍｏｄｅｌ
ｓｃｈｏｏｌ）聘 请 了 他 担 任 督 导，负 责 培 训 示 范 学 校 分 校 的 一 部

分教师⑤。之后，他 还 在 同 一 校 舍 创 办 了 一 所 女 子 示 范 学

校⑥。兰卡斯特的导生制在美国引起了更多人的兴 趣，他 先

后到过马萨诸塞州、新 罕 布 什 尔 州、纽 约 州、宾 西 法 利 亚 州、
首都华盛顿和马里兰 州 的 巴 尔 的 摩 市 讲 学。他 还 在 巴 尔 的

摩市建立了一所“兰 卡 斯 特 学 院”（Ｔｈｅ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专事教师培训工作⑦。

１８２７年年末，兰卡斯 特 在 新 泽 西 州 特 伦 顿（Ｔｒｅｎｔｏｎ）建

立一所学校，后又因经费问题停办。他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办学。１８３３年，他 回 到 美 国，在 参 观 了 他 的 学 生

洛弗尔（Ｊｏｈｎ　Ｅ．Ｌｏｖｅｌｌ）在 纽 黑 文（Ｎｅｗ－Ｈａｖｅｎ）办 的 学 校 之

后又回到费城，继续作 宣 传 导 生 制 的 演 讲，同 时 他 还 对 费 城

的公立学校作了一些调 查。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２日，兰 卡 斯 特 在

纽约被马车碾压受伤，两天后去世。

１９１８年到１８３８年间，兰卡斯 特 还 到 过 加 拿 大 和 南 非 讲

学宣传他的思想。受兰卡斯特影响，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也

办过导生制学校⑧。
（三）兰卡斯特导生制实践活动的影响

１．兰卡斯特导生制对英国的影响

尽管兰卡斯特１８１８年 就 离 开 了 英 国，但 他 的 导 生 制 的

影响在英国并未因此 而 消 散。各 地 依 然 在 尝 试 导 生 制 教 学

制度。到１８５１年为止，不 列 颠 已 建 有８２６所 类 似 的 导 生 制

学校，巴勒路学校也成为早期的师资训练机构。鉴于兰卡斯

特在民众教育方面的 贡 献，英 国 教 育 界 称 其 为“工 业 化 时 代

民众教育的奠基者之一”［５］（Ｐ１４４－１４５），赞扬兰卡斯特“为联 合

王国每个穷孩子提供了一种接受教育的机会，且花费公众钱

财不多”［６］（Ｐ２４１）。还 有 学 者 认 为：“他 的 导 生 制 尽 管 存 在 不

足，但它为教生制（ｐｕｐｉｌ—ｔｅａｃｈｅｒ）铺平了道路，不断地为我

们输送了出类拔萃的教师，他将教学的前期准备变成了一种

训练。他建立了第 一 所 训 练 学 院。”［２］（Ｐ１６９）导 生 制“是１９世

纪初初等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成果”［４］（Ｐ７７）。美国专门研究兰

卡斯特的学者也认为，他建立的巴勒路学校是英国第一所教

师训练学院，对当时英 国 教 师 培 训 做 出 了 贡 献，因 为 在 巴 勒

路学校开办之后 的５０年 里，先 后 有１　２００名 教 师 在 这 里 受

到训练［２］（Ｐ１６７）。

２．兰卡斯特导生制对美国的影响

兰卡斯特在费城开展的导生制教师培训，对美国初等学

校的教师教育应该是有明显贡献的。美国学者承认，美国公

共教育从兰卡斯特的导生制 教 学 中 获 益 匪 浅，美 国 学 者（Ｅ．
Ｏ．Ｖａｉｌｌｅ）说：“也许美国公共 学 校 最 需 要 感 谢 的 是 兰 卡 斯 特

学院，而不是其他任何类似的机构。”［２］（Ｐ１６８）

二、兰 卡 斯 特 是 民 众 教 育 思 想 积 极 倡

导者

兰卡斯特从２０岁 开 始 办 面 向 穷 人 子 弟 的 学 校 到 他 去

世，将近３０年时 间，殚 心 竭 虑 地 积 极 尝 试 和 倡 导 导 生 制 教

·１５·



学，矢志不渝，这与其民众教育思想有关⑨。可 以 说，是 他 的

民众教育思想支撑了他的导生制实践活动。
首先，他不满穷人子 弟 在 教 育 方 面 受 到 的 不 公 平 待 遇。

在他看来，英国当时教育的不公主要表现为多数民众子弟没

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他揭露说：“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富人会

想方设法不计成本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是在工厂打工谋

生的人们却不可能这样。”［３］（Ｐ１）

兰卡斯特认为，其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方面从穷人方面

看，部分穷人子弟的父母没有知识，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
而且，即便一些穷人父 母 认 识 到 教 育 的 重 要 性，他 们 也 没 有

能力为子女提供教育的机会，他们的子女一旦到了可以劳动

的年龄便被父母送去劳动以赚钱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从教

育质量看，即便少数民 众 子 弟 获 得 了 教 育 的 机 会，但 民 众 教

育学校的质量低劣，无 法 与 富 人 子 弟 的 学 校 相 比 较。在《教

育的改良》一文中，兰 卡 斯 特 对 当 时 属 于 民 众 教 育 性 质 的 初

始学 校（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和 第 二 级 学 校（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作了介绍。初 始 学 校 的 学 生 一 般 为 不 足７岁 的 儿

童。学生规模一般不超过３０人。教学质量不高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师资质量不高，教师多为女性，且多数为机械工妻

子，她们教书只是为了 挣 些 微 薄 工 资 补 贴 家 用；二 是 教 学 内

容简单，主要是阅读 和 针 线 活 ；三 是 学 校 管 理 混 乱，无 序 和

喧闹是这些学校的特征。他指出，当时穷人的教育还存在犹

如“恶魔”（ｅｖｉｌ）般的 问 题，表 现 为，教 师 要 么 不 称 职，要 么 缺

乏德行；教师经济地位低下，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长对教师

也不尊重；由于各个学 校 教 师 水 平 高 低 不 一，送 孩 子 上 学 对

家长来说像是买彩票赌博，碰到好教师是运气；教室简陋，夏

天像是面包房的烤炉，冬 天 像 德 比 的 顶 峰 一 样 寒 冷，孩 子 的

健康受到损害。兰卡斯 特 强 调，由 于 这 些 问 题 的 存 在，孩 子

到这种学校读书就像“天才在摇篮时代就进了坟墓”。再者，
学校缺乏激励教师努力工作和学生努力学习的制度；各校教

学方法迥异，学生转学后被迫要花费宝贵的时间去适应新的

教学方法以至影响了学生学业的进步［３］（Ｐ３）。第二级学校的

质量和初始学校的差不多。师资质量也不高，任教的往往是

被好的学 校 拒 绝 的 教 师⑩，教 师 流 动 性 也 大。兰 卡 斯 特 强

调，穷人子弟接受的教育与富人子弟接受的教育质量有天壤

之别。兰卡斯特对此十分不满。
其次，积极倡导为穷 人 子 弟 提 供 合 适 的 教 育。他 强 调，

如果受到合适的教育，民 众 子 弟 也 会 成 为 社 会 有 用 之 才，为

社会添光增彩。反之，如果青年未能受到合适的教育便会导

致其道德毁灭，社会 也 会 因 此 失 去 了 一 些 天 才。他 强 调，对

于社会而言，人们学问和道德增长是一个福音。人们如果既

有美德又有学问，社会 就 不 会 有 任 何 损 失 了，国 家 也 会 因 为

拥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而繁荣昌盛［３］（Ｐ１２）。
再次，呼吁关注女孩教育。兰卡斯特对社会底层女孩的

教育状况更为不满。他强调，如果那些被遗弃的在伦敦街头

流浪的女孩得到合适的教育，她们的生活和幸福便会得到保

证。他建议用公共捐助建一些女子学校，呼吁社会应当关注

女子学校的建立并以特殊的方式进行改革［３］（Ｐ１３）。
第四，主张实施一定 程 度 的 强 迫 教 育。他 在《教 育 的 改

进》中提醒人们，有一个问题值得整个社会重视，这个问题就

是需要尽可能地强迫儿童按时接受教育［３］（Ｐ１７）。他知道，在

当时那个时代，强迫每个儿童接受教育不现实。因此他建议

从一些慈善社团学校选择一批适合做学徒的学生，让他们通

过抓阄来决定能否获 得 学 徒 费 用 的 机 会，但 设 个 资 格 条 件，
即每个抓 阄 者 必 须 能 够 证 明 他 接 受 过 一 定 时 间 的 学 校 教

育［３］（Ｐ１７）。他 的 意 思 很 明 显，即 通 过 这 种 做 法 强 迫 儿 童

入学。
第五，建议改善穷人教育的师资队伍。在《教育的改进》

一文中，他呼吁 为 穷 人 子 弟 就 读 的 学 校 提 供 合 格 的 男 女 教

师，并从教师队伍中清除道德败坏者和邪恶者［３］（Ｐ１３）。他 认

为，这样做的结果可 以 使 教 师、家 长 和 学 生 明 显 受 益 ，对 于

教师而言，可以提高他们在邻居中的声誉；对于家长而言，不

仅可以免除寻找好教师的烦恼，还可以避免自己辛劳所得中

用于教育的心血付诸 东 流；对 于 学 生 而 言，可 以 确 保 他 们 不

会再因教师无知和不称职而浪费宝贵的时光。
第六，主张学校有选 择 教 学 内 容 的 自 由。他 强 调，学 校

应当有选择宗教教学内容的自由，主张所有儿童学习所有教

派的教义，反对学校 宗 教 教 育 的 宗 派 性。他 还 认 为，对 于 学

校应该教授什么，社 会 团 体 不 要 干 涉。他 说，任 何 干 涉 个 人

权利的行为都是不值得称赞的。比如宗教教育方面，强调任

何社团都不应指令教师应该教授什么，也不要规定其宗教信

仰和教学方法。他强调，任 何 人，只 要 他 的 道 德 和 能 力 能 够

为成长的一代服务，就应该得到社会团体的保护。因此，“他

不允许他的老师和学校只宣传某一特定教义”［７］（Ｐ９５）。
第七，建议公共图书 馆 向 教 师 开 放。他 主 张，公 共 图 书

馆 ，只要藏有教育 类 书 籍，就 应 当 向 教 师 开 放，因 为 许 多 教

师还没有能力购买这些图书［３］（Ｐ１６）。
第八，提出要为学生建立公费保险制度（ｐｒｅｍｉｕｍｓ）。他

解释说，因为学生在校学习的课间时间可能会因玩耍或训练

而出意外事故［３］（Ｐ１７）。
上述的民众教育思想 实 际 也 是 他 希 望 实 现 的 教 育 改 革

目标。他知道，要想实现它们并不容易。所以他说，“我向公

众提出这些 改 革 的 目 标 的 心 情 是 忐 忑 的”，但 是 他 又 强 调，
“我相信，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目标”［３］（Ｐ１３）。

兰卡斯特是一位慈善教育家，他矢志不渝地推行其导生

制，源于他对贫穷儿童的同情：“他热切地希望能够拯救那些

闲荡在城市街头的无知无识儿童，防止他们成为各种腐朽思

想的俘虏。”［７］（Ｐ９５）一位英国学者分析说，他所创办的巴勒 路

·２５·



学校之所以与众不同，原 因 在 于“兰 卡 斯 特 是 一 位 伟 大 的 教

师，在 于 他 对 儿 童 的 理 解、他 的 人 道 主 义 理 念 和 热

情”［１］（Ｐ２０）。他的导生制对英国初等教育和教师教育发展的

贡献是得到公认的，他提出的一些教育改革建议具有明显的

超前意识，如有关强迫教育、女孩教育、学校图书馆建设和学

生保险制度的思想，也 反 映 了 他 的 教 育 主 张 的 前 瞻 性，这 在

英国初等教育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证明。

注释：

①　安德鲁·贝尔（Ｄｒ．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ｌｌ，１７５３－１８３２），出生于苏格兰的

圣安德鲁斯（Ｓｔ．Ａｎｄｒｅｗｓ）。获得神学和文学博士 学 位 后，曾 在

美国弗吉尼亚（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当过短暂时间的家 庭 教 师。１７８７年 赴

印度。１７８９年贝尔在印度马德拉斯（Ｍａｄｒａｓ）任地方督学，在这

期间，他引 进 了 一 种 由 学 生 教 学 生 的 导 生 制 教 学 制 度。１７９６

年，贝尔返回英国。１７９７年，贝尔出版《一种教育实验》（Ａｎ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ｄ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ｓｙｌｕｍ　ｏｆ　Ｍａｄｒａｓ），该

书总结了他在印 度 的 教 育 实 验 的 经 验。之 后 他 担 任 过 督 学 和

威斯敏 斯 特 教 堂 的 受 俸 牧 师。１８３２去 世，葬 在 威 斯 敏 斯 特

教堂。

②　兰卡斯特开办的学校开头并没有 实 行 导 生 制，但 随 着 学 校 规 模

的扩大，师资的匮 乏，迫 使 他 采 用 年 纪 大 的 学 生 教 年 纪 小 的 学

生的方法，这与贝尔博士的导生制十分相似。兰卡斯特１８００年

才读到贝尔写的《一种教育实 验》，深 受 启 发，并 受 到 鼓 舞，后 来

他又 在（Ｓｗａｎａｇｅ）与 贝 尔 有 过 一 次 深 入 的 交 谈，他 高 度 评 价 了

贝尔的实验。

③　根据奥尔德里奇《简明英国教育史》的 介 绍，兰 卡 斯 特 对 奖 惩 制

度十分重视，他既精心设计了 奖 励 制 度，包 括 现 金、实 物 和 荣 誉

性奖励；也设计了 一 套 惩 罚 制 度，包 括 当 众 冲 洗 蓬 头 垢 面 的 学

生，甚至包括使用脚镣和手铐等惩罚手段。

④　理查德·特纳（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ｎｎｅｒ）博 士 所 著 的《简 明 艺 术 与 科 学

导论》（Ａｎ　Ｅａｓ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是一本常

识性知识读物。１７９５年出版于伦敦。全书共１７课，涉及宗教、

哲学、历 史、地 理、天 气、语 言、诗 歌、数 学、几 何、绘 画、建 筑、雕

塑等基本知识。

⑤　该校１８１８年１２月开学，首 批 招 收 了４００多 男 生。兰 卡 斯 特 担

任学校督导，１８１８年１０月 任 职，每 月１２０美 元 工 资，１８１９年５

月合同期满离任。

⑥　该校１８１９年２月中旬开学，首批招收了３２０名女生。这所女校

和男校设在同一校舍内。兰卡斯特的１４岁女儿是该校的教师。

⑦　该学 院 最 初 是 位 于 巴 尔 的 摩 市 场 大 街５５号（Ｎｏ．５５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ｅｅｔ），后 来 搬 到 巴 尔 的 摩 东 南 角 特 博 莱 特 胡 同（Ｔｒｉｐｏｌｅｔ’ｓ

Ａｌｌｅｙ）。对此巴尔的摩市１８２２年的机构 名 录（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ｙ）有记载。这 所 学 院 在 培 训 师 资 方 面 获 得 了 成 功，受 到 好

评。但１８２４年，因兰卡斯特生病而停办。

⑧　兰卡斯特的学生 也 是 他 的 女 婿 琼 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Ｊｏｎｅｓ）在 墨 西

哥开办了一所导生制学校。

⑨　其论文“教育的改进”中虽然未出现过“民众教育”（ｐｏｐｕｌａｒ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的概念，但 他 整 个 论 文 讨 论 的 是 劳 动 阶 级（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

ｃｌａｓｓｅｓ）的子弟的教育，因 此，他 的 教 育 改 进 的 建 议 显 然 针 对 民

众教育而言的。

⑩　这类学校的 学 生 数 量 都 不 多。由 于 教 师 的 收 入 取 决 于 学 生 人

数，学生不多意味着教师收入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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