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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图志

◎王维新陈金林戴建陶著一百羹，中国的师范教育走过了曲折的道略，

无论是在教育体制、办学思想，

还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都经历了反复和变革
中国的师范教育是在艰难困苦中逐步发展壮大的

在百年进程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师范学府，

它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师资，

更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优秀人才。

酉孚师范教育，功不可没。

．

奉书以圈志的形式将中国百年师范教育的历史展现给读者

让壤者在读图的过程中，

了解申臣籍教育的历史变迁。

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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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旭

青

清末搞改革，大清帝国找出路。他们学习西方，除了办钢铁厂和织

布厂，还做了两件能使国家强盛的事情：

第一件是办大学，第二件是建立图书馆。 ．

因为大学能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培养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和接班人，培养社会发展的芯片；而图书馆的大小，就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脑容量的大小，图书馆能使全体国民人人都充满了智慧。

作为文化载体和知识载体，图书馆的魅力来自文化的感染力和

知识的震撼力，这两种力量在图书馆交融、汇合，形成了图书馆深刻

的内涵。
，

大清国改革的两件事，我们现在都在做。

我们是大学图书馆，既有大学的性质，又有图书馆的性质，是为大

学培养的俊逸之士提供知识、能量的源泉。这使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

所做的，的确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是让学生受益、国家富

强的工作。 ．

，

我们提倡“互相称美，互相谦让，团结协作，开拓奋进”。这使我们

图书馆变得更加优美了。 ．

’+

一个图书馆优美不优美，不仅看硬件，不仅看建筑华丽，大厅漂亮；

还要看洋溢在图书馆内部，无处不在的人文精神，人和人的关系——人



和馆兴。

经过近十年改革，我们主要学会了“鼓掌”和“微笑”。

鼓掌，是对别人的成功鼓掌；微笑，是对读者微笑。我们还学会了把

对读者的微笑，带回家庭，带到大街，带到超市，带到混乱而拥挤不堪的

公交车上，对所有的陌生人微笑，对大干世界微笑，我们不必学禅，不必

学佛，不必相信耶稣去做礼拜，我们就会获得好运气。
‘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原子弹”。领导的关键，是引爆每个人

心里的“原子弹”。人一和，心情一舒畅，每个人心里的创造性和主人翁

精神就被激发出来，这使我们的图书馆逐步建立起一种新风格——

馆员之间，读者之间，领导之间，只对对方的优点感兴趣，对对方的

缺点一点兴趣也没有。 ．

世界是复杂的，但我们学会了简单；我们学会了用简单对付复杂，

用简单的方法战胜复杂的世界。

每一本书，就是一把降落伞——打开了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的目标

是，创建一个文化图书馆。

一百年以后，读着我的散文的读者啊，你是谁呢?一千年以后的图

书馆啊，你是什么样子呢?我不能在这富丽的春天里，送你一朵花；我不

能在天边的云彩里，赠你二缕晚霞。

但是，一千年以后的图书馆，无论是数字型图书馆，还是复合型图

书馆，都必须是文化的图书馆。

我们现在认识到阳光、水和空气对人类生存的必要性，其实，在现

代社会，文化就是阳光、空气和水以外，人类的第四大生存要素。

’我们不仅要创建一个“微笑图书馆”，一个“掌声不断的图书馆”，还

要创建一个学理性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没有文化的图书馆不是好图

书馆，没有科研的图书馆也不是好图书馆。 ，

．

图书馆人的任务，不仅是借借书、还还书、藏藏书，还要进行科学研

究。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这是一个从古代

就开始的重要传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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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的话说，图书馆是一切学科建设的导航站，当我们面对读者

的时候，我们就是知识的导航人。假如再宏观一点，图书馆是社会进步

的知识引擎，我们是发动引擎的人。
‘

。
．

．

上海师大图书馆在管理和经济效益都上了台阶的同时，十分注重

自身的内涵建设，重视图书馆自身的科学研究。

我们秉承传统，开拓未来，成立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心，以中心

为依托，组织大家撰写论文，积极参加全国、全市图书馆专业的学术会

议，并在各种论文竞赛中屡屡获奖。

．．我们积极申请各种形式的科研项目，以服务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

服务，除了组织青年学术沙龙，撰写论文、组织辩论赛以外，还举行全馆

性的“论文报告会”，出版《现代图书馆建设论丛》。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薪火学术丛书”，就是我们图书馆科研力

量的一次巡礼和检阅，是我们学科奠基的基石，科学研究的重器，百年

大计的起点，努力奋斗的见证。 一1

‘

．

我们有理由自豪，因为，我们的书质量上乘；因为在这套丛书里，从

我们的书记，到普通馆员，都在用心．，用虔诚，用我们对图书馆的热爱谱

写学术光辉的篇章。 ，

上海方志研究、《红楼梦》研究，很早以前就是我们的强项；图书馆

编目，我们的水平也一直领先；有关现代图书馆理论、自动化、网络化的

研究著作，更有排名前茅的引用率，我们的古典文献学和图书馆文献学

研究，实力也不容小觑。

此外，“图书馆文化论”、“读者论”、“图书馆资源建设论”等等，在图

书馆界都是前卫的课题，很有意思的研究著作。

’

一

四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环境、学校老师的培养；图书馆的发

展i同样离不开各种关心、帮助它的人。我感谢我们的周洪刚书记和李

进校长，感谢主管图书馆多年、劳苦功高的项家祥校长和现在主管图书

馆的李和兴校长，感谢对图书馆感情一直很深的阮兴树书记、黄刚书记

和陆建非校长、蒋威宜校长、俞立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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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庄琦为代表的上海市图书工作委员会一直关心我们，复旦大学

的秦曾复馆长、交通大学的陈兆能馆长、华东师大的黄秀文馆长、同济

大学的慎金花馆长和其他兄弟院校图书馆的馆长们，最先看到我们的

进步，及时给我们指导和帮助。华东师大信息学院的范并思教授，以其

聪慧和睿智，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图书馆已

经初步建成一个研究型的图书馆，我们心存感谢。 ．’

尽管人事变动，复旦的秦馆长、交大的陈馆长都将离开馆长岗位，

俞校长已调到华东师大当校长，但是，排名不分先后，感谢不受时间、空

间的限制，不受晴天、雨天的变化，我们的感谢是四季永远盛开的鲜花。

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

五
一

现在，我们的图书馆已像出海的螺号，远航的风帆；春天的故事，理

想的家园，霞光艳艳。
’

我们图书馆正进行新一轮动员一
让精神领先，学术自由，图书馆事业迈向新境界。

4

二o o七年六月十五日于上海师大图书馆石榴书屋

．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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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范教育源于鸦片战争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

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

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其后的100年间，

经历了不断的演变、改革、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宏

大、门类齐全的师范教育体系，整个发展进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百年

师范教育一直是在风雨中奋然前行。

民国以前的15年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国门初

开，西风渐进j有识之士希望能通过维新改良，振兴中华民族。而要改

良，必须开民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梁启

超《论师范》)，师范教育作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提出j在洋

务派人士盛宣怀、张之洞、张謇等人的身体力行下，我国建立了第一批

师范学校。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

近代师范教育的初步框架。《章程》将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立，其中师

范学校设优级和初级两种：另设“实业教员讲习所”，构成一个完整的师

范教育体系。尽管这一体制模仿、参照了日本的师范教育，尽管这一体
制还充满封建色彩，但是，这是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最早的一批师范学校如江苏三江师范学堂j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两湖总

师范学堂、直隶北洋师范学堂、通州师范学校等在中国出现了，这些学

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师资i ’．+
．：

辛亥革命胜利，开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里程；而随着民国的建立，

中国近代教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教

育令》，随后又相继出台一批师范学校的规程和课程标准，对前清封建

色彩较浓的学制予以改造，在培养学生的要旨上，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



宗旨，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提出要培养学生健全的

身体和独立博爱的精神，师范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改变。随着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教育界掀起了“新教育”运动，改革学制的呼声日益

高涨。在这一形势下，教育部召开会议，广泛征求意见，于1922年制定

了“壬戌学制”，这一学制把普通教育的修学年限规定为小学六年、初中

三年、高中三年，所以俗称“六三三学制”，也称“新学制”。“新学制”表现

出较深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师范教育方面，“新学制”取消了师

范学校的独立建制，将独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归并于中学，高等师范学校

或升格为大学，或归并于大学。但是，由于这一举措没有考虑到中国社

会的现实条件，给师范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导致师范教育的

滑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师范教育的衰落再次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诘

难。在教育界人士的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12月和1933年3

月先后公布了《师范学校法》和《师范学校规程》，决定师范教育脱离普

通教育，自成独立的学校系统。1938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院规

程》，确立了师范学院实行独立设立和附设于大学之内的双轨并行体

制，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终于得以维持。

多难兴邦。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献身师范教育的知识分子，如

陶行知、陈鹤琴、经亨颐、张雪门、俞子夷、廖世承等，他们毕生致力于教

育事业，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们的努力实践下，出现一批著名的师

范学府，如有革命传统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人才聚集的浙江第一师范

学校、专事农村教育的晓庄师范学校。这些师范学校不仅为中国培养了

大批教师，更为中国造就了大批人才。 ．

．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师范教育因其特殊的免费制度，更为广大贫

寒子弟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i许多青年就是通过师范教育而走上

成才之路。 一
．

． ．．，

建国后我国的师范教育经历了整顿和更新，改造了旧的师范教育

体系，引进了苏联的教学经验，在教学上全面向苏联学习：1952年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在调整中师范院校被独立设置，

应该说这一措施使师范教育得到了加强和发展，为逐步建立新的师范

教育体系和体制打下了基础。1958年的“大跃进”也冲击了师范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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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实际地追求高指标的风气影响下，一时间师范教育迅速膨胀，师范

学校的数量成倍增长。这种盲目追求数量的发展，由于超出了国民经济

所能承受的能力，导致教育质量的大幅下降。以后经过60年代的调整

和恢复，师范教育发展过快的状况才得到控制。但紧接着而来的“文化

大革命”将整个师范教育推到了谷底，教育战线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

摧残。“四人帮”制造“马振夫公社中学事件”，批判“园丁之歌”，编造“一

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等，将矛头直接指向广大教师。“文革”十

年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

进入新时期，在“科教兴国”、“尊师重教”的口号下，师范教育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很快恢复到五六十年代的最佳水平，并开始进

入改革的全面探索时代。“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

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集中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

教育的客观要求。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这个大前提下，师

范教育作为“工作母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为了提高中小教师的整

体素质，全面启动了教师培训工程，我国的师范教育正在向教师教育转

变，发展方向从简单追求数量的低层次发展转向追求质量提高的高层

次发展，培养方式也由封闭式定向培养向开放式非定向培养过渡。师范

教育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一直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农村，我们能看到“再

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很长

的时间里，教师这一职业并没有成为“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民间流行

着“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教师这一职业似乎永远与“穷”字

联系在一起。人人都想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大多数人又不想当教师，

这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悖论。在这一背景下，师范教育地位下降，它所形

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师资紧缺。伴随着新中国人口的骤增，教育事业的最

大矛盾一直是快速增长的学龄儿童与紧缺的师资，由于师资缺乏，只能

抽调知识青年或其他行业的人员；稍加培训充实到教学岗位。师范教育

几乎无力承担它应完成的任务。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教育事业也在蓬勃发展，我们已经

走出了师资紧缺的年代，今天教师这一职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

3



王维新男，河南汲县人，1950年

出生。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

馆员。198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

图书馆学专业。近年来策划举办了

《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史图片资料

展》、《爱因斯坦在中国》等大型主

题展。发表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数

十篇。

陈金林男，上海市人，1949年出

生。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1980年起从事方志学、目录学研

究，已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中

国茶酒辞典》、《中国饮食文化辞

典》。编著有《清代碑传全蔓*、《上

海方志通考*等。

戴建国男，安徽太湖人，1969年

出生。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生。曾服

务于中学，2003年进入图书馆。研

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

图书馆学。撰写文章近20篇。

郫

9尊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求。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

告时指出，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将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

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是加强改革师范教育、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

示范性举措。这个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

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让教师成为最受尊重的职业。憧憬未

来，相信教师一定会成为“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

全书共分三篇，陈金林担任第一篇的编写，王维新担任第二篇的编

写，戴建国担任第三篇的编写，最后由王维新通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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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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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

。’

创建时期的师范教育
’(1 897—19 1 1)

[巫童[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二二二二二]
师范教育作为一种培养师资的专业教育，是近代文明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师范教育的发生乃是鸦片战争五十多年以后的事。一般说来，

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被视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萌芽，而1897年上海

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创办被视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先声。此后至1911

年辛亥革命的十五年间，称之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创建时期。．‘
。’

中国师范教育的创建以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

这·标志的建立花了两年。先是，张百熙于1902年模仿日本教育

制度拟成《学堂章程》，分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和蒙养学堂

五类，并对办学要求作了规定，奏上后定名为《钦定学堂章程》，当年7

月予以颁布试行。此年夏历为壬寅，故称为“壬寅学制”。到次年闰五月，

光绪帝谕令张之洞会同张百熙等厘定学堂章程，妥议具奏。1904年1月

13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颁行，这就是《奏定学堂章

程》。此年夏历为癸卯，故称之为“癸卯学制”，以与“壬寅学制”相区别。

“癸卯学制”开宗明义，首定《学务纲要》，其余依次为《大学堂章程》

(附《通儒院章程》)、《高等学堂章程》j《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

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优级师范学堂

章程》、《初等师范学堂章程》以及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奖励等二十

余种规定：它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系统性。．它将各类学堂章程，依

次配套i从而架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如教育年限规定：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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