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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２６年，英国政府委托以Ｗ．Ｈ．哈多为主席的教育咨询委员会对英国基础教育体制进行考察，以开展中等
教育改革。咨询委员会发表了题为《青少年教育》的调查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哈多报告。哈多报告提出应使初等和中等

教育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所有满１１岁的青少年都应当进入各种类型的中等学校接受教育，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课程
设置、教学设备、考试方式等方面的意见。哈多报告对英国教育制度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也有

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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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初，英国政府为了适应国内政治和经
济发展的需要，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开始对基础教育体制进行改革。１９２６年，以 Ｗ．
Ｈ．哈多（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ｅｎｒｙＨａｄｏｗ）为主席的教育咨
询委员会（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受政府委托考
察了英国基础教育现状，并发表了题为《青少年

教育》（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的调查报
告，这就是著名的哈多报告。哈多报告建议将初

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衔接起来，让所有青少年根据

不同能力和兴趣进入不同类型的中等学校学习，

将义务教育的年龄提高到１５岁，并且提出了关于
课程设置、教学设备、考试方式等方面的意见。

１９２６年哈多报告极大地扩展了中等教育的概念，
对此后英国基础教育改革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同

时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之地。

１　报告出台的背景
１９世纪后期，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开始

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与此同时，经济

和社会的进步又对国民的知识和技术教育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于是，英国政府开始以立法手段来

规范和管理国民教育，尤其是１８７０年《初等教育
法》作为“奠定英国国家教育制度和实行普及初

等教育的第一个法案”［１］１３７－１３８，对初等教育的办

学质量、学费标准、资金来源和教育局管理职责等

问题进行了规定。此后，英国政府在 １８７６年、
１８９１年、１８９３年和１８９９年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初
等教育的法案。到２０世纪初，英国的初等教育体
系已基本完善，包括工人子弟在内的大多数学龄

儿童获得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相比之下，英

国中等教育虽然因１９１８年教育法有了一定的进
展，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衔接的问题并没有得

到解决，中等教育相关设施严重不足。本来“在

初等学校里的学生，至少有一半人可以利用基础

教育后的某种形式继续培养到１６岁”，但是“实
际上由初等学校升到中等学校的学生人数还不到

１０％”［２］１２６－１２７。直到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英国已有
大约９０％的儿童在１４岁前接受了初等教育，但
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学生进入中等学校就读。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对中等教育的要求却日

益强烈，要求增设学校、扩大教育设施，使中等教

育不再仅仅是少数富人子弟的“特权”。而英国

工党的上台更是进一步加快了基础教育改革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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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１９２４年，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领袖 Ｊ．Ｒ．
麦克唐纳（ＪａｍｅｓＲａｍｓａｙ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第一次入主
唐宁街，组建了第一届工党政府。工党上台后致

力于提高工人阶级福利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如

通过了惠特利住房法以改善工人住宅环境，增加

了养老金和失业补助金，并且降低了部分食品的

消费税。在教育方面，工党政府开始考虑进行教

育改革，提高国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以推动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早在１９２２年，工党的国民教育改革
目标就在历史学家、教育理论家 Ｒ．Ｈ．托尼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Ｔａｗｎｅｙ）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
阐述。作为英国工党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托

尼在１９２２年发表了《人人接受中等教育》（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ｌ）一书，主张建立统一的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托尼在书中首先分析了当

前英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指出英国的初等教

育和中等教育是以两个不相连接的制度发展起来

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初等教育就是‘自由贫

民’的教育……中等教育则是富人的教育”，导致

了“中等教育不是建立在初等教育之上，而是与

之平行的”；也就是说，“初、中等教育不是一个单

一制度中的不同阶段，而是为不同阶级设计的不

同的教育制度。”［３］３１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阶级对教育的渴求

愈发强烈：“这个阶级已尝到知识之树的甘果，不

想再让其子女接受曾被强加给这个阶级本身的教

育了。”［３］２４因此，工人阶级无法进入以贵族和中

产阶级子弟为主的传统文法学校，也不满足于继

续教育式的非全日制学校，他们需要的是全国范

围内一切孩子都有机会接受的全日制中等教育。

托尼后来加入了哈多所主持的教育咨询委员会，

在起草报告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为了解英国现有教育体制以制定相关政策，

工党政府委托咨询委员会调查“适合于那些年满

１５岁、在除了文法学校的其他学校中接受全日制
教育的学生之学习组织、目标和课程”［４］５２。咨询

委员会是根据１８９９年教育法而成立的一个长期
机构，专门负责调查和讨论与教育有关的重要问

题。１９２３年，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 Ｗ．Ｈ．哈多
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委员会于

１９２３～１９３３年发布了６份报告，即１９２３年的《男
生和女生课程差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ｆｏｒＢｏｙｓａｎｄＧｉｒｌｓ）、１９２４年的《可教能力的心
理测试》（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ｂｌｅＣａｐａｃｉ
ｔｙ）、１９２６年的《青少年教育》（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１９２８年的《公立初等学校报告》
（Ｂｏｏｋ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１９３１年的
《初等学校》（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和 １９３３年的
《幼儿和育儿学校》（ＩｎｆａｎｔａｎｄＮｕｒｓｅ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
这些报告加起来共有１５００多页，约６５００００字，
涵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毕业年龄等涉及青少年所

有学习阶段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１９２６
年的《青少年教育》，即本文所讨论的“１９２６年哈
多报告”。

２　报告的主要内容
作为第一届工党政府执政时的产物，１９２６年

哈多报告描绘了一幅“人人都受中等教育”的蓝

图。报告梳理了１８００～１９１８年在英格兰和威尔
士初等教育结束之后的儿童受教育情况，通过对

统计数据的分析考察了英国教育现状的“问题本

质”，并提出青少年时期是每个人一生中的关键

发展时期：“从１１、１２岁开始，青少年的血管中奔
腾着一股热血，我们称之为青春期（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如果我们在这股热血沸腾时充分把握，并顺势而

行推动其开始一场新的航行，那么它将实现‘命

运的辉煌’。”［５］ｘｉｘ因此，政府应当使这一年龄段的

青少年在学校接受教育，为个人的今后就业和国

家的整体发展做出努力。报告对中等教育的开展

提出了以下几方面建议。

２．１　重新划分教育阶段
报告在分析既存教育学制的弊端之后，提出

应当对学生所受教育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取消

“基础教育”的提法，对于孩子们在１１岁以前所
受到的教育统称为“初等教育”。在学生满１１岁
时则结束其初等教育，同时开始一个新的教育阶

段：“在大约满１１岁时初等教育应该结束，同时
开始第二个阶段即眼下我们暂时随意命名的‘后

－初等’（ｐｏｓｔ－ｐｒｉｍａｒｙ）阶段；这个阶段对于许多
学生来说在满１６岁时结束，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在
满１８或１９岁时结束，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来说在
满１４或１５岁时结束；该阶段应该尽可能被视为
一个整体阶段，期间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教育，但

这些教育的共同特征是其目标都是为了满足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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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进入或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的需

要。”［５］７０－７１也就是说，报告试图在初等教育和中

等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纵向的、连续性的关系，学

生在完成初等教育的学习后即进入中等学校。同

时，报告也明确提出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应

提高至１５岁。
２．２　中等学校的开办形式

报告明确提出：“所有正常的儿童都应该接

受某种形式的后 －初等教育；如果把整个国家视
为一个整体，那么当更多的孩子进入这里所说的

‘中等’学校时，有必要使后 －初等教育包括多种
形式，根据大多数学生将要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年

龄以及学生不同的兴趣和能力开设课程。”［５］７７中

等学校的开办形式主要包括：（１）现有的中等教
育形式的学校，即主要开设文学和科学课程、学生

接受教育至少到１６岁的传统文法学校（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ｃｈｏｏｌ）；（２）选拔性中心学校（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又称为现代中学（ＭｏｄｅｒｎＳｃｈｏｏｌ），学生
参加具有竞争性的、有名额限制的入学考试，通过

考试的满１１岁儿童可以在这里接受至少四年学
制、在最后两年带有“现实的”或“实践的”倾向的

教育；（３）非选拔性中心学校（Ｎ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Ｓｃｈｏｏｌ），也可称为现代中学，课程与选拔性中
心学校的相似，没有通过选拔性入学考试的学生

可以入学就读，广泛接受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

（４）在公立小学中附设的班级即所谓高级班
（ＳｅｎｉｏｒＣｌａｓｓｅｓ），通常在开办前述几种中等学校
有较大阻碍的地方才开设，使完成了初等教育的

学生可以在这里接受一定程度的中等教育。报告

特别强调：各种中等学校在地位上应彼此相等，除

了在名称以及类别上的差异，这些学校“在逻辑

上都被视为中等学校”［５］８６，在教师资格以及教师

与学生比例等方面保持一致性。

２．３　学习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
１９２６年哈多报告指出：人文教育或文科教育

“应不仅仅只通过书本传授知识，而应该是以更

广泛的人类兴趣将孩子们联结在一起的教

育”［５］８４。除了文法学校以外，这些中等学校都要

开设具有较多实践工作机会的课程，以便提供相

应教育。在这些学校前几年的课程应与当前的文

法学校相似，但在最后两年中应表现出“实践”倾

向。也就是说，最后两年的教学课程应当与日常

生活的现实联系起来，与学校所处的社会环境联

系起来。不过，报告也同时指出，学业的实践性并

不是由学校或教师随意制订的，而是要结合当地

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且充分听取当地工商业

界人士的建议之后综合制订。当然，在加强课程

的“实践”倾向时，也不能过于偏废学生的通识

教育。

２．４　中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应合理
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哈多委员会提出了一

些在今天仍有进步意义的建议。他们提出，中等

学校在设置课程时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应该从整体的角度来设置课程以避免重
复”，把课程大纲视为一个整体，保证讲授内容的

一致性，避免人为地把一些科目安排得支离破碎，

要去除一切与课程内容和目标无关的细枝末节，

这样既可以防止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又可以让

学生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个人的兴趣；（２）“应该
从激发兴趣的角度来设置，同时又保证极大程度

的准确性”，在设置课程时应注意根据青少年的

生理和心理特征来调动学生的兴趣，又坚持授课

内容的正确性；（３）“要竭尽全力确保课程与学生
毕业后的继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校在设置

课程时要注意确保学生在文化方面和职业方面都

有受到继续教育的可能，也就是说，要能够激发出

学生在毕业后接受兼职教育的兴趣和能

力［５］１７５－１７６；（４）必须开设一门外语。
２．５　在师资人员、教学设备和管理机构等方面的

建议

１９２６年哈多报告还提出关于中等教育具体
实施方面的一些建议：在现代中学和高级班当中，

教师人数与教师资格等方面都应与文法学校相

似，但讲授实践性课程的教师应当多一些；在包括

校舍、仪器等教学设备方面，现代中学和高级班也

不应劣于文法学校；同时针对当时地方教育局复

杂的多层管理结构，哈多报告提出应成立一个统

一的教育局负责初等和中等教育两方面的管理

职能。

１９２６年哈多报告在附录中还列出了对教育
学专业术语的注释、调查所得的统计数据、对于国

外后－初等教育的调查以及相关资料来源等。

３　报告的影响
１９２６年哈多报告“提出了对基础教育体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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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远影响的建议”［４］５２，受到了当时许多教师和

教育学家的欢迎，但是英国政府却表现冷淡，并没

有立刻将报告的改革建议提上日程。之所以如

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党的下台。如前所述，致

力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英国工党试图在国民教

育方面进行某些改革，将中等教育扩大化。但是，

工党上台后的一系列激进措施尤其是与苏联建立

外交关系并签订贸易协定，导致了保守党和自由

党的攻击，麦克唐纳被迫于１９２４年１０月辞职，第
一届工党政府仅执政九个多月即告结束。此后上

台的是行事相对谨慎的保守党领袖鲍德温（Ｓｔａｎ
ｌｅｙＢａｌｄｗｉｎ），其政府对于教育改革没有多大兴
趣。到１９２９年大选时，工党再次获胜上台执政，
但是由于议席不足半数，工党所提出的各项社会

立法或因自由党的反对而未在下院提出，或因上

院保守党的阻挠而被搁置。再加上１９２９年首先
爆发于美国金融市场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于第二年

蔓延到英国，使大量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剧增，同

时也导致了工党内部分裂加剧。在这种情况下，

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使工党政府以及随后的联合

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工党政府根据１９２６年哈多
报告提出的提高学生毕业年龄的议案没有被通

过。到１９３６年，经过多次讨论，议会终于决定同
意延长青少年在学校里的学习时间，并决定于

１９３９年开始实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又一次打断了英国中等教育的发展。哈多报告被

束之高阁，直到４０年代才焕发出它应有的光芒，
对英国教育体制改革和人类教育思想发展都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３．１　１９２６年哈多报告极大地扩展了“中等教育”
的概念

在哈多报告之前，英国中等教育主要由文法

学校承担。这种文法学校以教会、个人或团体捐

款开办为办学特征，培养对象主要包括贵族子弟

以及大企业家、大商人等中层子弟，而工人阶级的

入学机会几乎完全被剥夺。１９２６年，咨询委员会
的《青少年教育》报告则明确提出：年满１１岁的
青少年应结束初等教育，开始第二个学习阶级即

中等教育阶段；而中等学校应包括多种类型，除了

传统的文法学校，还有选拔性和非选拔性的现代

中学，以及略高于初等教育水平的、开设在公立小

学中的高级班，为具有不同能力和兴趣的学生提

供适宜的教育。哈多报告提倡所有未接受当前这

种狭义的中等教育的青少年“在１１岁到（如果可
能的话）１５岁，都应该接受我们所说的这种更准
确的同时也是更广泛的中等教育”［５］ｘｘｉｉｉ。由此，

哈多报告极大地扩展了“中等教育”的概念和

内涵。

３．２　哈多报告为英国中等教育改革指出了明确
的方向

英国有学者曾指出：“在我国教育发展历程

中，哈多报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阶段。它成为教

育改革的圣经，可以毫无异议地认为教育立法必

定将按照其基本思路开展。”［６］１５确实如此。此后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哈多报告

的思路进行的。如 １９３８年斯宾斯报告（Ｓｐｅｎｓ
Ｒｅｐｏｒｔ）和 １９４３年的诺伍德报告（ＮｏｒｗｏｏｄＲｅ
ｐｏｒｔ）作为哈多报告的延续和发展，都肯定了哈多
报告的基本原则，提出青少年从１１岁起应该进入
不同类别的中等学校接受教育，按选拔性原则实

现“人人受中等教育”的目标。到１９４４年，英国
政府通过了新的教育法，明确规定：所有满１１岁
且通过中学入学考试的学生，不分阶级、种族、收

入或家长职业等，都有接受免费中等教育的机会，

直至其满１６岁为止。哈多报告作为“改革与发
展英国中等教育的第一步”，被称为是“现代英国

教育发展中的里程碑之一”［７］１７３。哈多报告第一

次从国家的角度提出了中等教育应当面向国内所

有青少年的理念，提出所有满１１岁的青少年都根
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进入在地位上完全平等的各种

中等学校就读，建立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相连接的

教育体系。

３．３　哈多报告提出的一些教育理念对当今的教
育发展仍有启发意义

哈多报告提出的一些教育理念直到今天仍然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对当今的教育发展仍有启发

意义。例如，哈多委员会特别强调学生均衡发展

的必要性：“在教育年纪稍长的学生的目标方面，

有两个彼此对立的现代教育思想派别。一派认为

学生个体及其利益是最重要的，另一派则强调作

为整体的社会需求。当这两个派别中任何一个走

得太远时，结果都会令人极为不满意。”［５］１０１因此，

应该建立均衡发展的教育体系，将目标定为在最

大可能程度上发展个人的能力和愿望，同时考虑

每个个人都必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整体需求。又

如，报告中还蕴含着“今天被称为以孩子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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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８］：即使是在同一所学校当中，也可以发现

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因此，在教育方面“如果要

对孩子们做到最好，整齐划一、完全一致的课程和

指导是绝不可行的”［５］１０２。在教育过程应以孩子

为中心，充分考虑青少年的特性和兴趣。此外，哈

多报告所提出的“学习之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

合”“课程设置的整体性和合理性”等主张，都是

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包括１９２６年报告在内
的６份哈多报告不仅在２０世纪早期为英国学校
以及学校所处的社会之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生动

的画面，而且由于每一份报告都以对过去教育史

的分析为开篇，因此也为研究１９世纪的学校教育
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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