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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中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规模扩大、教育

布局渐趋合理、教育质量有所提高。战时中等教育既有强烈的战时特征，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的

缘故，其次也是由于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还有就是国统区战时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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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中等教育发展概况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等教育，虽然在战争之初受

到日军的严重摧残，但通过艰难的迁移与重建工作，

不仅在抗战的后方很快恢复，而且在战时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的影响，中等教育一度遭受

严重损失。但由于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意志，尤其

是在广大爱国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等教育仍然取得

了相当的 发 展。据 国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统 计，1937 年 春

全国共有中等学校 3264 所，学生 627246 人［1］。虽然

“七七事变”后 因 受 战 争 影 响 而 有 所 减 少，但 自 1938
年即开始回 升。至 1943 年 已 恢 复 到 战 前 数，当 时 中

等学校 有 3455 所，学 生 1101087 人［1］。1945 年 第 一

学期全国则有中等学校 4500 余所，比 1937 年春增加

38%；学生 1394000 余人，同比增加 122%［2］。

（二）教育布局渐趋合理

抗战以前，各省的公私立中学往往集中在各省主

要城市，而偏远县份的教育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不

平衡的局面，教育 部 于 1938 年 通 令 各 省 实 行 中 学 分

区制，依照省内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及现有学校的

实际情况，酌情划分学区。每区内的中学应有适当的

分配。每区内以有高、初合设的中学一所为原则。无

省立中学者，应设联立中学，或择一私立中学予以充

实整理，以作楷模。每区内应设女子中学 1 所或于中

学附设女生部。以湖南为例，湖南省在战前，全省公

私立中学集中在长沙、衡阳、常德等城市。为均衡省

内中 学 的 设 置，1941 年 湖 南 省 将 全 省 划 分 为 十 个 中

学区，每区设立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各 1 所，县

立中学、私立中学也在分区设立原则下同时增加。至

1943 年，全省省立中学达 13 所，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

20 所中学，在校学生达 3000 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有 600 多人［3］，中学教育由此得以均衡地发展。

（三）教育质量大大提高

抗战爆发后，大量的文化教育机关纷纷内迁。一

大批知名教授、学者、专家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教师队

伍的素质，而且将先进的招生、考试制度、先进的教育

思想、教学方法及学校的管理理念带进落后的西部地

区，促进了大后方教育质量的提高。一些著名学者直

接参加了对川省教育的指导，像冯友兰、梁漱溟、姜亮

夫、余介石、戴安邦、叶圣陶等专家，都曾执教于川省

暑期教师讲习会，为中小学教师进行示范教学［4］。内

迁院校还对当地中小学进行了直接的教学支援。如

武昌华中大学迁入大理喜洲后，其教育学院三、四年

级的学生，大部分都要到当地五台中学实习，有的教

师也去兼课。8 年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初中毕业

生，仅华中大学招收的云南学生就达 300 多人。而在

此以前，喜洲全镇仅有大学生 3 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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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中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纵览抗战时期国统区中等教育的发展，难免留下

时代的烙印，归纳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强烈的战时特征

为适应抗战和服务于抗战，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

学学生的军事训练。1937 年 12 月，教育部颁布《高中

以上学校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规定

高中以上学校“应加紧实施业经教育部规定之特种教

育，预备从事后方服务，以协助军事推进，发挥国防教

育之实效”［6］。1942 年 11 月，国民政府提出“各级教

育应以军事化为中心目标”，实行教育军事化，要求配

合军事要求，修订教材与课程。其中规定小学与初中

教材，应注重童子军训练，并加入各科军事常识及兵

役要义；高中课程必须与军事教育科目程度相衔接。

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地方学校的军事训练广泛地开

展起来。据统计，自 1937 - 1945 年，中等学校受训学

生数为 463235 人，其中高中 学 生 233081 人［7］。对 学

生的军事训练，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了学生

的军事技能，激发了学生参军卫国的热情，为支援抗

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浓厚的政治色彩

抗战 时 期，国 民 政 府 加 强 了 对 中 学 生 的 思 想 控

制。1938 年，教 育 部 颁 布《青 年 训 练 大 纲》。 大 纲 除

了要求对青年学生施以人生观、民族观、国家观及世

界观的教育外，还特别将信仰、德行、生活、服务、体格

列为训练的要项。而训练方式包括日常生活和教学

课程两项［8］。从内容上看，该大纲既有对学生施以爱

国主义、民族主义及人文主义教育的合理要求，也有

对传统美德和文明生活的提倡，还有“信仰领袖，服从

领袖”、“时 时 刻 刻 以 领 袖 之 言 行 为 念”等 愚 民 教 育。

1939 年，教 育 部 又 颁 布《训 育 纲 要》。其 核 心 内 容 即

蒋介石一贯提倡的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和民族精神的

主张。1938 年，教育部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

要》，开始在中等学校实行导师制。1944 年 6 月修改

为“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其要旨是：中等学校

每级设导师一人，由专任教师担任。导师应采取个别

训导和团体活动的形式，对于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习

及身心发展等，实行严密的训导；对于学生的个性、思

想、学业、身体状况等都要作详细记载，并针对学生缺

点提出改进意见，每学期报告教导处两次。每学期结

束，教导处应将考察结果通知学生家长［9］。

训导制的实行，表面上对学生施以思想政治教育

和品德教育，以促成学生养成健全人格，但其实质是

向学生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愚民思

想，加强对进步学生思想及行为的控制，使其甘心服

从其专制统治秩序，这便自然表现出为国民党一党专

政效力的浓厚色彩。

三、战时中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统区中等教育一度严重受损，但旋

即很快恢复并获得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

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

一是创办国立中学。从抗战爆发至 1945 年抗战

胜利时，国民政府创办国立中学 34 所，用以解决从战

区撤退至后方的中学师生的就业与就学问题。国中

创办初期，学生除了被免除各项费用以外，其他如伙

食费、制服费和书籍费均由教育部按各校人数发给。

为了使从战区流亡到后方的学子安心学业，教育部于

抗战中期 又 实 行 贷 金 制，要 求 学 生 就 业 后 偿 还。 到

1943 年，又 改 为 非 常 时 期 公 费 办 法，而 享 受 公 费 的

“以沦陷区学生占多数”。国立中学师资力量强，教育

质量高，带动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稳定后

方和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是有积极作用的。二是建

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于临近战区重

要地点，分设招致站、登记处、接待站、训导处、训练班

等机构，办 理 战 区 学 生 的 招 致、救 济、复 学 和 就 业 业

务。据统 计，自 1938 年 起 至 1945 年 底 止，前 后 登 记

的学 生 达 30 余 万 人，其 中 尤 以 中 等 学 校 学 生 为

多［10］。三是设 置 战 区 教 育 指 导 委 员 会，实 施 战 区 教

育。抗战爆发后，教育部本着“在沦陷区域之各级教

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适应抗战需要，

而延绵文化之生命”的目 的，于 1938 年 底 拟 定 了《沦

陷区教育实施方案》，将沦陷区划分为 50 个教育指导

区，选派“意志坚强，思想纯正，具有牺牲精神及教学

经验”的教育指导员 28 人分赴平、津、鲁、苏、皖等地，

从事战区教育工作。1939 年 5 月，正式成立“教育部

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重划沦陷区为 70 区。至 1945
年止，凡战区教育指导员活动所及之处，均设有教育

研究会、文化协会、战区教育工作队等组织［10］。战区

教育工作在防止战区青年被敌伪利用及抵制日本侵

略者的奴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四是试行六年

一贯制中学教育。1939 年，教育部为改进中学教育，

除继续实施中学“三三制”外，专门指定国立中央大学

实验中学及川、黔、滇、陕、甘、宁、湘、赣、浙、闽等省市

教育厅，选择 1 至 2 所办学优良的中学试办六年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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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学。其办学特点是：采用连续一贯的教材，加深

教学内容，专作升学准备。此项试验对推动中等教育

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广大爱国师生的共同努力

除国民政府付出诸多努力外，广大爱国师生深明

大义、同舟共济，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坚持办学与

读书，也是这一时期中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时期，虽然中学教师待遇有所提高，但却抵不过

物价的飞涨。教师们在温饱也难维持的条件下，以一

种为国育才的敬业精神，如吐丝的春蚕，默默地为教

育事业作出了最大的奉献。据 1941 年秋季入学国立

十四中的黄荣祺回忆，该校教师“多是中央大学毕业，

有学者的风度，严谨的教风，爱才、讲民主、富正义感。

教好学生，争取抗战早日胜利，收拾破旧山河是他们

的共同愿望，他们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培养

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人。”［11］

学子们的生活也很清苦。据一位在国立十四中

“度过了整个的中学生时代”的女生回忆，该校伙食较

差，“早餐一律是稀饭和一盘煮黄豆、豆腐干之类的小

菜，有时稀饭掺和了头天的剩饭同煮，中餐只有两个

菜和一桶清汤，菜是最便宜的豆芽、豆腐、胡萝卜等，

只有在重大节日才加几个荤菜”［12］。然而，学子们都

很勤奋：早晨，有时在拂晓，“田畔边、教室里，早就是

朗朗不绝的读书声了”，“这在每个学校里似乎是一种

风气”，下午 2 节课后，“好静的同学要在图书室或深

林竹丛中 才 可 寻 到，彼 时 他 们 多 半 是 手 不 释 卷”，夜

晚，“没有电灯的学校只好两人共一盏墨烟熏人的桐

油灯，大家默默无声地完成各自的作业或自习，以自

己的勤劳向学来化解因战争带来的苦恼。在他们的

心中只有等待，等待着抗战的胜利，以便把今日所学

的知识‘献给国家，献给民族，献给全世界’”［13］。

（三）战时经济的发展为中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后方受战争的破坏相对较少，使后方

无论教育还是经济都有了发展的可能。后方各省份

工业水 平 在 战 前 很 低，仅 有 符 合 工 厂 法 的 企 业 237
家，占全国工 厂 总 数 的 6%，稍 具 规 模 的 工 厂 几 乎 没

有［14］。抗战开始以后，大量工厂内迁，带动了大后方

工业的迅速 发 展。至 1943 年，后 方 各 省 已 有 符 合 登

记的 企 业 4524 家，资 本 总 额 26 . 37 亿 元，工 人 总 数

273336 人。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 18 倍，工人数

增加了 82 倍，资本竟增加了 164 倍［15］。而农业经济

也在国民政府的扶持下，呈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因

此，工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物质基础。据统计，1937 - 1945 年教育经费占国

家预算的百分比年均 2 . 44%，仅比战前的 30 年代年

均数减少 1 . 1 个百分点，甚至 1944 年的教育经 费 占

国家预算的 3 . 54%，与 战 前 平 均 数 持 平［16］。教 育 经

费的保证，使得战时教育的发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而国民政府尤其注重中等教育，如创办国立中学并承

担了其几乎全部的费用，即是明证。地方政府也颇重

视中等教育的发展，如湖南省，1937 年至 1942 年全省

的教育文化经费开支中，中等教育经费每年几占全年

投入的一半以上，仅 1941 年 度 的 中 等 教 育 经 费 开 支

就比 1939 年度净增了 300 多万元，因之“中等教育发

展最快也就在情理之中”［3］。

正是在多方的努力和多种因素的促成下，抗战时

期国统区的中等教育事业在遭受战争的破坏后，迅速

得以恢复并持续发展，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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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edium Education in KMT’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YU Xiao - feng
（Si Chuan NormaI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of 1937 - 1945，medium education of KMT’s area deveIoped
guickIy，embodied as：increased scaIe，reasonabIe distribution，improved guaIity . It’s characterized as miIitary and poIiti-
caI . It is caused by many eIements，one is nationaIist government，other i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Ioved their home-
Iand，the others is increasing economy in KMT’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

Key Words medium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K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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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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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Government Remoulding
———the Approach Choice of citizens’Relationship

DAI Shao - hua
（Zhejiang PoIice VocationaI Academ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sociaI structure change impact and reconstruct the entire traditionaI order
thought idea，the system，and the mechanism . The main manifesting is transparent，the government by Iaw in the entire
sociaI movement ruIe and in the rights of citizens standard foundation sociaI strength increases opens，as weII as the gov-
ernment and the citizen reIate adaption and heavy construction .

Key Words ruIe； rights； stratum structure； government；

!!!!!!!!!!!!!!!!!!!!!!!!!!!!!!!!!!!!!!!!!!!!!!!!!!

citizen

（上接第 92 页）

Strengthening the Citizen Edu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U Jin CHEN Hua
（Univ . of . EIec . Sci . & Tech .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citizens’guaIity wouId bring direct infIuence on the deveIopment of the nation and society .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IIege students’citizen education is the reguest of our sociaI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eguirement
of our sociaIist democratic poIitic . It can improve the guaIity of the coIIege students . Standing at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this articIe stat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citizen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

Key Words citizen education； coIIege students； moraI ru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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