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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安徽教育

(1937- 1945)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安徽大部沦陷。驻守安徽的国民党主

力部队撒到皖南、皖西的山区和皖西北等日军难以到达的偏远地

区。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敌后建立起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这样，安徽境内就有了三个政

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扶

持下的汪伪政权。三方控制的地区犬牙交错，各方所控制的区域

又随着镀此的实力消长商时有变化，所以就具体情况而言非常复

杂。大致来说， 13本侵略者和他们扶持下的汪伪政权(伪省政府设

在蚌埠〉控告tl着津津和淮南铁路沿线、矿山和重要城市及部分县

城z国民党政府(省政府设在立煌县一一一即今金寨县)在全省能实

施有效行政管理的有三十多个县，能仔捷部分行政权的有十多个

县:共产党所领导的新西军、游击队则散布在广大农村(淮北行署

机关常驻洒县半城一带，淮南行署机关常驻来安半塔一带，皖中行

署营驻无为饶城一带)。

就教育来说，抗日的战火燃烧到安数以后，学校或停办，或转

移，全省教育基本停顿。局势稍为稳定后，鉴于抗战对于各类人才

的大量需求，教育在极其匾难的情况下逐渐模复。到了抗战后期，

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抗 E 民主根据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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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埠，从整体上看，教育的规模超过抗战前，这

充分反映出各方对教育在战争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第一节 抗战初期战争对安徽教育的

藏坏和教青的大转移

一、抗战初期战争对教育的破坏

1937 年 7 月 7 吕"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开始大举入侵中

嚣。 8 丹 13 日，臼军进犯上海，华东地区告急。为应对日军即将

对安徽的人霞，安徽省政府于 1937 年 8 月下旬发布《关于在吕寇

入侵、战事写广情事下，教育工作应依据之方针的训令)) , "ìJl!令"除

要求大家保持"镇静"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内容。 9 月，省教育厅

又制发了《非常时期教育实跑纲要>)，"纲要"要求各校进行抗战意

识的灌输，开展救护、消防、警卫、组织民众等方面的教育。但由于

师资、物资以及其值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教育未能进行。可以

说，抗 5 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徽对战争的到来在教育方面虽然做了

一些准备工作，但大都是一些应付差事的表面文章，并没有认真地

去贯彻。由于组织方面的不力，随后雨来的混乱局面长期未能得

到有效控制。

11 月底，日本侵略军由抗判湾登陆后，沿太湖走廊进入安徽，

安徽形势骤然紧张。 12 月 10 S ，芜湖陷落，安徽全省震动。其

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安徽大部分地区遂落敌手。由于在军兵

力不足，战线又拉得过长，因此除津浦、淮南二条铁路线和长江沿

岸地区开始扶持健俑政权外，其他地区多是来回疆扰和践踏。这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39 年，自本侵略军对国民党的政策由以军事

进攻为主改为以招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后，安徽的局势才开始相

对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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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践踏和安徽大部分地区的沦陆，使正在向

上发展的安徽教育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1936 年安徽有小学 5921 所〈其中含短期牛学 3000 余所) .平

均每县约 95 所。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小学几乎全部停办。未陷落

的地区受战争的影响，加上经费无从筹措，学校数也大大减少。由

于局势温乱，对学校损失情况缺乏全E的统计，但据淮南、淮北和

皖中提据地建立时对根据地内的学校进行的统计，淮北八甚 1938

年底共有小学校 30 所;淮南路东八县 1940 年初有小学校 59 所;

皖中每县十所左右。这些地区虽然不是教育发达地区，但教育被

破坏的情彭由此可见→斑。中学、师起学校和职业学校除徽州、顿

州地区尚有几所学校勉力支撑外，绝大多数学校都停办，学校或者

撤销，或者转移，学生除随校转移者外，其余都流离失所。

社会教育除皖南部分地区外，其他地区基本上全部得顿，直到

1938 年下半年才渐次恢复。

二、抗战初期安徽教育的转移

{一}临时中学的设立

1938 年 2 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就

职时.强调省政商要使学校尽快开学上课，以免学生流离失所。据

此，省政府会议决定在立煌、铜城、阜阳、酒县、全椒等地设立五所

临时中学收容流散!原生。但自于战局变化较快，以上决定未能全

部贯彻。后第一~五临时中学分别在立建县流波撞、舒城晓天、宿

栓县城、至德县城和酒县建立。之后，又菇续在六安、定远、巢县、

好局(对属安徽)、泾县、霍邱、霍山、舒域、庐江等地设立临时中学，

使临时中学增加到 13 个。根据《安数省立临时中学暂行规程))，这

些临时中学对包括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不论籍贯、不论

学校、不论年级，报名后经简单鉴别手续和考试(以便分年级)就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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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容。短时间内，这些临时中学收容的学生多达近万人。对临

时中学的学生，政府给 40%的免费名额，实际上对困难学生，特别

是从沦路区来的学生视情况都给予适当的伙食补贴，虽然很微薄，

但已使贫寒学生免于饥筐。 i陆时中学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短的

三四个月，长的数年，其中有几所学校，如四临中〈设在阜阳)、三临

中(复校于六安毛坦厂〉、十一IIáî中(设寿县〉直到抗战胜利才统一

整合。这些路时学校的设立对扭转战时教育的混乱局面起到重要

作用。

临时中学的设立，以及后来教育部在大后方设立的三十多所

"吕立中学"，使各地在抗战那种珉苦而严峻的条件下弦歌不辍，部

分震因是教育部根据蒋介石"平时须作战时看，战时须作平时看"

的思想、举办并坚持下来的。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回忆说"我

当时搜据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国策，认为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

可中晰。并旦即在战时，事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供应，有赣学校的

训练……遂决定学校的数量不仅不应该减缩，并豆依据需要，还需

相当扩展。"①对此，((第二次教育年鉴》也有记载"时教育界一部

分人颜主张变更教育棋度，以配合抗战需要。谓高中以上学校与

战争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傅员生应缸人役，捍卫祖国。

即桥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此实为

我国教育存亡绝续之交。搞经政府详加考虑，认为抗战既属长期，

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尚无立即征谓此类大学

生之必要。"就安敬的情况看，在那种特殊情况下采取这些措撞对

保存人才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①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济南 g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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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三日中午饭后，苏校长(苏家祥校长一-编者

注)突然到韧中部集合学生讲话。他宣布李宗仁同意颖属三

所学校迂潢肘，立即决定颖州女中〈只有初中〉、颖州师范简婷

部(招收小学毕业生五年学制)及颖中初一年级三班学生于五

月二十四日先行启程。""有一天，久雨阴暗，学校通知大家到

樊村铺汽车站听两个中央委员的讲话。我们到了车站，不一

会，从潢)J! 方向来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开处，走下商个

穿着灰布中 w装的人。苏校长赶忙向 i哥学们介绍说 J今天我

1fJ请中央委员方洁、方希孔先生和中央委员邵华、邵健工先生

给大家科话，大家欢迎。'方治是安数桐城人，留日学生， 00 民

党中央拉行委员，这时任国或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

长 z邵华是旗上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读小学时，曾是

苏家祥先生的学生。邵华说J就战开始以后，有人主张学生

到前方去打仗，这对不对?这不对。抗战时期，学生念书的照

念书，打仗的照打仗。这样，我如才能长期就战。不然我们都

去打仗， 00 家别的事都不管了?现在苏校长把你如带到潢)11 , 

有人想在你们噩难时把你钉编到青年军团〈广西青年军团) , 

去扩充他轩的队伍。有人在潢 )11 时说=抗战了，人都到前方

去，你们安徽人却往后方跑。你们苏校长在潢)1/受到很多人

的攻击，打电报给教育厅请示，方先生和我瑕道来看看体们。

现在有人会说风凉话。都到前方去，那后方就不要了?你们

都是些不足三尺的童子，怎么能持干戈以豆社费?我和方先

生都是安徽人，我又是体们的校友，我们安徽三千万老百姓要

留下你信这些孩子做读书的种子，不能都开到前方去。你们

就由苏校长带着鬓武汉去吧!一坊都吉方先生和我邵某人负

责任 I '邵华并拍着胸黯保证说:‘你们到武汉去，天塌下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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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邵费工顶着。'据我钉到湖南以后得知，第五战区的广西摄

入士当时的确想担颖属三校学生编入广西青年军团，苏、王

〈王贤敏校长一一-编者注〉窝校长虽坚决反对，但三校到了河

南潢)Jj已成了断了线鸪风筝，既m不住左激人士的攻击，也受

不住广E撮人士的压迫。苏、王雨先生被逼得无路可走，就想

起正在六安视察工作的额中校友哥华，电请邵到潢 )11 来共商

对策。于是邵、方到 7 潢 )11 ，并电告教育部，教育部立即命安

徽的四个省立 i站时中学和摄属三所学校迁往武汉。"①

{二}流亡大后方的"国立八中"和"国立九中"

1938 年 5 月，邵华、方治两人受教育部委派，来安撤考察和布

置无法在安徽立足学校的转移到大后方办学事宜。时正值流波睡

惨遭日军飞机轰炸，一临中不仅临时校舍被毁，还有几个学生被炸

死、炸伤，一时间人心惶惶;在宿松、至德、舒城等地的另外三所临

中也因局势不稳而难以坚持;另外在皖西北，因 B 军进程，阜阳的

几所学校已转移到河南省的潢川，正因多种原因准备改编成学生

军。因此在邵、方两人传达了教育部的指示后，省教育厅立即急电

指示困所i器时中学和迁往潢别的凡所学校尽快迂往武汉。接教育

厅指示后，上述学校于 6 丹起陆续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始了辗转千

里的艰苦跋涉。至U 1938 年的 7 月，除部分学校外，大多数学校都

赶到了武汉。但即因日军准备进程武汉，武汉局势不稳，转移到武

汉的安徽学生叉开始了新的迁移。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

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方面出于对家乡流亡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据西文化落后的状况，向教育部建议能将

安徽学生留在湖西建校。教育部徨重挠张先生的建议，和有关方

面会商后决定将一、二、自脑中和三临中的部分学生，以及颖州的

① 摘自:<<烽火弦歌·国立八中回忆录机刘敬坤"抗战时期额外i三校西迁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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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学校转移到湖南;三脑中的一部加上零散来武汉的学生则向

四川!转移。转移到湖南的学生和后来从安徽转移来翔的学生在湖

西建校，被命名为"国立安徽一中"转移到四川的安徽学生安置在

江津，则命名为"国立安徽二中"， 1939 年 4 月又分到更名为"国立

八中"和"国立九中"。另外教育部在四川承)11设立的"国立十六

中丹也收容和安置了部分安徽流亡学生。抗战期间，国立八中、国

立九中和国立十六中共培养学生近万人，为抗战的胜利和战后的

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a 提战期间，教育部在四川、贵州、湖南等

省先后建立了 34 所吕立中学，市安徽学校有组织的内迂并以安徽

学生为主体组建的医立八中和国立九中，和这几十所学校相比是

有特点、有成绩的学校。

。)"国立八中"

1939 年 4 月由"安徽第一中学"改名丽成。校本部设于湘西乾

域县所里镇〈今吉首市) ，下设 10 个分部，其中高一部于四J I J 秀出:高

二部于永绥;高三部于洪江p高四部于乾城;初一部于洪江z初二部于

永绥;初三部于保靖;初四部于麻朗;师范部设于鸦溪;女子部设于文

店。 1939 年 8 月，调整高一部设于所里 F高二部设于河溪;高三部仍

在洪江:高四部收容女生，增设初五部于四川秀山，并将师范部交湖

南教育厅接办。 1943 年，江苏旅湘临时中学并入国立八中，同年学

校又增设师范班。建校之前，有 83 个班级、四千多名学生，教职员工

380 余人，是所有国立中学中规模最大、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学校。

因立八中校长先为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旋自邵华接任， 1943 年

改由王贤敏为校长， 1945 年串苏家祥接任。

八中校舍简艇，生活艰苦，但!陌生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教学很正规，教学贡量很高。在八中的毕业生中，建国以后

有的成为两院院士，有的成为知名教育工作者，还有的成为国家高

级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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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立八中班辑、在校生、毕业生情况统计

\ 班级数 学生数 毕业生数 年经费

共 高 初 辉 i'I 高 韧 #哥 i口L 高 裙 师

计 中 中 范 计 中 中 范 it 中 中 革

38 年 36 11 22 3 1674 469 1123 82 310640 

39 年 38 11 24 3 168E 423 1142 121 342 91 22 227362 

40 年 32 12 20 145E 508 948 377 134 298253 

41 上 37 18 19 164í 825 822 406 188 218 

←一-- 597022 
41 下 34 18 18 1566 769 797 

42 主 37 19 18 1663 817 846 151 76 75 91543 

42 下 38 19 18 1 1831 913 882 36 266 160 106 

43 上 38 17 19 2 2005 881 1049 75 229 103 126 
1723137 

43 下 37 16 18 3 205E 806 1066 136 302 158 144 

44 上 37 18 19 2067 985 1082 248 148 100 
6096120 

44 下 40 19 21 2155 1027 1128 354 228 126 

45 上 38 16 20 210S 989 1120 510 256 254 9211000 

八中在湘八年，不仅为安徽保存、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黯西

改变社会文化落后的状况做出了贡献。据西地处偏远，文化教育

事业极为落后， 1939 年师范部交湖南省教育厅窍，开始招收本地

少数民族的学生 F其他各部也有招少量本地学生的情况，为本地培

养了极为珍贵的人才。同时学校开设的书j吉、文具店等，以及学生

常在街头的文艺演出和活报属等，对开发本地的社会文化、活跃当

地的经济生活都起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抗战胜利后，遵照教育部国立中学复员办法，国立八中迂皖改

省立，非皖籍学生转回原籍相关学校。学校迁回后，学生分别安排

到省立贵池中学、省立芜蘸女中就学以完成学业。抗战期间，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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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共培养学生 8000 多名。

(2)"国立九中"

565 

安徽省第兰临时中学撒到四j l!后，在江撑县德感坝落户并改

名"安徽省第二中学"，学校于 1938 年 12 月 15 日正式开学，全校

分为高中、费中、女子、师范四部。 1939 年 2 月将各部改为分校， 4

月，学校改名为"国立九中"初中分为第一分校、第二分校、第三分

校，加上高中、女子、师毡，共有六个分校。全校有学生 1600 多人;

另前设"至善小学飞学生 300 多人 F全校员工共有 170 余人。学校

校长先为邓季宣， 1942 年开始由邵华接任， 1944 年校长玫吉苏家

祥任， 1945 年再改为胡秉正。

国立九中班辑、学生、毕业生槽况统计

\ 班级数 学生数 毕业生数 经费

共高初师筒 J口">.. 高 拐 师 简 I口L 离 初 师

计中中程师 it 中 中 革 师 it 中 中 范

38 年 83 27 50 S 4034 1226 12583 225 576000 

39 年 89 33 49 6 1 433~ 1503 252C 259 51 966 585 121 400816 

40 年 79 34 40 4 1 3821 1674 1974 159 41 1087 561 36 592885 

41 上 62 32 30 298] 1614 1367 920 543 812935 

←-一一-
41 下 56 34 22 2788 1683 110~ 

42 上 49 29 20 2225 1364 861 344 22 1262614 

42 下 51 30 21 222 1368 853 621 197 

43 上 43 22 19 2 188 1007 790 84 210 59 1763720 

43 下 42 20 19 3 186~ 950 798 120 379 91 

44 上 40 16 20 4 184 765 921 155 198 103 4745583 

44 下 40 16 19 5 174S 694 878 322 245 116 

45 上 40 16 19 5 174S 649 816 222 532 246 73 97080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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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立九中办学条件非常艰苦，不仅校舍十分紧张，经费也常常

提襟觅肘，但师生在学校倡导的"读书救国"、"科技救国"思想指导

下，教学和学习都十分刻苦。学校管理严格，纪律严明、校风醇正，

曾被评为"国立模范中学'二抗战胜利后，学校迂回安徽，学生分期

安排到省立安庆女中、省立东流中学和省立宿甚中学就读以完成

学业。抗战期间，国立九中共培养学生 3000 多人。

{三}安徽大学的迁移与停办

安徽大学在战前是安徽省唯一的一所大学，在省内有很大的

影响。 1938 年 5 月，安大迁至六安，计划在霍邱恢复办学，但因局

势紧张而未能如嚣。之后，安徽大学自湖北转移。学校到湖北沙

市后，拟在沙市复校，终因局势紧张而未果。由于长期不能复较.

省政府决定将安徽大学移交给其他学校。 1939 年夏，安大移交手

续办理完毕，部分学生送至武汉大学就读z 大部分图书交国立译

馆;其余图书和仪器交吕立师范学院。安徽大学遂暂告一段落。

安缴大学的停办，对安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第二节 战局梧对稳定后安徽

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一、"战时教育工作纲要及方案"的颁布

抗战开始后，教育部为"防止战区青年之被利蜀，更由消极的

捡救战区的教师青年，进雨夜累的谋在战区组织训练教师青年，使

与敌伪奋斗，以配合持久抗战之国策"①于 1938 年成立了"教育部

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飞 1939 年 5 月，将全国沦陷区划分为 70 个

区，并配备专员赴各战军指导教育工作。在教育部划分的抢陪区

① 《第二次教育年鉴>>，北京 s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1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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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徽有 7 个。分别是 z 蚌埠区、涡拥区、潜县区、安庆区、合肥

区、芜湖区、贵池区。教育部委派刘韶冲、潘维芳、孙致和等人到安

徽指导教育工作。在他们到来之前，安徽省已拟定了《安徽省战时

工作纲要及实施方案》草案，刘、潘等人到后，又和省教育厅一起重

薪修订《安徽省哉时工作纲要及实施方案))，并由省政府会议通过

颁布实行。

《安徽省战时工作纲要及实施方案》是"摄据本省战时教育工

作纲要，并参酌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划分区域，分到实行，以期加强

战时教育功能"0 <<安徽省战时工作纲要及实撞方案》主要内容有，

积极维持和推进战区的教育工作;在不同地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开展教育时采取不同的办法:联络忠于匮家但被逼服务于敌伪的

中小学教师;招收失学、失业青年去安全区就学、就业等，并制定有

具体的办法。

这时，侵华日军因后方空虚、游击战起和兵力分布太广等原因

而无力再进行大的军事行动。同时为配合其更大的医际阴谋，侵

华方针也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向以向国民党军队招降为主、军事打

击为辅，安徽境内对峙局面开始形成。这种形势对实施"战时工作

纲要及实施方案"十分有利"战时工作纲要及实施方案"的颁布也

标志着安徽的教育在经受了日本侵略军的沉重打击后开始复苏。

二、各类教育的恢复及发展

(-)小学教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1939 年 2 月，省政府开始着手恢复小学教育，在立煌、岳西等

38 个未沦陷和半沦陷的县设立临时小学 41 所，吸收当地儿童入

学，兼办来自战区的难童救济与教养。同年 4 月，安徽实行薪县

制，实行政教合一，在强化基崖政权的同时推行国民教育。省政府

于同年 7 月频发《安徽省各县乡(镇〉保学校初步实施办法))，(<安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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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各县乡〈镇)保小学附设成人班办法)>，将原有县区公立小学一律

改为乡〈镇〉保小学，乡〈镇〉保小学一律设短小和成人班，将儿童义

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一并实施。 1942 年，安徽省能订实施国民

教育五年计划，除将乡〈镇〉小学改为国民中心学校、保小学改为国

虱学校外，还要求 5 年内每乡设立一所中心学校，每二保设立一所

国民学校 z原有i届时小学全部交当地改为示范中，合学校 5原属特种

教育的中山中心学校和中出国民学校，一律归并国员教育办理。

同时采取了用多种形式培养师资，特男号是国员学校〈相当于短期小

学)的部资、加大教育督导力度、扩大教育费附加品种以增加教育

经费等措施，小学教育有较大的发展。据《安徽教育要览)}(第四

回)统计， 1940 年安徽 48 个县的"安全保"(即安全地区的村级政

权)已建有各类小学 5693 所，在校学生 35.6 万人。学校数不仅达

到战前全省的水平，在校学生也有较大的增加。这一发展势头在

后几年里继续加大，到 1945 年抗战胜利时，最据全省对 56 个县的

学校进行统计的结果，有中心国民学校 1651 所，国民学校 9502

所，省立小学 14 所，其他小学 81 所 F 幼儿匮 I 所，各类小学共

11249 弱，在校学生 230 万人，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 52%0 虽然这

里面绝大多数都是 1~3 年的短期小学学生，但在战争时期取得这

个成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了。

{二}中学教育有长足发展

抗战爆发后，原有中学多遭破坏。 1938 年 4 月份开始，省政

府先后在金寨流波幢等处设立了十三所省立脑时中学。同年 6

月，教育部要求各省按人口、交通、文化、经济状况租教育的基础等

因素设立中学区，以筹划学校发展事宜。据此，安徽规划了九个中

学区，并于 1939 年 8 月开始按学区规划和发展学校。十三所1届时

中学除迁移和撤并的外，其余的几所i陆时中学按制变更为相关学

区的省立中学。从 1940 年开始，安徽中学迅速增加，到抗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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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安徽中学已达到 147 班。其中省立 26 庚、联立 3 所、县立 53

庚、私立 65 所，在校学生 42562 人，均远远超出战前的水平。

抗战期间，安徽的中学，特别是基立和私立中学之所以能够蓬

勃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县立中学归基管以君，调

动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各县为了取得"政绩气同时为取悦地方都

积极发展中学。 (2)城市学校师生大量下乡避难，积极要求地方办

学。 (3)实行兵役髓，农村富福家庭的子弟多人中学以逃避兵役。

(4)地主豪绅以办学为名转移家产地产或宗族公产，这样可以免去

捐税。 (5)受土地政策影确，地主以地产开办学校，而自任校董，钙

掌实权。 (6)→些临近战区学校避难内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固

然增加了不少，徨质量却难以恭维。 1943 年 3 丹，省教育厅转发

教育部《关于管理私立中等学校应行注意事项》指出"查频年以

来，各省市原有及新增之私立中等学校，其办理著有成绩者固多，

而资金不足，人事尚欠健全，内容未能充实，分歧复杂违背违章者，

亦往往而有徒具其名，质量反多贻误。"并于 1944 年公布《安徽省

私立中等学校设置办法>)，要求对私立中等学校加强管理，进行整

顿，但以这些私立中学大多有相当的社会背景，根本不可能断然处

理，因此所谓的整顿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三}师范教育成效显著

抗战之裙，安徽的师草教育除徽外19审范、陵阳乡师外，其余全部

停课。 1939 年春，安徽省实施政教合一后，制定了国民教育五年计

划，根据该计划，全省五年内共需培养小学新师资 2∞00 多人。为

此，除在各临时中学酌设师范班、简师班外，并在省军政干部识i练班、

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宿县第四五九区联合训练班、屯溪第六七

八区联训班等子却H班内设师资组，加授教育科吕，在初中三年级增

开部范课程，多方培养小学教员，以应急需。安徽占主局相对稳定后，

1940 年，在立煌县创办了省立立煌师范学校，并要求各县举办，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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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上联合举办乡〈镇〉保4、学教员训练班。 1941 年，再设省立太湖

那范，重建旗州师范，扩充陵阳乡师并更名为池州师泣。此后，又陆

续建立旗上第一临时师范、省立古河野范等多所师莲学校。到 1945

年初，全省共候复、新建师范学校 34 所，在校学生 9211 人，教职员

719 人。从 1939 年到 1946 年暑期，全省师范历年毕业生计 11311

人才E上各种师圳班每年毕业的 1000 人左右，基本上解决了教师的

短缺问题。抗战开始前，安徽有师苞 9 所，在校学生 1743 人，两相比

较，师范教育的发展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抗战期间安徽师革教育取得较好成绩的原因主要有三 z一是

学校给学生生活以全额的补贴，这一措施吸引不少贫寒学子的兴

趣;二是毕业后就业有保障，这种待遇与"毕业即失业"的职业学校

学生相比显然更有吸引力;三是教师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还是高

的。有这三个因素，师范学校的生源一直都很充裕。

{囚}职业教育在恢复中稳步发展

抗战之初，安徽的职业教育除徽州、贵池有两所学校在勉力支

撑外，其余学校或迁或停，全部关门。 1940 年，教育部鉴于职业教

育在抗战时期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重要作用，要求各地积极恢复

和发展职业教育。规定到 1942 年，普通高中、师莲、高职三类学校

班级总数的比例应达到 2 1 与初级中学、简捕、初取三类学校

班级总数的比例应达到 6 : 3 : 2; 职业教育经费的比重在中等教

育经费中应占 35%。根据这些规定和要求，安徽省政府对其所控

制区的教育事业进行调整，采取在中学内设立职业班、创办新的职

业学校、对原有的职校扩充规模、扶持搬迁到安全地区的学校尽快

恢复上课等办法发展职业教育。通过这些办法，职业教育自 1938

年的 2 校、8 班、 230 名学生发展到 1935 年的 24 校、 116 班、 4360

名学生。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班级比例， 1940 年为 13. 7 : 1 : 1; 

1945 年上升到 7: 1. 6:1 0 职业教育经费在中等教育中的比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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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38 年的 5.7%上升到 1945 年的 20.3% ，大致达到战前的水

平。从数量上看，虽然和教育部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和抗

战前梧比已有较大的发展。

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学生的出路难以解决。

1IP~学校的毕业生全部是自谋出路，而抗战期间，各种工业俱废，农业

也不需要技术，各类机关需要的技术人才又很有酿。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学生只是因为无书可读才进的1IP~立学校，加上拉战期间实验仪

器和设备的短缺.1IP~教育的教育质量也很差强人意。

{五}高等教育的重建

战局渐趋稳定后，安徽各界人士呼吁省政府重建高等教育，一

为学生谋出路，二为安徽培养人才。为此，安徽省政府决定筹办安

徽建设学院，并成立了安徽建设学院筹备委员会。这时，教育部要

求有沦陷区的各省设立临时政治学院，并顽布《游击区及接近前线

各省市设立临时政治学院办法》。根据《游击区及接近蔚线各省市

设立临时政治学院办法>)，正筹建的安徽建设学院攻为安徽临时政

治学院，并于 1941 年 10 月在金寨古碑冲正式招生。安徽临时政

治学院院长初为对真如，时间不久刘辞职，院长由省政府主席李品

他兼，朱清华暂时代理院长， 1942 年省政府聘刘乃敬担任院长一

职，学校教学步入正常轨道。这所学皖虽然算不上正规的大学，但

它的建立标志着安徽高等教育事业的复苏。

1942 年 9 月，根据学生的请求、教师的支持，同时出于为安徽

培养专业师资的需要，教育部于 1942 年 9 月同意安徽省政府所

请，将安徽临时政治学院改为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并对原来的

专业进行调整，以适M培养师资的需要。这样，安徽又有了正巍的

高等院校o

1943 年 9 月，安徽省政府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将安徽省立师革

专科学校扩建为省立安徽学院。学挠设本科、专科两部，聘朱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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