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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西北师范大学校史(1船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刨豆及发展

一、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1901 年 ， 清政府和 "瓜分大清帝国" 的各入侵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为挽救清王朝垂死的命运 ， 清政府又恢复维新运动时罢花

一现的 "新政" 0 1902 年 1 月 10 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 清

政府发布上谕 "兴学育才 ， 实为当今急务 ， 京师首善之区 ， 尤宜加意作

养 ， 以树风声 ， 从前所建大学堂 ， 应即切实举办。 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

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 ， 造就通才。 " ① 张百熙

被正式任命为清朝管学大臣，筹办恢复京师大学堂。

。张百熙

张百熙 (1 847-1907 ) ，字主主秋 ， 一作冶秋，

号潜斋，室号退恩轩 ， 湖南长;少人。 清末著名教

育家 ， 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1874 年(同治

十三年)进士 ， 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 ，

又任山东、四川 |乡试考宫，山东、广东学政 ， 后

任文渊阁校理、国子监祭酒。 历任工部、刑部、

更部、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职 ， 曾任《清

会典》总篡。 对清朝内政外交方面提出诸多重要

见解。积极主张变法自强 ， 直言进谏。 上书建议

改官制、理财政、变革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

① 着即开办大学堂并派张百熙经理谕旨 [ G J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京师大学堂档案

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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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张百熙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

他的奏折中， {清史稿 · 艺文志》有《张百熙

奏议》四卷，另有《遐思轩诗集》六卷、《补

遗》 一卷传世。

1902 年，在张百熙主持下，京师大学堂

恢复开办。 2 月 13 日，张百熙上《筹办大学

堂大概情形》 折，建议先开预备、速成两科，

预备科分政、艺两科，速成科分为仕学、师范

两馆，同时添设讲舍，附设编译书局，广购书
。张百熙 《筹办大学堂大概

情形》 奏折籍图器。 8 月， 奏准所拟各级学堂章程六件 :

《京师大学堂章程~ {考选入学章程~ {高等学

堂章程~ { 中学堂章程~ {小学堂章程~ {蒙学堂章程~ ，这些章程被清廷

以 《钦定学堂章程》 的名义颁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具有近

代意义的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 考虑到了当时人才匮乏、生源不足的现实，规定学

堂分为三段七级。 初等教育阶段分为蒙养学堂和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

级;中等教育阶段为中学堂一级;高等教育阶段(大学堂)分为大学院、

大学专门分科及大学预备科三级。 从蒙养学堂到大学堂共 20 年， 形成一

个直系普通教育系统。 同时，还根据时代需要，在大学堂普通教育之外

设立了师范学堂(大学堂师范馆)与高等实业学堂两个旁系 。 京师大

学堂下设大学院、 大学专门分科、大学预备科，附设仕学馆、师范馆

作为速成科。 根据当时大学堂的简陋条件 ， 张百熙采取了"缓立大学

专门，先办预备、速成二科"的办法 。 预备科之政科包括经史、政治、

法律、通商、理财等，艺科包括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

速成科则在原有的仕学馆基础上，学习日本师范教育的经验 ， 另行设

置了师范馆，以培养师资。

1902 年 12 月 17 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京师大学堂师范

- 5 一



阴 雨北师范大学校史 (1902-2012)

。 清末京师大学堂校舍

馆在北京景山东马神庙

(旧称四公主府)正式开

学。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

创立，使中国的师范教育

从初级师范、中等师范到

高等师范形成了完整的体

系。 12 月 17 日 ，成为后

来的北京(北平)师范大

学和西迁后的西北师范学院共同的建校纪念日 。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首期学生开学时，共考录学生 79 名 。 当时对学生

资格及出身给予"破格从优"的规定"师范出身一项，系破格从优，以

资鼓励"。"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

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人仕学馆。 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人师

范馆。 仕学馆三年卒业，学有成效者，请准由管学大臣择优保奖。 师范

馆三年辛业，学有成效者，由管学大臣考验后，挥其优异，定为数额，

带领引见。 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 ， 原系举人者

准作进士，均候旨定夺。 准作进士者，给予准为中学堂教习文凭;准作

举贡者，给予准为小学堂教习文凭。 " ①

清政府颁布的京师大学堂《速成师范馆考选入学章程》规定，师范

馆学生学习期限为四年，入学考试的内容包括八门考课:修身伦理大义

一篇，教育学大义一篇，中外史学十二问，中外地理学十二间，算学、

比例、开方、代数六问，物理及化学六问 ， 浅近英论一篇，日本文论一

篇。以上八门考课分二日或三日试之。 同时，对于师范生的录取，特别

重视品德的考察，规定"师范生为中、小学堂表率之资，尤须取品学端

正者选充，应由出结人员预为考察。 " "师范生人堂肆业，须侯学成卒业

①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 [ G ] //臻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教育思

想.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7 :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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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章发端京师克宣师道1902- 1937 I 
I N. "!f!. ~i;~j 穴哼啻句，.'.在 饵到卢J 立北 f 川币 .::'.:1.、芋

方准出堂，如半途辍学者 ， 应议咎罚。"①

师范馆开设的课程，是在普通学科的基础上增加教育门类的课程，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学习的教育类课程门目如下一一伦理:中国名人言行、

外国名人言行、历代学案、本朝圣甘Ii (以周知实践为主)、修身之次序方

j去 ; 经学 : 主要是经学家家法 ; 教育学:主要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之原

理、学校管理法、教育实习 ; 习字 : 学习楷书、行书、篆书、草书以及

教授习字之次序方法·作文:作纪事文，作论理文，学章奏、传记、辞

赋、诗歌，文体流别 ; 算学:加减乘除、分数、比例、开方，账簿用法、

算表成式、几何面积、比例 代数、方程、立体几何 ， 级数、对数、教

授算学及几何之次序方法 ; 中外史学:本国史典章制度，外国上世史、

中世史，外国近世史，史学教授次序方法 ; 中外舆地 : 全球大势 ， 本国

各境，外国各境，地文地质学 ， 仿绘地图，地理教授次序方法 ; 博物 :

动植物之形状及构造，生理学，矿物学 ; 物理 : 力学，声学，热学，电

气 ， 磁气，物理教授次序方法;化学 : 考质 ， 求数，无机化学，有机化

学 ; 外国文:音义，句法，

文法 ; 图画:就实物模型

授毛笔画，就实物模型、

贴i普手本授毛笔画，用器

画大要，图画教授次序方

ä ; 体操 : 器具操，兵式 ，

体操教授次序方法。②

师范馆各项课程拟

"均用译出课本书，由中 tQl l903 年京师大学堂师生欢送出国留学同学合影

① 钦定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 [G] //琼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263 -264. 

②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G] //琼鑫圭 ，童富勇，张守智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7 : 583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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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习及日本教习讲授"但当时各项课本尚未编译，所以仍以旧教材"择

要节取"讲授。 根据《钦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学堂开设之初，欲

求教员，最重师范。现于速成科特立专门之外 ， 仍拟酌派数十人赴欧、

·美、日本诸邦学习教育之法， 1矣二三年后卒业回华，为各处学堂教习 。 "

1903 年年底 ， 京师大学堂首次派出 39 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 31 人为师

范馆学生。

二、 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

1903 年 ， 为监督控制张百熙，清政府先后命荣庆、张之洞"会同 "

管理大学堂事宜。 6 月 ， 令张之洞等人 "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 ， 再

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 0 1904 年由清政府颁行新的

《奏定学堂章程~ ，这个章程包括《学务纲要~ ~大学堂章程~ ~通儒院章

程~ ~高等学堂章程~ ~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等共计 22 个章程 ， 甚为详备，通称"类卵学制" 0 ~奏定学堂章程》把高

等教育分为三级 : 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 ， 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

院五年。与高等学堂平行且程度相当的旁系，有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农

工商实业学堂等。

1904 年 1 月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在上奏的《重订学堂章程

折》说"办理学堂， 首重师范。 原订《师范馆章程~ ，系仅就京城情形

试办， 尚属简略。兹另拟《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一册 ， ~优级师范学堂章

程》一册，并拟 《任用教员章程》一册， 将来京城师范馆 ， 应即改照

《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 " ① 因此 ， 在《奏定大学堂章程》第七章

"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 中规定 "原定大学堂章程有附设仕学馆、师范

馆 ， 现在大学预备科及分科大学尚未兴办，暂可由大学堂兼辖。 将来大

学堂开设预备科及分科大学 ， 事务至为繁重 ， 仕学、师范两馆均应另派

①张百熙 ， 荣庆 ， 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 [ G J //琼鑫圭，唐良炎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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