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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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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北作为中国抗战的“策源地”和大后方，在抗战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
由于为了指导社会教育实践活动，西北联大也因此对社会教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具有
西北特色的社会教育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关键词:西北联大; 社会教育; 教育思想; 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 G649． 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 2012) 06-0005-05

1937 年 9 月 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 16696
号令: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

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西安临时大学复迁陕南汉中，组成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联大虽然名存不过三载，但分出的子体———国

立西北五校，却分而有合，教育资源共享、对外共

同发声、联合招生、联合开展社会教育、联合组成

学术社团，联合投入第一轮西北大开发等，艰苦办

学九年，直到 1946 年才陆续在平、津、冀复校或永

留西北办学。
西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与当时的西南联合大

学南北呼应，在战火中为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

人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西北联大校刊》是西北联大时期的校刊，作为

保留和记录历史的媒介，其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资料，对于研究西北联大以及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

教育与社会情况，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西北联大时期，对社会教育的研究和实

践如何，形成了哪些观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

拟基于对《西北联大校刊》珍贵资料的分析，来探讨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对社会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作

用。

一、《西北联大校刊》编辑出版概况

根据西北联大校刊编辑及发行办法，《西北联

大校刊》每半月刊行一次，其宗旨为“刊载校务之进

行状况”［1］。采用“中国报纸( 或川纸) ”纸张，十六

开报纸，每期至少十六页。刊载内容包括: “论著、
教育部部令、本校章则、本校布告通知、各院系处会

室组布告通知、校闻、校友消息、教育文化通讯、专

载、其他。”［1］由校秘书处出版组指定组员负责编

校。校刊的发行主要面向以本校各院系处会室组、
全体教授讲师，但也与其他文化教育机关、校友会、
同学会有所交换，也对外订购发行。

二、《西北联大校刊》传播的社会教育思想

社会教育是 20 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个

教育名词，广义的社会教育基本等同于“教育”。关

于社会教育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生变

化，而学界基本认同王雷的界定: 所谓社会教育，

就是指学制系统以外，由政府主导、民间和社团推

动，为提高失学民众和全体国民文化素养和技能，

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和设施，所进行的一

种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教育活动。通俗教

5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2.06.035



育、民众教育和平民教育是不同阶段对社会教育的

称谓，在社会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几种教育是对

社会教育渐次变化的不同形式的表述，并且交叉出

现。①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列的现

代教育体系之一。
抗战时期，为了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唤起国民

的爱国意识，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仅仅依靠学校

教育远远不够，对于大量的失学民众，施以社会教育

成为当务之急。西北作为全国抗战的“策源地”和

大后方，在抗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

期，由于为了指导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掀起了社会教

育研究的热潮，西北联大也因此对社会教育思想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具有西北特色的社会

教育思想，开展了系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教育

实践活动。
( 一) 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王镜铭在《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中阐

述了抗战阶段民众教育的重要性: “欲争取最后胜

利，缩短抗战过程，首应加紧与充实民众动员工作，

发扬广大民众潜在力量，以支持长久抗战”［2］，充分

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开展社会教育的紧迫

性。此外，他还指出“首应加紧与充实民众动员工

作，发扬扩大民众潜在力量，以支持长久抗战。所谓

动员民众的最高目标，是使民众成为直接的与间接

地，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战斗员……所以动员民众是

现阶段抗战中的重要工作，而民众教育是重要工作

中的重要工作!”［2］。他分别从学校与社会沟通、大
学教育宗旨、训练学术高尚人格、锻炼学生工作技

术、抗战建国中教育任务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进

一步阐述了“战时的大学，自当从事民教工作，所谓

民众教育对学校本位教育言是成人教育，对中国传

统教育而言，是新兴的革命教育; 大学推行民教，尤

含有必然性质”［2］。
在抗战时期，“中国人口四万万，不识字之民众

竟占人口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3］，可见当时我国

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而社会教育则是直接面向社

会大众的教育，对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来支持抗战

有着重要的意义。抗战期间社会教育的重要性还体

现在:“国家应现代化，我国因未现代化，乃受强敌

压迫，认字少，教育水平甚低，自无国家观念与民族

意识矣”［3］; 民众不识字人数众多，不符合宪政需

要;“我国抗战必胜之条件与把握具备，自无可疑，

然一般民众未能皆知，故于此尤赖社教之努力”［3］。
对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深入的

论述，也为之后西北联大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思想

基础。
( 二) 战时开展社会教育更是大学的职责所在

“国难日迫，人心危惧，于是在大学者无不思改

革课程，以应时局之需要”，由于“吾国未行国民教

育，致汉奸甚多。然则对大众之演讲宣传，亦大学之

责任也……亦须有相当之训练”［4］; “民众教育之

目的，在于造成现代国家所需之公民，在平时如此，

在战时亦如此。盖培养健全公民，即所以增加抗战

力量也”［5］。这些研究均体现出大学通过社会教育

能够启发民智，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和民族精神，从而

发挥高等教育在支持抗战中的作用。
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功能还体现在: ( 1 ) 辅助

学校之不足。“学校以外之民众，既不入学，又乏求

知机会，故实施社会教育，以补学校之不足”［3］; ( 2)

扫除文盲。抗战时我国文盲众多，文化落后，这必将

影响到民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发展生产的技能的提

升。
( 三) 完整有序的工作方案是有效实施社会教

育的坚强保障

1．社会教育的原则与重点 王镜铭在《战时大

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中提出了社会教育的原则，

一是“教育与农村合一”: “今日大学教育的推行民

教，应将教育送进农村，将智识灌输给农民。教育与

农村合一，才是民众教育的真正使命”; 二是“政教

合一”:“民众教育对象，包括整个社会生活，处处要

与社会接触，事事不能离开民众……大学教育推行

民教应当政教合一，与当地县政府合作，使学术机关

与行政机关在一个计划之下推进工作，是会收事半

功倍之效的”［2］。
在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学校根据教育部令发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

法，提出了社会教育的重点: “一、培育人才与社会

并行; 二、以先知觉后知，推广学术至于社会; 三、深
入社会，交相受益; 四、参与抗战建国，贡献方略专

技。并规定专科以上省校应尽其才力，至少为数省

或一省服务”［6］。
2．社会教育工作的标准 教育部为督促全国各

级学校普遍并切实兼办社会教育，依照各级学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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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社会教育办法修订了工作标准，主要是“应师生

合作，以便实际指导学生服务，小学应以教员为施教

主体”［7］的总体工作标准，以及根据学校等级而制

定的具体工作标准，包括专科以上学校、高级中学、
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初级中学、小学兼办社会教育

工作的工作标准。其中涉及了划定区域办理社会教

育施教区; 依照学校师资力量确定每学期办理民众

学校课程的数量; 以及根据学校所长采取有所区别

的社会教育工作，例如师范教育学院要对其他学校

社会教育工作进行考察指导，并加以研究，师范学校

要研究编辑地方性教材，而职业学校要注重职业训

练。
3．社会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 《西北联大校

刊》第十八期，刊登了教育部对于《各级学校社会教

育推行委员会组织纲要》，是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成

立社会教育组织机构的规定。在《纲要》中，明确成

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 简称社教推委会) 的目的，

即为“各级学校均应在校内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

会，主持规划并推进兼办社会教育事宜”［7］。并指

出了社教推委会的职责范围，包括拟定兼办社会教

育计划，规划教育经费及编制预决算，组织支配并指

导教职员、学生实施社会教育工作，联络当地有关机

关团体协同施行，规划学识技能等训练事宜，考察教

职员学生办理社会教育成绩，研究社会教育中的实

际问题，编制兼办社会教育的概况和工作报告。并

规定社教推委会每月至少举行会议一次。社教推委

会是教育部针对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成立的组织机

构，依据权责范围来在实践中统领各级学校的社会

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
西北联大依照以上教育部规定，于西北联大第

三十三次常委会议议决: “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

会，以李委员蒸及各学院院长、秘书主任，总务主任

为委员，并以李委员蒸为召集人……加推徐委员诵

明及胡委员庶华为本会委员”［6］，主持兼办社会教

育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高振业在《抗战期间城固县之

民众教育》中，将社会教育的实施机构分成三类: 一

属教育体系，二属军政体系，三属救亡团体。这三类

中教育体系又可以分为学校式和社会式的( “前者

如民众学校、妇女学校，后者如民众教育馆等”［5］。
李湘宸在《抗战期间社会教育之途径》中提出社会

教育的方式为“一、学校的: 如民众学校，民众训练

班，补习学校，人员养成所; 二、一般的: 民教馆。博

物馆，电影，戏剧等”［3］。高振业认为，“最近颁布各

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其主旨亦在‘化除学校与

社会之界限，而使学校成为社会化之中心。’所以理

想之学校，为改良社会之中心，理想之教师，不仅是

教室内学生之教师，而且是社会上一切活动之领导

者”。补习教育的内容，不仅仅以识字教育为限，乃

以“生活上必须之文字为工具，藉以培养民族意识，

激发爱国思想，并获得公民必备之基本知识与技

能”［5］。从以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教育不完全

局限在学校之内，而将军政、社会和救亡团体也列为

社会教育的实施机关。同时在学校的社会教育也不

仅仅局限在知识的讲授上，也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

如“电影、幻灯、收音机、演讲、壁报、戏剧、图书及体

育设备，普遍施教”［7］。
4．社会教育实施方案与途径 根据教育部兼办

社会教育办法的有关规定，西北联大制订了推行社

会教育事业的有关计划( 《本校二十七年度兼办社

会教育计划大纲》) ，总结如下表:

表 1

主办科目 期限

文理学院主办

1． 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半月

2． 防空防毒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月

3． 科学常识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半月
4． 调查陕南城固南郑两县风俗

民情及协助各县改良陋俗

会商 两 县 县 政 府 计 划

进行

法商学院主办

1． 法律常识讲习班 期限两个月

2． 地方自治讲习班 期限两个月

3． 商业补习班 期限三个月

师范学院主办

1． 小学教员讲习会 暑期举办期限一个月

2． 小学教员通讯研究部 —
3． 民众学校 指导学生办理

4． 体育训练班 期限三个月

5． 民众业余运动会 春季举办一次

6． 家事讲习班 期限三个月

医学院主办

救护训练班 期限一个月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北联大各学院分别开设了

各具特色的社会教育课程来推行社会教育，服务地

方民众，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为抗战做准备。
除了西北联大开设的各类课程，以实施社会教

育外，教育部还颁发了《师范等校院辅导中等以下

学校兼办社教办法》，办法规定“国立师范学院、大

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及省立师范学校与省立民众

教育馆须依本办法之规定，分别辅导中等以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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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办社会教育”［8］，并根据院校等级师资不同而确

定其辅导内容。师范院校辅导社会教育内容包括，

在师范区内设立辅导会议，负责研究社会教育有关

事项，辅导研究困难并予以解答，训练教育人员并进

行进修指导，介绍与补充社教教材，联络本大学各院

以利用原有设备进行辅导社教事宜。
另外，学者也在探求实施社会教育的途径与办

法: 李湘宸在《抗战期间社会教育之途径》中探讨了

社会教育应有之途径: 包括“一、集中力量; 二、教养

卫并重; 三、利用现有机关……今后最宜推动全体民

众，务使先知先觉者能负责领导后知后觉者及不知

不觉者”［3］。高振业通过对抗战期间城固县民众教

育的考察研究后，得出了社教应有的实施办法: 一是

健全组织。“组织为推行计划之动力，虽有完善之

计划，苟无健全之行政组织，亦难期其收实效”［9］，

他建议“教育局内应设民众教育督导员一人，助理

局长处理关于民众教育方面一切事务”和应组织民

众教育委员会。二是统制设学。设立保学，就保内

原有的乡村小学改办，并予以经费辅助来使其充分

发展。三是整顿教师队伍，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

平。四是强迫就学。当时由于民众生活穷困，以及

受旧思想的影响，民众对接受社会教育并不积极。
因此“依照补颁各省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暂行办

法，并参照武汉战时大学民众强迫入学暂行办法”，

分期入学，并给予优待和惩处。五是广筹经费，包括

县地方教育经费和募集教育基金等。六是教育内容

应丰富并有针对性。

三、西北联大时期学者李蒸

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

李蒸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爱国人士，曾任国民

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

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

等职。李蒸先生“虽主持师范大学，但兴味仍在于

民众教育”。［10］他在主持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

员会期间，提出民众教育是针对失学青年与成年人

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于培养民众的最低公

民自治能力，要结合民众生活，活用机会地开展［11］。
北师大迁往城固，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后，他还在城

固近郊的邯留乡成立了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开展

社会教育实践活动。他的社会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民都应接受社会教育。李蒸民众教育思

想中的民众指: “包括男女老幼，无阶级的区分，无

资格的限制，在一个共和国家应当指共和国家的全

体人民。”并且他还认为，“教育之于人生，无异于汽

油之于机器，故任何人无往不可不受教育，无时不可

不受教育”［12］。李蒸的民众教育思想是全民性的，

也是终身性的，这是对于当时广大民众文化基础薄

弱的情况提出的，强调民众教育都应伴随每个人的

一生。二是通过社会教育使民众达到最低限度的自

治能力。李蒸认为要实现教育国民、民族独立，“教

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目标，主要应通过推行民

众教育，以提高“最低限度的自治能力”包括知识技

能、个人修养、公德素养等三部分。三是大学和社会

团体要积极推进民众教育。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来

推行社会教育。首先要求参加社会教育的人，都要

先养成一种“传教的精神”和“接近民众的态度”，其

次，应加强对民众进行技术教育，以引起民众对社会

教育的兴趣［12］。

四、西北联大社会教育的实践

在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校

各院系发动一切力量、集结一切教学设施为当地提

供教育服务活动。首先，成立了西北联大社会教育

推行委员会，作为学校专门的负责推行社会教育的

机构; 其次，确立了办公场所。在当时经费极度紧张

的情况下，学院高度重视社会教育工作，专门新建草

房一大间作为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的办公

地点; 第三，明确了经费来源及筹集渠道。除教育部

划拨专款支持学校开展社会教育之外，学校还积极

筹款，以补充经费不足; 第四，建立施教区并开展形

式多样的社会教育。积极在学校附近的各县设立社

会教育施教区，如在城固县莲花池率先建立起了第

一个施教区。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成立不久，学校

组织各院系就开展了系列社会教育活动。医学院为

南郑县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公共卫生训练班，共有 50
人接受了 7 门科目的培训。文理学院举办了“注音

符号讲习班”、“防控防毒讲习班”和“科学常识讲习

班”，并组织师生深入城固、南郑两县调查当地民情

风俗，“并协助各县改良陋俗”［13］。师范学院在附近

各县开设了民众学校，并举办了体育训练班和家事

讲习班等。
西北联大的社会教育工作，不仅开启民智，提高

了当地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提升民众生活生存技

能，还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当地民

众的爱国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也

对之后联大开展形式多样的乡村教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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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西北联大校刊》传播的社会教育思想，充分反

映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兼办社会教育的情况，借以

反映出当时西北地区和中国社会教育的现状。从

“教育部训令本大学兼办社会教育成绩，尚属优良，

特予补助国币一千元，作为充实社教设备费用”［13］

可以看出，西北联大践行社会教育颇有成效。西北

联大时期的社会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中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西北联

大社会教育活动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提供

了诸多启发。高等教育如何在社区开展社会教育活

动? 如何与社会共享大学教育资源? 如何为社会提

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 如何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使

大学的职责内涵更为丰富? 使大学师生更具有责任

感和使命感? 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并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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