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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時賑濟組織
   中央賑濟委員會
   廣東省賑濟委員會

2.難童政策　
  《難童救濟實施方法大網》（1938年）
  《難童救濟團體接領及遣送難童派員辦法》

（1938年）
  《抗戰建國時期難童救濟教養實施方法》

（1938年）

3.難童
    賑濟委員會把「難童」定義為因處戰時
   的惡劣環境，失教失養的兒童。

   

(一)背景及概念

兒教院接收的第一批難童



4.新生活運動和戰時的婦女工作　
   1938年5月，國民政府動員婦女支援抗戰，

宋美齡邀請各黨派各團體婦女領袖在江西廬
山舉行談話會，制定《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工
作大網》，以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工作
指導委員會為推動一切婦女兒童工作的總機
構。

5.宋美齡和兒童保育會／保育院
   宋美齡在重慶創辦拯救戰時「難童」的機構
　 兒童保育會／保育院，並在各省設立分院。

6.兒童教養院　

    1938年10月行政院通過《抗戰建國時期難
童救濟教養實施方法》，隨後第一所中央賑
濟委員會直轄難童教養院在重慶成立，隨後
中央直屬及地方所屬的兒童教養院紛紛成立。



7. 吳菊芳女士與廣東兒童教養院
   

1932年
Ø 5月：吳菊芳首次來港，由其父親陪同，擬在港

與李漢魂結婚，後因李公務繁忙，吳菊芳與父親
赴韶關，7月與李漢魂結婚。

1936年
Ø 7月：李漢魂以辭職勸諫陳濟棠放棄謀反，並安

排吳菊芳與子女先到香港。
Ø 8月：於香港誕下第三個孩子李淇，孩子滿月後

返回內地。

1937年
Ø 7月：七七事變后，李漢魂赴前線，吳菊芳帶子

女到香港安頓。年末曾多次前往香港組織群眾支
持抗日。

1938年
Ø 6月：在香港展開募捐及籌集慰勞品工作。下半

年多次在港組織慰勞演講大會，呼籲群眾捐物
資，支持抗日。

Ø 8月：在香港慰勞演講大會上首次與周恩來、鄧
穎超會面

Ø 10月：以婦女慰勞會北上慰勞團團長身份，出席
由婦女慰勞會、女青年會、兵災籌賑會、婦女新
運會、三十九個學校及團體之代表於跑馬地快活
谷香港會球場舉行的升旗禮。

Ø 12月：吳菊芳替香港華商總會轉發賀電予李漢
魂，恭賀李漢魂獲中央政府任命為廣東省主席。

  



1939年
Ø 1月：交代婦救會的工作及賬目後，於1月5日

攜子女離開香港到汕頭，開始擔任廣東省主
席夫人。

Ø 5月：奉廣東省賑濟委員會委派，特前來香港
假華商總會舉行「怎樣出錢救濟」座談會。

Ø 6月：到香港籌款。

Ø 7月：決定親自參與營救大批在戰區的難童，
期間順道前往香港為兒童籌募及購買藥物，
並與香港保育院商定將他們收容各地的兒童
帶到韶關。

Ø 8月14日：廣東兒童教養院在曲江中山公園宣
佈成立。

Ø 10月：任香港仿林中學校董。

Ø 年末：廣東兒童教養院接受養難童超過千
人，遂將沙園的廣東兒童教養院稱作第一
院，並在連縣成立第二院



1941年
Ø 5月：香港婦女慰勞會、女青年會、婦女新運

會、婦女兵災會、中國婦女會、婦女節制會、
兒童保育會歡迎吳菊芳來港，並在婦女兵災會
聯合開會。

Ø 10月：吳菊芳因公來港，於華商俱樂部招待香
港各界婦女領袖談話，報告粵省婦孺賑濟情
形，希望香港各界婦女予以援助。

Ø 11月：吳菊芳攜子女前往香港分娩，並把年來
為兒童及婦女所做的工作被拍成影片，於1941
年11月16日上午十時假銅鑼灣利舞台公映，影
片分為「廣東兒童教養」、「廣東婦女生產工
作」、「廣東賑濟業務」等三大部份。

Ø 抗日戰爭年代廣東省賑濟事業紀實(1941)

1947年
Ø 1月：李漢魂和吳菊芳赴美前到香港處理事務

1948年
Ø 3-5月：吳菊芳從美返國出席國民大會期間停

留香港兩日，與堂弟祺芳及莫少華等朋友見面。

1947年1月吳菊芳赴美前在香港影樓攝



(二)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成立與發展
1937年

Ø 7月7日：盧溝橋事變
Ø 11月：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1938年
Ø 38年間：廣州市成立社會訓練總隊模範團，
                         包括婦女連和少年連
Ø 10月：     廣州淪陷，婦女連及少年連北撤

1939年
Ø 年初：少年連在廣東古水接收原廣州市少年

團流浪團員，改制為少年隊。婦女連在古水
改名為婦女工作大隊，由陳明淑負責

Ø 2月：吳菊芳赴重慶，獲孔祥熙批出十萬元
作開辦廣東兒童教養機構之經費

Ø 4-6月：吳菊芳接收由少年隊後與婦女隊合
併後改為婦孺生產工作團中的兒童，同時開
始接收戰區搶救回來的難童

Ø 8月14日：廣東兒童教養院在曲江中山公園
宣佈成立

Ø 年末：廣東兒童教養院接受養難童超過千
人，遂將沙園的廣東兒童教養院稱作第一
院，並在連縣成立第二院

吳菊芳探望第一批難童



曲江中山公園紀念堂，1939年8月14日廣東
兒童教養院在此宣布成立

兒童教養院第一院院址



香港華字日報 (1940年10月8日)

1942年香港淪陷時期搶救至兒教院的難童

1941：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起接收來自香港的難童



  “1942年初，淪陷之後二十來天，
  我們登上簡陋的木船前往唐家灣，
  登岸以後立刻步行上廣州，如果可
  以就儘量上韶關。當時很多香港人
  逃去兩個地方，一個是去韶關，另
  一個是桂林，只得兩條線逃走而已。
  我們選了韶關，因為比較近，桂林
  太遠了。我們的原意想由唐家灣步
  行上廣州，然後偷渡封鎖線，北上
  經過花縣、英德、清遠，一路去韶
  關。那時韶關是粵北的大後方，李
  漢魂做主席。”

 （香港難童，七院、力行中學校友李松柏先生口述)
淪陷時期香港難童流亡圖



1942至44年：兒教院全面發展階段





兒教院組織系統圖



1945年
Ø 1月：曲江失陷，總院、第六院、第七院、實驗小學、培德小學、力行中學、

北江師範、北江職校東撤龍川、和平等地。原在連縣的第一、二、三、四院
撤退陽山

東遷路線

西遷路線



1945年初總院東撤路線圖



1945年初力行中學遷徙圖



兒教院大遷徙



1945年
Ø 8月：和平後，各院籌備南遷廣州，原廣

東兒童教養院第一、第二、第三分院改
名為社會部廣東省育幼院第一、第二、
第三院，改屬社會部

Ø 9月：李漢魂在大柘辦理新舊省府的交接
手續，不再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

1947年
Ø 1月：李漢魂全家赴美

1949年
Ø 1月：  李漢魂回國
Ø 11月：李漢魂赴港
Ø 12月：李漢魂再次赴美

1982年
Ø 6月：李漢魂和吳菊芳應廖承志邀請到北

京訪問，與鄧小平、 鄧穎超、葉劍英見
面

1987年
Ø 6月：李漢魂在紐約逝世

1999年
Ø 12月：吳菊芳在紐約逝世

抗戰時的李漢魂
和吳菊芳

1947年9月李漢魂
和吳菊芳在羅馬



l管教養衛       家校場營
Ø國民政府提出「管」、「教」、「養」、「衛」的政
策

Ø中山大學崔載陽教授提出以「家」「校」、「場」、
「營」為兒教院的規劃方針，以對照國民政府提出的
「管」、「教」、「養」、「衛」政策

l衣食住醫

(三)  廣東兒童教養院兒童的生活狀況



p家（管）:以院為家

  院童和教職員一起生活--同住、同食、同上課、

同勞動、同娛樂，兒教院就是大家庭



p校（教）：家校合一
   學校、操場、宿舍、大自然均是教師上課
   和院童學習的地方

以床為桌學習

在簡易教室上課

在教室上課



草地上學習

自取小椅到戶外學習

樹下上課



p場（養）：生產自給
   導師帶領勞動，墾荒種地，鼓勵學生參與農業生產活動。

除農作外，還有工藝場，如竹木工藝廠、牙刷工廠、肥
皂工廠、磚瓦工廠、製紙工廠等。

種菜

養牛



發麥芽、製麥芽糖

打草鞋



p營（衛）:軍事管理

院童接受童軍訓練和紀律式的生活



救火訓練

高台跳，訓練膽量



搭建橋樑

搭建瞭望台

搭建陸路行軍高架橋



□衣
  
　“進了兒教院以後，我們有穿校服，夏天穿草青色像

軍人那樣的短褲，上衣則是夏威夷色的童軍衣，皮帶
亦是童軍皮帶。然後是草鞋，那裡曾發過幾雙草鞋，
還有童軍帽。領帶亦是童軍領帶，內衣褲也有，即給
你一整套，內外都有。”

　　　　　　　（香港難童，一院校友張義祥口述史訪問內容）

張義祥先生

院童服飾：欖士帽、結領巾、黃斜短褲 曬衣服



□食

　“在南雄的日子雖然挺艱苦，但基本上有飯吃。糧食是　
廣東省賑濟會賑濟的，由船隻運來。但那裡是一流水，
洪水阻礙時常令船隻不能夠航行，不能航行便沒有米做
飯，因為糧食未能運來。沒有糧食，我們便去找些蕃薯
之類的食物，說得坦白一點，我們根本是去偷農民的。” 　　　　　　　　

　　　　　　　　（廣東三水難童，六院校友盧佩瓊口述史訪談）　　

院童輪流當坎事員

盧佩瓊女士

三餐吃的是糙米、黃豆，聽到哨子響聲便一起吃飯



□住

　“房子也是我們自己建的。12個人為一小隊，4小隊為一中隊。每中隊要建一座凹子形的
宿舍。框架完全是竹子，橫直佈置，並用斜桿定型加固，用竹篾細扎，用竹笪做牆
壁，用松皮做屋頂。山坡是有斜度的，就用木板作水平地面，一邊在山坡高側，而在
山坡低側處則做竹木的臺階。”

　（廣州市難童、實驗中學校友趙家舜回憶文章）



□醫

　“當時各個分院都缺乏醫藥，遇到了痢疾，第二分院曾有一班四十人，死
剩不到三個。那時有種外國的藥「金雞納霜」(Quinine)，中國還未能製
造。那麼藥在哪裡來呢﹖唯一就是通過滇緬公路。為什麼會有痾痢呢？水
不乾淨，河水被污染了，我們又在那裡洗米、洗澡。另外搶救回來的人，
差不多有一千人水土不服。兒教院裡面有很多醫療所，剛來的時候聽說死
了很多人，安定下來後很少人死的。”

　　　　　　　　　　　　　　（香港難童，七院、力行中學校友陳紹駒口述史訪談）　　　

醫護人員為院童治病 為院童洗傷口



 兒教院生活記事詩
              　　

     陳紹駒
            （七院、力中香港校友）

　（一）
　採買淘沙復理薪，終年赤足未留痕。
　寒冬愛日圍牆角，碌架高床夜夜登。

　（二）
　朝號頻催快起床，河中洗漱十分忙。
　歸來內務須齊疊，集合升旗仰首看。

　（三）
　浴罷歸來夜色深，營燈如豆四圍陰。
　天寒晚點聆師訓，望得搖頭似獲金。

　（四）
　跣足晨操雪正飄，尋薯摘荳共吹簫。
　魚肝蛋肉由師薦，集訓深臨獨木橋。

陳紹駒先生接受口述史訪談



(四)  廣東兒童教養院兒童的學習狀況

l 學制
“國家現行學制小學六年畢業，入學年齡為六足歲，就國家的財力來說，實
在難於負擔，而本院學生的情形亦不適合。根據統計，本院一年級的學生平
均年齡為十至十一歲，和標準年齡相差四五年，故採用民族中心制，將六年
課程縮為四年完成。”

l 教材：新中國兒童課本
       

教材內容包括政治科、文化科、經濟科、軍事科。

第一學年為我們的鄉土
第二學年為我國的現狀與前瞻
第三學年為我國民族的過去
第四學年為我國與世界

四年制的教材，每一年分為四個大單元，每三個月為一學季，就是春夏秋冬
四季，並無假期。



廣東兒童教養院課程大綱草案
（1940年,廣東省檔案館存）



l 出版《廣東兒童》(1940-42)
   　1940年初，成立廣東兒童出版社，編刊《廣東兒

童》的月刊，至1942年停刊。內容包括院童撰寫
的生活、學習感悟，也包含吳菊芳院長的週年報
告和李漢魂將軍的訓話，同時開闢專欄，由著名
教育家和院內老師撰寫關於兒童教育的文章。

l 出版《民族教師》(1941)

  1941年5月出版了《民族教師》半月刊，主要討論

有關民族中心教育的實施與策進，強調學術意
義，少談或不談政治。

1940年第一卷第三期



l 課外活動 

   各院課外活動不盡相同，以七院為例，依學生的志趣知能分戲劇、音樂、美　

術、演講等組，由先生指導研究練習，並隨時舉行各種競賽，以激勵院童學
習；同時還利用升降旗、紀念週、國民月會或其他紀念日等，教授各種知識。

排練演出節目

院童編寫牆報

練習舞獅



Ø戲劇

兒教院在成立初期，選拔各院精英學生組成直屬大
隊，分魔術、話劇、粵劇等組單獨訓練，代表兒教
院演出，進行宣傳及籌款，後改名為實驗小學。

“話劇組約有十幾人，我前前後後演過幾套戲，一
套是岳飛，我演岳飛，一套是小英雄，我也演小英
雄，都是主角。還有一套是講當時的黑死病，不記
得名字叫什麽。劇本是導師給我們的，我們只是演
員。當時學話劇，也有教演技，唸對白和讀劇本的。
我記得曾經在韶關的禮堂演出，是籌款演出。那天
我做主角，演岳飛，在背上寫著「精忠報國」幾個
字。那是我第一次表演，心情很興奮！戲長約一小
時，角色除了岳飛，還有秦檜和岳母。劇本是老師
給我們的，我們需要背臺詞，大隊提供道具，服裝
也是學校提供的，演出時有化妝。表演那天我們從
黃崗搭車去韶關，當時觀眾很多，演出的禮堂也很
大，結束時我很興奮，後來又乘車回黃崗。第二次
就去表演魔術，也是在韶關的禮堂。這套魔術就是
把人放進一個櫃子去，人就不見了，然後人再從後
臺出來，我就演那個消失的人，魔術師就是六、七
十歲那個導師。其實我們演出的機會不是很多，也
不是很密，但要排練和表演。但在直屬大隊學到的
東西和在沙園學的東西不同，在沙園的時候，就如
上学校，直屬大隊主要學習演出的知識。” 

                 （直屬大隊校友黃光漢口述史談問）



Ø粵劇團



Ø合唱隊

兒教院有合唱隊，挑選優秀
的善唱兒童加入，每天下午
有規定的訓練的時間。

  

新生兒童大合唱由何巴栖作
詞，黃友棣譜曲，包括了十
多首歌，全部為反映兒教院
的實際生活。



校友重聚時大合唱



Ø運動會 



Ø產品展銷會



口述歷史 (已完成)  第一手回憶資料

  國內生(12人) 秦大我、黃光漢
盧佩瓊、陳貽芳
關爾強

曾鏡成、趙家舜
譚志堅、冼政光
雷潤培、向桂新
關銓和

  僑/港生(4人) 陳紹駒、李松柏
張義祥

黃馥玲

  老師 (3人) 何巧生、丁佩玉
黃友棣

／

(五) 總結

1. 國內及香港的一手資料整理

2. 口述史訪談



廣東兒教院的研究意義：

1. 反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賑濟政策和推行情況

2. 反映抗戰時期廣東的賑濟政策和推行情況

3. 反映抗戰時期婦女的角色

4. 反映抗戰時期的難童／兒童教育

5. 反映香港在廣東賑濟工作中的角色：

Ø淪陷前：香港支援國內抗戰，如宣傳籌款

Ø淪陷後：香港被支援和救助，如接收香港難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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