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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

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以20世纪初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设置为起点，以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为下限，具体考察这一时段内各类大学教育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主要从师资状况、课
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揭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轨迹。近代中国大
学教育学科在师资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与
教训，对于今天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仍是一笔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由项建英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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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术研究弦歌不辍
　　（二)课程设置的特点及不足
　　（三)颇具特色的师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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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育学科有利于教会大学毕业生就业
　二、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一)从牧师兼职到专业教师
　　（二)课程趋于实用化、本土化
　　（三)教学方法强调多样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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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以近代中国不同类型的大学为纬，以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为经，具
体考察了教育学科在各类大学的建立与发展状况。本文除“绪论”外，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
一章“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历史背景”，阐述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到第六章，主要介绍了各类大学教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第三部分为第七章“近代
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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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回答清楚一个问题，即双轨制和多元化哪种更适合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
2、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教育学科的设置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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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的笔记-第51页

        ＜壬戌学制＞颁订后，许多高等师范学校纷纷改为综合性大学。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
南大学，1923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与文学专门学校合并为东北大学，同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武昌
师范大学，一年后又改为武昌大学，1924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与农专、法专合并为广东大学，不久又
改为中山大学，1927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成都师范大学，不久又改为四川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
校于1923年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升格为女子师范大学并于1931年与
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其余高师都改为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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