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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发展及启示

郭三娟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近代以来,我国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是高等教育史、社会教育史中十分显著的教育现象。在大学扩充教

育思想的引导之下,近代大学积极投入社会教育运动。大夏大学创立的社会教育系,开创了依托大学培养社会教育人

才的先河,其发展经历了初创、扩充、恢复与深化、调整四个阶段。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呈现出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

的特征:形成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课程设置、教学与实习结合的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教育人才;设立社会教育研究部

门、创办社会教育专门刊物,开展社会教育学术研究,丰富社会教育理论;开办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花

溪农村改造区等社会教育实验区,直接参与社会教育实践。大夏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模式集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于一体,对当今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不乏宝贵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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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随

着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校与社会关

系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回顾我国教育发展的

历史,大学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其中,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是一个十分显著的

教育现象,成为 “高等教育研究中一个值得总结的

课题”[1](P91)。1930年,大夏大学创立社会教育

系,开创了依托大学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的先河,充

分展示了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特色。本文对大夏

大学社会教育系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既可填补

关于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研究的空白,又可 “见微

知著”地透视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具体生动的历史

细节。

一、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思想与实践

(一)大学扩充教育:近代我国大学与社会教

育互动的理论依据

社会教育由谁来办理是发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议

题。受国外大学在校外开展社会教育的影响,结合

我国社会教育的实践经验,近代教育家们主张 “大

学扩充教育”,提倡扩大大学的教育职能,通过大

学教育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加强大学与社会教育的

互动。蔡元培作为 “大学扩充教育”的积极倡议

者,十分赞赏美国大学推广教育的做法,指出:
“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

会的能力……在工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
商业;在 农 业 的 州 府,大 学 就 指 导 农 人”。[2]

(P358)蔡元培主张设立大学区制,在全国分为若

干个大学区,每区建立一所大学,“一区以内的中

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

办理”。[2] (P378)大学区制曾短暂实行后被取消,
但是 “大学扩充教育”受到普遍关注,促使大学开

展社会教育的思想迅速蔓延。
在近代各种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试

验之中,试验者们充分认识到大学在开展社会教育

中的作用。傅葆琛指出,“学生是推行平民教育的

人才,也是实施平民教育的重要分子”,主张大学

应该设置关于乡村教育的科目,直接为乡村教育培

养人才。[3] (P72)梁漱溟认为,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不可分,“学校应为地方社会之中心,教员应

621

网络首发时间：2023-05-17 16:11:10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2.1086.C.20230516.1745.013.html



以社会之指导者自任”[4] (P407)。这些主张莫不

强调大学应该处于开展社会教育的领先地位。马宗

荣作为当时国内著名的社会教育理论研究者,对

“学校中心的社会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他看

来,大学开展社会教育存在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

“在推广社会教育的阵线上,可增加不少生力军”;
二是大学教职员的调研和研究、与当地人士的联

系,有利于实现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三是

“学术当求致用”,大学参与社会教育有利于理论的

实践化。[5] (P316)
(二)大学扩充教育思想引导下大学与社会教

育互动的实践

在扩充教育思想的引导下,近代我国大学积极

投入社会教育运动,开展了丰富的大学与社会教育

互动的实践。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鼓励

师生在校外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他说:“北京大学

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2] (P257)

1919年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

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通俗

讲演的形式面向工农群体开展平民教育。北大开启

了我国大学参与社会教育的先河,此后众多的大学

参与到社会教育运动之中。例如,1928年金陵大

学成立乌江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乡村教育实验;
同年中山大学编制民众基本字汇,编成民众课本,
开展民众识字运动;1936年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五所大学与晏阳

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联合成立了华北农村

建设协进会,旨在通过 “大学课程乡村化,训练高

级技术人才,实地工作”[6]的途径,改进农村建

设,等等。
近代以来,我国大学从开办平民夜校开始,不

断探索出组建演讲团队、编制民众读本、开设社会

教育实验区、与社会教育团体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

社会教育。在此过程之中,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
1928年时任江苏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的余庆棠

以 “养成本大学区各县民众教育行政人材及师资训

练人材为宗旨”[7] (P9),创立江苏大学区民众教

育学校。1929年中央大学区劳农学院成立,民众

教育家高阳担任院长。1930年两校合并,改称江

苏省立教育学院,成为 “国内历史最早而最悠久之

民众教育专才培养与民众教育学术研究阐扬机

关”[8]。此后,我国训练社会教育从业人员的机构

纷纷成立,大学也踊跃设立社会教育相关专业以培

养社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教育人才作为大学参与

社会教育的一种新的方式,使得大学与社会教育的

互动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

社会教育互动的历程

大夏大学是1924年在上海创建的一所综合性

私立大学,初设文科、理科、商科、教育科、预科

等五科,其中教育科下设教育心理系、教育行政

系、中等教育系。1930年教育科改称教育学院,
同年教育学院增设社会教育系,开展四年制本科教

育。大夏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中建树不少,是国

内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是较早实施通识教育的

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国内综合性大学中最早设立社

会教育系的大学。
(一)初创阶段 (1930-1935)
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教育科的马

宗荣学成归国并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学,1930年受

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之聘出任大夏大学图书馆馆

长。鉴于当时国内 “社会教育专才之缺乏”,并且

“为扩充校务供应社会需要起见”[9] (P28),马宗

荣与大夏大学领导层决定于教育学院内增设社会教

育系,“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造就社会教育专门

人才”[10] (P95)。经过前期的筹备,1930年秋社

会教育系正式成立并且开始教学活动,马宗荣出任

首届系主任。
1.创新:依托大学设立的社会教育人才培养

机构

我国培养社会教育专业人才的专门学校,始于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但是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江

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办学模式不同。1929年颁布的

《大学组织法》规定, “大学分文、理、法、教育、
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

得称为大学”, “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11]

(P61)因此,学校性质方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是一所专门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的独立教育学院,而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则是依托于大学设立的社会教

育人才培养院系。而在办学层次方面,江苏省立教

育学院实行两年制的专修教育,大夏大学社会教育

系则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对此,马宗荣指出:“我
国大学开始四年制之社会教育系,实以大夏大学为

创始。”[5] (P378)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

议拟定 “改进社会教育计划”,指出社会教育人才

宜特别训练。1931年教育部正式通令各省市筹设

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人才之训练机关,或就各省市

原有之教育学院或师范学校内设立专系或专科,已

设立者应力求充实[12] (P234)。可见,大夏大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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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教育系的建立早于教育部相关指令的发布。大夏

大学顺应社会教育发展的需求,设立社会教育系,
培养社会教育本科人才,实为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

的一种模式创新。
2.探索: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的编制与教学

的展开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创立之初,国内没有现成

的制度可供参考,因此 “课程及课程标准等均由本

系创立”,“关于社会教育学之教材,坊间亦无课本

可资应用,故悉由本系自行编制”。[5] (P378)初

创阶段,社会教育系只有马宗荣、许公鉴、张耀翔

三位专任教师。其中,马宗荣、许公鉴担任社会教

育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制定了社会教育原理、中

国社会教育史、比较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事业、社

会教育行政等社会教育基础课程;著名心理学家张

耀翔负责成人学习心理课程。该系教师依据课程编

制的教学讲义,均由上海各大书局出版,作为学生

学习的教材。设置社会教育基础课程之外,该系创

立了偏重实际的社会教育 “分科专论课程”,这些

课程偏重于民众学校教育、图书馆学等社会教育事

业。为求理论与实际并重,同时配合知识教学的开

展,该系为学生开辟了实习基地和实践社会教育理

论的场所。虽然初创阶段该系专职教师不多、课程

设置偏少,但对社会教育课程开发、教材编制等方

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
(二)扩充阶段 (1935-1937)
1935年马宗荣经蔡元培推荐到教育部任职,

辞去社会教育系主任职务。同年,毕业于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的陈友松继任系主任。1936
年陈友松去职之后,系主任由留学归国的吴学信代

理。值得注意的是,吴学信为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

最早的毕业生之一,直接师承马宗荣。陈友松和吴

学信主持社会教育系时间虽短,却在社会教育系增

设电化教育学科,设立电影教育、播音教育课程,
并且通过电化教育的方式面向社会大众开展社会教

育,对于社会教育系的发展做了有力的扩充。

1.教学:开设中国最早的电化教育课程

陈友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电化教育课程,
接触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电化教育理念与实践。
“鉴于电化教育为实施社会教育之最新工具”[13],
陈友松便在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开设了教育电影课

程,课程目标定为 “造就电影教育实施人才,以应

社会需要”。社会教育系开设的教育电影课程包括

电影导演术、电影检查与统制、社会教育电影讲映

法、电影编剧法、电影摄影术、电影录音等应用型

课程,以及电影发达史、电影企业论、电影教育、
教育电影概论、电影教育行政等理论性课程。[14]据
考证,这是近代中国大学最早开设的教育电影课

程。[15]与此同时,大夏大学聘请了洪深、罗刚、徐

公美、姚苏凤、孙瑜、戴策、蒋楚生、刘呐欧等

“许多电影专门人才”担任电影教育课程的兼职教

授。为了给师生开展电化教育教学、研究、实习创

造更好的条件,社会教育系一方面成立了电化教育

实习室、教育电影放映室;另一方面,又与中央电

影机关、上海各个电影公司取得合作,提供学生参

观实习的基地。吴学信代理系主任期间,再次增设

播音教育课程,全面开展电化教育教学。
2.服务:拍摄教育影片,举办播音演讲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不仅开设电化教育课程,
更加重视电化教育的实施。电影教育方面,社会教

育系创立了专门的拍摄机构———中国教育电影社,
拍摄了大量教育影片。中国教育电影社先后拍摄教

育电影15种29卷13600尺,拍摄教育影片按照内

容分为三类:灌输民众常识的影片,指导社会教育

事业实施、经营的影片,抗战影片。其中13种被

教育部采购,翻印分发各地放映。播音教育方面,
社会教育系与上海多家电台合作,通过播音演讲的

方式开展社会教育。例如,1936年吴学信为 “培
养该系同学演讲能力起见,特与上海电报局附设广

播电台合作,举办广播演讲”[16]。播音分为两种,
一种为学术讲座,讲师多为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每周举行一次;一种为通俗演讲,均由社会教

育系学生分别参加实习,每周举行四次。该系与上

海电报局合作的播音演讲持续三个月,“颇得社会

人士之欢迎”,于是1937年3月开始,吴学信又与

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合作,继续举办学术、通俗演

讲。[17]

(三)恢复和深化阶段 (1937-1945)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大夏大学被迫西

迁,社会教育系也随大夏大学迁至贵州,喻任声为

系主任。由于许多学生未能随学校一起西迁而滞留

上海,诸多教授申请留沪教学,并于1938年在上

海公共租界开学复校。[18]留在上海的社会教育系聘

请著名社会教育专家古楳任系主任。[19]这样便形成

了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一分为二的局面。
1.整合专业课程,完善学科体系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素来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

合。初创阶段马宗荣确定了社会教育基本课程和偏

重民众学校教育、图书馆学的分科专论课程;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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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陈友松、吴学信大力发展电化教育,增设电

化教育作为社会教育分科专论课程。喻任声主持贵

州的社会教育系,再将课程加以彻底整合。社会教

育基本学术课程之外,分科专论课程正式划分为三

组:图书馆学组、电化教育组、民众教育组,以供

学生选择学习。这样,原有的社会教育系实际上下

辖了三个方向不同的专业,有利于专业人才培养的

进一步优化。
2.恢复社教设备,开展社会服务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在上海时,具有相对完备

的社会教育教学、研究、实习的设备。由于仓促而

长途跋涉的西迁,社会教育系绝大多数图书、仪器

等设备或是被毁、或是没有迁出,因此位于贵州的

社会教育系不得不重新开展恢复工作。落户贵阳之

后,社会教育系重新成立了社会教育研究室,通过

各种途径广泛地添置社会教育图书,加强民众训练

教材的搜集与编制,开展战时社会教育问题的实验

研究;又遵教育部指令,代教育部训练云贵地区的

社会教育人才,将社会教育推广至云贵地区。
(四)调整阶段 (1945-1951)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原址,

遵照教育部令在文学院中设教育学系。1947年9
月,恢复教育学院,同时恢复了社会教育系。新中

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高等院校调整,大夏大学并

入华东师范大学。

三、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

社会教育互动的特征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大学

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特征,培养社会教育人才、开展

社会教育研究、参与社会教育实践,充分发挥了大

学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于一身的职能。
(一)培养社会教育人才

培养高级人才是大学最基本的一项职能,大夏

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创立正是这一职能的发挥。为培

养社会教育的专门人才,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通过

不断探索,形成了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课程教学模

式,以及教学与实习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1.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课程设置

为培养合格的社会教育专门人才,马宗荣在创

系之初指出该系的课程要 “理论与实际并重”[5]

(P379)。据黄裳1935年 《全国民众教育人员训练

机关的调查》所示,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所设专业

除各系公共必修课16门之外,专业必修课程为27
门。[8]这27门专业课程很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

社会教育原理、社会教育事业概论、教育行政、社

会教育行政、比较社会教育、民众学校教育、图书

馆通论、图书馆教育论、社会事业概论、社会教育

问题研究、社会教育学、农村社会学、职业教育理

论等理论性课程;另一类是图书馆组织与管理、民

众娱乐教育、公民教育、简易技能、民众文艺与教

育、戏剧与教育、映画与教育、音乐与教育、艺术

与教育、演讲与教育、健康与教育、观览设施与教

育、社会教育问题设计、社会教育问题研究、职业

教育、职业指导、社会教育学等实践性课程。增设

教育电影课程以后,该系同样按照 “研究电化教育

之基本与实用之知识”[20]的原则进行课程建设,既

包括教育电影概论、电影发达史等理论性课程,又

包括剧本作法、美术装置等实用性课程。
2.教学与实习结合的培养模式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不仅重视社会教育的课程

教学,同时特别强调学生的实习实践。初创阶段,
该系一方面让学生亲自参与本校图书馆的事务,实

践图书馆学若干课程所学理论,另一方面又与上海

聋哑学校合作,作为民众学校教育等课程的实习基

地。扩充阶段, “为增进该系学生见识计”[21],吴

学信还亲自带领学生去上海市区实习,参观上海市

立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市政府各机构,以及

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园艺学校等社会教育机

关。开设电化教育课程以后,该系与中央电影机关

以及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参观实习

的基地;又与上海广播电台、上海国际电台合作开

展播音演讲,其中由学生主持通俗演讲部分。最为

值得关注的是,该系先后设立大夏公社、大夏民众

教育实验区、贵州花溪农村改造区等多个实验区,
一方面实验各种社会教育方式的应用,另一方面,
作为该系学生的专门实习基地。这些实验区的具体

工作,大多是在教师指导之下由学生主持完成。以

1932年成立的大夏公社为例,公社下设的民众学

校面向大学周边农村实施补救学龄儿童失学和成年

补习教育,具体课程由大夏大学20余名学生负责

教学[22],在此基础上学生需要完成实习报告。
(二)研究社会教育理论

大夏大学十分重视科研对于大学发展的作用。
副校长欧元怀曾指出:“一个大学虽有赖于物质,
亦当添醴饱学专家领导研究,并拟出版各种学术上

的刊物。”[23] “以提高教学效率、裨益国计民生为

宗旨”[24]。1935年大夏大学制定了 《教员专题研究

章程草案》,鼓励大夏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同时,
大夏大学十分重视出版刊物的建设。吕绍虞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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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大夏大学出版刊物调查》所示,当时大夏大学

共有出版刊物45种之多,因此吕绍虞称:“大夏师

生对于学术上之努力研究,亦颇有足述者。”[25]在
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中,社会教育系不仅是社会教育

的人才培养机关,也是社会教育理论的研究机关,
成为当时国内社会教育研究的一个重镇。
1.推进学术研究的举措

为了推进社会教育的学术研究,大夏大学社会

教育系创系不久即于1931年成立了社会教育研究

会。欧元怀、马宗荣、陈选善、江问渔等社会教育

专家暨大夏大学教授任研究会顾问,社会教育系全

体学生任干事,进行学术讨论、开展学术讲座。为

了方便本系师生的科研工作,马宗荣将学校图书馆

内部关于社会教育的书籍全部转移到社会教育系,
1934年社会教育系已有中文类图书1230册和外文

类图书432册。陈友松在此基础上成立社会教育研

究室,继续订购大批图书,并且 “征求各种社教杂

志,俱从创刊号起至最新一期止,全部购置”[26]。
此外,社会教育系创立了专门刊物——— 《社会教育

季刊》,吴学信担任主编,刊登各种社会教育研究

的学术论文。1937年1月 《社会教育季刊》创刊

号问世,所载文章包括马宗荣的 《社会式的民众教

育与学校式的民众教育分立的弊害》、邰爽秋的

《巡回教育导论》、徐公美的 《研究电影理论的必要

及其方法》、方金镛的 《图书馆与社会教育》等研

究社会教育的最新学术论文,并载多篇社会教育系

学生的研究成果。[27]

2.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

由于大夏教育学科的教师往往是 “专职少,兼

职多,而且一位教授兼授多门课程、兼任多种职

务”[28] (P218),因此考察社会教育系教师的研究

成果只能从专职教师入手。1940年,马宗荣指出:
“现在国内出版之社教专著,出之本系教授之手者

甚多。”[5] (P378)马宗荣的说法并无言过其实。
据北京图书馆所编 《民国时期总书目》中 “社会教

育”栏目所载书目,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理论研究的

书目共26种,其中出自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教师

的书目达10种,占总数的38.46%,包括马宗荣

的 《社会教育概说》《现代社会教育泛论》《社会教

育事业十讲》《社会教育纲要》《大时代社会教育新

论》《社会教育入门》《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

业》《社会教育的设施及理论》等8部,吴学信的

《社会教育论丛》以及古楳的 《社会教育指南》。[29]

(PP.632-635)此外,民国时期研究世界各国社

会教育的著作共4种,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便占3

种,即马宗荣的 《比较社会教育》、陈友松的 《各
国社会教育事业》和吴学信的 《比较社会教育》。

除了综合性的社会教育研究之外,大夏大学社

会教育系在民众教育、图书馆学、电化教育等具体

领域的研究也很显著。民众教育方面,许公鉴著有

《民众教育实施法》《民众教育视导》《民众教育论

丛》等多部著作。图书馆学方面,马宗荣的研究成

果十分丰富,包括 《现代图书馆叙说》《图书馆通

论》《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现代图书馆事务论》等

多部专著。电化教育传入中国以后,成为社会教育

的重要内容。当时电化教育学主要以大学为生存、
发展的平台,其中大夏大学在电化教育研究方面尤

为突出。[30]马宗荣认为: “教育播音是用无线电设

备实施教育的最新社会教育设施。”[31] (P2)他的

电化教育研究蕴含在社会教育研究著作之中,从社

会教育的理论框架中阐述教育播音问题,把教育播

音作为社会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进行研究。
陈友松担任社会教育系主任之后,出版了近代中国

第一部系统研究教育电影的专著 《有声的教育电

影》,全书分为12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教育电影

的定义、分类、作用、制作、推广等许多重要问

题[32],开启了我国研究教育电影的先河。
(三)开展社会教育实验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不仅是社会教育人才的培

养机构,也是社会教育理论的研究机构,同时在

“大学扩充教育”“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思潮的影响

之下,更是社会教育事业的实施单位和实验机关。
大夏大学以社会教育系为核心先后创立了多个社会

教育实验区。
1.大夏公社

1932年大夏大学在校门对面中山路旁设立大

夏公社,用以实验民众教育的办理方法,同时作为

学生实习的专门基地。大夏公社的设立以实施成年

补习的教育、补救学龄儿童的失学、增进民众生活

的智能、充实社会进化的动力、实验民众教育的理

法、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搜集教育研究的资料、
供应热心志士的服务为目的[33],在服务教学、实

习、科研的同时,直接面向周边社区民众开展教育

活动。大夏公社由马宗荣等五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

会,学生担任干事。公社下设两个部门,其中学校

教育部具体实验 “民众学校”的办理方法,社会教

育部具体实验 “民众书报室”“通俗演讲处”“民众

问讯代笔处”三种社会教育方式。大夏公社比较侧

重办理民众学校,针对失学儿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

成人分设白天儿童班和晚上成人班,开设国语、算

031



数等基础课程,对于提高大学周边社区民众的知识

水平有着直接影响。1933年,大夏公社所设民众

学校已有学员281人,包括儿童190人和成人91
人。[22]

2.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

1934年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社会

教育系主任马宗荣等成立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以

校北附近九村为实验区范围。实验区设立的宗旨

“其一为 ‘实验’,即实验各种方式的教育,以谋增

进民众知能,充实人民生活;辅导地方自治,助成

训政工作;培植国民力量,复兴中华民族。其二为

‘实习’,即供本校学生实习办理民众教育之方

法”[34]。实验区下设民众教育馆、合作教育社、农

村念二社、乡民自治会等四个实验部门,实验四种

不同的社会教育方式。同时,实验区举办了植树运

动、筑路运动、农产品展览会、儿童幸福展览会等

多项活动,直接参与到关系民生的乡村改造之中,
“民众们因这些活动而所受影响,亦复不浅”[35]。
实验区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对上海农村地区社会教

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 “农村念二

社”,这种 “从经济的立场由提倡土货以复兴民族

改造社会的一种具有教育性 质 的 服 务 团 体”[36]

(P55),完全撇开学校形式,而从经济活动入手,
采用 “经济分组团”的教育形式,以土货运动为核

心对农村经济生活进行改造,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
3.花溪农村改造区

大夏大学迁往贵州之后,与贵阳县政府联合创

办了 “花溪农村改进区”,仍以社会教育系为主体,
改造区 “以教育、经济、健康为出发点,期对区内

民众教育生活,作切实之改进,以增进抗战建国力

量”[37],先后建立阅览室、诊疗室、苗夷生活教育

处、合作社等多项社会教育设施,举行教育展览

会、演说竞赛会、合作讲习会等多项社会教育活

动。大夏大学在花溪农村改造区延续以往的传统,
一方面重视民众学校教育,创设民众学校、花溪中

心小学,巡视指导区内各地小学,举办通俗演讲;
另一方面注重指导农村经济改造,设立农场负责农

事改良,指导农村组建经济合作社、乡村改进会等

农村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夏大学将抗战教

育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不仅举行抗战话剧公演、
将士寒衣募捐运动等民众动员活动,而且联合当地

政府组建花溪农村抗敌青年团。通过这些活动,大

夏大学将社会教育推广至西南地区。

四、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与

社会教育互动的启示

民国时期南开大学教授郭屏藩曾说:“一个大

学,亦如同一个人一样,大都不免有些特性。这些

特性,发展到相当显著的时候……在学校就成了所

谓校风”。[38] (P730)大夏大学以教育学科著称,
赢得了 “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美誉,其最显著

的特性便是突出大学的社会性和应用性。这种特性

体现在社会教育系中,便是始终坚持大学与社会教

育的互动。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已成历史,但是它

的特性对于当前我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不乏宝贵的

价值和启示。
(一)人才培养工作旨在服务社会

近代以来,受到 “大学扩充教育”思想的影

响,以大夏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大学将服务社会作为

大学发展的主要理念,强调培养社会所需专门人

才。基于这种服务社会的理念,大夏大学社会教育

系始终坚持为社会服务,无论是率先布局社会教育

学科,还是大力发展电化教育学科,都以满足当时

社会所需紧缺人才为出发点,并以学科建设的方式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教育运动之中。教育学院院

长邰爽秋指示,“教育学院今后需要确定目标,就

目前 中 国 社 会 需 要,注 重 培 养 切 合 实 用 之 人

才”[39],将服务社会的理念渗透到培养人才的实践

中。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大多

继续从事社会教育事业。比如,周振韶毕业后开办

了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开创了全国妇女补习教育的

先河;汤彩霞、吴学信毕业后出国留学,回国后回

到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任教,吴学信代理系主任

时,积极推进社会教育系的改革;黄雪章、张宗瀛

等长期从事社会教育研究;等等。大夏大学社会教

育系迁往贵州以后,又为西南地区培养了大批社会

教育人才。贵州时期的教育学院院长王裕凯曾说:
“教育学院之贡献……至于社教机关,如图书馆、
民众教育馆等负责人,亦多为社教系毕业生充

当。”[40] (P29)
(二)课程教学内容适应社会需求

回顾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课程教学发展进

程,可以看出适应社会需求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当

时大力倡导社会教育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教育专

门人才极度缺乏,“每年至少需要培养毕业生7万

余人”[41] (P102)方可满足社会教育的需求。为了

适应社会需求,大夏大学率先创立社会教育人才的

培养机构,通过自主探索,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

教育课程体系。创系之初,民众教育已为当时国内

社会教育主流方向,结合这一社会背景,大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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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系即以民众教育和图书馆学作为主要教学

内容,实验区的建设与学生实习都以民众教育为

主。特别是民众娱乐教育、简易技能、民众文艺与

教育、映画与教育、演讲与教育、健康与教育、观

览设施与教育等大量实践性课程,都与当时国内展

开的民众教育设施紧密相关。电化教育传入中国以

后,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再次率先开设了教育电影

课程,课程目标明确定位 “造就电影教育实施人

才,以应社会需要”。社会教育系教师的课程讲义

出版之后,多为其他院校采纳,客观上适应了国内

对社会教育教材的需求。从创系之初编制课程到后

来课程不断扩充,都体现了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紧

扣时代发展的趋势和社会的需要,呈现出明显的社

会性、应用性和及时性的特征。
(三)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学术研究没有走为学术

而学术的道路,而是在社会现实中寻找契合点,进

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为此,社会教育系一再强

调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力图使学术研究

直接服务于社会。鉴于国内社会教育教材缺乏的现

实,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自行创立了课程,既满足

该系教学的需要,也为当时的社会教育人才训练机

关提供了参考,“国内各处之设立社教专材训练机

关者,其课程及 课 程 标 准,多 以 本 系 所 拟 为 依

据”[5] (P378)。大夏大学 《教员专题研究章程草

案》明确提出,学术研究要以 “裨益国计民生为宗

旨”,整个大学都在倡导与社会现实结合的学术研

究风气。从社会教育系教师的研究成果来看,马宗

荣 《社会教育事业十讲》、陈友松 《有声的教育电

影》、许公鉴 《社会教育实施法》等都是实践性、
应用性很强的研究著作。此外,马宗荣提出 “如何

使社会教育中国化”的命题,主张结合抗战背景,
探索社会教育理论的 “民族国家化”。陈友松的电

化教育研究也是基于当时国内现实,在他看来,
“国难如此严重”之时,运用电化教育这种最有效、
最迅速的方法,可使绝大多数民众在最短时间内掌

握必备的知识与技能。[42] (P8)再以1936年陈友

松指导的学生的研究成果来看,《儿童游乐园之研

究》《博物馆之研究》《民众茶园研究》等都以当时

正在探索的社会教育设施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调

查。[43]

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历史是一部大学与社会

教育互动的历史,充分展示了大学集教学、研究、
社会服务于一身的职能发挥。在当今我国大学倡导

培养应用型人才、社会服务之际,大夏大学社会教

育系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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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ractionBetweenUniversityandSocialEducation:
TheDevelopmentandInspirationof

SocialEducationDepartmentofDaxiaUniversity

GUOSan-juan
(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ShanxiUniversity,Taiyuan,Shanxi,030006,PRC)

[Abstract]Inmoderntimes,undertheinfluenceoftheideaofuniversityexpansion,theinteraction
betweenuniversityandsocietyhadbecomeaveryprominentphenomenoninthehistoryofChinesehigher
educationandsocialeducation.TheSocialEducationDepartmentestablishedbyDaxiaUniversity,created
aprecedentthattrainedtalentsforsocialeducationrelyingonauniversity.Itsdevelopmentexperienced
thefourstagesofcreation,reform,recovery and deepening,and adjustment,and showedthe
characteristicoftheinteractionbetweenuniversityandsocialeducation.TheUniversityalsodevelopthe
curriculumemphasizingboththeoryandpracticeandtrainingmodecombingteachingandpracticetotrain
talentsforsocialeducation,establishthesocialeducationresearchassociation,researchofficeandspecial
publication,carryoutresearchonsocialeducationtoenrichthetheoryofsocialeducation,andinitiate
socialeducationalundertakingssuchasDaxiacommune,DaxiaMassEducationExperimentationArea,
HuaxiRuralReconstructionArea,soastodirectlyparticipateinsocialeducationalpractice.Themodeof
settingteaching,researchandsocialservices,hadvaluableimplicationsforthereformanddevelopment
ofChineseuniversities,theconceptofsocialservicepenetratedintotheeducationalsubject,andthe
contentsofthecurriculummeettheneedsofthesociety,academicresearchandsocial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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