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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编写组多年的辛勤劳动. ~地藏经纬一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院史》现已付梓。这是一部记录几代北师大地理人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奋斗史!这是

一曲描绘几代地理人肇路蓝缕、开拓进取的创业之歌!

历史是时间的长河。 1902年，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立. 1904年

设地理系的前身史地类. 1928年设立地理系. 1993年改称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2003年

改组为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一百年斗转星移，一百年风雨沧桑，北师大地理系

走过了求索奋进的一百年，无私奉献的一百年，春华秋实的一百年。翻阅院史中那些

昔日的照片，仿佛凝固了岁月的沧桑;那些历史的记号，仿佛铭记了成长的历程。 这

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恢弘壮美，气势磅膺，见证着北师大地理人立志为国家的地理教

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通过不断的探索与进步，获得了迅速发展，从相当落后状态

发展成为学者众多、成果丰硕、成绩显著的地理教育的领头羊。

不经意间，拨动了历史的车轮。 回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在中小学堂设置地

理课程，后来在北京高师设置地理系科，率先培养地理师资。 诞生在民族赢弱危难之

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除了探索地理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更与民族解放、国家社

会发展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百又十年历经沧桑，几多耕耘，几多拼搏。恰逢北京师

范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伫下脚步，检视她的行囊，竟是如此丰盈!从基础教育

到大学师范教育，从人才培养到地理学科发展，无一不留下了她的辉煌成就。

百又十年，北师大地理系在基础教育领域成为了当仁不让的领跑者。 20世纪20 、

30年代，全国共出版1∞多部基础教育地理教材，其中由北师大地理系教师或毕业生编

著的就达46本之多 21世纪以来，我系教师或毕业生编著的中学地理教材约占已出版

地理教材的50%。北师大地理人始终铭记"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利用学术前沿

的优势，充分调动师资力量，培养中学地理教师、编著中学地理教材，为基础教育事

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百又十年，北师大地理系为我国大学师范教育做出的贡献卓越辉煌。作为全国领

先的地理系，她援建多所院校，甘为人梯，带动了多所院校地理学科的发展。 她的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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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中，担任大学校系领导就这 100多人。 全国师范院校所使用的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教材、实验室设计也多由北师大地理系草拟制定。

百又十年，北师大地理系培养了大批莘莘学子，将地理学薪火相传。她已为国家

培养出高素质地学人才约6000余名，其中包括本科生4000余名，硕士生1300余名，博

士生3∞余名，进修生3∞余名 。 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

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另外还有函授生、进修班、短训班、免费师范生等多种教

育形式，为适应不同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地理学教育。 尤其是她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

地理教师，正是他们传播了地理科学的知识，启蒙了一大批杰出的地理学家，为提高

中华民族的素质奋力拼搏。

百又十年，北师大地理系致力于地理学科的发展生生不息成绩斐然。黄国璋教授

积极推进了地理教育从传统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变革，是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重要

的代表人物;周延儒院士在20世纪50 、 60年代开创了中国的新生代古地理研究， 并在

80年代与张兰生教授一道积极推进了我国高校的环境演变研究与教学;刘培桐教授在

20世纪60年代率先开展了化学地理学 、 环境地学研究，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的先驱者

之一 Stràhler几何光学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李小文院士是现今我国基础遥感理论研究的

带头人。 -个个响亮的名字，一段段柿风沐雨的开拓史，引领着北师大地理系走向了

学科的前沿，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地理学基地，其学科涵盖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

区域地理、资源、环境、灾害、全球变化、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个门类。

百又十年，北师大地理系为国家建设事业无私奉献贡献突出 。 在为国家输送大批

人才的同时，更是用自己学科专长，为国家分忧解难。 著名的南海九段线的雏形，就

是在北师大地理系白眉初教授( 1927年任史地系系主任)、毕业生郑资约、傅角今的

努力下绘制出来的。在国家主权受到侵略的时候，北师大地理人用自己的所学，廓清

当下，引照未来，为我国南海主权的确立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证据。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认知来世。 不了解过去，就不能对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

预测和推断;不了解昨天，就不能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不了解历史发展过程，就不能

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感。 鉴于此，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院史

编写组搜旧罗今，终成此书，以纪念先贤、继承传统、振奋当前、激励将来。

弘扬传统，展示成就，回首征程多壮丽!

继往开来，协力创新，展望明天更辉煌!

编写组

2012年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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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前身茬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 始于京师大

学堂师范馆第二类一一先地类 。 后发展为史地部~ ( 系) ，又独立均地边学系 。 沧桑巨
变: 师生员工于艰苦中创业、 发展，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栋梁立有和教育先锋。 在过
去的 110年中，已为国家培养出高素质地学人才约6000余名，其中包括本科生4000余

名，硕士生1300余名，博士生300余名，进修生320余名 。

诞生在不平凡的年代，成长于救亡国存的动乱之步，从1902年建系到新中国成立

的近半个世纪里，地理系师生胸怀着爱国、进步 、 民主、 科学的传统精神，秉承着勤

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始终以地理学科的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地理学的生生

不息、代代相传。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全国各相关

单位及学校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地理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北京师范大学这所

百年老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适应教学、科学研究的迅猛发展，至今地理系已发展

为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环境学院、 资源学院和水科学研究院、减灾与:应急管理研

究院、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以及地参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刊篝 =

肉相吨，平穿验室及俨境模冯卢哼时，即原山大地理和瑞制J
;卜学院和三个研究院与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 悠悠历史，名婷莓等严!事菩学子，薪火

L,..... 

相传，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一级学科因多年的卓越成就，于2007年被甜为4国家重点学
J… ι… 

科，i \~2047'斗9哺育部第乎在俐在静蔚吨千古中位咱中1 ,,' ~ 盹 叮RF L iτ响了~ 'f 'ft宿在贸 ..if ，
危难之时的北京w范丁学地理穿fH嘱最有更哨样讷争进与发展，终于，

起复兴的伟大时代，撑起舆地兴邦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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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大清帝国面临被日本与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 国内一

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势衰微，救国迫在眉睫;救国之本在于开办新学、培养人才。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清政府废除了所有维新举措，仅留大学堂一项。 后经义和团进

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庚子之乱)等变故，尚在草创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

完全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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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国最早的地理系科

1901年，清政府再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主持重建京师大学堂。 因考虑"国家需

材孔亟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 (北京大学前身)和"师范馆" (北京师范

大学前身) ，于次年 1 2月 17 日开学。 这一天曾被定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建校

纪念日 。 校址设在景山东马神庙，旧称四公主府。

历
史
沿
革

(
-
S
N
l
N
O巳

)

景山东马神庙四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旧址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即北京师范大学之初创，不但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之滥殇，同

时也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史上领军地位。

京师大学堂开学时师范馆录取79人，仕学馆57人。 后来又多次补招学生，至 1 903

年底师范馆名册上有学生 193人(包括未人堂者) ，仕学馆80人。 至 1905年3月 ，师范

京师大学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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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已有五百余人。 llJ

1 902年建校时学校有外国文、理化两类，次年添设博物类， 1 904年添设史地类。 l21

即后来的四类 : 第一类为国文、外国语，第二类为中外历史、地理，第三类为数学、

物理，第四类为博物农学。

当时招生有两种方式 : 自愿投考录取和由各省保送复试后录取。 学制四年，第一

年为普通课，第二年后分科学习 。 考试题目中的地理试题涵盖中外自然地理、人文地

理，多史地结合之题， 井有一定难度。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史地类。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

院的前身即地理系 。 追根溯源，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从诞生至今已经走过百又十年

的风雨历程。

1903年，由张之洞参与拟订的 《奏定大学堂章程 )) (亦称 《要卵学制 ~ ) 中，规

定开经、文、格致、农、商等科皆应学习地理课程，文科设中、外地理专业，学制三

年。 文科地理课程有:地理学研究法、中国今地理 、 外国今地理 、 政治地理、商业地

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等。 进士馆课程有:地理总论 、 中国地理 、 外国地理、 界务

地理、商业地理。 译学馆课程有 : 中国地理 、 亚洲各国及大洋洲地理、欧洲各国地

理、非洲及美洲地理、 地文学。 师范馆则有:亚细亚洲 、 大洋洲 、 欧罗巴洲 、 阿非利

加洲、亚美利加洲等。 所列地理课程多达十余种 ， 足见当时对地理的重视程度。

《奏定大学堂章程 》 中对地理学研究有如下表述地理学研究法:中国与外国

之关系 、气候与地理之关系、 财政与地理之关系、海陆交通与地理之关系、动植物与

地理之关系、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风俗与地理之关系、公寓与地

理之关系 。 交涉地理 : 日本各国国际地理，可斟酌采用，仍应自行编篡。 "这基本上

反映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地理学所研究内容的认识。

在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 中对地理学也都有明确的

规定。 如凡教地理者在使知大地与人类之关系;其教外国地理，须尤详于与中国

有重要关系之地理 ， 且务须发明中国与列国相交之分际，养成其爱国心性志气。 其讲

地文须就中国之事实教之。 "在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 》 中也明确设置舆地课程，

"其要义在使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况 ， 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其爱国奋发

之心 ; 更宜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

要端。 " <<葵卵学制》是中国较完善且影响较久的近代学制，它明确了地理学是爱国

教育、普及文化必不可少的文化知识，初步奠定了地理教育作为基础课的地位。

4 

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上奏 《 大学堂开办预科并添招师范生 》 折附件。

见 《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 · 理学院 >> • 1 933年 1 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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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秋 ， 大学堂的第一期师范生开始分科学习 。 进行分类报名时，第一类报名

者有百余人，第二类仅4人 ， 第三类30多人，第四类20多人。 11 1最终分班的结果是 : 第

一类24人， 第二类28人，第三类28人 ， 第四类25人 。 可见，当时科举未废止前，许多

学生仍将出路寄托在科举上，国文类与科举考试关系紧密，因此对历史地理及其他学

科兴味索然。 而当时主持大学堂事务的张百熙、张之洞、张亨嘉等远见卓识，则希冀

有更多的人熟悉、了解并学习西方，因此史地类受到应有的重视。

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

二二、 课程与考核

师范馆( 优级师范科)第一学年为

普通课 ， 分习英、德、法、俄等文(日

语为人人必修)及普通科学 ， 还有国学，

如经学大义、国文、中外历史地理等。

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

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往

厂甸五城学堂( 即今和平门外师大旧

址 ) 。 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

之始。 学校仍分四类 ， 第二类为地理、

历史类 ， 课程包括 : 中国文学、教育法

令、英文、法制、生物、 外国地理、中国地理、世界史、亚洲史、中国史等，还有随

意科目一门 : 德语。

学生除学习各类必修课程外 ， 还有通习科目 : 教育学、心理学、辨学、哲学大

纲 、 人伦道德、经学、体操等。

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各门课程中人伦道德"和 "经学大义"两门课受到特别

的重视 人伦道德" 课程贯穿公共科和分类科的四年中经学大义" 则通设于分

类科的三年中 。

大学堂的教材， 除去西学采用由编译局翻译的教本之外 ， 其他课程很多都是由中

外教习自己编撰并且讲授的，如 《伦理学讲义 》 由副总教习张鹤龄编撰， << 经学讲

义》由教习王舟瑶编撰， {历史学讲义 》 由教习屠寄编撰， { 中国史讲义 》 由教习陈

制震编撰 ， { 中国通史讲义》由教习王舟瑶编撰 ， {万国史讲义 》 由日本教习服部宇

之吉编撰， {经济学讲义》由日本教习于荣三郎编撰 ， {掌故学讲义 》 由教习杨道霖

京师大学堂中国经济地理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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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 " 中 国地理科讲义，分为中国地理与中国地理志二类，均由邹代钧编撰，其讲

义最称完备，颇获好评。 " 111 

邹代钧编撰的中国地理讲义，由商务印书馆 1904年出版。 该书分两编，初卷由卷

首和第一章地理学总论组成，论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 卷一第一章

为亚细亚洲总论，分14节，主要内容包括译名、位置、境界、面积及人口、地势、海

岸线、半岛及岛、海及海湾、高地、平地、沙漠、分水界、 江河、浸、气候 ; 二篇共

35课，论中国地理。

大学堂学生的成绩考察，分为月考(平日分数)、期考、年考三种。 月考成绩要

排列出等级名次，发榜公示。 考取及格者，师范馆发给最高 14元、最低4元的奖金。

学生平时考试的压力主要在于日本教习的课。 "中国教习所授的课，除去舆地须赶备

外，其它经史文学通常出一二题目 ，作论文一篇或两篇，学生多能振笔直书 ， 一小时

内下笔数千言 ， 所得分数多在80分以上。 当时学生受旧传统教育的影响，长于理论而

短于科学知识，旧学有余 ， 新知则不足。 " 121 

学生的毕业成绩 ， 是将毕业考试分数与历年积分，作为每门平均分，毕业考试分

数占到二分之一。 每一门课程的平均分数， 即毕业分数，都要写在毕业文凭上。

1907年2月 25-3月 2 日， 京师大学堂举行师范生首届毕业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将近

五年的学习 内容 都是从开宗明义第一章考起，到那门功课的结束为止" 。 由于所

习课程内容多，考题又较难，毕业考试竟持续了七天，考完之后，每个考生都瘦了不

少。 3

参加师范馆毕业考试的有 104名学生，其中第一类20人， 第二类33人， 第三类27

人， 第四类24人 。 有三名学生缓考后，总成绩为 : 最优等 19名， 优等62名 ，中等22

名 ，总计 103名 。 毕业成绩排在第一名的是第二类学生廖道传。 下等4名，根据大学堂

考试章程 ， 名列下等者须留堂补习一年再行考试。

第二届毕业生是1904年入学的优级师范科的学生。 1908年 12月 30 日 至 1909年 1 月 5

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八至十四日) 优级师范科举行毕业考试。 有七名学生因

事未能参加此次毕业考试 ， 于4月 12 日 至 17 日 ( 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 日 至二十七 日 )

在学部分场补行考试。 毕业考试的结果是 : 最优等23名 ，优等77名，中等103名，一共

毕业203名 。 另有下等一名 ，照章补习一年再行考试。

1909年6月 19 日，优级师范科举行毕业典礼。 141

6 

见丘吉发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沿革》 台北 《 大陆杂志 》 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潘数 <京师大学堂忆述》 。

当~树文 《 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

《 大公报 ~ , 1 909年6月 1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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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要
1911年8月，优级师范学堂招考第二类(史地类)志愿的公共科新生。 招考公示

规定 : 一、资格 : 须在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或与中学程度相当之学堂毕业生 ; 二、志

愿 : 须志愿人本学堂第二类学习历史地理主课之学生 ; 三 、 体格 : 须身体强壮，素无

痛疾者;四 、 报名期限:从7月 15 日起，至7月 29 日止，须持县毕业文凭 、 相片赴本堂

报名;五、考验日期 : 定于八月初四初五两日考验，逾期者不补;六、考验科目:国

文、英语、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六学科，均以中学程度为标准 ; 七、招收数额 :

以60名为限。 LIJ

9月 25 、 26 日进行考试。 "此次所考最注重者为英文、 地理、历史、 算学四科。 命

题甚难，佳卷殊不易得。 至国文一艺，缔制尤严。 既禁名同，复限篇幅。 其题如左:

博习亲师说" 。 l2i此次录取史地类公共科新生54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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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腑队1五

大学堂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充任大学堂教务、行政各职，如桐城派古文家吴汝

纶、阳湖派古文家张鹤龄、著名学者蒋式理分别担任总教习、副总教习，姚锡光出任

大学堂副总办等。 担任汉文分教习的杨道霖、王舟瑶、屠寄、杨模，担任算学分教习

的胡玉麟、 历史教习陈嗣震、经学教习林好，以及译书局总办严复等，均为当时遐迎

闻名的学者。

大学堂聘任的地理学方面的教习 :

谭绍棠一一字彝仲，湖南善化县人， 要巳举人，福建知县。 教授舆地。

邹代钧一一字叔旦，湖南新化县人，国子监典簿、编书局舆地总篡。 教授测绘、

中国地理。

胡宗满一一字玉轩，安徽休宁县人，东京高师特别班毕业。 教授植物、矿物。

江绍锥一一-宇亢虎，江西吃阳县人，留学日本，曾任刑部主事。 教授外国地理。

板本键一一一日本人，日本第二高等学校教授，理学士，教授外国地理。

杜邦杰一一教授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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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这段受列强凌辱、侵略的时期，知识分子深深的认识到爱国教育的重要性，并

且尤其重视地理教育，期望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了解中国为什么受欺压，中国丢了

那些领土。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国最早的地理系科，师大史地系开设了大量"救

日g-"f\:.主革3每在民

《 大公报 ~ • 1 91 1 年8月 29 日 。

《 大公报 ~ • 1 91 1年9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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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理"课程，比如边疆地理、政治地理、外国地理等。 在这种教育下学生了解了中

国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批优秀的革命家脱颖而出 。 在中国近代

革命史上，有许多英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或地理系，如领导1903年拒俄运动

的学生运动先驱之一丁作霖，与方志敏一道开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邵式平，开创皖

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烈士魏野畴，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杜斌军

烈士等等。 他们用自己所学，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时代背景下造就的革

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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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同年5月 15 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此后政府频繁更迭，军阀棍战，民不聊生。 但是，国内有识之士仍念念不忘发展现代

教育，并以此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实现强国之梦。 特别是北京高师的各届校长深

知重任在肩，于重重闲难中求发展 ; 所培养之学生服务社会，声名远播，北京高师成

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知名大学。 1922年，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勋的《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

范为师范大学案》提案被通过，教育部发给高师正式《训"令》称 : 由北京高师首先筹

备师范大学。 1923年7月 1 日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这是中罔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对中国师资的提高和全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意义重大而深远。 但是，受当时

政局风云变幻的影响，学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四次被迫易名改组。 政府无心教

育，主管教育的官吏对师范教育多谬见，使师大的发展遇到较其他院校更多的困难。

8 

……J. ~' ""1 ~] ，~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建大门正西

-、 .a.~主结~~ι草中只民义民局v展

1912年5月 15 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

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2年8月 ，按照教育部颁布直辖学

校暂行章程，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公

共科"改成"预科原分类科的"类"

改成"部" 0 1913年因原史地类已毕业，

学校没有史地类学生。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曾于 1 9 11 年9月招

考54名公共科学生 ， 原为升入史地类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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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因辛亥革命爆发没有人校。 1912年，北京高师对这批学生的政策是"除存有

照片在校的新生准令随同旧班一体人校外，其取回相片者，须面试中西文一场，核对

笔迹相符，程度相当，始准人校。如缺额过多，至时再招考一次，以补其缺。" ll) 

1912年9月，高师首次招生。 经过两次考试，录取预科学生64名，编为一班， 5 日

开学。 [2)

1913年8月，北京高师本科增设历史地理部，与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共四个部。

9月设史地部阅览室。

当时经费不足，所招收学生有限。 因此， 1915年的史地部和博物部一年级没有学

生， 1918年两部将没有毕业生。

至 1918年8月，高师已经有了完整的本科六部(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

理、国文部、数理部) ，还设有各种专攻科、专修科，本预科达到21班，学生约720

人。 北京高师规模已明显扩大。

经过几年的筹备，北京高师于1920年开办教育研究科。 1922年4月，教育研究科第

一期学生16人毕业，被授予"教育学士"学位。这是开我国高等学校考试招收研究生

之先河，也是我国首次给学生授予教育学士学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盛事。美国

教育思潮的引进，促进了高师的教育科学化的进程。

1921年，北京高师增设理化、博物、数理三部的研究科;同年招收女生与男生同

班上课，成为较早招收女生的大学。 到 1923年，续办了国文、英语、史地三部的研究

科 ， 与原来已招生的四部，共七个部招收研究生。

1923年，北京高师正式改组为北京师范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梁启超、范源廉二人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校长。北师大取得了与其他大学同等的地位。

但是国内政局动荡，国力衰微，民生凋敝。政府欠资教育严重，学校办学经费拮据，

债台高筑。范源廉是当时与蔡元培齐名的著名教育家，曾数次出任教育总长，对发展

教育颇有卓见，以其能力管理好一所大学绰绰有余。但是， 1924年9月，他"因不能强

人梅腹从公而辞职" 。口l然而，身肩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的重要使命，校长、教师在

任一日均没有些许懈怠，即使"薪金不发，严冬教室无火，而授课无间" (付。

1927年8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军政府把北京丸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

校，原北京师范大学被改为京师大学校师范部。师生们虽反对，但在白色恐怖下

敢怒不敢言。 1928年6月， 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国民政府随即把大学区制推行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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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下学期办法~ , 1912年，北师大档案馆全宗1 ，案卷368 0
《本校沿革妥咯L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纪念录L 第6页。

北京 《晨报~ 1924年9月 26 0
1931年《师大毕业同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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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区，将北平、天津的大学合组为国立北平大学，原北京师范大学为北平大学

第一师范学院。 1929年7月，在平津高校师生的反对声浪中，国民政府被迫撤销

北平大学区 8月，宣布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独立，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1]

1931年7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奉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即女师大)

合组为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后辖教育学院 、 文学院、理学院三个学院和一个

研究院(从事史学、文学 、 文字学 、 地学、哲学 、 教育学等学科研究) 。 地理系隶属

理学院。 同年9月，师大校长徐炳祠赴京争取办学经费遭拒绝，愤然辞职。

然而，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渗透到各个领域，也殃及到教育界。 北师大因此倍受排

挤和压制，缩减必须的办学经费 、 无端取消研究院和系科…… 。 他们不顾中国教育落

后的现状，无视社会各界对师大毕业生好评如潮，于1932年声言"将现行师资教育一

律取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高等教育案》中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应

即停办同年借口整顿教育，强令师大停止招生，为停办师大制造舆论。 全校师生

没有被权势所吓倒，他们在校长李蒸的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开展"护校运

动

师范大学不仅成为全国 "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并在官方的管卡打压下傲然屹立，

不断发展壮大。

二L、哮'钻。.与宫附呈

(一) ..政大"前的课程

1912年至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阳中

规定学生学习科目:

预科:伦理学、国文、英语、数学、论理学、图画、乐歌、 体操;

本科各部通习之科目:伦理学、 心理学、教育学、 英语、体操;

各部分习之科目如下:

国文部:国文及国文学、历史、 哲学、美学、言语学;

英语部:英语及英文学、 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

历史地理部: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

数学物理部:数学、物理学、 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图画、手工;

物理化学部: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图画、手工;

博物部: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农学、化学、图画。

瞿52

《教育部训令字第249号 > ( 1931年2月 10 日)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第一会宗· 第2卷号 。

舒新城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第718-7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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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部可加授世界语、德语、乐歌为随意科，英语部可加授法语。

国文在各部均为较重要的课程，在史地部一年级每周至少有三课时。

高师在教学中十分注意将专业学习与英文学习的有机结合。早在1916年，学校就

规定史地部二年级学生在学习"日本地理"时，采用日人中目觉氏所著的《日本地

理》为教科书，每周三小时。 由教员讲授，学生翻译，既研究了地理，也学习了日

文。 同时，英文课也停上，改为由 《西洋史 》 、 《美国史 》 、 《外国地理 》 三科代

替， 三科全部使用英文教材，将每周三小时的英文课时间加到美国史和外国地理上。 [1]

高师的教学比较注意发挥学生主动性，同时注重实地练习。高师重视修学旅行。

早在1913年，初任高师校长的陈宝泉就向教育部提议减免学生修学旅行的车船费用，

得到教育部的同意。 [2]本科学生一般都安排在北京附近参观游览，当时叫"远足

作为教学的辅助活动以资博览，而供参考"。史地、博物二部的本科学生肆业期

间规定有两次国内旅行，藉以"访历史之名迹，探地理之形胜，调查动、植、矿各种

物产。 每次旅行，均作报告书，并绘图摄影，采集各种标本。 " 1918年，由史地部王

桐龄、 黄人望、刘玉峰、章嵌四位教授带领学生赴孔庙、国子监、历史博物馆、雍和

宫 、 柏林寺参观;博物部赴三家店考察地质。返校后，学生写出报告书，供教授品

评。 部分报告至今仍存在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高师还规定了暑假"特别修业"制度。放暑假前发给各班学生调查表格两份，一

为关于学校之调查表，一为关于社会之调查表。使学生各就其居住地，或经行地之学

校、社会现状，分别调查，填注表内 。 这项活动既可使学生练习做事的能力，调查成

果又可以供学校实际工作之研究参考。 "此外并出种种研究问题，任学生各就所见及

者，作为笔答。而学生莞集乡土产物及绘图演算、自著论说者亦颇不乏。凡此成绩，

均于暑假后人学时，送交各教务主任评定分数。更开教务会议公决，作为学年试验分

数之一种，与他项成绩合算之。 "

每年暑假，总有一些学生留在学校。学校就组织他们到西山大觉寺度假。他们到

周围农村搞实地调查，找出各村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义务为村民讲解儿童

不分男女都要上学接受教育的深远意义;宣传人人要讲卫生，预防疾病;劝说农民要

改变单一种植粮食作物，应搞多种作物种植等。这些活动在社会曾引起反响。

1922年学校撤部改系，学科设置更趋完备，本科设有教育系、国文系、英文系、

史地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设体育专修科(为初级大学)和手工

专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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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通讯》 第一集1916。

《本校沿革妥咯L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纪念录L 第6页 。

[1) 

[勾

器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