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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探析
———以２０世纪１０年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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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强制吞并朝鲜后，以《朝鲜教育令》为基本法令推行殖民主义教育。为了培养殖民地统治的顺

民，日本统治者对朝鲜人民进行了泯灭其民族性的同化教育以及低级简易的愚民教育。然而，殖民者的最终目

的是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培养下级劳动者的实业教育也受到殖民当局的重视。面对残酷的殖民教

育，朝鲜人民在国内外开展民族教育，向朝鲜青年传播爱国思想和民族独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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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０年８月《韩日合并条约》签订以后，日本

正式开始了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为了实现对朝鲜

的永久占有，日本统治者不仅推行野蛮的政治统

治和残酷的经济掠夺，还试图在精神上麻痹和控

制朝鲜人民，以从根本上消除其民族精神与独立

意识。由此，教育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１９１１年８月，朝鲜总督府发布第１
次《朝鲜教育令》，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教育全面展

开。２０世纪１０年代是日本强制占领朝鲜后殖民

主义教育政策的初步推行阶段，奠定了之后三十

多年殖民教育的基本论调，此后的殖民教育政策

虽有变化，但都是在这一时期政策的基础上进行

的修改与调整。考察这一时期日本对朝鲜的殖民

主义教育政策，有利于揭露日本推行的殖民教育

的本质，可以更深入了解这一时期日本在朝鲜殖

民统治的基本面貌。

一、《朝鲜教育令》与日本在朝鲜殖民主义教

育基本方针的确立

（一）对朝鲜教育行政体制的整编
日本强制占领朝鲜后，实行野蛮的武断统治，

为了彻底 泯 灭 殖 民 地 人 民 的 民 族 独 立 和 反 抗 意

识，尤其重 视 利 用 教 育 对 朝 鲜 人 民 进 行“忠 良 臣

民”的教化。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５日，日 本 杂 志《教 育

时论》发表题为《新领土的教育》的社论。该社论

指出：“引导新臣民（朝鲜人———笔者注）、使 其 成

为陛下忠良臣民的方法，即把其同化为旧臣民（日
本人———笔 者 注）的 方 法 有 多 种，但 主 要 是 教

育。”［１］另外，朝鲜总督府在《施政二十五年 史》中

提到：“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决定着半岛统治

的兴衰。因此，在半岛实施新的总督政治时，要进

行更为慎重的研究”。［２］为此，朝鲜总督府 在 对 各

部门行政机构进行整备的同时，也对教育的行政

体制进行了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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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９日和同年９月３０日先

后颁布的《对朝鲜总督府设置的敕令》以及《朝鲜

总督府及其所属官署官制》的规定，日本在朝鲜设

置总督府，由总督管辖朝鲜。在教育方面，朝鲜总

督拥有绝对而广泛的权力，大到教育相关法令的

制定，小到教科书的编定。作为主管教育的行政

机构———学务局，是总督府下设内 务 部 的 直 属 部

门，负责辅佐总督管理相关的教育行政事务。学

务局下设两科，分别是学务科和编辑科。学务科

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各级学校的教育行政事务，并

对其进 行 监 督。科 内 设 有 一 名 视 察 官 和 数 名 督

学，他们不定时地视察朝鲜各道、府、郡等地的学

校，督促校长、教员执行总督府的教育政策。这些

人不仅对各级的官、公立学校进行视察监督，而且

对朝鲜人自己设立的书堂也不放过。编辑科的主

要职能是负责各级学校使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
发行，并且对教科书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科内

设有一名编修官和数名编修、书记员，他们对官、
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的教科书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强制使用总督府发行的教科书或经过总督府

“检定”的教科书。
关于地方的教育行政，总督府没有在地方设置

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了便于中央直接控制地

方教育，总督府虽然对地方的道、府、郡、面等行政

机构进行了精细的整顿，但没有设置专门的教育行

政机构。
（二）《朝鲜教育令》的颁布

１９１１年８月２３日，朝鲜总督府正式颁布了第

１次《朝鲜教育令》。《朝鲜教育令》是日本在朝鲜

进行殖民教育的基本法，明确了日本统治者在朝鲜

进行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并确立了殖民教育的基

本体系。

１．明确殖民地教育的培养目标

教育令第２条规定：依据《教育敕语》之主旨，
培养忠良之国民。［３］所谓《教育敕语》，是日本天皇

在１８９０年颁布的关于教育的诏书，服务于日本的

军国主义，其宗旨成为日本战前教育的主轴。“培
养忠良之国民”，表面上把朝鲜人同日本人置于相

同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却是让朝鲜人放弃自己的

国家和民族，成为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绝对忠

诚的顺民，以助于对其进行奴役。《朝鲜教育令》
对各级学校教育目的的规定中，都提出了要注重

国民性格的培养，这里的国民当然指的是作为日

本臣民的朝鲜人。
《朝鲜教育令》第５条规定：普通教育教授普

通的知识技能，尤其以培养国民性格为目的；第８
条规定：普通学校对儿童实行国民教育中基础的

普通教育，留意其身体发达，教授国语（日语），施

予德 育，培 育 国 民 性 格，教 授 必 要 的 普 通 知 识 技

能；第１１条规定：高等普通学校对男子实行高等

普通教育，教授其常识，图求国民性格，传授生活

中有用的知识技能；第１５条规定：女子高等普通

学校对女子实行高等普通教育，培养妇德，陶冶国

民性格，传授生活中有用的知 识 技 能。［３］可 见，日

本国民性 格 的 培 养 成 为 各 级 学 校 的 主 要 教 育 目

的，贯穿于整个殖民教育的始终。

２．确立殖民地教育体系

在“教育要符合时势与民度”的旗号下，日本

统治者制定了一套所谓“符合”殖民地实际与发展

的教育体系，推行愚民教育。

图１　２０世纪１０年代朝鲜教育体系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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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是根据《朝鲜教育令》的规定制作的教育

体系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朝鲜教育体系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普通教育年限被大大

缩短。朝鲜人普通教育的年限，即初、中等教育的

年限，加 起 来 一 共 是６—８年。早 在１８９５年 和

１８９９年朝鲜颁布的《小学令》及《中学校令》中，就

已经把初、中等教育的年限规定为１２—１３年。而

同一时期 日 本 国 内 的 初、中 等 教 育 年 限 共 为１１
年。第二，以专门教育替代高等教育，没有大学教

育机构。而与此相比，日本国内于１８７７年设立了

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到１９１１年日本已有４
所帝国大学。［４］第三，对师范教育 的 轻 视。《朝 鲜

教育令》中没有规定设立师范学校，而是在官立高

等普通学校和官立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分别设立了

１年的师范科，培养普通学校教员。与此相反，同

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师范学校细分为三类，分别是

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部

分师范学校还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第四，重视实

业教育。除了有专门的实业学校外，还另外附设

了简易实业学校，而且在教育年限和入学资格上

都没有严格的限制。
总的来说，日本在朝鲜推行教育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朝鲜人义务上像日本国民一样效忠天皇，
服从殖民统治，而权利上却与日本国民区分开来，
只能接受与日本国内相比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
成为日本殖民统治被奴役的工具。

二、日本在朝鲜殖民主义教育政策的实施

（一）同化教育
所谓同化，就是通过殖民者的语言文 化 对 殖

民地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渗透，使得殖民地民众不

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在

这样一种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完成心理、精神和现

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５］日本统治者通过 向 朝 鲜

人强制输入其语言文化、思想道德、历史等，对朝

鲜人进行同化。
首先，日本人教师被安排在各级学校中任教。

这些教师上课时都身穿军服，佩带刀剑，兼任了宪

兵警察的角色。这样不仅有利于对学校教育进行

直接控制，还有利于向学生灌输亲日思想。

表１　１９１９年各级学校日本人教师分布情况 单位：人　

学校 教师总数 日本人教师数 日本人教师百分比

普通学校 ２　５２５　 ７５９　 ３０％
高等普通学校（含女高） ２３９　 １４５　 ６０％
官立专门学校 ６６　 ５９　 ８９％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史研究会编，《韩国教育史》，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８４页。

　　从表１可以看出，随着学校等级的提高，日本

人教师的比例也逐级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朝

鲜师范教育的水平低，只能培养普通教育阶段的

教师；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形成，为防止朝鲜人教师在上

课过程中宣传民族独立意识与反日思想，所以利

用日本人教师对学生灌输亲日思想，削弱其反抗

意识。
其次，强化日语教育，扼杀朝鲜民族的语言文

化。日语被规定为“国语”，被大量安排在各级学

校的课程中，而朝鲜人民真正的国语———朝鲜语，
与汉文合在一起上课，降格为普通的语言课。除

了朝鲜语及汉文外，日语是所有课程的上课用语，
教科书也都是用日语编写。

如表２、表３所示，日语是普通学校所有科目

中课时数最 多 的 科 目。１—２年 级 每 周 课 时 总 数

是２６学 时，３—４年 级 是２７学 时，日 语 课 所 占 比

重分别达到３８．５％和３７％。高等 普 通 学 校 及 女

子高等普通学校中由于增设其他教学科目，导致

日语课时数有所减少，但与朝鲜语及汉文课相比，
仍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每周日语课比朝鲜语及

汉文课的总课时多出了１—２倍之多。

表２　普通学校课程安排与每周上课时数　　单位：学时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朝鲜语及汉文 ６　 ６　 ５　 ５
日语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资料来源：孙 仁 铢，《韩 国 近 代 教 育 史》，延 世 大 学 校

出版部，１９７１年，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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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高等普通学校与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朝鲜语及汉文与日语课每周学时安排 单位：学时　

学校
朝鲜语及汉文／日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合计

高等普通学校 ４／８　 ４／８　 ３／７　 ３／７　 １４／３０
女子高等普通学校 ２／６　 ２／６　 ２／６ — ６／１８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史研究会编，《韩国教育史》，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８５页。

　　日语课不仅课时数量多，而且课上内容也大

量充斥了同化教育的内容。例如，在１９１４年出版

的普通学校二年级教材《国语读本》（卷４）的课文

题目中，就 有“菊 花”、“皇 大 神 宫”、“神 武 天 皇”、
“富士山”等与日本历史文化相关的内容。其中，
《从蛋中醒来的王》一课的内容竟是说朝鲜的新罗

王出生于日本人所生的蛋中。通过编造这样的神

话，日本统治者试图从历史上证明，从远古时代开

始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就具有一体性与从属性，即

日本御用史学家提出的所谓“日鲜同祖”论，进而

表明日本占领和统治朝鲜的合理性。

最后，利用修身教育，对学生进行“教化”。所

谓修身教育，就是思想道德教育，目的是对人的人

生观与价值观进行塑造和培养。对于修身教育的

重要性，日本的御用史学家这样评价：“修身课虽然

是众多科目中的一个，但实际上可以用这一门课代

替所有的科目。教育事业以修身结束，这样说一点

不为过。它的意义在于其对教育敕语的实践”。［６］

《普通学校规则》中的“修身应该基于教育敕语的主

旨，培养道德上的思想及情操，不失一直以来的良

风美俗……主要教授人伦道德，知晓对国家及社会

的责任义务，遵守国法，崇尚功德……”［７］道破了修

身教育的根本目的。

由此，朝鲜的各级普通学校均安排了修身课。

课上基本 都 是 围 绕“勤 勉”、“责 任”、“实 践”、“信

义”、“忠君爱国”等内容进行说教，培养学生对天

皇的崇拜思想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因此，修身教

育既有思想道德教育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政治教

育的性质，表面上是提高道德涵养，实际上却是注

入殖民地思想理念的政治教育工具。
（二）愚民教育
为了压制朝鲜人的独立思想，同时也 为 节 省

财政开支，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教育在体系上是简

易和畸形的。日本统治者在进行“皇国臣民”教育

的同时，在所谓“教育要符合时势与民度”的旗号

下，推行愚民教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缩短普通教育年限。《朝鲜教育 令》规

定，普通教育 由３—４年 的 普 通 学 校、４年 的 高 等

普通 学 校 及３年 的 女 子 高 等 普 通 学 校 构 成。这

样，朝鲜的初、中 等 教 育 年 限 加 起 来 一 共 是６—８
年。同一时期，在朝鲜日本人小学为６年制，日本

人中学和高等女学校为５年制。这样，日本人小

学和中学的修业年限加起来一共为１１年，比朝鲜

的普通教育多出了３—５年。
普通教育年限的缩短，造成了学生的 知 识 基

础薄弱，使朝鲜儿童的升学成为一大问题。由于

每级教育之间缺乏连续性，使得毕业生无法继续

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从而使普通教育成为一种

完成教育。对此，寺内正毅在１９１２年４月３０日

给新任日本人教员的训示中说道：“如今在韩国，
还没有达到教授韩国人高尚学问的程度。现在应

该着眼于实施一种浅显的教育……”［６］这样，使得

朝鲜的教育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然而，就是这种低水平教育的接受权利，朝鲜

人民也不能充分享受。如表４所示，在朝日本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远远高于朝鲜儿童。日本人儿童

入 学 率 超 过 了９１％，而 朝 鲜 儿 童 入 学 率 仅 为

３．７％。这表明殖民地统治下朝鲜人的基础教育不

仅水平低，而且教育机会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表４　１９１９年普通学校学龄儿童入学情况　　单位：人

学校 入学适龄儿童数 入学人数 入学率

普通学校（朝鲜） ２　２８０　９５０　 ８４３　０６０　 ３．７％
小学（日本） ４６　７４０　 ４２　７３２　 ９１．５％

　　资料来源：李万珪，《朝鲜教育史ＩＩ》，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９页。

第二，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所谓“奴隶不能

太愚，也不能太智……愚则驱使不灵，太智则操纵

不易”。［５］不智不愚、似智似愚的人才，最利于殖民

者的剥削和利用。这一时期日本统治者在朝鲜没

有设立一所大学，而是以专门教育代替高等教育。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号的日本教育专门杂志《教育界》中

题为《朝鲜教育制度》一文中这样写道：“拓殖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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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殖民地尤其是朝鲜的教育制度正在江木部长的

领导下进行调查，但大体上的方针就是殖民地统

治的政治弊害一直都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
这一事实从英国对印度的教育制度上可以清楚地

看出来。因此，对这一点应该仔细斟酌，使教育在

不太高尚的范围内实施。”［１］日本统治者就是考虑

到教育这种启发民智的作用，采取刻意降低朝鲜

人受教育程度的方式，维护其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专门学校不论是在水平上，还是在

规模上，也都处于很低的水平。专门学校的修业

年限为３—４年，入学资格为１６岁以上的高等普

通学校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而这一时期日本国

内的教育中，专门学校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而且

在经过普通小学（６年）、高等小学（２年）、中学（５
年）的教育后方可进入专门学校学习。

２０世 纪１０年 代，朝 鲜 只 有４所 官 立 专 门 学

校，分 别 是 京 城 法 学 专 门 学 校、京 城 医 学 专 门 学

校、京城工业专门学校、水原农林专门学校。但这

４所学校中 没 有 一 所 是 总 督 府 新 设 立 的 学 校，基

本都是在１９世纪末朝鲜王朝或大韩帝国时期建

立的学校基础上，于１９１５年３月颁布《专门学校

规则》后，经过改编或升格成立的专门学校。专门

学校不仅水平低、数量少，而且不论从教员数量上

还是从学生数量上看，专门学校教育并不是以朝

鲜人为主的教育，而是为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服

务的教育。
表５中的数据显示，官立专门学校实 行 朝 鲜

人、日 本 人 共 学 制 度，但 日 本 学 生 占 了 很 大 的 比

例。１９１７年 京 城 医 学 专 门 学 校 的２４２名 在 校 生

中，朝鲜 人 只 占１９．８％，日 本 人 占 到 了８０．２％。
京城工 业 专 门 学 校 的２３４名 学 生 中，朝 鲜 人 占

４９．１％，日 本 人 依 然 占 了 一 半 以 上，为５０．９％。
在教师数量上，１９１７年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员

全部是日本人，京城工业专门学校中共有教师６２
人，日本 人 为５８人，占 到 了９３．５％。因 此，专 门

教育对于大多数朝鲜人来说，等于是形同虚设。

表５　１９１７年京城医学专门学校、京城工业专门学校教师及学生情况统计 单位：人　

教师数

朝鲜人 日本人 合计

学生数 （朝鲜人／日本人）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合计

京城医学专门学校 ０　 ４２　 ４２　 ２４／５９　 ２４／３９　 ０／５２　 ０／４４　 ４８／１９４
京城工业专门学校 ４　 ５８　 ６２　 ６３／６４　 ４２／４７　 １０／１８ — １１５／１１９

　　资料来源：姜秉植，《日帝对韩国殖民地教育实态研究》，《汉城史学》，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８５－１３２页，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三）实业教育
在日本的殖民教育体制下，教育不是 培 养 具

有综合能力的人才，而是培养一批既顺从殖民者

统治，又为其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因此，实业教育

成为日本殖民主义教育的另一重点。《朝鲜教育

令》虽然规定实业学校有农业学校、商业学校、工

业学校与简易实业学校之分，但实际上农业类实

业学校是发展的重点，其原因来自于日本国内资

本主义的发展困境。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振兴工业的近代化政

策，而商业资本主义的发达必然要求扩大殖民地市

场。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国

内经济陷入萧条。由于日本缺乏农业用地，又面临

不断增加的人口，因此粮食供给不足成为非常严峻

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日本急需通过向殖民

地倾销工业产品，同时从殖民地输入粮食的方式来

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因此，日本在朝鲜实行了以高

价工业品换取低价农产 品 的 掠 夺 政 策。据 统 计，

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９年，朝鲜对日粮食出口占出口总额

的比例从４４．９％增加到５７．７％。为了在朝鲜发展

农业，朝鲜总督府在１９１０年３月至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８
年多的时间里，在朝鲜进行了彻底的土地调查，榨
取了大量的农林用地。１９０８年，日本在朝鲜成立

了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总督府和以东洋拓殖株式

会社为首的殖民地土地公司及日本人地主成为朝

鲜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由于上述原因，日本统治者

通过发展农业实业学校，培养农业人才和劳动力，
为其剥削和掠夺服务。

如表６数 据 所 示，从１９１２年４月 末 到１９１９
年５月末的７年里，在公立的农、商、工实业学校

中，农业实业学校的发展远处于优势地位。《朝鲜

教育令》公布后仅８个月，农业学校已有１５所，而
工业、商业学校１所也没有设立。到１９１９年５月

末，农业学校增加到１７所，工业、商业学校一共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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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所。在公立 的 简 易 实 业 学 校 中，农 业 学 校 的 受

重视程度更为明显，７年间从１５所增至４９所。

表６　１９１２年４月末—１９１９年５月末

　　　公立实业学校设立的变化情况　　单位：所

类别 １９１２年４月末１９１９年５月末

农业学校 １５　 １７
商业学校 ０　 ３
工业学校 ０　 １

农业 １５　 ４９
商业 ３　 ６

简易实业学校 工业 １　 １０
水产 ０　 ２

　　资料来源：韩 国 教 育 史 研 究 会 编，《韩 国 教 育 史》，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８３页。

日本统治者不仅在实业学校推行实 业 教 育，
在普通学校、高等普通学校、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中

也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实业科目。对此，总督寺内

正毅１９１２年４月在对新任日本人教员的训示中

说道：“要把一个人培养成能赚钱的人……在普通

学校教育中也有必要注入与实业相关的知识”。［６］

普通学校中，有关实业 的 教 学 科 目 分 别 有 手

工、裁缝及手艺、农业初步、商业初步。虽然规定根

据地方情况这些课不是必修科目，但根据１９１４年

的调查，在３８３所公立普通学校中，开设农业课的

学校最多，有２６１所，开设商业课的学校有８所，４０
所学校开设了手工课。［１］高等普通学校中，实业教

育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农业、商业、手工成为必修科

目，特别是农业及商业课的课时数，在四个学年中

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由第一学年的２课时，增加

到第四学年的５课时。另外，在女子高等普通学校

中，每个学年的总课时数是３１课时，裁缝及手艺课

都为１０课时，占总学时的比重超过１／３。

三、朝鲜人民对日本殖民教育的抵抗

面对日本统治者推行的殖民教育，朝 鲜 人 民

没有屈服，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民族教育，图求

教育救国、民族自强，实现民族独立。
私立学校是朝鲜人民进行民族教育的主要阵

地。针对这一时期私立学校进行的教育活动，寺

内正毅在对朝鲜各道长官的训示中提到：“各道长

官要监视学校（私学）是否遵守法规、教员是否尽

职尽责。应该使用旧学部编纂、认可的教科书，但

私立学校往往随意使用这以外的其它教科书。私

立学校通过唱歌、运动会等其他形式鼓吹独立，奖
励对帝国进行反抗……”［８］从寺内的训令 可 以 看

出，这一时期私学主要通过教授总督府严禁的朝

鲜语、朝鲜历史、朝鲜地理等科目，以及以唱歌、运
动会等形式，在青少年中开展民族教育。

为限 制 私 学 发 展，总 督 府 在１９０８年 发 布 的

《私立学校令》的基础上，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又发布

了《私立学校规则》，紧接着在１９１５年３月颁布了

《改正私立学校规则》。短短的７年中，对私立学

校的法规进行了两次修改，足见日本统治者对私

立学校问题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朝鲜人私立

学校的发展状况。由于总督府的压制，私立学校

在数量上明显减少。被日本强占前，朝鲜私立学

校超过了２　０００所，１９１１年减少到了１　４６７所。［９］

但余下的私立学校仍然坚持秘密活动，进行反日

爱国教育。
书堂是朝鲜人开展民族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教

育机构。书堂在朝鲜具有悠久的传统，本是教习

儿童 汉 文、传 授 儒 家 思 想 的 旧 式 启 蒙 教 育 机 构。
也正是由于书堂的这种性质和特点，初期并没有

引起日本当局者的注意。当私学受到越来越大的

阻碍时，很多爱国人士便把民族教育的视线转向

了书堂。

表７　１９１２年４月末—１９１９年５月末官、公立

普通学校与书堂情况对比

时间 种类 学校数量 学生数量

１９１２年４月末 书堂 １６　５４０　 １４１　６０４
普通学校 ３３０　 ４２　６０７

１９１９年５月末 书堂 ２３　５５６　 ２６８　６０７
普通学校 ４８４　 ８４　７６７

　　资料来源：韩 国 教 育 史 研 究 会 编，《韩 国 教 育 史》，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通过表７的数据可知，在学校和学生数量上，
与普通学校相比，书堂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可见，
朝鲜人民为了让子女接受民族教育，与官、公立的

普通学校相比，更愿意选择书堂。这一时期的书堂

也积极顺应时代的潮流，经过改良，成为初等教育

机关，设置学年、学期等，不仅教授汉文、儒家经典，
还教授朝鲜历史、地理、朝鲜语、算术等近代知识。

随着朝鲜 国 内 政 治、思 想、教 育 条 件 日 趋 恶

化，大批爱国志士、青年学生纷纷迁往海外，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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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展开恢复国权运动的同时，进行民族教育

活动。其中，中国东北地区是朝鲜人在海外进行

民族教育活动最活跃的地方。

１９０５年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后，一些爱国

团体和民族志士就来到中国东北，以朝鲜人聚居

地为中心着手创办学校，致力于朝鲜民族启蒙教

育，各种民族教育机关便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其中代表性的有：李相卨在延边龙井村创立的朝

鲜族第一所近代民族学校———瑞甸书塾、１９０８年

４月金跃渊等人在和龙县创立的明东书塾等。至

１９１６年末，仅 在 延 边 五 县（和 龙、延 吉、汪 清、珲

春、安 图）朝 鲜 人 的 私 立 学 校 共 有１５７所，学 生

３　８７９名。［１０］

由于朝鲜人学校创办者多为民族主 义 人 士，
因此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均倾向近代基础教育和

反日民族教育。教学内容以近代指向性的基础学

科知识为中心，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实业教育、
法律经济教育、外国语教育等。以民族主义教育

科目为中心，即国语（朝鲜语）教育、历史教育、修

身教育、伦理教育、音乐教育、尚武体育教育、军事

教育、宗教教育等，所涉及的内容甚广，其中，朝鲜

语 教 育 和 历 史 教 育 尤 为 各 私 立 学 校 之 必 设 科

目。［１１］正因为这 些 近 代 民 族 教 育 的 开 展，培 养 了

一批既具备先进的近代科学知识，也具有深刻的

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才，使得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朝

鲜族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东北地区的朝

鲜人民族教育，在反日民族独立运动中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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