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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校训，不仅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大学声誉的招牌和大学师生的座右铭，而且是大学发展的指
针、大学传统的外显和校园文化的灵魂。
陈功江编著的《精神符号与个性彰显—
—民国时期知名大学校训研究》主要从民国时期知名大学校训形成时的生态环境，各类知名大学校训
的确立及影响，以及对知名大学校训的评价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大学校训作了深入细致的挖掘与探析
。
特别是对北京大学隐性校训作了专门的个案研究，为校训理论研究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即在大学校
训的历史考察中首次将校训分为显性校训与隐性校训。
同时，《精神符号与个性彰显——民国时期知名大学校训研究》坚持共性与个性结合、历史与现实联
系、动态与静态统一等研究原则，力求实现对民国时期大学校训的多角度、宽视野、全方位研究，既
有利于开拓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又可为当今大学校训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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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功江，1965年2月生，河南人。
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先后获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副院长。
武汉市文化创意协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参与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
点课题子课题“汽车企业精神与大学精神融合性研究”等项目；参与编写《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
学科建设》一书，并任《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德育为先创新为魂》副主编；《试论大学精神在现代
大学建设中的作用》、《简论课程与个性发展》等论文分别在《湖北社会科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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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学制分三大系统：一是直系的各级普通学校，即从小学、中学到专门学校或大学；二是师范教
育系统，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段；三是实业教育系统，分甲种实业学校和乙种实业学校，还
有实业讲习所、补习科等补充形式。
其中，小学教育的本旨在于：“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需要之知
识技能。
”②所开设的课程，主要围绕这一宗旨。
中等教育，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
高等教育，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③。
该学制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科，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
为了研究深奥之学术，大学须设大学院，不定年限。
　　该学制的贡献在于：废除了教育权方面的男女差别，实行了初等小学男女同校，高等师范学校、
实业学校及中学校均可设女子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民主精神与教育理念；取消贵族学校
，废除奖励出身制度；缩短了学制年限，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
同时也使普通民众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特别是大学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负责
大学内部管理事务，开启了大学民主管理和专家治校的先河。
当然，这一学制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如仍以模仿日本学制为主，缺乏原创性；中学年限过短，难以
与大学教育相衔接；大学预科与本科的关系没有理顺，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学制整齐划一，缺乏弹
性和灵活性。
　　针对以上弊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研讨与催促下，1922年9月，教育
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学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区的教育会代表、省教育厅代表、国立高等学校
校长以及教育部特聘专家等78人参加。
会议以广东教育会提交的“学制系统案”为基础，稍作修改后，于同年10月提交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
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讨论。
教育部将两次会议关于学制的方案略作修改，最后形成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同年11月1日以大
总统的名义颁布施行。
由于是年为农历壬戌年，故称“壬戌学制”。
　　该学制以“七项标准”为指导思想：“（1）适应社会之进步；（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
个性之发展；（4）注重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
伸缩余地。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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