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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统区师范教育述论

邓 庆 伟

内容提要 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和树立建国基干的需要 ,对 战前的中等师范教育

制度进行了调整 ,并 重建了高等师范教育。针对国统区出现附师荒
’
和为实施新县制推

行国民教育 ,国 民政府发动了推进师范教育运动。战时的师范教育较战前有显著发展 ,

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 ,但 存在着严重局限性。

关键词 “
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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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教育 ,为各级教育之母。抗日战争期间 ,国 民政府在
“
抗战建国

”
的旗号下 ,对我国的师范

教育作过哪些工作 ,其成效如何 ,本文拟试作探讨 ,以 明晰其梗概和得失 ,作为我们今天振兴师范

教育的历史参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 民政府制定了战时的对内对外方针和政策。对师范教育也不例外 ,1938

年 3月 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要求
“
对师资之训

练 ,应特别重视 ,而亟谋实施
”E闸 。嗣后 ,教育部拟定了实施的具体方案 :“ 小学师资训练应逐渐集

中师范学校 ,简师应逐渐减少。中等学校师资训练应集中于师范学院内,合格之中小学教师应予

以保障 ,提高其待遇 ,并予以进修机会。
”㈨这就拟定了国统区战时师范教育的基本规划。

按照这个规划 ,国 民政府对战前的中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整 ,并重建了高等师范教育。

1938年 5月 ,教育部颁布《确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规定 :“小学教员以师范学校及乡村师范学

校毕业生为合格⋯⋯原有各县立简易师范(其年限不足四年者 )及各种短期师资训练班应分年结

束
”

;“二十七年度应即划定师范学校区,每区至少设师范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一所
”

;“现有不合

格及不健全之小学教员⋯⋯予以相当时期之补充训练
”E3彐 。划分师范学校区,是为了使该区内师

范学校数量足敷培养小学师资需要 ,并使各地师资培养均衡发展。当时四川省分为 16区 ,陕西省

分 6区 ,宁夏有 4区⋯⋯[4]。 另外 ,国统区还设立了国立师范学校 ,其 目的在于
“
收容沦陷区失学

失业青年及各地退至后方之教职员以发挥教育功能 ,增 加抗战力量 ,使教师学生各得其所
”

;“储

备沦陷区师资及培养后方之优良小学师资丬5门 。高等师范教育自1922年实行新学制后 ,全国仅存

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北平师范大学 ,“高等师范几完全消灭 ,而 中学师资 ,遂无独立训练之机

关
”
。抗日战争爆发后 ,鉴于大后方各级各类教育需人孔亟 ,国 民政府乃决定

“
应参酌从前高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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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
”E6彐 。1938年 7月 27日 颁行《师范学院规程》为实施高等师范教育之准则。

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 ;独立或大学师范学院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分区设立。

国民政府实施的战时师范教育制度是为了缓解抗战军兴 ,沦 陷区人民纷纷内迁 ,新校亟谋建设、

旧校亟谋扩充出现的师资匮乏的矛盾 ,并使之按各地实际需要均衡发展。

但是 ,新的师范教育制度并没有根本解决国统区师资短缺的矛盾 ,教育界一度出现了
“
师荒

”

和
“
生荒

”
危机。所谓

“
师荒

”
,是指中小学教师的严重不足和在职教师弃教转业的现象空前严重。

1939年 11月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指出
“
小学师资之缺乏 ,为 目

前严重之问题丬7〕

,“西北陕、甘、宁、青四省中等学校的教师 ,曾 完成专业训练者仅占百分之二十

三 ,未受高等教育者却占百分之三十九
”E:l。 “

中小学教师往何处去了⋯⋯他们被各机关延请以去

了⋯⋯化学教员作技师去了;物理教员作工程人员去了⋯⋯”E9彐 。所谓
“
生荒

”
则是指师范院校的

生源极度缺乏和不断发生的师范生退学现象。投考师范学校的人数
“
极不踊跃

”
,师范学校招生成

了严重的问题。
“
现在则投考生冷落 ,即 使学校降格迁就 ,也常常取不是额 ,形成所谓

‘
生荒

’。
”(m]

程天放等人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揭示了师范生退学现象 :“ 最近有少数省份 ,其已入学之师

范生 ,甚至纷纷请求退学。
”n闸

国统区出现如此严重的师资危机的缘由何在呢?除了沿海各省被日军侵占,还有以下几个原

因。(一 )“各地小学 ,大都经费支绌 ,教师待遇 ,均极菲薄
”E12],“

中学之师资因待遇过薄 ,纷纷转就

他业
’’E【引。而国统区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更加剧了他们的生活因难。再安贫乐道的人 ,当 基本生

活也难以维持之时,弃教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二 )师范生待遇偏低 ,已远无任何优越性可言。正

如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各省亟应设法切实改善师范生待遇 ,由 中央筹拨专款酌予补助 ,

以树立建国基础案》所示 :“抗战以后 ,各国立中学学校学生固可享受膳食制服书籍零用等各项待

遇 ,至一般公私立之中等学校亦多设有免费公费学额 ,战 区学生亦可申请贷金。而各省师范生之

待遇 ,不仅未能改善、反以各地生活程度之高涨 ,益显其低微.使师范生不安状态。丬Ⅱ](三 )战 时

的人才短缺和公私机构对人才的罗致 ,更加剧了师范院校在人才竞争中的因窘。当时 ,“努力抗建

的后方机关 ,都在那里饥渴般地抢人才
砹㈦。

“
优秀知识分子多为金融经济工程等事业所吸引 ,至

使学校闹
‘
师荒

”Elc:。 而且 ,“抗战以来 ,政府各机关以需才孔亟 ,多举办短期训练 ,其待遇较师范

生为优
”EI冂 ,这也是导致

“
生荒

”
出现的重要原因。

1939年 9月 ,国 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决定实施国民教育制度 ,师资短缺的矛盾空

前突出。国民教育制度规定每乡镇设立中心小学、各保设立国民学校 ,把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教

育融合在一起。次年 3月 公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决定自 1940年 8月 开始至 1945年 7月

止,5年内普及。这就要求师范教育在短期内培养大量国民教育所需师资 ,“ 以五年内普设六十万

校计 ,每校平均分配教师三人,总计需教师一百八十万人 ,除原有教师七十万人及短期训练师资

六十万人外 ,其他师范学校科应行培养之师资 ,尚在五十万人左右丬l田 。于是 ,“ 自中央决定实施

新县制 ,限期普及国民教育以后 ,扩充师范学校 ,培养健全师资 ,尤为当前急要之图
EⅡ ]。 ″

面对国统区十分严重的师资危机 ,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师范生待遇 ,以 稳定

教师队伍、充实和扩展师范教育。陈礼江在《良师救国》∵文中要求
“
政府对于教师的生活要切实

的加以保障 ,切实的予以优待 ,务使其能安心敉学 ,不为
‘
柴米油盐’的问题去操心 ,而致

‘
见异思

迁’
,日 存

‘
五 日京兆之心”E2°〕。朱启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师范教育的危机与救治》也呼吁 :

“
提高教师待遇 ,使教师及其家属无饥寒之虑 ,子女有受教育之力

”″1彐 。蒋介石在《慰勉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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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中也不得不承认 :“诸君待遇低微 ,生 活艰苦 ,尤其抗战以来 ,物价激涨 ,致益趋于因顿⋯⋯中

正业已手令各省当局 ,切实筹维 ,各就当地实情 ,尽其财力最大可能,统筹酌剂 ,迅子补救E22二 。
”
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程天放等 11人 在五届八中会上提出了《各省亟应设法切实改善师范生待遇 ,

并由中央筹拨专款酌予补助 ,以 树立建国基础案》,请求给子师范生优异待遇 ,同时也制定了改善

办法 ,“师范生应一律比照军官学校学生待遇 9除 由政府供给膳食及免缴一切费用外 ,所有师范生

应用之书籍文具制服被褥鞋袜及零用等费应全部由政府供给
”

;“务求达到全公费待遇为目

的
”E23彐 。本次全会通过了程案 ,并决定

“
于全国作提倡师范教育之运动

”
。

19准 1年 6月 和 11月 ,教育部对各省市通令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四项原则和九项补充原则。同

年 12月 ,教育部综合以前推进师范教育各项办法 ,又颁行实施原则 8条和工作要项 18条 ,被称

为抗战以来
“
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

”
。

推进师范教育的主要原则和措施有 :“各省市中等教育今后应尽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之发展
”

;

“
推进师范教育应与国民教育设施密切配合,以 达到每年师范毕业生足敷国民教育之需要为最后

限度∵;t在实施国民教育时期 ,应督促各师范学校或简易师范学校尽量招收简易师范科特别师范

科以应需求
”

;“推进师范教育应实施师范生完全公费待遇制⋯⋯”E2硐 。此外 ,还规定 ,“ 自三十一

年度起应于每年三月二十九日起举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
’’Ez田 。

“
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

”
,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师菹教育的重要举措。1942年 为首

届 ,以 后每年从 3月 29日 黄花岗烈士纪念日至 硅月 4日 儿童节隆重举行 ,其 目的
“
欲以革命先烈

纪念日开始至儿童节完成 ,启 示师范生之责任 ,应将革命先烈建造国家大公无我之精神 ,负责传

递至下一代国民,以 先烈之鲜血 ,灌溉民族之幼苗
’’EzⅡ 。运动周期间,召集师范教育会议 ,刊发师

范教育专号 ,举行师范生效忠国家献身教育毕业宣誓等等活动。它对于动员更多的人关心和重视

师范教育 ,使师范教育为社会培养大量健全、合格的师资队伍以及使师范教育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和树立建国基干的需要 ,制 定了战时的师范教育政策 ,特别是以推进师

范教育运动的为主要目标的
“
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

”
的施行 ,使 国统区的师范教育并未因抗战而

停滞或衰退 ,而且还有重大发展。

中等师范教育有显著发展 ,其概况如下 :

表 I 1936— 1945年 全国师范学校校数和学生数统计表

学年度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学校数 364 312 339 374 408 455 498 562 770

班级数 2422 1369 1538 1588 1989 2301 2807 3223 3840 5180

学生数 87902 48793 56679 59431 78342 91239 109009 130995 157806 202163

(资料来源 :《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930页 )

如表所示 ,1937年 中等师范教育因抗战爆发 ,与 1936年 相 比 ,无论校数和学生数都骤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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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半以上。但从 1938年起 ,均 呈逐年稳定增长态势 ,19姐 年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后来由于国

民教育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的开展 ,到 19硅 5年抗战结束时国统区师范学校已达

到 770所 ,虽仍不及战前 ,但学生数已超过 20万人 ,远胜于战前的 8万余人。这在旧中国教育史

上是空前的 ,因 为战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生数最多的年份 1933年也不过 10.08准 万E27]。

高等师范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概况如下 :

表 I 1938-1945年全国师范学院数和学生数

学年度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准 3 1944 1945

学院数 9 10

学生数 996 1591 2217 3295 5369 6376 7858 9062

(资料来源:《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919页 )

抗战时期国统区高等师范教育在 1938年恢复建立后 ,与 中等师范教育相同,学院数和学生

数均逐年递增。1938年 7月 公布《师范学院规程》后 ,国 民政府即以某些大学的教育学院或教育

系为基础 ,利用其师资及设备扩充而成为师范学院。例如中央大学及西北联合大学的师范学院是

利用原有教育学院扩充而成的 ;由 大学教育系扩充而成师范学院的则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山

大学及浙江大学的师范学院。此外 ,1938年还在湖南蓝田新设了国立师范学院 ,树立了师范学院

独立创办的先声。到抗战结束时 ,设于各地的师范学院已达 11所 ,学生数有 9062人 。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师范教育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发展的 ,它肩负着抗战

和建国的双重使命 ,既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 ,又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

(一 )师范教育较战前更受重视。
“
良以教育为建国的基本工作 ,而师范教育又实握着各级教

育的枢纽顷2:彐 。蒋介石本人也强调 ,“救国济民,尊师为先
”〔291,“ 今天我们要昌明教育 ,必先确立师

资
”E3° ],“

在学校教室为国尽瘁 ,功效之伟大 .不下于疆场转战之官兵
”[31)。

实施新县制以后 ,为培

养国民教育所需大量师资 ,师范教育倍受当局重视 .也才有了蓬勃发展的可能。

(二 )师范教育趋向
“
独立发展

”
。抗战以前 ,中等师范教育除省立、县立或联立师范学校外 ,更

多的师资培训机构则附设于普通中学内。就是抗战时期新设的国立师范学校 ,最初也仅为国立中

学的师范科或师范部。抗战初期创设的师范学院也多由原大学内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扩充而成。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决定 ,“ 此后应就中等教育方面 ,尽量恢复

师范单独设立制度 ,积极扩充培养适量优良师资 ,以 应推进国民教育之需求
”(32]。 1939年 3月 召

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师范学院应一律单独设立案》,19狃 年 12月 国民党五届九中

全会又通过了独立设置师范学院的提案 ,“ 规定国立师范学院 ,以 单独设置为原则 ,凡现时附设于

各大学之内者 ,自 三十一年度起应逐渐分离以33]。
自此以后国统区创办的贵阳师范学院、湖北师

范学院和桂林师范学院 ,都遵循了独立设置原则。抗战时期国统区师资培训机构趋向独立化、专

门化 ,使师范教育最终独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 )对师范生加强训育工作。教育部颁发的《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实施导师制应注

意之各点》,要求从 1938学年度起 ,各地师范学校皆须实行导师制。
“
导师对于学生之思想、行为、

学业及身心摄卫 ,均须体察个性 ,施以严密之训导,使得正常之发展 ,以 养成健全之人格巾 4〕 。《师

范学院规程》也规定
“
为施行严格之心身训练采用导师制

”
。导师制的施行 ,使师范教育中的训育

工作成为国民党党化发育的重要组成部份。1939年 9月 25日 ,“ 为依据建国之三民主义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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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生标准(人格)教育学生
”
,教育部特地颁发《训育纲要》,规定

“
师范学校并应指示教育救国之

真义及中外大教育家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 ,以 坚定其学生尽瘁教育事业的志愿与乐育为怀的情

操
”E35〕 。而国民政府所指的

“
理想之人生标准

”
、
“
教育救国的真义

”
乃是蒋介石鼓吹的

“
四维

”
、
“
八

德
”
。他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训词中明白地讲到 :“ 总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以及党员守

则 ,可订为青年一致信守以外 ,所有全国各级学校 ,可 以礼义廉耻四字为共通的校训丬3田 。国民党

加强对师范生的训育和党化教育 ,是要借此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箝制。

(四 )对师范教育实行统制管理。抗战阶段 ,国 民政府
“
以统制的精神贯于教育之中丬37〕 。在师

范教育方面尤其如此。主要表现在 :第一 ,统筹设施 ,分 区设置。
“
各级师范学校师资训练 ,应 由中

央主持办理
”[3矿 ,小学师资的培养 ,由 各省依照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和已有学校情形 ,酌量划分

若干师范学校区来进行 ,而师范学院则是由教育部核定全国各地倩形分区设立。这样 ,分 区设置

成为抗战期间师范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其目的有二 :(1)统筹师资的供需 ,使师资培训机构的分

布趋于合理化 ;(2)使于辅导地方教育。这有利于教育网络的形成和办学效益的提高。第二 ,实行

计划招生。
“
区内省县立各种师范学校之数及招收学生数 ,均应由厅参照逐年所需增补之教员数 ,

通盘笄划"s叫
,“ 师范学院应与所划区内教育行政机关 ,通盘考查该区内中等师资需要 ,为有计划

之招生
”["ˉ 。计划招生对于确保师范生的生源和保证师资培训的有效性 ,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二 ,

严格师范毕业生的服务管理。
“
加强师范学生之管理 ,严密统制其服务 ,在规定限期内,必须以担

任中小学之教师为限 ,并严禁各级行政机关及公私立职业团体招用服务未满期限之师范毕业生

与师范生
”E41〕 。在一定期限内对师范毕业生的服务进行统制 ,有利于保持师资队伍的相对稳定 ,

尽管这一规定有强人所难之处 ,却不失为保护师范教育的有效办法。

虽然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师范教育较战前有显著发展 ,但仍存在着诸多突出矛盾。首先 ,师资

缺乏的现象没有根本解决。1945年 5月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

案》认为 ,“ 师范教育制度 ,现 已确立 ,惟数量与实际需要 ,相差太远
’’r+2二 。其次 ,师范院校的分布极

不平衡。由于受战局等因素的影响 ,1吐 所国立师范学校有 8所校址在四川。11所师范学院中有

3所建于四川 ,其 他省份则极为缺乏。再次 ,师范教育并未完全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虽然国民政府

一再主张师范教育要独立设置 ,但为培养国民教育所需的大量师资 ,仍 然在中学附设师资培训机

构 ;至抗战结束 ,师范学院完全独立者仅有 6所 ,还有 5所附设于大学中。抗战时期师范教育的最·

大失误是片面强调培训师资的数量而造成了师范生素质的下降。为满足推行国民教育运动的需

要 ,各地
“
尽量招收简易师范科特别师范科

”
、
“
指定公立或县立初级中学三年级增设师资训练科

目,以 训练国民学校代用教员
”
等等。如此一来 ,虽然培训了大量师资 ,其质量却难尽人崽。这是

战时条件下师范教育畸形发展所致 ,与抗战初期的师范教育规划也是相悖的。如表 I所示 ,抗战

结束时 ,国统区师范生数和班级数都大大超过战前水平 ,而正规师范学校数却不及 1936年 。

注释

E1彐 E2△ 6]E35]E38]李 桂林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 民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第 315页、

319页 、第 316页 、第337页 、第319页。

E3彐 BI5]E2创 E25]E26]E36]E39]E40]国 民政府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 1948年 版 ,

第930页、第 945— 1008页 、第940页 、第 931页 、第 932页 、第 929页、第83页 、第930页 、第 912页 。

E7]E11]E13]E14]E18]E19]E2引 [32△ 33]n1]E42]中共浙江党史学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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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页 、(四 )第 76页。

EB巛东方杂志》第 39卷第 18号 ,第 34页。

E9彐 E15彐调梅《中小学教师往哪里去了》,《大公报》,1940年 5月 22日 。

E10△ z11KK师 范教育运动》,《 新华日报》,1943年 4月 2I日 社论,1943年 4月 2日 至 3日 。

E1zlE22△ 31彐蒋介石《慰勉小学教师电》,《 教育文化言论集》,正中书局1941年 2月 版 ,第 232页 、第 233页、

第 z31页 。

E16彐 《东方杂志》第 39卷第 3号 ,第 42页。       。

E17彐 E34彐廖世承《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 中华教育界》1947年 第 1卷第 1期 ,第 23页、第 19页。

EzO彐《教育与建国》,教育通迅周刊社 1940年 1月 ,第 82页。

E2冂李友芝等编《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二 ),第 sO2页 。

E28彐《中国战时教育》,正 中书局 1940年 6月 ,第 113页 。

E29△ 3O彐《蒋主席教育言论类选》,正 中书局 1947年 5月 ,第 122页 、第 123页 。

E37彐《新中国日报》,1944年 12月 24日 。

(本文作者 糸历史 糸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 究生 ,指 导枚师侯德础 副牧授 )

·书讯 ·

邓小军《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邓小军教授所著《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一书 ,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全书 30万字。

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能不能相结合?换言之 ,中 国文化与现代化在根本上能不能相结合?这一学术问题 自
“
五四

”
运动以至于今天 ,始终未能获得完满解决。作者用 6年时间研究此一课题 ,所得出的结论是 :儒家思想与

民主思想在核心逻辑上具有一致性 ,因 此 ,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合乎逻辑地相结合。

作者认为 ,只 有理据充分地证明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何以不可能或何以可能相结合 ,才 能决定性地解决二

者在思想上能否相结合的问题。而要理据充分地证明二者何以不可能或何以可能相结舍 ,则 先须求得儒家思想

核心逻辑的正确之解 ,与 民主思想核心逻辑的正确之解。而要求得二者思想核心逻辑之正解 ,则 先须对中国儒家

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原典与思想史 ,下一番尽可能乐统、透彻的功夫。本书结构 ,与作者的这一想法一

致。全书共分三篇 ,上篇《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核心逻辑》,含 斯多亚学派、格劳秀斯、洛克、卢梭、杰斐逊、康德、当

代及小结各一章。中篇《儒家人性思想与政治思想的核心逻辑》,含儒家天道人性思想、政治精神、政治理想、实际

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进步作用、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支援作用、儒家思想是

孙中山民主思想的一项重要资源及小结各一章。下篇《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是 全书的结论部份。全

书并有导言、后记各一篇。

本书文本 ,采取述论形式 ,即首先充分地援引基本的文献材料 ,让 文献来说话 ,然后才相应地给出作者判断

的形式 ,而 不取夹叙夹议方式 ,即议论之中夹引文献材料的方式 ,以 期论证、结论信实可靠。

1995年 8月 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 (成都)上 ,作 者以本书结论部份 3万余言作为论文参加会议并

宣读提要 ,引起与会海内外学者热烈回应。最近 ,北京《读书》杂志、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对本书出版作了

报道。(童依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