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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

内容概要

抗战时期云南的高等教育地位十分特殊而重要。该书深入分析了战时教育思潮、教育宗旨及方针政策
、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变化、内迁高校及云南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重点考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等高校在抗战烽火中的办学活动以及梅贻琦、蒋梦麟
、张伯苓、黄钰生、熊庆来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通过对抗战前后区域高等教育的对比研
究，总结出战时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内在运行规律以及战时云南高等教育相对于区域社会的改
造及其影响的结论。对于战时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针对性研究，可以从一个更为直观的角度反
映出战时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清晰地窥见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
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关系，可以较好地发挥史学以史为鉴的研究功能，为加快当前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
展提供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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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祥，男，1973年1O月生。云南东川人，现任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云南
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员。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
题在内的科研项目8项。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高校理论战线》等报纸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得云南省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云南省宣传战线调研成
果评选一等奖等学术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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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章 抗日战争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一节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与改造．
　第二节 中华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
　第四节 苏区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迁变
　第一节 抗战时期国统区高等教育的思想及其主张
　第二节 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宗旨及方针政策
　第三节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厂
　第四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高等教育
第三章 抗战时期内迁云南的高等教育概况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中国高校的内迁概况
　第二节 内迁云南高校的地域分布
　第三节 战时内迁云南的主要高校
　第四节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内迁云南办学
第四章 抗战时期云南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一节 战前云南高等教育状况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概况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的留学教育
第五章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对区域社会的改造与影响
　第一节 战时云南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改造与影响
　第二节 战时云南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社会结构与社会风气的改造与影
　第三节 战时云南高等教育对于地区文化传承的影响
　第四节 内迁高校对于云南教育的发展和促进
　第五节 战时云南高等教育对于爱国民主运动的促动
第六章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思想及教育家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评述
　第二节 知名教育家及其教育主张
第七章 抗战后云南高等教育的绵延
　第一节 战后高等教育政策的迁变与高校的复员
　第二节 抗战胜利后云南高等教育的调整与发展
　第三节 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文化考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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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宗旨及方针政策　　为落实“战时需作平时看”的特殊教育方针和原
则，是时政府一面全力救济战区退出之专科以上学校员生，使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一面又全盘整理
大学院系之课程内容，加强并适应后方各省高等教育之特殊需要。此时，教育部采取各种临时措施，
除继续执行战前的规定之外，对部分教育政策和法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制颁了一系列调整性的教育
法规，教育立法由此进入应急调整阶段（1937-1945），这段时期的教育立法共560多件。其所制定并
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战略，有着明显的统一化、实用化、中国化及战时性倾向，同时又表现出中国近代
教育制度和思想自身变化发展的显著性特征。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导人
格教育，强化训育管理　　国民政府强调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倡导对青年学生施以人格教育。在当局
看来，非常时期大学的使命，首先在于民族文化的广大、传播与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陶冶、弘扬和发
展；民族意识的培养，深刻化和普遍化。其次，在于综合世界文化的精华，研讨世界学术的奥妙，传
授现代高深知识和技能，以便符合抗战建国的迫切需要。再次，大学还要开发学生的心灵和智慧，启
发学生的理性，训练学生思想的技术和研究的方法。革命的高尚和健全人格的养成，应该是一般大学
教育最终的目的。反观战时大学的人格教育及道德传续是不容乐观的。“一般以贩卖知识制造学位为
主要任务的大学，常常忽略了精神的陶冶和人格的养成，误解作育人才的宗旨，只勉强做了一点传播
知识的工夫，从而一般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低落，遂为有心人所深忧。”羽部分人士还认为，中国几
百年来革命事业之未成功，社会公共事业的败坏，乃至于这次日寇的敢于大举侵略，汉奸伪组织变节
软化之徒，都可从人格堕落、民族道德之不振作来解释。这些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其中一大部
分都是十年或二三十年前的大学生，过去大学所给予他们的一点知识，何曾能够料到今天他们拿这点
知识来为非作歹？！“我痛心疾首于这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过去大学生，我们更不得不承认‘高尚
人格的养成，应该是大学的最终目的’，中国将来的命运有许多地方实系于现在大学道德教育的实施
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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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选题！

Page 6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