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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范教育史》

前言

　　加强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是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
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教育专史”先做系统之研究，
“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但终因忙于其他编辑事务，“为时间所限制
”，“不能专力于此，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①今天
，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相辅相成的通史、断代史以及专
史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仍有着较大的
提升空间，组织编写出版《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所做的一次初步尝试。而为
了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又能达到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经过斟酌，本
丛书确定从学制系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学制系统外的有关教育两方面组织选题。　　对学制系
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更好地揭示
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据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
制度，至汉代，学校教育也得到更快的发展，特别是官学制度，更是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魏晋时期教育的多元发展，至隋唐、宋元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已
臻完备。然而，这种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不仅就形式上仅有“小学”、“大学”之分，而且至明清时
期，随着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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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范教育史》

内容概要

《中国师范教育史》的作者立足于教育，又注意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维视角研究中国从1840年
到1949年师范教育在中国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在书中，既阐述了我国师范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女
子师范教育、幼儿师范教育和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还对这一时期的重要教育家的师范教育思想和实
践、师范教育思潮和著名的师范教育机构，以及人物、思想、思潮、制度、实践等相互关系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从而全方位地展示了一幅生动多彩的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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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运武，1959年12月生于云南昆明，回族。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留校任
教，现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学术专著有：《严复教育思想研究
》、《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梁漱溟教育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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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清末的师范教育（上）——从甲午到戊戌师范教育的萌芽　第一节 中国师范教育产生的
历史需求和契机　　一、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及其从洋务教育向维新教育的发展　　二、中国近代教
育的发展对兴办师范教育的需求　第二节 梁启超的《论师范》：中国师范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三
节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创立　　一、盛宣怀及其对甲午之后中国近代教育转向
普通教育的认识与实践　　二、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建立第二章 清末的师范教育（下）——清末“新政
”中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师范教育的初步发展　第一节 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　　一、师范教育在清
末“新政”中的地位　　二、师范教育制度产生的准备：从理论到实践　　三、师范教育制度的制定
：从《钦定学堂章程》到《奏定学堂章程》　第二节 高等师范教育的创建　　一、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的建立　　二、优级师范学堂的建立与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 中等师范教育的初步发展　　一
、初级师范学堂的出现与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二、著名师范学校个案透析：张謇与通州师范　第
四节 女子师范教育和幼儿师范教育的产生　　一、前奏：从洋风移旧俗到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兴起　　
二、中国近代女子师范教育及幼儿师范教育的产生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被迫出台　　三、
女学堂章程颁布后的女师教育和幼师教育概观第三章 北京政府前期的师范教育——从民初到五四前后
　第一节 民初师范教育体制的转型和变革　　一、民初师范教育社会本质的转变　　二、民初中等师
范教育制度的改革　　三、民初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改革　第二节 从民初到五四中等师范教育的实施
概况　　一、促进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构想和中等师范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二、民初著名师范
学校个案透析：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三、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基本特
点　第三节 从民初到五四高等师范教育的实施概况　　一、高等师范区制的建立　　二、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学校的建立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的颁布　　三、各具特色的北高师和南高师第四章 北
京政府后期的师范教育——从五四运动前后到1927年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师范教育——从1927
年到1937年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中期的师范教育——从1937年到1945年第七章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师
范教育——从1945年到1949年第八章 革命根据地的师范教育主要征引文献和论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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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末的师范教育（上）——从甲午到戊戌师范教育的萌芽　　第一节 中国师范教育产生
的历史需求和契机　　一、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及其从洋务教育向维新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教育
的产生是以洋务教育的兴办为起点和标志的。　　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的清王朝
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分化，形成了顽固派和洋务派两个政治派别。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洋务派认为要维系清王朝在近代世界中的命运，只有改变闭关自守的政策，学习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
等，从而以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为起点，开始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
运动。1862年，为了培养“舌人”（即翻译），以适应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涉，清政府开办了京师同文
馆，继之，为了培养使用和制造新式枪械的军事人才，于1867年开办了福建船政学堂。这样，随着洋
务运动的展开，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起直至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30多年中，共设立了
以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为代表的外语学堂，以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为代表的军事
学堂，以天津电报学堂等为代表的技术学堂，总共三大类计30多所新式学堂。同时，还选派留学生，
翻译“西学”书籍等，构成了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洋务教育。　　洋务教育就其目标而言，是为了
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人才，而正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依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自强”、“求富”
的内涵，决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在洋务教育中占有基本而重要的地位，决定了洋务教育所培
养的人才是一种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洋务教育是一种专门技术教育，是一种重点
的有针对性的设学来应洋务急需的专门教育。无疑，从中国教育的演变发展看，洋务教育是与传统的
重德轻艺的官本位教育有质的不同的新式教育，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第一步。　　如果说从
根本上是由于教育目标从培养重德轻艺的政治型人才向培养具有专门的实用的科学技术型人才的转变
促成了洋务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与进步的话，那么，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的空前的
民族危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对教育新的需求促成的维新教育的产生，则使中国
近代教育的变革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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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范教育史》

编辑推荐

　　《中国师范教育史》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师范教育历史以发展的专著。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历史上，中国一度空前强盛，在文化上也处于人类发展的佼佼者地位。开开科举、选贤士、重孝义
、尊儒术，强盛的国力铸就文化的昌明，文化的昌明也要依赖教育来传承、稳固。向年轻一代实施教
导和教育以传授经验和知识，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施教者即教师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而自从有了学校，出现了专职的教师，教师就与学校共始终，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最古老
、也是最重要的职业。因此，古往今来，教师的地位、作用和教师的培养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并
在不断认识和加以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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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史料翔实，分析透彻，角度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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