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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改大”后国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及其特点——以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为例
王金星 1 王影 2

1 江南大学，江苏无锡，2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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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于 20 世纪初的“高师改大”运动拉开了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序幕，国立东南大学大学在运动中发

挥了引领示范作用。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式，通过文献法、个案分析法研究民国时期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课程

设置及历史特征。研究认为，纵观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师教育发展历史，其课程呈现出科目设置通专

平衡，文理兼备；目标追求“学术与实际并重”；质量力求“精益求精”的办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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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 月 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高校特别是

“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

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
[1]
5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第五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

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

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7 月 25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实

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简称“国优计划”）。

从 2023 年起，国家支持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

的高水平高校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教适教的学生作

为“国优计划”研究生，在第一批试点的三十所高校名

单中，南京大学应然入选。
[3]
办学始于 1912年的南京大

学在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历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

笔。

发端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的“高师改大”运动，揭

开了国立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培养高水平师资的序

章。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代表，“高师改大”运动得到迅

速推广，为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时刻培养了大批优秀师

资和各科人才。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面临“百年之未

有大变局”，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教育的需求

成为全体教育者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以南京大

学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再次开启了培养高质量师资的

征程。作为南京大学前身的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

学，在百年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教师教育课程经验和教训

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1 文献综述

民国初期,近代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我国教育学科建

立与发展的中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对加速中国教育学科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4]
20 世纪初，世界各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教员养成所模式，一种是大学教育学院的模式。

陈宝泉与郭秉文执掌的北高师和南高师分别以这两种

模式发展，各自取得了辉煌成就。
[5]
高师改大运动后，

经历了近 20 年的“定向型”高等师范教育体制，演变

成了既含定向，又含非定向的“混合型”高等师范教育

体制。
[6]
1921 年，南高师升格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

集结了一批留学美国的教师,培育了一大批教育学科的

后备力量。一系列活动使得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名噪一

时，成为当时新教育运动的主要发源地。其主要办学特

征包括:1）精通专业的师资队伍；2）富有特色的人才

培养；3）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
[7]

抗战爆发后，大学教育学院及教育系重新建立起高

师教育制度，定名为师范学院。
[8]
其中尤以国立中央大

学师范学院为代表，在办学过程中，国立中央大学师范

学院成绩斐然。
[9]
高师改大是一场深受国外师范教育思

想变革影响的运动，也是我国师范教育模式由封闭走向

开放的重要转折点，打破了师范学校在师资培养中的垄

断地位，开始实现师范学校和综合大学参与师资培养的

开放模式。
[10]
在 “高师改大 ”运动中� 南、北高师分

别选择了 “升格为师范大学 ”和“改建为综合大学 ”

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20 至 30年代北平师范大学不断

陷入办学生存危机，进入了 “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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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折射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中动荡曲折的历史。
[11]
“升格”后的北师大逐步失去了高师时期的地位和影

响力。 “改建”后的国立东南大学以及后来的国立中

央大学自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以

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为保障，以优质的师资队伍为基础

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以通专平衡、学实贯通、科

教融合为特点。
[12]
高师改大运动及其论争，对民国高等

师范教育发展和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

响，
[13]
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4]

已有研究多从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的办学制度和

人才培养模式探讨其特征和意义。高师改大之后，综合

性大学积极参与到教师教育事业中来。从已有研究来看，

对高师改大运动之后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态度褒

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派

具有综合性的优势，能够培养出通专一体的高质量教师。

反对者认为，高师改大运动是对师范教育的破坏，教师

缺乏专业知识的教学能力，徒有其表。现有研究较少深

入到课程设置。研究从课程设置结构、学分配比、课程

培养方案等方面出发，梳理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

学办教师教育的课程沿革，分析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

的课程设置特征。研究围绕“高师改大后综合性大学办

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及特征”这一核心问题，又分为以

下具体三个问题：

1.“高师改大”运动的缘起以及南高师是如何成为

综合性大学的？

2.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在不同时期他们的

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情况如何？

3.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师教育的课程设

置有哪些特征？

2“高师改大运动”与国立东南大学

2.1“高师改大运动”

1914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

建立，江谦为第一任校长。1915年，在美留学的教育学

博士郭秉文受邀在南高师任教；1918年，郭秉文任代理

校长，次年正式接替江谦成为南高师第二任校长；“……

校长江谦因病离校迄今未愈……查教务主任郭秉文代

理校长两年主持校务具有成效亟应正式委任俾专责成

至该校校长及教务主任……。”
[15]
同年，南高师添设教

育专修科以培养教师和教育行政人才；陶行知任教务主

任兼教育科主任。1921 年，南高师教育专修科、体育专

修科合并为东南大学教育科。郭秉文被任命为国立东南

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校长、前由该校校董会请愿教育

部、即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博士兼充、现已

有部批准云。”
[16]

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

师范大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正在进行改革建立本

科师范大学或者并入综合大学。“师范教育的转型实践

最早是从国外开始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

本等在国内生产力大发展的刺激下，最先意识到社会在

师资养成需求已由数量上的基本要求转变为对教师质

量提升的追求。”
[17]
国内方面，经历了列强侵略的中国，

急需教育为国家输送人才，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民国

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把学习参考的目光转向了美国，教育

界受到实用主义思想影响，“美国最著名之哲学家、教

育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科主任教授杜威氏偕其夫

人将于二十九日晚车抵京……此次来华应北京大学南

京高等师范学堂浙江各专门学堂江浙教育会公聘旋经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君电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18]

受西方高等师范教育的影响，以郭秉文为代表的留美学

者主张将高等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

高师改大构想最早可见于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

关于是否改革师范教育引起了讨论。之后教育部召开

“学制会议”，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提交

“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主张高等师

范直接升格为师范大学，为“高师改大”运动奠定了思

想基础。“产出中等学校教员之圆满资格且避设置与经

费之困难遂取消高等师范学校而设师范研究科于大学。”

“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分为二部甲部三年毕业以

副文科副实科及女子高等学校毕业者如之乙部预科一

年毕业本科四年毕业以补习学校三年毕业者入之。”
[19]

以李建勋为代表的教育学者主张应将高等师范专科学

校升格为师范大学，保留其师范精髓。以郭秉文为代表

的学者认为，师资的培养不必局限于师范大学，综合大

学学科齐全对培养高质量教师具有诸多优势，主张综合

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学界对于高等师范学校是升格为师

范大学还是并入综合大学展开了学术争鸣。

2.2 从南高师到国立东南大学

1922 年，《学校系统改革案》的颁布为“高师改大”

运动提供了制度基础。《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允许设

置単科大学并设有 2年制预科和 4年制本科 。“（二

十一）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

科大学校、如医科大学校法科大学校之类。（二十二）

大学校修业年限四年至六年……师范大学校修业年限

四年（附注四）依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

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

称为师范大学校。”
[20]
在学制颁布前，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就已经根据社会形势开展了综合大学改组计划，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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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取得教育部批准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东南大

学。“第一章定名第一条本大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

第二章校址第二条本大学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一部

加以扩充并得设分部于其他事宜地点。”
[21]
所以，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也是最早改组为综合大学的高师学校，改

革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师范学校提供了经验和仿效对象，

“高师改大运动”就此形成。

1929年 8 月发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教育

学院或独立学院教育科，分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

行政、教育方法及其他各学系，大学或独立学院之有文

学院或文科而不设教育学院或者教育科者，得设教育学

系于文学院或文科。”
[22]
“郭秉文认为若欲办好高师，

必须有上乘之师资；欲获上乘之师资，必须‘寓师范于

大学’”。
[23]
他主张优秀的师资并不一定全都出自师范

大学，综合性大学有其独特的综合性优势，其“寓师范

于大学”的思想为“高师改大”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

支撑。

1920 年在校务会议上郭秉文提议在南高基础上建

立一所综合性大学，获得委员一致赞同。后郭秉文积极

周旋，获得全国教育学界著名学者的联合支持，最终确

定国立东南大学发起人名单，包括蔡元培、郭秉文、黄

炎培、蒋梦麟、张謇等教育界和实业界人物共十人。郭

秉文负责向教育部申请，获得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批

准，最后在解决财政经费、校舍选址、学制等难题后，

国立东南大学于 1921 年 6 月 6日正式成立，郭秉文博

士兼任东大校长，获教育部批准。1922 年 6月通过的《南

京高等师范归并东南大学办法》规定‘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学生依照所学科目种类，照新学制归入东南大学各

科。’”
[24]
后经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及校内外教师

的努力，1923 年 7月南高师成功并入东南大学。双校合

并后的东南大学系科设置有 5科 24系，后发展调整为 6

科 31系。

3 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及特征

3.1 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3.1.1 国立东南大学时期

东南大学时期教育科课程设置包括必修普通课程、

必修专业课程和必修专修课程。教育科下不同科系专业

课程要求不同，但都需要学习必修普通课程。从学科涉

猎看，必修普通课程包括语言学（英文、国文）、社会

学（社会学大意）、生物学、哲学（哲学入门）、体育

等科；选修方面开设教育心理学。

在共同必修专修课程方面，教育学科课程占主导地

位，课涵盖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和教育统计。从文理学

科划分分析，教育系、心理系、体育系各系科课程设置

都兼顾了文理两大学科范畴。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的学

生能够修读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等

重要的基础学科且类别如此广泛，得益于国立东南大学

这所综合性大学拥有齐全的学科门类资源。在学分方面，

英语作为必修学科，学分设置为十二分，比国文高了一

倍。从学分设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学校对学生体育的重

视，体育作为必修课学分设置为六分，与共同必修的“教

育通论”课程相当。从课程的学术性与应用型来看，必

修课程涵盖社会学、哲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

学、心理学、统计学，而较为缺乏教育教学的实习实践

类的课程。这使得培养出的教师有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

但也可能存在教学技能与方法上的欠缺。

3.1.2国立中央大学时期

（一）中央大学前期

1925 年易长风潮后，1928 年 4 月，国立东南大学

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央大学教育

学院较之东南大学教育科时期，规模有所扩展。中央大

学教育学院在原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基础之上合并江苏

省立第四师范附属艺术专修科组建，设教育学系、师资

科、艺术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军事教育科。“自心理

学系 1932 年划归教育学院后，该院共设有教育学系；

（教育学系一分为三，包括教育心理、教育行政和教育

社会学）、心理学系、体育科、卫生教育科、艺术科。

修业年限，一律为 4年。”
[25]
在师资方面，先后任教人

数达45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2人。在课程方面，课

程数量大量增加，所有科系开设课程总计 95 门，涉及

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理学、体育学、艺术

等学科。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升格为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后，

课程设置与师资皆有了大幅的改善。其中，教育学系、

心理学系变化最为明显。教育学方面，第一，增设了大

量教育史相关子学科课程，有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

教育心理史以及教育通史。第二，增设教学法、课程设

计相关课程，如中学课程、中学普通教学法、

职业教育与指导等实践导向的教学课程。第三，课

程设置系统化、体系化。表现为学术课程与实践类课程

均衡化、理论类、方法类、教育史类课程丰富化。第四，

教育科学化。开设心理学理论类、心理测量等课程，确

立了教育研究的实证调查导向。

（二）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按照 1938 年 7 月教

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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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其课程设置也较之前有所改变，此时的课程

设置基本按照教育部办法的《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表》。

1937年到 1945 年，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央大学

也在祖国后方发挥它的重要价值，坚持办学。“课程：

根据部颁示范师范学校草案之规定，第一年纪分设共同

必修科目及分系专门科目两种，军训、体育及音乐，亦

列为共同必修课程，不给学分；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不

得毕业。总计第一学年上学期共开十六学程，分三十组；

下学期共开 17学程，分三十四组。”
[26]
按教育部要求，

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升格为师范学院，加强师资培养，课

程以教育部发布的课程为标准，服务于国家需要。“19

38 年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

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

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

和童子军专修科。”
[27]
在修学学分方面，教育部亦做了

具体的要求，“中央大学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要求学

生必须按开课顺序修满 136 学分以上使得毕业（师范学

院和医学院略高于此数）”。
[28]

值得注意的是，师范学院在战时设置了童子军专修

科和战时培训。“添设体育及童子军专修科，因国内体

育及童子军师资缺乏，本院已奉部令核准于本学年添设

体育及童子军专修科，拟招收男生三十五名，女生二十

名。……增设战时教程，拟请各系教授就可能范围内，

增设战时教程，以增加抗战实效。”
[29]
1939 年，中央大

学师范学院奉教育部令开设童子军专修科以满足抗战

时期培养童子军的需求。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也紧锣密鼓地准备学

校复员工作。中央大学复原后，师范学院比抗战前有所

发展，学院由徐养秋主持，全院教师 85 人，教授、副

教授 36人（兼任 4人）。徐养秋担任师范学院院长一

来，也较为重视师资对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的重要作用，

热心敦请中外学者来院教学授课。例如先后邀请葛瑞华、

晏阳初、程伯庐来我院讲学。
[30]
1949 年 8月，国立中央

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3.2 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征

3.2.1 课程科目“通专平衡，文理兼备”

从南京高师，到中央大学。纵观中央大学教育学科

课程设置，一个最明显特征是课程即重视通识课的学习，

也坚守专业课的基本。第一，在课程设置方面，“通专

平衡”是指课程设置即重视通识性课程也重视专业类课

程。既追求知识学习的广度又追求只是学习的深度。从

东南大学时期的课程结构可以明显发现学生之必修普

通课程皆为通识性课程。从中外语言、到世界形势、既

有哲学也有科学，此外也非常重视体育。这也反映出了

郭秉文校长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要“通专平衡”的理

念，要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第二，“文理兼备”是

指课程内容的学科即涉及文学、哲学、艺术、语言学等

文科类学科，也有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化学等理

科类学科。

3.2.2课程质量力求“精益求精”

首先，高质量的课程必要有一批高质量的教师。在

郭秉文任东南大学校长期间非常重视师资建设。他认为，

一所好的大学，好的师资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为此，

他诚心邀请各科名家前来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国立东南

大学时期的教育科更是名师云集，当时在东大教育科的

教师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等。在中央大学

建设前期，教育学院的教师有郑晓沧、张士一、孟宪承

等人。这些学界泰斗和知名学者为学生们提供了门类齐

全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

第二，课程设置的高质量还表现在课程的系统化、

科学化。一方面，系统化表现在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结

构的系统化。学科课程由基础理论类、实践类、方法类、

学科交叉类以及学科发展史等部分构成。另一方面，科

学化首先表现在教育科学化。将心理学融入教育学之中，

遵循教育规律，按科学的理念办学。其次，设置方法类

课程。用实证的材料引证经典理论。再者，重视其他学

科的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需学习教育学类的课程，还

需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以及加强体育锻炼。这正是尊重

知识学习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体现。

3.2.3课程目标追求“重学术轻师范”

首先，升格为综合大学后的国立东南大学与一般的

师范学校不同，教育科所培养的人才即包括教师也有教

育学科的学术研究人才。不管是 20 世纪二十年代的东

南大学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课程设

置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培养学术人才而设置的；例

如教育社会学、心理测量、教育统计等方法类和交叉类

课程。第二，通识性课程的设置也有利于培养跨学科思

维的学术人才，多学科的知识学习有利于拓宽学生们的

理论视野和看问题的视角，为日后参加实践打下坚实基

础。因此可以说，为培养教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人才也

是中央大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一大特色。

强国必先强教，建设教育强国，高质量的教师教育

是重中之重。高质量的教师教育需要服务于国家、社会

的需要，需要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和优质的师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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