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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不仅开办极不景

气,其整体类型呈一种马鞍型, 而且从其办理过程和开设内容来看也极不平

衡。尤其就职业教育的内容而言,在机构类型上明显偏重于农业职业教育的

开办,在课程安排上则日语、日文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职教机构的

教育与管理上大多为日本人所把持。由此可见,这种奴化教育无外乎养成能

听应日本人需要的奴化人才,以实现 日本工业、华北农业 的侵华战略目的。

关键词 日伪统治 华北沦陷区 职业教育 奴化教育

在日本侵华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所经营的职业教育,是整

个中等教育领域内最不景气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教育与其他各级

各类教育一样, 无论从其开办的过程、开办的种类以及施教的内容

来看,无不体现出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实施教育的真实奴化本性, 反

映出日本欲将华北地区完全改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的险恶用心。

一

从其开办过程来看, 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就其

办学数目而论, 处于一种马鞍形的设置状态。即战争初起时,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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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教育机构尚能保持一定的办理规模,但在日伪的摧残下, 当

华北伪政权对学校教育进行所谓 恢复 之时, 各地原来的职业教

育机构反倒大为减缩,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寇欲将华北

沦陷区变成自身战争后方基地,尤其是为了增加农业粮食生产以

供其军需,职业教育机构又渐有添增。不过, 这种马鞍形办理状

况,是就整个华北沦陷区职业教育机构的开办总体数额而言,然而

结合各省市职教机构的设置现状,华北沦陷区于战争初期职业教

育尚显示出一定的规模, 主要是平津地区尤其北平市辖区内战前

就已开办的职业学校还基本存在,太平洋战争后职业教育机构的

添置, 则主要是农业地区即华北各省伪政权增设了一些农商尤其

是农业职业学校,而使职教机构在数目上有了一些添加。现借助

其时的有关资料,将这种马鞍形办理状态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战争爆发后, 华北沦陷区的职业学校, 借助战前自国民政府

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惯性,于战争初起阶段尚存有一定数目

的学校在继续办理,这些学校主要是开设在北平市辖区内的各种

类型的职业教育机构。据敌伪留下的有关材料,即 1938年由所谓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 编印的∀北京市各级中小学调查#所

示: 去岁事变(指七七事变 ∃ ∃ ∃ 引者注)以后, 现有之职业及商业

学校, 省立者一所,市立者有五所,私立者计有六十八所。 % 在这

74所职业教育机构中,真正算得上是七七事变后 创立 的职业学

校,只不过 12所,而且基本上都是 私立 ,其中数所的 创立人 或

校长 多多少少都与日本人有一定的关系,现将这些职业教育机

构开列如下(见 表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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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七七事变后一年间北平市新设职业教育机构一览表

校名
开办

时间
创立者 教学科目

学生

人数
备 注

北京市当业公会

附设日语传习所
1937. 10 当业公会 日文专科 58

校长 杜善斋,

系 当业公会主

席 

私立新光学院 1938. 4 (日)田中武 日文专科 80

创办人 田中武
系日本京都人
氏, 校长 许宗
山曾在日本早稻

田大学修业

私立新民报社附
设新民日语学校

1937. 12 伪新民报社 日文专科 239
校长 系日本人
武田南阳

私立日语簿记讲
习所

1937. 10 韩白秋 日文、簿记 24

初设于 1923 年

9 月, 后因故停
办,嗣于 1937 年

10 月复办

北京特别市国术

馆附设日语传习

所

1937. 11
伪北京特别

市国术馆
日文 8 所长 吴彦清

私立新亚学校 1938.春 孙汉沧
国文、日文、
英文、数学、

物理、化学

104
创办人 及 校
长 孙汉沧系奉
天东北大学毕业

私立业勤补习学

校
1938. 2 傅振钰

日文、英语、

数学
14

创办人 及 校

长 傅振钰曾在
日本关西学院肄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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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开办
时间

创立者 教学科目
学生
人数

备 注

私立力工建筑工
业补习学校

1938. 1. 1 邵力工

日文、英文、

建筑图案、

建筑材料等

2

1937 年 10 月 28
日 呈 报 设 立,

1938 年初才正

式招生, 因学生

仅有 2 人, 不得

已于 3 月 21 日
停课

北京亚东日华文

打字学校
1938. 3. 1 盛曜章

专授日华文

打字
28

创办人 及 校
长 盛曜章曾在
奉天日华打字学

校修业

私立益世国剧学

校
1938. 3. 1 张云翔

国文、日文、

国剧
31

男生 17人, 女生

14 人

私立中国通背拳
术专门研究社

1938. 2 贺振芳 专授国术 20

创办人 及 校

长 贺振芳系 民
众教育馆 国术
教员

私立东华国术传
习所

1938. 1.
11

赵中裕 国术专科 29

系 创办人 及
校长 赵中裕奉
社会局 批准成
立

资料来源:∀北京市职业学校之沿革#, 田红、李诚编: ∀北京近代中师、职
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 ,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第 235- 291页。

仅从上表即可见,在战争初起阶段,虽说日伪控制下北平的职

业教育机构尚有 70余所处在 办理 的状态中,但这些职业学校不

少是一些与日本有一定关系的人物、团体或机构趁战乱人们求学

无门求职无技之机, 借办学来敛财的 应时而起 的学店,所以有的

职业教育机构, 如上表所列 私立力工建筑工业补习学校 ,尚未

生 就已 死 去,那些 活 下来的 职业学校 ,也大多是凭借其教
授日文、日语来招揽生意和谋求生存。与其他常规学校教育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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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学校一般是为培养知识性劳动技术人才而开设, 且其教

育一般是带有某种 定向性 即当社会有所 需 时而且是一种具体

的需求时,它才有所 创 即有针对性地创办,所以其时所立的 职

业学校 , 或者专授日文科目, 或是兼授日文日语。也正因如此, 在

日伪的摧残和统治下,随着北平的经济日益衰败, 职业教育也在北

平地区日益缩减,尤其是传授工业技术知识技能为主的职业学校,

更是缺乏自己的生源和市场而无法继续办理。据日本文化特务武

田熙等人的调查统计,到 1939年时,日伪统治下北平地区的职业

教育机构仅有 20 校。% 其中还包括新设立的 中央铁路学院 

( 1938年成立)、弘毅铁路科职业学校 ( 1939年 5月由 北京市教

育局 准予立案)和 北京铁路学院 ( 1939年 4 月 1日正式成立)。

这三所学校的创立,显然是日寇为了加强铁路的建筑和维护急需

技术人员而开办。在这 20所职业学校中,真正属于工业职业教育

机构者,仅有 北京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一所。除了该校的校

长自事变以来一直由出身于 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的俞大纯充任

外,其余 19校中,也有不少学校的校长改换成与日本有某种联系

的人物来充任。其中如 河北省立女子家事职业学校 的校长崔叔

青,系由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 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

校 的校长,将事变时由美国西北大学毕业的林步随改换成了由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王锦第;由 北京艺术科职业学校 改名的

北京美术学校 ,则将该校的创办人兼校长王悦之先生撤下,换上

了郭淑敏,并补设日籍副校长服部亮英,该氏系日本国立东京美术

学校毕业;而新立 中央铁路学院 的 院长 , 则直接由日本人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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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太郎担当;其他各校的校长,也大多改换与日本人有一定联系或

关系的华人充任。%

据其时资料反映,即使这些职校, 也大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其中有几所在统计时已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如 私立才正高

级商业职业学校 ,于 1939年 7月,已经 呈准停办一年 ; 私立大

良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亦于 1938年度 呈准停课 ;而新立的所谓

中央铁路学院 , 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56 名学生被

分成八九个班, 其肄业年限, 三四月、五六月不定 。& 及至伪华

北教育总署总务局于 1940年 10月编制 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

统计 各种图表时, 伪北京特别市的中等教育中, 职业学校 一栏

仅有校数计 10所, 其中 高级职业学校 9所, 初级职业学校 1

所。而 9所 高级职业学校 中, 高级工业职校 2 所, 高级商业

职校 1所,其他高级职校 6所。∋ 到 1941年 12月编制 二十九学

年度华北教育统计 各种图表时,伪北京特别市的 职业学校 已只

剩存 9 校了, 其中 特别市立高级职业学校 3所, 私立高级职业

学校 5所, 私立初级职业学校 1所。(

与日伪统治下北平地区职业教育机构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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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各省市中等教育概况统计分表(北京市) ( 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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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所背驰,在华北沦陷区的其他省份中,由于日伪对农业职业教

育的开办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对此下文将予以详叙) ,所以在农

业社会的华北各省区域内, 职业教育机构的总数在战争后期反倒

有所添增,尤其太平洋战争后于 农业职业学校 方面更是这样。
如在华北地区沦陷最早的冀东地区,在其沦陷之初,日伪对职业学

校尤其初级职业学校,尚注意设立,然而到七七事变爆发时, 整个

伪冀东政权控制区域内的职业学校,就只有开设于通州的 一个初

等农科职业学校 了。% 这种状况, 到太平洋战争后有所 改观 。

据伪冀东特别区于 1944 年向伪华北政府申报的有关材料,为了

达到决战教育体制 , 其地其时已有职业教育机构计共 9所。其

中: 区立职业学校 1所, 学生 317人; 县立职业学校 6所, 学生

1075人; 私立职业学校 2所,学生 298人。& 又如在职业学校开

设状况最差的山西, 据伪华北教育总署总务局于 1940 年 10 月编

制的 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 和 1941年 12月编制的 二十

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 的各种图表,伪山西省政府辖区内的职业

教育机构, 1939学年度时还是一大空白, 1940年度时才有 省立初

级职业学校 1 所。该校 3个学级, 126名学生,而且都是男生。∋

但到 1945年 6月时,该省 现有职业学校六处 ,其中仅 1944年度

设置者,就计有 雁门道立忻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河东道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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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初级农科职业学校 和 太原市立初级商科职业学校 等三处。%

为了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其时职业教育开办的大概情形,现将日伪

留下的比较齐全的 1939学年度和 1940学年度两年伪办职业学校

的统计数据列表如次(见 表二 、表三 )。
表二: 1939学年度伪华北政权下职业学校概况表

项 目
国、省

(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总 计

学校数

男 7 1 9 17

女 1 2 3

计 8 1 11 20

学级数

男 31 1 54 86

女 9 9 18

计 40 1 63 104

学生数

男 914 23 1933 2870

女 306 1 108 415

计 1220 24 2041 3285

教职员数

男 180 5 232 427

女 30 21 51

计 210 5 253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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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国、省

(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总 计

全年经费数

男 240484 20 2760 00 256378 00 499622 20

女 39775 00 16524 00 56299 00

计 280259 20 2760 00 272902 00 555921 20

资料来源: 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中等教育概况统计总表 ( 1940

年10 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 全宗号 2021

( 2) ,案卷号 21。

表三: 1940学年度伪华北政权下职业学校概况表

项 目

省(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总 计

学校数

计 3 10 13 2 2 9 2 11 26

男 2 10 12 2 2 5 1 6 20

女 1 2 4 1 5 6

学级数

计 20 50 70 7 7 33 27 60 137

男 18 42 60 6 6 18 23 41 107

女 2 8 10 1 1 15 4 19 30

学生数

计 418 1429 1847 188 188 748 2821 3569 5604

男 390 1265 1655 166 166 572 2625 3197 5018

女 28 164 192 22 22 176 196 372 586

教职员数

计 122 165 287 17 17 152 39 191 495

男 97 164 261 17 17 117 35 152 430

女 25 1 26 35 4 3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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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省(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总 计

全年经费

数(元)

岁

入
9070420 3941466048485080 15120001512000 2805760068911 60 3498760 849458 40

岁

出
8911841 3941466048326501 15120001512000 2805760068911 60 34948760847872 61

资料来源: 二十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中等教育概况统计总表 ( 1941年 12月)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2) ,案卷号 21。

二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寇为了将华北沦陷区改变成为他们的粮

食生产和供应基地, 实现其 日本工业、华北农业 的侵华战略目
的,故在华北沦陷区于职业教育机构的开办类型上,明显呈现一种

偏科 状态,即偏重于农业职业教育,借以养成他们需要的农业技

术人员。

前文已揭, 早在伪冀东政权时期,其时冀东沦陷区所办理的唯

一一所职业学校,即是初等农科职业学校。伪华北政权出台之后,

在华北沦陷区办理极不景气的职业教育中,除平津二市外, 其他各

省所辖区域内的职业教育机构, 无不以农业职业学校为主。如在

1939学年度时,其时河北省有伪办职业教育机构 4所, 其中初级

农业职业学校 2校、初级工业职业学校 1校,其他高级职业学校 1

校,然而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数是, 2所农校计 252人, 1所工校仅

24人, 1所其他高级职校也只有 56人,后二者合计之数不及农业

职业学校学生的 1/ 3;河南省伪办职业学校仅为 1所, 亦为初级农

业职业学校,学生 130人;山东省伪办职业学校 3所, 其中初级农

业职业学校和初级工业职业学校各 1 所, 学生数则分别为 120 人

!99!

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



和 80人,另 1所为高级商业学校。% 到了战争后期尤其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这种职业教育偏于农科情状更为严重。如前引山西省,

直到 1940年时才有 省立 初级职业学校 1所, 而该校即是 1940

年 10月设于山西太原成方街旧城隍庙的 山西省立初级农科职业

学校 。& 后来该省在 1944 年一年间又设立 3所职业学校, 其中

初级农业(或农科)职业学校就占其 2所,另 1所则为初级商科职

业学校。又如在河北省, 到 1944年时,在其为数不多的伪办职业

教育机构中,农业职业学校就占有 9处之多。它们是: 省立邢台

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河北省燕京道联立顺义初级农业职业学

校 、河北省燕京道联立三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河北省燕京道

联立良乡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省立黄村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省
立沧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省立赵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河北

省冀东道联立唐山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河北省津海道联立武清

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 此外另有 省立石门初级商业职业学校 1

处。∋ 其中于 1940年设于邢台原省立邢台中学旧址的 河北省立

邢台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学制为三年, 招收高小毕业生, 共 6 个

班,分园艺、农作两个专业, 课程除一般初中课程外, 另有作物、园

艺、肥料、土壤等 专业课 。( 不仅在农业社区, 即使如天津这样

以工商经济为主体的城市,伪天津特别市教育行政为 推进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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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茂:∀邢台市教育简史# ,政协河北省邢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邢
台文史资料#第 3辑,邢台市彩印厂 1987年 10月印行,第 86- 87页。

河北省咨送本省各道市县局处校所举办剿共讲演大会实况报告 ( 1944年 1月 11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案卷号 456。

山西省第一次省立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实录!山西省立初级农科职业学校校长报

告 ( 1941年 5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

( 2) ,案卷号 54。

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中等教育 ( 1940年 10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 2) ,案卷号 21。



育 , 亦于 1944年秋季成立了 天津市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 内分畜

产、土木和农艺农业等三科。%

除了普通正规的职业教育机构偏重于农业职业学校的开办,

日伪为了养成大批农事技术人员,还于其他学校不断地添加农科

(农事)职业教育的成份。早在 1939年伪华北政权召开 第一次教

育行政会议 时,就对农业职业教育加重了注意。在此次会议上决

定要推广初等职业教育, 并拟订注重实习办法八条,通饬各伪省市

遵照规章各视地方实际需要情形设法推进,其中于农业职业教育

尤有强调。1940年 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 召开时,日伪再次就职

业教育问题进行研讨。在此次会议上,伪河北省代表还拟请在伪

北京大学的农、工两学院附设农、工职业师资养成所,借以养成农、

工职业教育的师资。当年,伪华北教育总署还决定加大力度 施行

农事教育 ,指令 各级学校酌添农业科目, 注重圃场工作, 使学生

从事于实际劳动 ,在农业社区 更以学校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关为

中心, 作出各种方案,联合乡镇公所及公私立农事机关, 推行农事

教育于一般农民 。& 1941年 6月,伪华北教育总署 为集思广益

以期推行农事教育之计划万全起见 ,聘定所谓 农业专家 及伪北

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伪师范学校院长以及伪教育总署内各关系局

长、科长等,成立了所谓 农事教育设计委员会 ,拟定了 农事教育

实施草案 及 试办农事教育学校补助费预算草案 等, 意欲借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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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施政方针 ( 1940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

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 2) ,案卷号 5。

教育总署第五次教育行政会议天津特别市报告书 ( 1945年 6月) ,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 2) ,案卷号 51。



决 养成农事教育之师资问题 。% 作为一种配套举措, 当年 10 月

伪华北教育总署还制定了 储备农事教育人员选拔委托生办法 ,

并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二年级以上学生,开始了所谓 农

事教育委托生 的选拔。同时,伪华北教育总署还通令各省市伪教

育厅局 注重生产教育 , 筹设包括农业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种 职业

补习学校 。随后不久,根据 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 上伪河北省代

表的提案要求, 还赶在 1942年春季在北京筹立了 农事教育人员

养成所 , 由华北沦陷区四省的伪教育厅考选高中及其同等学校毕

业生, 保送入所训练, 以造就农业师资 。除此而外,伪华北教育

总署于加强农事职业教育方面,于 1942年还作出了几项较大的举

措,这就是选定中等学校添授农业课程、选定普通小学附设农业补

习班, 以及举办 农事教育人员暑期讲习班 等。& 至此可见, 在普

通正规的职业学校之外, 伪华北政权于农业职业教育方面, 还举办

了一系列的包括高等、中等及初等教育层次在内的各种类型农事

或农业职业教育机构,现根据这些教育机构的不同教育层次,分别

稍加说明。

一是有关农事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自 1940年所谓 第二次

教育行政会议 上伪河北省代表提请设立培养农事教育师资人员

机构以来,日伪即重视农事职业教育人员的养成。1941 年 10月,

伪华北教育总署开始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二年级以上学

生选拔所谓 农事教育委托生 。此次选拔委托生,每年级 4名,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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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在原习科目外,加授教育科目,并给予津贴。其中由四年级

选出的 4名委托生, 到 1942年暑期即按时毕业,并根据 农事教育

委托生服务办法 ,分往河北、山西、河南三省 服务 。第二批出校

者,分往河北、山东二省 服务 。% 继选拔 农事教育委托生 之
后, 1942年春,伪华北教育总署又在伪北京大学农学院成立了所

谓 农事教育人员养成所 , 以为将来农业学校师资之准备 ,其培

养目标为 中等学校农业课程教员 及 教育行政机关主管农事教

育职员 。学生由冀、豫、鲁、晋四省伪教育厅就高中及同等学校毕

业生考选保送。其中河北 9名、山东 8名、山西 7名、河南 6名, 此

30名学生 是为第一班学生 ,学习期限二年。 所长 由伪北京大

学农学院院长兼任。当年 5 月 12月即举行 开学典礼 。& 接第
一班之后, 1943 年度又招有第二班, 并 应农事教育需要 而 扩

充 班次 。∋ 随伪中央教育行政创办 农事教育人员养成所 之

后,伪河北省教育厅亦筹设有 农业教员养成所 , 并以此为基础逐
渐改组扩展为 农业专科学校 。1942年暑期时,伪华北教育总署

又借伪北京大学农学院, 举办了 第一届华北农事教育人员暑期讲

习班 ,以此来 补充现任农事教育人员之学识,并促进其教学效

能 。学生来源系由各伪省教育厅选派 农业职业学校 现任教员
30人,学习时间共两星期,学习内容分特别讲演及农业科目二种,

尤注重精神训练及农事教学之实际问题 。到 1943年暑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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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施政辑要(民国三十年度) ( 1944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 2) ,案卷号 5。

教育总署三十一年度施政概况 ( 1942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

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 2) ,案卷号 5。

教育总署三十二年度施政概要 ( 1943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

总署档案 ,全宗号 2021( 2) ,案卷号 5。



第二届时, 训练时间与受训人数仍然是两星期和 30人。% 除此等

学校培训机构外,日寇为掠夺华北棉产资源, 还于 1939年时指令

伪北京大学农学院与 华北棉产改进会 合组 植棉技术人员训练

班 ,借以 作育植棉技术人材 。& 到 1943年时, 在这种 训练班 

的基础上,日伪即在河北邯郸设立了 华北棉产改进会邯郸训练

所 和 邯郸县棉作专修学校 。其中 邯郸训练所 计有学生 172

人,其来源分别为河南 50人、山西 17人、保定 18人、石门(今石家

庄) 17 人、邯郸 70 人; 棉作专修学校 则为每期 7 个班, 每班 9

人,计 63人,在其办理三年间共计培训学员 200余人。∋

二是于中初等学校教育中农业职业教育成份的添加。由伪华

北临时政府教育部于 1938年 8月 24日公布的 中小学暨师范学

校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 , 可知在华北沦陷区,无论对于初

级中学、高级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 均应于 劳作科 中 授以关

于农艺及工艺 之技能,将农业知识技能作为普通学校内的正常课

程内容来传授。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了加强华北沦陷

区的 战时体制 下粮食生产和侵略战争食粮供应基地的建设, 由

伪华北教育总署的 农事教育设计委员会 作出决定,自 1942年暑

期后,于中等教育层次中 选定中等学校添授农业课程 ,于初等教

育层次中 选定小学校附设农业补习班 。其中 中等学校添授农

业课程 一项, 为慎重起见 , 先由华北四省伪教育厅选定师范、中

学各 1处,共计 8校,尽先添授,由伪华北教育总署补助经费, 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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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试办 。到 1943年时, 又于各省 各加选师范及中学各一校 , 连

同原选 8校总计 16校。到 1944年时, 据当年伪教育总署的 施政

辑要 ,在前此两年的基础上, 继续增选 。这种于中等学校添授

农业课程, 其目的是 为养成学生勤劳习惯,并使其略具农业知识

及技能,俾毕业后能实际从事农村工作 。% 至于 小学校附设农

业补习班 ,其目的乃在于 为培养多数实际从事农业工作之基础

人才 ,亦自 1942年暑假后开始实行。其办法是由华北各省市伪

教育厅(局)选定小学校 20校,附设 农业补习班 一班, 招收小学

校毕业生, 施以农业补习教育 ,故其教育程度相当于初级中学教

育或初级职业学校, 只是肄业期限为一年而已。这种补习班每班

学生以 30人为原则,其中河北、山东两省各选 4 校, 河南、山西两

省各选 3校,京、津、青三市各选 2校,同样由伪华北教育总署给予

一定的经费补助。1943 年时, 在原有的基础上, 每省又增选同样

的校数, 计整个华北沦陷区开办这种 农业补习班 的小学增加到
40校。到 1944年时, 在前此基础上, 于各省市 继续增选 其校

数。& 为了使这些农事教育的措施及项目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

实,伪华北教育总署打着 明 各省市农事实际办理情形以便督促

改进 的旗帜,还派出相当人员进行督促检查。如 1942年 12月,

即派出了伪北大农学院副教授朱延 等人,前往冀、豫、鲁、晋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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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平市等地 视察 ,以及加强此类农事教育的办理。%

三

在日伪统治下, 作为奴化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

教育虽说其开办目的是为了养成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的技术人员

和技术工人,但与其他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一样,日伪在这种学校中

亦将日语日文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之一,让日本语文在职业教育

的教学层面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华北沦陷区的职业学校里, 日语教学, 在课程内容中占有相

当大的比例。这种情况从前列 表一 可以见其大概。而在此表所
列之前一年即 1938 年北平地区正在办理的 74所职业教育机构

中,除了数所专授汽车驾驶技术、数所专习国画(传统中国绘画艺

术)以及数所专授国术(传统中国武术)之类的职业学校外, 其他很

少有在 教学科目 中不设有 日文 或 日语 者, 甚至连教会组织

创办的 私立青年会英文夜学校 ,也是日文和英文并设。而在所

有开设有日文或日语课程的职业教育机构中, 几乎均将日文或日

语安排在仅次于 国文 的第二课程位置。至于那些诸如 北京市

当业公会附设日语传习所 、私立新民报社附设新民日语学校 、

私立大同日语补习学校 等以传授日语为目的而开办的职教机

构,更是于 教授科目 中只列有 日文专科 。& 又如开设在河南
开封的 河南省立开封初级农林学校 ,该校开设于 1940 年, 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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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地区沦陷后日伪开办的 第一所公立中等学校 。这是一所以普

通中学教育为主的 戴帽 的职业学校, 即于普通中学外加一个 高

级班 从事职业教育。该班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常规中学的

国文、修身及数、理、化、史、地等, 一是农业职业学校教授的作物

学、土壤学、育种学、园艺学、肥料学等, 再就是作为必修课的日

语。%

正因为其时不少职业教育机构是以传授日语为其主要教学

内容,借此授予求学者与日本人打交道并求得谋生的机会,所以

其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就往往将各种类型的日语学校、日语传

习所等教育机构, 视为职业学校之一类。如设有青岛的 青岛日

华女学院 ,即是一所典型的教授日语为主的职业教育机构。该
校 以专收中国女子教授日语高等普通教育及女子必要之技艺而

谋日华两国间之融洽为目的 , 所收学生以中国小学毕业年龄在

14岁以上之女子,或女子中学校初级部毕业生, 或具有同等之程

度者,其修业年限为两年, 第一学年的 学科课程 , 日本语每周

为 10课时,而中国语仅为 3 课时, 第二学年的 学科课程 , 日本

语每周为 5课时, 而中国语仅有 2课时,至于真正属于职业上之

教育,则仅于 技艺 一项 授以打字必要之教育 。& 又如设在石
门(即石家庄)的 石家庄新民会附设日语商业夜学院 , 亦是一

所典型的以传授日语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职业教育机构。该校名

为讲授商业知识和技能,但日语教育几乎为其惟一的办学目的,

所以早在 1938年 10月间,该校就派出了自己的 赴日学习 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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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生。%至于前引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于 1938 年编印

的∀北京市各级中小学调查#, 更是直接将各有关日语传习所或日

语学校列作 职业学校 的类别之中, 如 私立大同日语补习学校 

等即是,又如 业余日文传习所 、北京特别市国术馆附设日语传

习所 等亦是。

此外,有必要介绍一下沦陷时期日伪在华北各地开设的 日语

学校 或 日本语学校 。这类学校,并非是日本人为其在华北的移

民或居留民子弟开办的学校, 而是与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办理的一

般中小学及师范学校一样, 归属于伪华北政权治下的普通教育体

系,以招收中国学子学习日语为主要课程和目的的教育机构。七

七事变后,因日语日文用途日繁,日伪即在沦陷区各地纷纷办起了

这种 以教授日本语文为目的 的学校。与普通的中小学相比, 这

类学校除传授日本语文外,在学制年限上一般是两年, 而且其学生

入校前都有一定的学校经历和学业基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带有

培训性质。然则开办初期,这类学校比较杂乱,尤其学校教学水平

和学生入学基础极不整齐,而且随着奴化教育的推进, 各地公私立

日本语学校日见增多, 内容既极复杂 ,而且 名称亦不一致 。于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于 1942年 2月拟订了∀整顿日本语学

校暂行办法#( 17条) , 并于 21 日 以署令公布 。& 该 暂行办法 

规定: 为统一名称免除混淆, 所有以教授日本语文为目的之学校

统称为日本语学校 , 旧有学校名称分歧与此项规定不合者, 限一

年内加以改正, 公立者称为某县某市或某省之日本语学校, 私立者

称为私立某某日本语学校,但后者不得以当地地名为校名; 日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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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修业年限定为一年以上, 视环境需要可附设速成班;日本语学

校应招收 完全小学校以上之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 ,课程除日

本语文外,并规定修身、国文、体育为必修科, 但不满 6个月之速成

班得变通办理; 日本语学校学生 以男女分班或分校为原则 , 以

昼间授课为原则,但视环境之需要得变通办理 ; 各主管教育行政

机关及上级教育行政机关于本办法施行期间内对于管内日本语学

校应随时加以考查或视察 。% 经此 整顿 后,作为一种特殊的职

教机构,这类学校基本上成为中等教育层次的专门进修或培训日

语的学校了。

与在课程安排和授教内容上重视日语日文的传授相同步, 华

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机构于教育及管理上,同样也是由日本人所

把持。日本人不仅常常 受聘 为各有关职业教育机构的教师, 或

充任其校长,甚至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 即为日本人主持办理, 故

学校的一切由其操纵于手中。如前引开设于北平地区的 北京市

私立新光学院 ,该校 教授科目 仅有 日文专科 , 其创办人即日

本京都人氏田中武; 伪新民报社附设的 新民日语学校 ,其校长为

日本人武田南阳; 中央铁路学院 , 其院长为日本人小林铁太郎;

北京美术学院 ,副校长为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服部亮

英,该氏于 1938年冬接手校长后, 将该校改名为 北京市私立美术

专科学校 ,并于内部积极整理,引起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军部的注

重,日军报导部部长川口氏还曾前往该校 参观 , 并对其办学 成

绩 加以赞赏。& 又如 1938年 5月 15日设在北平的 北京生活学

校 , 该校系由日本东京丰岛区目白町自由学园, 为图谋中国女性

!109!

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

%

& ∀川口报导部长参观美术学校# ,∀新民报#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 6日。

整顿日本语学校暂行办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 ,全

宗号 2021,案卷号 690。



生活改善与依工艺之中日文化交流 而创办。该校除校长为日本

人羽仁元子外,另由室军平氏令 光子及该学园研究工艺所员 5

名女性,教授中国 16- 17 岁的女孩以染色、机织等技术。在整个

办理过程中,主办者一直视该职教机构 为日华两国人民融洽之机

关 , 故在教学过程中,名义上 以积极的开始改善中国女性生活方

法与副业之彻底化 ,实则力求达到下述 三项目标 ,即共同学习

两国语言、共同学习生活、共同学习技术, 以期两国人民互相达到

真正之认识及亲密之感情 。% 再如前引设立在邯郸的 华北棉产

改进会邯郸训练所 和 邯郸县棉作专修学校 ,为了配合日本对华

北地区棉花资源的掠夺,这两处职业教育机构,无论其所长、校长

和教师, 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其中 邯郸训练所 的所长, 即是日

本人吉史郎,全所教职人员 50余人, 其中教员都是日本人; 棉作

专修学校 的校长,则由日本人罔田与作充任,内有教员 30人, 同

样 全部是日本人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在日寇的控制与操纵下, 华北沦陷区的职

业教育,其中还有一种最为可恶且可耻的成份,这就是以兽兵为服

务对象的妓女教育。如在伪青岛特别市, 即于 1938年 7 月 1日,

将原市立第一、第二两所女子补习学校进行 恢复 , 招生 对象主
要是平康里、升平里的妓女。后来伪教育局又陆续在各妓院增设

分校,其中第一女子补习学校设在青岛四方路,两所分校分别开于

黄岛路和德盛路,第二女子补习学校设在青岛邱县路, 两所分校分

别开在冠县路和河北路。这些 补习学校 每日授课四小时, 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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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国语、日语、算术、常识为其 主课 , 另有 辅课 缝纫、烹饪、音

乐、体育, 其中日语是 聘请 日籍女教员讲授, 目的是便利这些妓

女 以应需要 。%

(作者余子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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