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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67年，英国传教士曹雅直来到温州。曹雅直夫妇在温州的教育实践活动标志着温州教育近代化的开

始。在仔细研读外文史料的基础上，曹雅直夫妇在温州兴办男校和女校的教育实践及其近代化特征得以明晰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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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Stott, Grace Stott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Wenzhou'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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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867, George Stott, a British missionary, came to Wenzhou. Mr. and Mrs. Stott's practice in education indicate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Wenzhou's education. Based on careful study of foreign historical materials，Mr. and Mrs.

Stott's practi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boys' school and girls' school in Wenzhou is elaborated and its modern features are sum-

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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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近代较早的开埠城市。1876年中英《烟

台条约》签订，对温州社会性质、经济结构和教育

变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列强加速入侵温州

进程的同时，开埠在客观上加强了温州与外部世界

的联系。西方人在温州的教育实践促进了温州教育

的近代化。

1876年前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温州传教或

是游经温州，他们留下的回忆录和书信是温州教育

近代化研究的重要史料。第一个来温州的新教传教

士曹雅直 （George Stott，1835—1889 年） 揭开了西

方与瓯越地方交流的崭新一页，他与夫人曹明道

（Grace Ciggie Stott）在温州的教育活动标志着温州

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一、曹雅直初入温州

曹雅直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贝尔赫尔维

（Belhelvie，Aberdeenshire），1865年受英国中华内地

会指派，于 1867 年到达温州传教，1887 年返回欧

洲，两年后病逝。关于曹雅直的记载，最为全面的

当数其妻曹明道所著的《中国传道 26 年》（Twen⁃
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该书是本

文主要的史料来源。此外，《温州文史资料》、《瓯

风》等系列丛书的相关文章也是本文的重要参考

文献。

《中国传道 26年》记录了曹雅直年轻时的意外

及之后的经历：“斯托特先生长大后干农活。大概

十九岁的时候，他在路上摔倒了，膝盖碰到了一块

石头。这次小意外出现的白色肿块导致了两年后他

的左腿被截肢。……康复之后，他在一所学校任教

了几年。有一次，他从一个准备出国的朋友那里第

一次得知了中国对于传教人员的需求。”[1]2-3关于曹

雅直得以前来中国，《中国传道 26 年》这样记述：

“接受了斯托特先生从事传教工作，戴德生（Hud⁃



第19卷 第2期

son Tayler）先生表示斯托特坚定的信念使其显得特

别。显然没有教团愿意送一个瘸子到中国进行开

拓，因此斯托特很感激戴德生能接受他。当被问到

他为什么只有一条腿还是考虑去中国的时候，斯托

特的回答是：‘我没有看到那些两条腿的去，所以

我必须去。’”[1]3

1865 年 10 月，在装上了假腿之后，曹雅直出

发前往中国，于1866年2月到达上海，并很快转往

宁波。“在宁波地区，斯托特花了 18个月的时间学

习（温州）方言，于1867年11月到达温州。”[1]10其
妻曹明道则于 1869 年 11 月离开英国，1870 年 3 月

到达上海，之后两人成婚并返回温州。

在温州，曹雅直最初的日子过得有些艰难。

“整整三个月，他和蔡文才（Mr. Jackson），那个特

地从台州赶来陪伴他的人，一直住在小旅店里。所

有人都害怕他们，没有人愿意将房子租给可恨的外

国人。租房协议屡次接近完成，但租金却多次遭退

还，他们只得再次开始疲倦的找寻。”[1]11在曹雅直

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出现了转机：“最后一个有一

定影响力、曾因吸食鸦片和好赌而陷入绝望的人向

他们提供了房子。①他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一切后

果。”每当碧眼黄发、棕胡满腮，一瘸一拐、拄拐

前行的曹雅直外出，也时常被人围困，总有周围群

众围困起哄，甚至朝他投掷石子。曹无法脱身，即

撒一把铜钱，乘众人拾抢之机脱逃。[2]1

曹雅直初入温州的待遇不算美好，其原因主要

有：首先，当时正处于西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之

际，英国借口“马嘉里事件”，1867年强迫清政府

签订了《烟台条约》，温州开埠。温州人对前来的

西方人以及文化心怀恐慌和怨恨，视若洪水猛兽，

断不会坦然接受。其次，由于西方宗教的涌入，激

起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强烈反弹，洋人、洋教“挖人

心肝、嗜血成性”的说法甚嚣尘上，令普通百姓难

辨真假，对其又惧又恨，必欲驱之而后快。还有一

点，怕是与曹雅直瘸腿、行路须用双拐、一跛一

颠 ， 并 没 有 后 来 者 苏 慧 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这般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有关。很多时

候，曹雅直因此成为了粗鄙之人嘲笑、厌弃的

对象。

二、曹雅直夫妇在温州的教育活动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轮番冲击

下显露外强中干的本质，变得不堪一击。在艰难而

痛苦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封建体制下的教育

弊端日益凸显，旧有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显然已

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国内要求改革教育以振

兴国家的呼声日渐高涨。在温州的教育近代化改革

过程中，孙诒让、陈虬等士绅起了决定性作用，曹

雅直、苏慧廉等来温传教士的引导和示范也同样不

可忽视。曹雅直作为第一个来到温州的新教传教

士，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比较了解中国，其教育

实践活动对温州的教育近代化有开创之功。

（一）曹雅直创办男校

在温州安定下来之后，1869年②曹雅直兴办了

男校（a boys'school） [3]，名为“仁爱义塾”③，一开

始并不顺利。“为了提高日常参与的人数，学校一

开始提供免费中餐。一些人过来参加了，他们看上

去似乎有了良好的开始。直到有一天，走进教室的

时候，曹雅直只是看到了老师，并没有孩子。他问

了问，人们告诉他流言在广泛传播，说是他诱骗孩

子们前来，其目的是挖取孩子的心和肝用来做药。

孩子们的父母都害怕自己的孩子出危险。” [1]11 后

来，曹雅直提高了学生入学的优惠待遇：“凡来读

者，一律免费供应膳宿，并奉赠书籍文具、雨伞钉

鞋；此外，其家庭还可每月津贴大洋10元。”[4]344尽

管如此，“由于人们疑惧心理未销，入学者还是寥

寥无几，连叶钟杰④的儿子叶如周在内，也不过三

四个人。”[4]344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到1870年2月

曹雅直暂离温州为止，他建立的男校“有12个男孩

彻底在他的照顾之下”。[1]12

学校最初就办在曹雅直夫妇的家里，根据曹明

道的记述：“我们起初住在一座较小但拥有三间房

的中式屋子里。楼上的三间房是留给我们自己的

——一间卧室、我丈夫的书房，中间是我们的客

厅。楼下的房间是学生的寝室。”[1]22

既然是不收费还有补贴的“义塾”，因此学校招

收的都是无法负担学费的温州底层人民的孩子，绝

少例外。曹明道曾经讲过一次亲身经历：“我清楚记

得一个白皙面庞的少年被带了进来，穿着一件非常

好看但有些旧的丝绸外套。我很奇怪能见着如此富

足外表的男孩子。我原以为一个能够给他儿子穿上

丝绸的父亲肯定能让他衣食无忧。说破了天，没人

会因为教育和培养来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孩子来这

里都是因为父母太穷而拿不出食物。现在我想终于

有了一个例外，来了第一个家境优越的男孩子。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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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父亲就来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丝绸外

套是借的，必须归还原主。当外套被脱下来的时候。

天哪！都是破烂，而且很脏。我立即给这个小家伙

拿了一套新衣服，把旧的烧掉了。”[1]129

关于义塾男生的学习情况，一个学生在写给曹

雅直友人的信谈到：“首先我们很感谢你寄来了这

么多漂亮的照片。虽然照片本身价值不大，但却体

现了你的爱心。你也一直为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祈

福。在学校，我们增长了见识，身体状况也挺好。

阅读《圣经》让我们了解了上帝。我们也会读一些

本国圣人经典，并能一定程度上理解。” [1]28-29 因

此，李可盈认为：学校的基本课程包括了西来的

《圣经》和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4]

曹雅直全面参与了男校的教学和管理，并且对

男校的学生抱有较高的期待。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

坦陈：“我给你介绍下我是如何度过一天的。我通

常在每天早上 6 点起床，冥想、祷告然后吃早饭，

再去学校上一节短课。接着我会检视并提供家庭生

活所需，例如买米、蔬菜、鱼和柴火、针线、纽

扣、鞋子等等，每样物品的尺码、数量、质地都需

要我来决定。采购完成，我会去书房准备星期天和

晚上的讲话。……中餐之后，我继续学习，接待来

访者，或者出门走进乡村。……在我回家的时候，

男孩子们都已经放学。我会让他们继续忙碌，直到

入夜的晚餐都不瞎胡闹。……之后，我们会有些娱

乐活动，讲讲记忆中的故事、展示些图片、欣赏音

乐。……接着是孩子们的提问时间，我试着从一开

始就拓展他们的知识面，以培育那些以前从未有过

的东西。”[1]12-13

（二）曹雅直夫妇创办女校

至于曹雅直夫妇创办女校，其初衷也是为了方

便传教：“1872年，我们的厨师，就是在我们结婚

之后那天受洗的人，娶了一个异教徒妇女。我们很

是伤心，然而又能做什么呢？坚持基督徒只能“在

主面前”结婚事实上行不通，他们周围并没有女基

督徒。异教徒妻子的影响很快就明显起来，首先是

他内心的冷漠，然后是对精神世界的无所谓态度。

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只得把他开除出了教会。这

件事使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满足年轻男基督徒

对于基督徒妻子的需求，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强有

力且健康的教会的话。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和思考，

我们决定兴办女子寄宿制学校。”[1]54可见，曹雅直

夫妇在温州兴办女学时间应在1874年前后，其出发

点也并非如想象般那么崇高，只是出于简单的婚配

需要。

女校的当时的值得一提的“创举”是规定入校

的女生不能缠足；“前路有许多困难，我们并没有

合适的女生宿舍。我们还决定学生不能缠足，尽管

我们知道这有可能妨碍我们招收到想要的学生。因

为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另外一些学校只得默许这项

陋习。我所知道的其中一间学校发现要和这种习以

为常的风俗斗争真是异常艰难。但我们体会到了做

开创者的重要性，急切地在坚实基础上开始。……

我们散播消息说，将准备招收一些十岁以下的女

孩，提供吃、穿并实行免费教育。我们要求这些孩

子没有缠足。”[1]55

除了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缝纫女红也成为了

女校学生的必修课，曹明道也会经常去上课：“女

孩们接受彻底的实践训练，在离开学校之后，大多

数人都会成为教会志工。……在《圣经》课上，年

纪稍长得女孩比以往更加专注。六月的一个早上，

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一起干活，做针线活的那帮年

纪稍长的女孩坐得开了点，而我则被一帮学缝纫的

小女孩团团围住。”[1]57

根据《中国传道26年》的记载，女校最初是和

男校合在一处的。随着第一批女生的日渐长大。1879
年，曹雅直夫妇利用上一年回国筹到的钱款，独立

建设了女校校舍。1902年该校改名为“育德女学”。

三、曹雅直夫妇教育实践活动的近代化
特征

在西方，“modern”与“ancient”相对，具体

指新航路开辟以来到现今的这段时期。从中国范围

来说，所谓“教育近代化”的发生时段应是在1840
年到 1919 年之间。具体到温州，则应该是从 1876
年温州开埠前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的这一

段时间。

“教育近代化”就是“modernization of educa⁃
tion”。因此，我们可将其理解为“教育适应近代社

会发展要求所达到的一种较高水平状态。它是传统

教育在近代社会的现实转化，是包括教育生产力、

教育制度体系、教育思想观念在内的教育形态的整

体转换活动，是包括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制度、教

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内的教育系统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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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素质的近代化。” [5]924显然，

教育近代化的核心内容应包括教育观念、教育制

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的近代化。

温州开埠前后，以曹雅直夫妇、苏慧廉为代表

的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温州。一方面，这些传教士

以宗教和文明使者自居，但他们意欲利用宗教信仰

改变温州的实践却屡屡受挫。为了营造适合基督教

传播的大环境，曹雅直夫妇、苏慧廉等人无一例外

地通过开办学校来进行宗教灌输：设置宗教课程、

举行宗教仪式等，以此渲染气氛、培养信徒。另一

方面，曹雅直夫妇等人在温州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

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具有明显的近代化特征。

（一）教育观念的近代化

曹雅直夫妇在温州的教育实践活动，利用西方

的教育经验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一定程度改造

和更新，其无论贫苦人群、还是女性，人人都可接

受教育，妇女也要有一技之长、不可以裹脚等理念

逐渐在温州深入人心。

曹雅直在温州的教育实践活动，其主要的对象

是食不果腹、无法支付教育费用的温州贫苦人民子

弟以及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基本教育的女性。这

无疑将教育扩大到了之前没有涉及的受众，是有进

步意义的。

李可盈认为，曹雅直夫妇在创办女校时关于学

生不得裹脚的规定，“是温州历史上首次有人向裹

脚陋俗发起挑战。”[3]在曹雅直夫妇等人的坚持下，

这项规定得到了较好地执行，并在其他在温西方人

创办的学校陆续推行，人们的观念、社会的风俗因

此逐渐改变。

（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有学者称曹雅直创办的男校是“温州第一间西

式学堂”[3]，事实并非如此，这应是一间采用中式

教育为主，中西结合模式的学堂。在所见材料范围

内，曹雅直夫妇并没有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记

录，两人在温州的教育实践主要依靠自身，只是偶

尔会有教会同仁从宁波等地过来帮忙。虽然中式传

统教育的意味浓厚，但这毕竟是在温州迈出了新式

教育实践的第一步。无论是学制，还是学校的管理

体系，都打上了明显的西方烙印。

（三）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近代化

虽然曹雅直夫妇的开办的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

学内容上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却依据西方的教育

理念，大幅度地增加了活动课和实践课等新式课

程。他们在男校开设美术、音乐等课程，鼓励男校

学生学习西方文化、与西方朋友进行通信，在课堂

上同学之间互相交流信件内容。他们在女校开设女

红、缝纫等课程，也与传统的中式教育截然不同。

《中国传道 26年》揭示出曹雅直等传教士投身教育

之后，其角色也会慢慢发生转变，往往把更多精力

放在兴教办学之上。众多的在温传教士也有了“教

育家”的另一重身份。

当然，曹雅直等人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为传教服

务的，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来说，传

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就是传教，教育只是传教的辅

助手段。曹雅直建校的初衷当然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的教义。因而无论男校还是女校，宗教课程便成为

学生的主修内容。学校规定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

宗教活动，甚至规定女校学生“读至十八九岁时由

校方择配于信徒，不准嫁与教外人”[4]345，着实不合

情理。

曹雅直夫妇的教育实践，虽然办学规模不大，

教学也没有完全脱离旧式教育的窠臼，并没有给温

州教育带来耳目一新的巨大变化，但却打开了教育

交流的窗口，拉开了西方人在温州一系列教育实践

改革的序幕。之后不久，保禄小学、艺文学堂、文

心小学等西式学校陆续开办。尤其是苏慧廉创办的

艺文学堂，无论是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

容、教育方法，还是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等方面，

都与西方当时的先进理念和做法接轨。如果说孙诒

让、苏慧廉等人掀起了温州教育近代化高潮，那么

曹雅直夫妇的教育实践活动就是温州教育近代化的

开始。

注释：

①根据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段》记述，曹雅直一行来到温州，先住在了温州晏公殿巷客栈，次年正月得大南门东

城下黄宏林屋，年余后租了花园巷张姓的房子。根据时间推算，其办学应是在其花园巷所租的房子中。

②根据高建国的研究，曹雅直兴办男校的时间是 1868年。根据李可盈的研究，时间是 1869年。曹雅直 1867年 11月到达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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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从时间上推算，1869年更为可信。

③1902年，“仁爱义塾”改名为“崇真小学”。

④叶钟杰为补鞋匠，是温州第一个经曹雅直正式受洗入教的基督教新教徒，据苏虹：《旧温州轶事录》，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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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只是辅助体育教学，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

教师授课，要认识到它的优势及存在的不足，从而

有的放矢，合理取舍，正确的用好信息技术，真正

让“信息技术＋体育教学”这一模式在教学中发光

发热。

2.加强培训，提高教师信息技术素养

学校要定期聘请技术人员，组织教师进行技术

培训，让教师熟练掌握制作软件，熟悉教学类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中文章的编排，微课的录制，制

作等。另外，学校领导要加大投资力度，加强计算

机硬件及软件建设。扩充学校的数据资料库，素材

资源库，让更多的教师有相应的体育教学素材可以

应用到教学中，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让教学内容

更丰富多彩 [7]。

3.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进行信息技术教学

高职院校之间可以定期开展教学评比，举办信

息技术交流会，将先进思想及先进信息技术应用到

体育教学中 [8]。激励更多的教师应用这些先进技

术，更好地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体

育技能、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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