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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该校初名金陵女子大学。１９３０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备）案，依据立案标准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本文为尊重

历史史实，１９３０年之前表述为金陵女子大学，１９３０年之后表述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我国高等院校家政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
主要特征与现实审视

———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为例

董星辰１，任小燕２

１．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４；
２．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近代我国高等院校家政教育经历了从初步兴起到蓬勃发展再到拆解转型三个阶段。国难之

下，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高等院校的家政教育，确立科学化的学科定位，

充分发挥社会服务与乡村重建的学科功用，课程设置重心从营养学转向儿童福利，以妇孺教育与儿

童研究为中心培养了一批专业化家政人才，以应国家之需。在国家政策驱动家政学科复兴的新时

代，高等院校家政学科建设仍需树立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定位，明确“家政兴农”的学科功用，依托

学校强势学科资源与办学特色突显学科特色，通过优化课程与师资队伍建设，培养高质量家政研

究、教育与管理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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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９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七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提高

紧缺人才培养训练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支

持普通本科高校主动设置家政学等二级学科，

积极培养高层次家政管理和研发人才［１］。近几

年来，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家政学科

步入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阶段。但整体观之，

我国家政人才培养院校仍以高等职业学院居

多，设立家政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较少。回望过

去，我国家政教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

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

大量棘手的儿童难题与妇女问题亟待解决，家

政学作为一门实用学科备受国民政府关注。高

校家政系应政府提出的“训练妇女，俾能服务

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之要求，培养难

童救助所需要的人才。具体表现为：其一，全国

高校开设家政系的数量到达顶峰，这一时期设

有家政系的学校高达１３所［２］；其二，妇女培训

和难童保育成为各高校家政教育的新任务。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①家政系诞生于全国性抗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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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培养社会服务所需人才为办学目标，在时

任校长吴贻芳的领导下开展了大量的社会服务

活动，尤其是妇女教育和儿童救助工作颇具特

色且影响深远。目前学界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家政系之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性别比

较视角下以其家政专业为依托，以小见大讨论

女子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等重要议题［３］；二是对

其家政教育的办学理念、师资与课程等进行史

料梳理［４］。本文拟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

为例，考察其创办前后的时代需求与理念演变，

探寻在战时特殊背景下高校家政教育怎样回应

社会的需求和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使命，以期

为当下高校家政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一、我国高等院校家政系的发展历程

　　我国家政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就有“家为国

本”的传统。女子乃家庭的柱石，女子治家学

识的高低，小则影响家庭之兴衰，大则关乎国之

强弱。《女诫》《女论语》等女学教材中有零星

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清末，传教士、留学生等

成为家政教育扎根中国的桥梁。鸦片战争后，

大量西方传教士尝试在中国办学，以教会学校

为依托引入家政教育。加之１９０９年庚子赔款

留学生赴美，不乏学生选择学习家政学，如王非

曼、胡彬夏［５］等。但家政学作为以家庭生活为

研究对象的学科稍显年轻。近代女子高校的发

展，女性研究者对女性传统家庭生活领域的开

拓与研究，使得家政学作为一门专业获得了应

有的发展和学术地位［６］。１９１９年，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学校家事部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家政学开

始走进高校。

五四以来，家政教育被视为女子教育的主

要内容，母性主义思想促使人们认可女子应接

受家政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明确要

求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母

性”［７］。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时

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认为：“家庭以外之事父

亲主之，家庭以内之事母亲主之……母亲主持

保育家庭将来生命之工作”［８］。这标志着女子

教育的母性主义理念为国民政府所重视，且国

民政府对于女性和女子教育的认识侧重于女性

在承担料理家庭事务和教养子女方面应有的责

任等方面。

在教育领域，母性主义思想则被用于指导

解决女性生活的实际问题，教育部分别在中小

学、职业学校、师范院校等开设相关课程，如

１９３３年《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学校应设置

家事科。１９３８年，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提

议：“女子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中，应设家

事师资科及专修科，以养成中小学之家事科师

资。”［９］为落实政府推广家政教育政策，燕京大

学、西北联合大学设立家政系，岭南大学、华南

女子文理学院设立家政专修科。此外，四川大

学、东北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长白女子师

范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湖州专修学校和福建协

和大学等十余所高等学校皆开设有家政系科。

家政学利用心理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

科，在儿童教育、家庭经济管理、营养科学、公共

卫生等领域，培养出一支专业人才队伍，致力于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些领域包括现代社会公民

需要具备的良好素质，如了解卫生知识以促进

国民健康，或合理消费以促进国家经济向好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保教被视为

家庭教育之替代或附属，托儿所、幼儿园成为迫

切需求。加之“家政系”这个系名易被误解，当

时人们并不了解家政系学生在四年中所学的全

部内容，也不清楚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对

社会发展的作用，以致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基

于误解和偏见，认为家政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无

法直接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家政系从整体上

被否定。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则认为家

政系有存在的必要，“我们不应该培养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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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工作人员和对食物化学知之甚微的美食

家，不是普及护理工作或儿童福利，我们的目标

在于培养关于儿童发育和食物化学的科学工作

者和这方面的带头人。把化学、心理学、社会

学、教育学结合起来……按照这个系的新功能

重新考虑系名”［１０］。但遗憾的是，燕京大学家

政系没有保存下来，同时期全国高校的家政系

也陆续被拆解或转型，多数被改称为“保育系”

“儿童福利系”或“幼稚教育系”等，隶属教育系

或独立成为幼儿教育系；有的家政系被拆分并

入化学系、心理学系等系科。

回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高校家政

系不仅能够迅速应对战时国家重大需求，也成

为女性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塑造者。虽然家政

学的确能够使女性成为优秀的家庭主妇，但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高

等院校的家政教育并未囿于把她们训练成“贤

妻良母”，而是助力她们成为应国家和社会需

要、服务社会乃至引领风气的专业人才。

　　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的

特征

　　全国性抗战时期，各地难民不仅数量庞大，

而且覆盖面广，“八千万难民中，当有一千六百

万的数目是儿童”［１１］，可见亟待救济、收容的难

童人数之庞大。国难之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时任校长吴贻芳一改此前不设家政系的主张，

认为此时学校办学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可以尝

试设置家政专业。五大学①西迁华西坝之后开

展密切的校际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

校家政师资不足的问题，而地方政府的鼎力支

持也助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的创建。

１．科学化与超越“贤妻良母”之系科定位

“大学的行为并非自发而是受办学治校者

意志的驱使”［１２］，吴贻芳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

法，“照我看，我们和男性在大学设立家政专业

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男人们老是追问我们，

金陵既是所女子大学，为什么不设立家政专业？

他们似乎只懂得家政学大众化的实际用途，而

我们大学的老师认为，假若开办家政专业，就应

该有大学的水准。这将意味着家政专业要有高

度科学化的标准”［１３］。她曾言我国教育上的通

病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现在经过几年抗战的

教训，我们已知道科学的重要，今后我们便要急

起直追，树立科学化的精神，注意科学的实际研

究”［１４］。吴贻芳认为，家政学乃一门可入大学

的科学，若要开设需充分考虑办学宗旨、师资、

经费等诸多问题。彼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只有

许张镜欧专任家事学讲师，并不具备开设家政

系之条件。吴贻芳认为即便开设家政系，也不

能拘泥于为家庭服务之实际应用，而应超越

“贤妻良母”之系科定位。家政系办学的出发

点不仅是为了使女性适应将来的家庭角色，还

应该考虑到在国家建设与社会需要的背景之

下，女性如何服务国家与社会。

２．兼顾社会服务与乡村重建之系科功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伊始，教会学校为谋自身

之发展，认为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特殊领域，而建

设农村的研究和实验正是被一致认可的领

域［１５］。中国约３／４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以农业

为生，而连年战乱使得原本艰难的农村生活雪

上加霜，乡村重建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全国重

大社会问题。吴贻芳曾言：“金陵确有需要尝

试设立家政专业，这不仅是因为女子大学应该

设立家政专业，而且与近来大学发展的乡村重

建工作有关。金陵的家政专业还应该与金陵大

学的农学专业合作。”［１６］３０７她提议：“一、集中精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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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财力在一个县区内作社会实践；二、继续金

陵女大的教育工作，同时为学生设立一个实践

中心，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接触广大民众的生

活。”［１６］２２０由此可见，吴贻芳认为抗战时期的高

等教育尤其应当服务国家与社会。此时的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教育考虑社会需要，更加注重办

学的实用性，并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吴

贻芳想要办的家政专业更是着眼于服务全国性

抗战时期的乡村重建。

３．家政系课程设置更加科学化、实用化

１９４０年，社会部下设儿童福利科作为中央

主管儿童福利工作的最高机构。后来，国民政

府公布《社会救济法》《奖惩育婴育幼事业暂行

办法》《儿童教养机关标准草案》等有关儿童救

济与儿童福利的政策文件。此时的儿童福利与

国家建设密切关联，儿童教养不再局限于家庭

之内，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家政系的课程设置也随国家政策与社

会需求而作相应调整。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初期通过食物营

养、衣物、美术图案理论、衣服学、缝制衣服等解

决大量难民温饱的课程，以及营养学教学法、家

政学教学法、儿童教养法等师范性质课程的开

设，先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再由学生通过乡村

服务等形式向民众传播，以妇女、儿童为重点服

务对象，用科学化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切实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１９４３年，家政系的工

作重心逐渐与社会学系紧密结合，两系皆分设

了儿童福利专业开始注重儿童福利，其中儿童

托育、保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政系侧重于

儿童教养和托儿所工作，开设课程有饮食学、儿

童发展与训练、儿童疾病、婴儿院；社会学系和

家政系联合开设有儿童福利问题、儿童福利机

关管理、儿童心理等必修课，以及儿童变态心

理、儿童营养、青春时期问题等选修课［１７］。家

政系还增设家事料理、纺织学、应用美术、儿童

保健、家庭布置、罐头食物制作装置法、高级衣

服学、托儿所管理法、家庭关系、庭院学、家事料

理实习等科学化与实用化课程。

４．以妇孺教育与儿童研究为中心培养专业

化家政人才

与金陵大学等高校不同，金陵女子文理学

院的人才培养工作是以妇女与儿童为主要对

象。在吴贻芳的领导下，家政系主要通过乡村

服务处、儿童福利实验所和儿童行为指导所展

开妇孺教育与儿童研究。家政系学生在理论知

识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这从部

分学生的毕业论文中可窥一斑。在家政系开设

早期，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关注难民难童的温

饱问题，偏重于营养教育。例如，１９４２年毕业

生黄芝敏论文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女教职员

膳食之分析》、黄维瑾的毕业论文为“ＴｈｅＣａｌｃｉ

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Ｂｅａｎｓ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１８］６４等。到了后期，社会层面上难童

问题逐渐解决，儿童心理问题备受关注，学生毕

业论文的选题也偏向幼儿的个案研究与心理测

验等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例如，１９４５年毕业

生陈少芳的论文为《华西坝实验托儿所八个儿

童的个案研究》［１８］３７８等。

人才培养成果是检验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

之一。许多家政系毕业生选择从事家政专业领

域的相关工作，她们不仅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技

能反哺自身家庭成为母慈子孝的典范，还能够

在职场中成为中小学教育、幼教、医疗等领域的

佼佼者。有些毕业生既能够在幼儿园、托儿所、

高校、研究所等教育机构工作，也可以胜任卫生

研究院、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例如，鲜于

明义１９４３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创办了华西大学工会托儿所，后又调

入四川省建设厅医院担任营养师至退休；袁爱

莲在学前教育岗位上工作了２０多年，后转行到

医药工业方面在施宝贵公司工作至退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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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不乏赴国外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例如，

黄燕华毕业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营养学硕

士学位等，继续家政学相关领域的研究。

家政系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师资队伍。全

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

系有专职教师６人，兼职教师１人，儿童福利实

验所教师６人，其教师队伍能够满足教学与实

践需求［２０］。其中，孙曾敏曾有美国俄勒冈州立

大学研究儿童工作的经历，回国教授儿童发展、

儿童心理、托儿所教授法等课程；获得英国剑桥

大学营养学博士学位的鲁桂珍也加盟家政系。

另外，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曾邀请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尔奈·奥斯本博士、玛丽·

费朗西思·利得博士等来家政系任教。薛汤铭

新曾在史密斯女子学院附设的儿童指导所实

习，回国后将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和人才培养方

式进行运用和传播，与华西大学医学院神经科

程玉麟教授合作创办儿童行为指导所，开创了

我国儿童行为研究和指导的先河。

　　三、近代以来我国家政学科建设的

现实审视

　　我国高等院校家政教育经历了兴起、发展、

废止、再兴起的过程。１９７９年伊始，在党和国

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家政学科逐渐恢复重建，

如今家政学科已进入高层次人才培养新阶

段［２１］。厘清我国高校家政学科发展道路具有

积极的社会意义。

１．国家政策驱动家政学科发展

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都把家政教育作

为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曾多次颁布政策，提出“女子师范的学生必须

学习家事等科目”［２２］。即便是全国性抗战期

间，国家也十分重视家政教育的发展。１９３８

年，教育部制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要

求中小学、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民众

教育机构开展家政教育，女子师范学校与高等

师范学校中应设立家事师资养成科。１９５０年，

政务院通过的《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

改革的决定》要求课程“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

治、国防和文化建设为当前与长期的需要”［２３］，

通过建设家庭达到国家强盛的教育路径转变为

教育直接为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服务，高校家政

教育由此被调整或废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党中央开始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邓小平

曾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

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

课。”［２４］家政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重回学科发

展视野。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

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大力支持高

校开设家政专业，扩大招生规模。此后相继出

台相关政策推动家政学科持续发展。

２．确立独立的、科学化的学科定位

近代以来，我国高等院校的家政学科自成

学科大类，家政学得以快速发展。吴贻芳坚定

家政学科学化的定位，在她的指导下，家政系与

生物系、化学系、数理系、地理系一起，被放置于

理学系中发展。如今高校将家政学多限制在社

会学、教育学学科中，不免造成学科发展混沌的

局面。家政学是清末民初由西方引入我国的，

从西方家政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跨学科的属

性成为学界共识。家政学应从各学科中吸取有

关家庭生活领域的知识，如社会学中家庭社会

学，即家庭关系研究；教育学中学前教育，即儿

童养育等。家政学与社会学、教育学科等其他

学科之间属于交叉关系，并非附属关系，将家政

学归属到某一类学科中发展不免错解其学科特

征与要义。

家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放置

在高等院校中进行教学与科研，引发不少人的

疑惑或误解。其原因在于人们将家政学与家庭

服务的概念混淆，认为学家政专业就是为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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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用人”，本科及其以上层次的家政学出

路就是给大富豪当私人管家。此种观点显然窄

化了对家政学的认识，家政学为家庭服务提供

专业指导，但其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家庭福利政

策制定、学校家庭生活教育、企业家庭用品研发

与营销、非政府组织家庭生活指导等［２５］。基于

此现状，家政学理论工作者须重视基础理论研

究，同时加强对家政学的正向舆论宣传工作，改

变社会大众对家政学的不当认知。

３．明确新时代“家政兴农”的学科功用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大多数人不再

为温饱担忧，开始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营造高

品质幸福家庭成为现代人的共识。以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家政系为例，家政系创办之初，校长吴

贻芳意识到彼时我国乡村重建事业是社会重大

议题，在她的领导下，家政系师生切实开展了一

系列乡村服务与科学研究。虽不可同日而语，

但如今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中国式现代化

的家政教育仍不能忽视乡村建设。一方面，国

家将家政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其对促进就业、

精准脱贫、保障民生具有重要作用［２６］。另一方

面，农村家庭更需要家政指导，以提升乡村家庭

生活水平，提高乡村人口整体素质，促进乡村发

展。２０２３年５月，商务部等１６个部门联合印

发《２０２３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鼓励高校

毕业生创办家政企业与家政专业大学毕业生返

乡，推动实施家政兴农［２７］。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不仅赋予家政学促进就业尤其是妇女就业、乡

村振兴的新功能，同时也预示着新时代家政学

迎来了新的机遇。

４．依托强势学科资源与办学特色构建特色

专业模式

家政学作为一个交叉应用性学科，需要借

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家庭中的问

题。高等院校家政学在选择专业方向上，不仅

应考虑专业之间的共同目标，还应使专业设置

与社会实际需要相匹配。正是由于家政学的跨

学科性质，家政学可依托学校的强势学科资源

和办学特色建构特色的专业模式。例如，全国

性抗战时期，儿童营养与心理问题亟待解决，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与社会学系合作，增设

儿童福利专业，培养了一批儿童福利教育与研

究人才；燕京大学家政系与北平协和医院合作，

开设营养学与儿童发展两个专业，以营养学与

儿童发展的教育和科研为特色。充分考虑女性

身心特征和突出女性在教育与管理上优势的特

色学科。如今开设家政学的高校类型多为女子

大学、师范大学与综合型大学，女子大学的家政

专业可依靠学校人才和学科优势，注重理论研

究；师范大学的家政专业则可依靠其强势发展

的教育学科，注重家政领域的教育与研究；综合

型大学家政专业设置亦应考虑利用所在学校的

优势与特色。

５．侧重家政研究、教育与管理人才培养，优

化课程设置与师资队伍建设

本科院校举办家政学专业是对我国家政高

等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目前，我国承担高

素质家政人才培养任务的单位仍以高等职业院

校为主，设立家政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约３０

所，家政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南京师范大学、河

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三所，暂无高校设置

家政学专业博士点。高等院校家政学专业先于

２００３年以“目录外”专业进行本科招生，２０１２

年则以特色专业招生。学科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准确的专业定位，即到底培养什么样的高素质

人才。为了避免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的现象，应以家政服务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

据调研，目前家庭服务业最急需的是从事家政

专业研究、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家政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以及家庭服务工作中高端专业技能人

才［２８］。若高等院校将人才培养重心定位在中、

高级家政服务人员，显然难以赢得学生与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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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加强家政专业理论研究，与职业院校

错位发展，突出人才培养优势，是高等院校家政

学得以立足之不二法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发展的反映。

因此，家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课程体系建

设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如何科学化设

置家政学课程体系是家政学科发展的核心问

题。当前我国高校家政学的课程设置多沿用公

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三种课程类型

的混合模式。但这种课程结构往往会导致学生

缺失职业核心竞争力，造成高校人才培养与社

会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现象。以金陵女子文理学

院为例，课程设置内容采取必修与选修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整体上看，开设英文、国

文、中国通史、三民主义、体育等必修通识课程，

使学生掌握社会公民所必备的基本学识；开设

家政学原理、食物学、营养学原理、美术图案理

论、家庭与社会等专业核心课程，使学生掌握成

为高素质家政人才的主要学科知识；开设机关

膳食管理法、家庭管理、儿童教养法、家政学教

学法、营养学教学法等专业课，培养家政人才所

需要的专业技能。家政专业学生还可选修心理

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医学等课程，以扩

展自己的知识。因此高校家政课程设置应始终

服务其人才目标，适当加强学科前沿理论知识

指导，培养学生理性思维与作为家政高端人才

所需要的创新能力。

家政学师资队伍建设是家政学人才培养的

重要支撑。家政学本身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

知识散落在不同学科当中。囿于家政学的交叉

性质，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家政学专业设置主要

依托于教育学与社会学，而缺乏管理学、经济

学、医学、艺术学、工学等师资的汇入。近代高

等院校家政系的骨干师资多为国外或留学归国

的家政学专业人才。例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家政专业负责人陈佩兰本校毕业后曾前往美国

俄勒冈州立大学专攻家政学，燕京大学家政系

主任何静安、陈意都为赴美归国的家政学专业

研究生。如今高等院校可以借助国际人才回归

的契机引进家政学专业的高质量人才，或与境

外知名大学的家政院系建立合作关系，鼓励家

政学专业教师进行访学交流，提升教师家政学

科素养。

　　四、结语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政系诞生于“母性主
义”风行之时，校长吴贻芳坚持从民族与国家

需要出发，以科学之法培养人才，以超脱于为

妻、为母的旧视角来审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

作用。吴贻芳作为一校之长，在家政学科设置

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科学化的

女子师范教育理念指引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

断发展。即使在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家政系

仍独立设置，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高校应从高等教

育与社会契合的角度，对学校学科布局、专业设

置、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构建科学的

人才培养体系，以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质

量［２９］。新时代，家政教育被视为提高家庭人口

素质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新兴学科［３０］，是促进家

庭成员形成科学的生活理念与思维方式的学

科。家政学科发展并非仅立足个人所需，而是

响应社会需求与时代呼唤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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