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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背景与意义

民国时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阶

段，高等师范学校在这一时期扮演着

培养师资、推动教育改革的角色。

学生日常交往是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了解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

校的教育环境、学生生活以及社会变

迁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学生日常交往，可以揭示民

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理念、管

理模式以及学生群体的特点，为当今

高等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国内研究方面，近年来对于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
逐渐增多，但多集中于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师资培养等
方面，对于学生日常交往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生生活
史等领域有所涉及，但对于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日
常交往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

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缺乏对于学生
日常交往的微观考察和实证研究。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以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日常交往为研究对象，具体内容包括学生之间的交往方式、交往特点、交往

影响等。

研究内容

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和整理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史、学生回忆录、日记、信件等文献资料，对学生日常

交往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同时，运用历史研究法，将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日常交往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下进行考察，揭示其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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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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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师范学校

由西方教会组织兴办，注重西方教育理念的传播，同时兼顾宗

教教育。

01

公立师范学校

由政府出资兴办，注重培养教育人才，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

声誉。

02

私立师范学校

由私人或社会团体兴办，办学灵活多样，但教育资源和质量参

差不齐。

学校类型与特点



性别构成

年龄分布

家庭背景

地域分布

学生群体特征

以男性学生为主，但随着社会

进步和女性地位提高，女性学

生逐渐增多。

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具有一

定文化素养和教育基础。

主要集中在青少年时期，具有

较为年轻的年龄结构。

来自全国各地，但以城市和大

中城市为主。



教育理念
注重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科学知识的结合，强调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的全

面发展。

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具有高尚品德、扎实学识、教育技能和良好身心素质的教育工作者，

以满足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

教育理念与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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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日常交往形式及特点



1

2

3

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小组讨论、合作研究等方式，

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培养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小组讨论与合作学习

学生积极向教师提问，教师耐心解答，形成师生

互动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提问与答疑

学生有机会在课堂上进行演讲或辩论，展示自己

的才华和观点，锻炼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

课堂演讲与辩论

课堂互动与交流



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学术性社团，如文学社、历史社等，开
展读书会、讲座、研讨会等活动，拓宽知识面，提高学术
素养。

学术性社团

学生积极参加文艺、体育类社团，如音乐社、戏剧社、篮
球队等，丰富课余生活，培养兴趣爱好和团队精神。

文艺与体育社团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
了解社会，增长见识，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社会服务与实践活动

课外活动与社团组织



尊师重教

学生尊重教师，虚心向教师请教，认真听取教师的意见和建议，
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

友爱互助

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形成深厚的同学情谊。

竞争与合作

学生在学习上互相竞争，激励彼此不断进步；同时，也注重合作，
共同解决问题，实现共赢。

师生关系与同学情谊



学生注重仪表，穿着整洁
得体，符合学生身份和时
代特点。

服饰整洁得体 言谈举止文明礼貌 遵守校规校纪

学生讲究文明礼貌，言谈
举止得体大方，尊重他人，
展现良好的个人素养。

学生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
章制度，维护校园秩序和
安全稳定。

030201

交往礼仪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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