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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被公认为２０世纪美国中等教育的“大宪章”。报告的发布直接推动了美国

中等教育的全面改革和综合中学这种全新的中学模式的 创 立。作 为 该 报 告 主 要 执 笔 人，卡 拉 伦 斯·达 尔 文·

金斯利的思想和实践对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美国中等教育的革新和综合中学模式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国

内学界鲜有关于金斯利在该报告形成和综合中学模式建立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本文基于较为充分的文

献史料，从金斯利与综合中学创立之间关系的角度，探究他是如何通过一生的努力去推动综合中学模式在美国

的建立和发展，以期弥补这位综合中学模式奠基者被人“遗忘”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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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学（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是美国现代中等学校的主要形式之一。综合中学的建

立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制约中等教育发展的“升学”与“就业”之间的矛盾，为青少年提供了至少在理

论上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而且满足了城市社会中工商业的发展需求。因此，综合中学自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在美国出现后，相继为诸多国家所参照借鉴，成为当代世界普遍采用的中等教育的组织形式。

综合中学首先出现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美国。那么，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时期建立综合中学这种新

的学校形式？建立综合中学的目的是什么？综合中学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些目的，它对美国中

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些都是深入理解这种学校形式的本质以及思考中学教育教学改革的

战略所必须了解的基础性问题。而要真正了解这些问题，就需要回顾创制综合中学计划的过程。这就不

得不提到一个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短时间内“风云一时”、而后又很快被人“遗忘”的特殊人物———卡拉伦

斯·达尔文·金斯利（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Ｄａｒｗｉｎ　Ｋｉｎｓｌｅｙ）。

１９１８年，美国内政部教育署（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第３５号公报发布了美国全国教育协会（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Ａ）下属的中等教育改 造 委 员 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历经三年完成的《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基本原则》），报告的发布标志着集“通识教育、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于一体的综合中学模式的创立，综合中学作为美国中等学校标准类型的地位也得以正式确立。① 金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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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的主席和报告主要执笔人，对综合中学在美国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

综合中学模式的奠基者。①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在对某个特定主题所进行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

成果，这其中就包含了对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推动综合中学建立方面所进行的深入

研究。例如，龚兵对全国教育协会这个组织本身进行的研究②，张斌贤等翻译的《基本原则》报告③和主持

的“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学术专题④，该专题也是我国目前较新的、较为全面的关于中等教育改造委员

会的组建过程、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的研究。杨孔炽⑤、杨捷⑥、王喜娟⑦、陈瑶⑧、吴婵⑨等从《基本

原则》报告与综合中学计划形成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证了报告对美国综合中学模式确立的重要影响。已

有研究虽然对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及《基本原则》报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作为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主

席和报告主要执笔人的金斯利却鲜被提及，关于其如何推动综合中学建立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似乎成

为了一位被遗忘在教育史某个偏僻角落的特殊人物。

本文将从金斯利与综合中学模式创立之间关系的角度，探究他是如何推动综合中学模式在美国的建

立和发展。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中等教育的改革主要由城市督学和大学校长起主导作用的大背

景下，仅仅具有中学教师身份的金斯利突破重围，在１９１０至１９２２年间先后担任中学与大学衔接九人委

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Ｎ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主席、联邦教育署的中等教

育顾问专家、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其带领下所发布的教育报告和推动的中学改革也

得到了联邦教育专员、著名督学、大学校长和知名教授、中学校长们的大力支持和认可，扛起了重组美国

中等教育的大旗，推动了集通识教育、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中学的建立。现如今，在我国鼓

励探索高中办学体制多样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有必要重回历史语境中，探寻开风气之先的美国综合中

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综合中学是如何将融合了职业课程和学术课程于一体的综合课程确立为美国公

立中学的课程模式？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国探索建立多样化高中发展模式提供理性的经验借鉴。

一、投身中等教育事业：公立中学的快速发展与金斯利的教育经历

金斯利１８７４年７月生于纽约州中部城市雪城（Ｓｙｒａｃｕｓｅ），父亲是名律师，母亲是雪城中学的德语教

师。１８９３年金斯利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前往了位于纽约州汉密尔 顿 市 的 科 尔 盖 特 大 学（Ｃｏｌｇ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继续学习，主修科学和数学。１８９７年，金斯利以优等生身份从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留校担任

数学教师的机会。１８９８至１９０２年，金斯利在科尔盖特大学教授数学、测量等方面的课程。１９０２年，金斯

利辞去了科尔盖特大学的工作，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主修社会学，于１９０４年

获得硕士学位。瑏瑠

金斯利在科尔盖特大 学 和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学 习 和 工 作 的 这 十 余 年，正 值 美 国 公 立 中 学（Ｐｕｂｌｉｃ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的快速发展期。１８９０年，美国联邦教育署首次开展全国中等教育的数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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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全美共有２，５２６所公立中学，占所有中等教育类型学校总数的６０．８％，在读学生数达２０２，９６３人。

到１９００年，公立中学总量达到６，００５所，占比上升至７５．２％，在读学生数也增长到５１９，２５１人，自此以后

公立中学一直占据着美国中等教育类型的主导地位。① 然而，在公立中学数量和学生人数快速增长的同

时，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学的人数却少之又少，１８９０年１４－１７岁学龄段青少年升入大学的人数仅占这一

年龄段总人口比例的１．１％。１９１０年前后，美国学龄段青少年只有４０％－５０％的学生接受了完整的初

等教育，而能够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则少得可怜，只有８％－１０％。② 即使到了《基本原则》发布的１９１８年，

也只有１３．７％的学生完成了中学教育，其中升入大学的学生仅为３．５％。③

通过对大量在中学阶段辍学以及一些完成了学业却未升入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导致学生辍

学的原因除了家庭、身体、心理等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学的功能定位和课程的陈旧表示不

满。传统公立中学是一种以心智训练为主的大学预备机构，其课程组织模式与文实中学（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相同，采用了平行制，即允许学生选择一种平行课程（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和组成该平行课程内部的所有科

目，但不允许学生选择其他平行课程及其他相关科目。一般来说，典型的公立中学所提供的平行课程主

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固定的大学预备课程或古典课程，另一类通常被称之为英语课程，这两大类课程在

当时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学所具备的升学与完成这双重功能。④ 平行课程在公立中学的普遍存在和为

了满足不同大学的入学需求而大量开设的短期课程，导致了公立中学课程种类的混乱性和无序化，社会

各界对于中学主要发挥着大学预备机构的单一功能也表示强烈不满。

威廉·里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Ｒｅｅｓｅ）指出：“到２０世纪早期，提倡为一些学生提供职业教育的改革者们纷

纷抱怨公立中学的课程过于学术化、过于单一、过于束缚于大学入学需求。在中学建立的早期，其最根本

的任务就是强调生活中实践性的一面，而到了２０世纪早期，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学原本具有

的与拉丁文法学校相类似的传统功能已远远被抛弃掉。”⑤尤金·达文波特（Ｅｕｇｅｎｅ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也指出：

“在２０世纪前十年里，要求公立中学开设职业教育的诉求铺天盖地而来，讨论的主题也转变成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中学去开展职业教育。毫无疑问，建立分科的职业中学就解决了上述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根

据孩子的不同职业去向建立了各种分科的职业中学，我们其实就是根据他们的职业发展路线提前将他们

分割开来，从分割的那一刻起，社会分层现象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此外，在大城市里，也不可能按照所

有孩子的不同需求建立各种各样的分科中学，学区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运营这些学校。因此，在一所

综合的中学里开设综合课程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学生可以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去选修自己喜欢的职业课

程，将剩下四分之三的时间用于学术性课程和通识教育上。”⑥

金斯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还参与到社会安置运动（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中去，负责

在纽约贫民窟地区照料和帮助新移民、无家可归的人、酗酒的人等尽快地回归到家庭生活中去。然而，金

斯利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常感到沮丧，这是因为他看到无数得到救助的酒鬼、移民在康复之后，继续走进酒

馆酗酒、闹事，之后被送进医院、警察局，之后再次被送进救助站、安置所，永无停休地循环下去。⑦ 这种

失落也让金斯利认识到，只有让他们接受到合适的学校教育，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生活

情趣，才能真正帮助到他们。相较于当时只有少之又少的群体升入大学而言，让绝大多数的人接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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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的、可选择职业路径的中学教育就成为了社会工商企业和普通民众的一种合理诉求。金斯利也

开始意识到合适的中学教育对于良好人格的形成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当他硕士毕业后选择了

留在纽约，成为了布鲁克林手工训练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师。金斯利选择在中学工作，也主要因为自１８９３
年十人委员会报告（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ｅｎ）发布之后的十年里，中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已成

为民主社会里的一个重要机构，成为培养美国公民民主意识的一个重要场域，也成为了美国化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手段。卡尔·凯斯特勒（Ｃａｒｌ　Ｆ．Ｋａｅｓｔｌｅ）将这一时期的中等教育视为共和国的支柱，这也说明

了此时社会各界对于公立中学所应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的期待。①

二、探索综合中学理念：中学教师的金斯利与纽约市中学课程改革

１９０４至１９１２年间，金斯利在布鲁克林手工训练中学教授中学数学，与此同时他还负责帮助学校制

定每学年的课程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等教育机构通过设置各种入学需求对中

学课程进行控制和主导。② 同时，金斯利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纽约的中学课程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巨

大差异，学校课程在到底是为学生未来生活作准备，还是为学生升学作准备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意识到这种问 题 后，金 斯 利 统 计 了 布 鲁 克 林 学 区１１６６７名 中 学 生 每 天 步 行 到 相 应 的 分 科 中 学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耗费的时间。通过统计发现，有多数学生需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相应的中学。

而根据该地区中学生每年近２５％的增长速度计算，在接下来５年里布鲁克林的中学数量要再增加３－４
倍。据此，金斯利建议新建中学应选址在学生步行就很容易到达的范围内；中学的课程应打破过去分科

中学里过于单一的局面，可以包含几个部分，例如商业、实践艺术、家政艺术、学术课程等等，类似于“大学

式中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而原本开设在分科中学里的课程可以成为其组成部分，这类中学就是

金斯利在１９１３年后将其称为“综合中学”（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的雏形了。③

在布鲁克林期间，金斯利还加入进纽约市中学教师协会（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０８年，为了应对纽约市中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而带来对更多校舍需求这一紧迫问题，中学教

师协会组建了一个处理该问题的委员会，任命金斯利为主席。金斯利带领委员会通过大量的调查后指

出，一所中学最理想的规模应在１０００人以下，在这等规模的中学里，学校一方面可以与家长进行密切合

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尽可能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１９０９年，在委员会所提交的正式报告中，金斯利开始

使用“综合的中学”（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对未来的中等教育机构进行称谓。在综合的中学里，可以

通过开设门类多样的课程去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也提供传统的学术课程去满足部分学生的升学需

求，所有在这类学校学习的学生都能平等、自由地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④ 这份报告的完成，既是金斯利

第一次作为区域性教师组织下属的一个委员会主席推动中学课程改革的尝试，也为接下来十年里不断呼

吁建立“综合中学”提供了最原始的数据源泉。

金斯利提交的报告引起了纽约市中学教师协会的重视，协 会 随 后 成 立 了 中 学 课 程 修 订 委 员 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在协会主席约翰·蒂尔兹利（Ｊｏｈｎ　Ｔｉｌｄｓ－

ｌｅｙ）的带领下调整纽约中学课程展开调研，金斯利也参与其中。在调研过程中，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学教授弗兰克林·吉丁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Ｇｉｄｄｉｎｇ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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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以及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大卫·斯内登（Ｄａｖｉｄ　Ｓｎｅｄｄｅｎ）这三

位专家出谋划策。吉丁斯认为中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社会公民，而不是学者；威尔逊强调了中学里

通识教育的意义；斯内登表达了他所坚守的中学课程的专业化与差异性，认为应该建立分科中学去满足

不同学生的差异需求。从后续行动来看，蒂尔兹利采纳了斯内登的观点，确定了六种类型的分科中学，并

组建了六个分委员会去具体研究需要提供哪些课程。① 金斯利成为六个分委员会中的女子师范学校课

程委员会的主席，并最终为该类型学校设定了六大培养目标，其中有四大目标与完满生活相关，分别为健

康的身体与良好的心智，精心设计的生活标准，对文学、艺术和音乐充满热爱，对科学、历史和时事有多元

的见解。另外两个为掌握语言、科学和数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心智训练。② 从设定的培养目标来看，满足

于学生身心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是其中的核心。

１９１０年，美国公立中学总量超过一万所，学生数量也接近百万，占据着中等教育学校类型的绝对主

导地位。③ 而此时，关于中学的功能定位、中学职业课程偏少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激烈。在１９０９
年全国教育协会年会上，中等教育分部主席布朗（Ｊ．Ｓｔａｎｌｅｙ　Ｂｒｏｗｎ）就指出：“让９５％不准备升入大学的

学生与占比仅为５％、准备升学的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是行不通的。大学能否保证他们所规定的入学需

求就是最适合当前正在中学读书的那８００，０００名学生所需要的课程？大学对中学生需求的了解程度是

否跟中学教师一样彻底和全面？对于这样的质疑，大学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所以，中学需要有自己的

民主和自治，更需要有自己的权威，只有这样中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④。布朗所阐述的这些问

题，在纽约的中学里也普遍存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纽约市中学教师协会在１９１０年３月成立了一个处

理与大学之间关系的会议委员会，任命金斯利为主席。１９１０年５月，金斯利向中学教师协会提交了名为

《中学 与 大 学 的 衔 接———中 等 教 育 的 改 造》（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ｈ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调研报告。⑤ 报告建议大学应该只要求一门外国语作为入学需求，而不

是两门；所规定的入学需求学分总量中，应包含一定量的职业课程，例如绘画、音乐、家政、商业等；报告还

强烈反对中学课程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任何企图将中学分为两类班级，一类为大学做准备、另一类为未来

生活做准备的，都将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⑥ 金斯利所提交的这份报告也被誉为中学独立于大学的一个

宣言，得到了中学教师协会的支持和采纳。

在此基础上，金斯利还将报告寄给一些大学校长、教师协会负责人、督学等，征 询 他 们 的 意 见 建 议。

１９１０年５至７月，金斯利收到１００多份回复，绝大多数都支持他的改革建议，这也坚定了他进一步扩大报

告影响力的信心。１９１０年７月，全国教育协会在波士顿召开年会，金斯利在会上广泛分发了这份报告，

随即引发了与会人员的激烈讨论，最终得到了协会下属的手工训练、商业、中等教育这三个分部的共同支

持。在中等教育分部７月６日的会议上，决定以全国教育协会的名义成立一个全国性委员会，对中学与

大学之间的衔接、中学类型与中学功能、新的大学入学需求等问题展开全国性调研；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上，由中等教育分部主席巴雷特（Ｈ．Ｍ．Ｂａｒｒｅｔｔ）校长负责挑选。在委员会名称上，巴雷特沿用了金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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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名称，即中学与大学的衔接；在成员组成上，巴雷特推荐了九名成员，所以就变成了“中学与大学

衔接九人委员会”，简称“九人委员会”，金斯利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① 通过比较以往担任过全国性教育

委员会主席身份来看，这是全国教育协会历史上第一次任命一个仅具有中学教师身份的人来承担如此重

要的工作，这也是金斯利第一次在全国性教育舞台上崭露头角，并一鸣惊人。

三、推进综合中学计划：联邦教育署中等教育顾问的金斯利与九人委员会报告

全国教育协会决定成 立 九 人 委 员 会 之 前，已 于１９０８年 成 立 了 综 合 中 学 委 员 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对综合中学模式进行了早期探索，这种探索及委员会提交的“综合中学课

程委员会报告”坚定了全国教育协会继续探究综合中学计划的信念。② 随后，全国教育协会于１９１０年正

式组建了九人委员会，期望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再次努力，建立一种更加全面、综合的中学来调和中学职业

课程和学术课程之间的紧张关系，九人委员会一方面通过呼吁建立一种综合的中学（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来解决职业课程和学术课程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通过倡导新的大学入学需求来促使中学逐

渐摆脱大学的控制。③

１９１１年７月，金斯利向全国教育协会提交了九人委员会报告。在主报告的第一部分，首先对中学进

行了定义，将中学视为学生能够发现自我兴趣与爱好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培养有智慧、有上进心公民的教

育机构，更是一个可以接受特殊训练和多元文化的场域，并将其称为“综合的中学”。在第二部分，重点介

绍了一所四年制中学所应该提供的课程内容和单元数量，具体为：第一，在中学四年里，学生需要完成１５
个单元（ｕｎｉｔ）的课程总量。一般情况下，１个单元占一学年课程总量的１／４。这里的一学年应在３５到４０
个星期之间，每星期学习某门课程的次数在４到５个学时之间，每学时持续时长在４０到６０分钟之间。

上述１５个单元是必须要完成的课程总量，不包含体育和音乐。第二，所有中学课程必须包括至少３个单

元的英语、１个单元的社会科学（包括历史）、１个单元的自然科学。第三，中学的课程应该包括主修（ｍａ－

ｊｏｒ）和辅修（ｍｉｎｏｒ），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至少要完成两个都包含有３个单元的主修和一个包含有２个单

元的辅修，其中一个主修必须是英语。第四，在数学和外国语的选择方面，数学和外国语的学习都不应该

超过２个单元。如果修读了机械课程，选３个单元的数学是可行的。修读了纯文学或者古典课程，选３
个单元的外国语也是允许的。第五，１５个单元中至少有１１单元是由英语、外国语、数学、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组成，其他４个单元可以自由选修。１１个单元的必修课程由以下方式组成，其中的９个单元可以由

３个单元英语、２个单元的任何一门外国语、２个单元数学、１个单元社会科学、１个单元自然科学组成，剩

余２个单元可以在主修目录中选择１或２个单元来填补（如表１中的Ａ所示），这样就达到了有第二个包

含３个单元主修课程的要求。④ 如果报告到此为止，那么所建议的９个单元常量跟全国教育协会下属的

大学入学需求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１８９９年报告中所提出的１０个

单元相比⑤，也就是将英语单元增加１个、外国语单元减少２个而已，并无其他创新之处。

·６２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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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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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主报告后面还附带了一份补充报告，补充报告是根据男女学生智力发展的不同情况、不同地

区对于课程重视的差异程度以及大学对于学生的偏爱程度等进行区分的，并设计了另外两种可以代替的

课程方案。例如，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东部的中学重视外国语学习，而西部的中学更加强调数学。

补充报告中提出的课程代替方案，主要区别是如何在２个单元数学和２个单元外国语之间进行互换，可

以通过选择另外各１个单元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完成。换句话来说，这４个单元的课程有三种组成

方式，即２个单元外国语、２个单元数学、由另外多选修的各１个单元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组成的２个

单元，这样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课程方案，可以供不同中学来选择，具体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知，是否选择数学和外国语是形成

不同课程计划的关键，如果没有选 修 数 学，那 么

２个单元的数 学 需 要 由 各 多１个 单 元 的 社 会 科

学和自然科 学 来 填 补，同 时，还 需 要 再 从 已 有２
个单元的课程里选择一门出来，作为第二个包含

有３个单元主修的课程（如Ｂ所示）。如果没有

选择 外 国 语（如Ｃ所 示），其 后 续 的 选 修 方 式 一

样。委员会制定这三组课程方案，就是为了让一

些在外国语或数学学习方面有障碍的学生 多 一

些选择，解决偏科问题，激发他们学习积极性，同

时也打破了一直以来认为数学和外国语是 智 力

训练中不可或缺的魔咒。① 金斯利之所以倡导替换课程计划，事实上也是对查尔斯·艾利奥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ｌｉｏｔ）在十人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的“课程价值具有平等理念”的一种赞许和传承。报告中所规定的

１１个单元的学术课程和４个单元的选修课程，既满足了大学入学的基本需求，也缓和了社会各界指责中

学课程缺乏实践性的不满情绪，推进了综合中学早期模式的形成。九人委员会报告经过中等教育分部讨

论后，除两人以外，其余一致同意了报告内容，并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分发报告。②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

中等教育分部还选举了下一届的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金斯利当选为秘书③，这就为他更好地推动中学与

大学之间的衔接、推进综合中学计划的形成提供了便利。

金斯利在担任九人委员会主席期间，还对不同大学的入学需求展开了调研。１９１２年初，当菲兰德·

克拉克斯顿（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　Ｐ．Ｃｌａｘｔｏｎ）接任联邦教育专员后不久，便邀请金斯利到华盛顿特区担任其顾问专

家，帮助教育署处理一些关于中学课程方面的咨询工作。１９１２年春，金斯利在华盛顿工作期间，一方面

继续研究不同大学的入学需求，另一方面对入学需求进行整理完善，使之达到教育署公报发行的标准。

１９１３年，教育署第７号公报发布了金斯利提交的大学入学需求报告。在报告中，金斯利通过对全国范围

内２０４所文理学院的入学要求进行归纳后指出，有１／４的大学在录取时接受４个单元的选修课程，这个

标准就与九人委员会所建议的大学入学需求原则相一致。对于如何解决中学与大学之间有效衔接的问

题，金斯利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放宽入学条件。④ 只要有灵活性，中学就可以根据需求

·７２１·金斯利与美国综合中学模式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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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课程，使所在社区和高等教育机构受益。

九人委员会报告和大学入学需求报告的发布，使金斯利名声大振，成为了全国上下的焦点人物。甚

至连一直以来支持建立分科中学的斯内登都表示，九人委员会报告提供了一个中学能够接受的课程计

划，具有极高地推广价值。① １９１２年７月，全国教育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金斯利在会上继续呼吁，要

想对中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就需要建立相关学科的课程委员会与九人委员会一起来完成这个改革任

务。金斯利的呼吁得到了全国教育协会支持，协会也认为是时候对中等教育目标、中学类型与功能、中学

课程等进行全面改革了。在全国教育协会的通盘考虑下，一个比十人委员会规模还要大的中等教育改造

委员会建立起来，鉴于金斯利一直以来的优秀表现，他又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四、确立综合中学模式：州中学督学的金斯利与《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

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３日，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正式建立，自此拉开了重组中等教育的大幕。金斯利在这

时也迎来了个人职业发展的新机遇，从中学教师变成了马萨诸塞州主管中学教育的州督学，从布鲁克林

来到了波士顿。这个转机主 要 是１９１２年８月 在 州 中 学 督 学 位 置 上 干 了２０多 年 的 詹 姆 斯·麦 克 唐 纳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突然去世，导致了位置空缺。而这一年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专员的正是斯内登，他通

过阅读九人委员会报告而知道了金斯利。② 此 外，担 任 该 州 教 育 副 专 员 的 威 廉·奥 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ｒｒ）也

是九人委员会的成员之 一，他 对 金 斯 利 的 工 作 态 度 与 能 力 较 为 了 解，在 新 督 学 人 选 上 他 推 荐 了 金 斯

利。③ 斯内登经过考量后，任命金斯利接任这个职务，与奥尔一起负责对马萨诸塞州小型规模中学的课

程进行重组和改造，以期能够适应当地的发展需求。金斯利从１９１２年９月到１９２３年一直担任着这个职

务，因此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带领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开展工作，也开始从更高层面去思考建立综合

中学的计划和方案了。

在金斯利的带领下，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所发布的报告与十人委员会、大学入学需求委员会发布报

告的形式不同，从一开始就没有通过全国教育协会来发布，而是以联邦教育署的公报形式对外发布，这是

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在更高层面上获得了支持，这种支持与金斯利在教育署工作期间得到教育专员的高度

认可密切相关。１９１３年９月２３日，克拉克斯顿指出：“整个中等教育的问题，不论是教育目的还是学校

类型，都面临着重组和改革。然而，由于教育署没有那么多中等教育方面的专家，也不能够对许多应该回

复的问题作出及时回应，因此非常愿意与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合作。建议教育署能够以公报的形式对委

员会所提交的正式报告进行发布，也希望中学校长、教师和学生都能对相关报告进行意见反馈，以期更好

地改进委员会工作”④。从教育专员的话中可以看出，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已开始代表着全国教育协会

和联邦层面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去思考如何彻底地对中等教育进行改革了。这也就有了为什么委员会

发布的《基本原则》报告能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更被誉为美国２０世纪

中等教育的“宪法”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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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建立后不久，还专门组建了审议委员会（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作为核心议

事机构，审议委员会由改造委员会下属的分委员会主席和另外不超过１０人的其他人员组成，主席由金斯

利兼任。到１９１８年，分委员会已达１６个，委员人数超过２００多人，委员代表所涉及的州达到３０个，规模

之大和委员人数之多史无前例，整个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更是无可比拟。１９１３至１９２２年间，

各分委员会按照审议委员会制定的指导原则，先后发布了１６份报告。① 这 些 报 告 中 对 各 个 分 委 员 会 都

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对接下来中等教育改革方向 和 进 程 具 有 指 引 作 用 的 就 是 审 议 委 员 会 在１９１８年

发布的《基本原则》，这份 报 告 是 继 十 人 委 员 会 报 告 之 后，美 国 中 等 教 育 界 的 又 一 份 里 程 碑 式 的 教 育

报告。②

《基本原则》报告的发布，一方面以七大教育目标为未来中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倡导

建立“综合中学”来满足学生和学区的需求。在报告的第３个主题中，将教育的主要目标概述为七个方

面，具体为健康、基本技能的掌握、高尚的家庭成员、职业、公民资格、善于利用闲暇时间、具有道德品格。

至于中等教育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报告以七大基本原则的形式将这七大教育目标确立

下来，并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１２至１８岁间在中等教育阶段学习的所有学生。在报告的第１５和１６个主

题中，还就中学的功能和未来中学的类型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③ 在第１５个主题中，报告专门讨

论了中学的专门化和统一化功能，并通过提供三种课程来促使这两大功能实现共存。这三种课程分别

为：第 一，固 定 课 程（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固 定 课 程 原 则 上 要 求 所 有 孩 子 都 必 须 参 加 和 修 读；第 二，差 异 性 课 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差异性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不同孩子的职业需求来决定，也包括他们在一些特殊领域需

要继续提升的预备课程；第三，选修课程（ｆｒｅｅ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不同学生根据各自的兴趣、能力和特长来选修自

己喜欢和擅长的课程。报告还指出，固定课程对于中学统一化功能的实现具有非常明确的作用，差异性

课程有利于实现中学的专业化功能，而选修课程将利于这两大功能的同时实现。④

在第１６个主题中，指出将所有课程包含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中的综合中学，应该是美国中等学校的

标准类型，这种学校既可以进行学术教育，也可以进行职业教育，且二者之间还可以适时进行调换，进而

将学生在课程选择方面所受到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此外，学生在学习其他课程的过程中与另外的同学

结成的友谊，以及与自己职业和教育目的不一样的同学所达成的共识，都有助于学生认识到彼此之间所

持有的共同利益。⑤ 《基本原则》报告通过正式提出建立综合中学的建议为未来中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对于综合中学应该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课程，报告也通过所提出的七大基本原则为中学的组织与管

理、综合课程的设置奠定了基调。

威廉·雷格（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Ｗｒａｇａ）指出：“综合中学是专门为美国这个多元的民主社会而设计和服务

的。综合中学通过提供‘固定课程’和‘差异性课程’这种综合的课程模式来实现课程之间的互补性功能，

通过提供差异性的课程（如大学预备课程、职业先修课程和职业课程）将不同背景、能力、期望的学生统一

在一起，统一在同一所学校的屋檐之下，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同时，综合中学也通过对具有不同文化背

景的学生所进行的通识教育来培养他们彼此之间共同的情感、相互理解和平等对话的意识，从而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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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统一化功能。”①

回顾整份报告可以清晰地发现，相当一部分主题的内容，都暗含着金斯利在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想和

主张。例如，在１９０８年时所提出的综合中学理念；在１９１０年担任纽约女子师范学校课程委员会主席时

所提出的六大培养目标，其中有四大目标被采纳进《基本原则》报告中；在１９１０年担任纽约中学教师协会

下属的会议委员会主席时，对中学与大学的衔接、改造中等教育的需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在担任九人委

员会主席期间所推进的综合中学计划。一定意义上来说，金斯利就是整个报告的总设计师和主要执笔

人②，推动了综合中学模式的创立，为美国建立越来越多的综合中学来满足社会的发展和学生的需求指

明了方向。

五、完善综合中学设施：中学建筑设计师的金斯利与职业转向

１９２２年，联 邦 教 育 署 在 第２３号 公 报 中 发 布 了《中 学 建 筑 与 场 地》（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ｓ）的报告，这也 是 在 金 斯 利 的 指 导 下，中 等 教 育 改 造 委 员 会 完 成 的 最 后 一 份 报 告。③ 金 斯 利 自

１９０８年有过为纽约的中学设计学校建筑和运动场地的经历之后，一直都保持着这方面兴趣。上述《中学

建筑与场地》报告中所设计的中学建筑结构图，就是按照综合中学的理念进行设计和完善的，实现了将原

来分科中学所拥有的器具和装备完整地配备在综合中学里的建设目标④，这种中学建筑结构图也很快的

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应用。

１９２３年，金斯利辞去了马萨诸塞州中学督学的职务。在决定辞去督学之前，金斯利也一直进行着灵

魂地拷问、权衡着得失，毕竟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都在通过创造更好中学教育去服务于个体发展而努

力，且这些付出也得到了教育界的肯定和认可。然而，当他开始从更广义上思考教育时，就如《基本原则》

报告中所提出的七大教育目标一样，那么就需要有专业人士去为设计更加舒适、理想的中学建筑设施而

持续钻研，这也是一种教育贡献，也是践行综合中学发展理念的一种方式，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他了？基

于这种的拷问，金斯利毅然辞去了督学职务，离开了波士顿，前往了芝加哥，加入进一家学校建筑设计企

业，成为了一名学校建筑设计师直到去世。在他去世之前，金斯利还兼任着一些城市教育委员会的顾问

专家，帮助规划和设计中学建筑和运动场地；１９２３年，金斯利在密歇根大学兼职讲授学校建筑设施规划

方面的课程；１９２５和１９２６年，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兼职讲授学校建筑设施规划的课程；金斯利于１９２６年

１２月３１日在辛辛那提逝世，享年５２岁。⑤

纵观金斯利短暂的一生，他一直都在为建立一种合适的中等教育机构来满足于个体的需求和社会的

发展而不懈努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工作原则，当他把在纽约完成的报告第一次带到全国教育协会上

时，立即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和认可，进而促成了他后来陆续担任九人委员会主席、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主

席等重要职务。在担任全国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十年里，金斯利一直都在为促进综合中学计划的形成而

努力，并最终在《基本原则》报告中实现了将综合中学确立为美国中等学校标准类型的奋斗目标，为美国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及以后综合中学的大量建立和快速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金斯利对于中等教育的贡献

·０３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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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漂洋过海，影响到了中国的教育改革。１９２２年，当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壬戌学制》颁布时，就采

用了金斯利在１９１８年《基本原则》报告中所提出的“６－３－３学制”，且沿用至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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