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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在大学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训育的法律法规及制度，
企图通过政治教化实现思想上的统一。
国民政府的大学训育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又在借鉴西方训育思潮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适应国民党一元化的政治教化而设计的训育体系，与大学追求学术自由、民主独立的本质特性相矛盾
。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学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ldquo;战场&rdquo;，各种政治思想、观念在大
学中传播和交锋，国民政府欲以三民主义统一大学生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则在大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和启蒙。
国共两党在大学训育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国民党的训育不断遭到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却逐步得到师生的支持和认同，并成为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大学的组织建设上，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和影响不断削弱，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影响则不断发展壮
大。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导致国共两党地位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现代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国民政府的大学训育很有意义。
历史学的研究&ldquo;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
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rdquo;。
&ldquo;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要提供种种比较，帮助理解当前。
&rdquo;①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大学训育虽然受其阶级本质的制约在宏观上并无可取之处，但微观上许
多做法却有研究价值，从中吸取有益之处，这对改革和完善中国当前大学德育会有一定的帮助。
不仅如此，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要研究中共自身，又要研究革命对象所统治的社
会各领域，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展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及其原因。
因此，研究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学训育，有助于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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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党化教育委员会　　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内的&ldquo;党化教育委员会&rdquo;，是监督党化教育
之推行的最高权力机关。
这个机构的权力很大。
以上海为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党化教育委员会掌握如下职权：监督全市各学校党化教育之推
行；审查和取缔全市各学校违反党义言论或行为的教职员；得令主管机关撤消或派人接收全市凡违反
党义行动的学校；审查更换或销毁各校各书局凡不符合党义的课本；得随时派人往各校宣传主义等。
①该委员会还规定：上海市的教育局局长必须由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担任。
上海建市以后的首任教育局局长就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陈德征。
　　2．学生义勇军训练处　　1931年10月，《学生义勇军训练办法》规定：各省及隶属于行政院之市
，按照当地需要得设立学生义勇军训练处，掌握各省市学生义勇军组织及训练事宜。
学生义勇军训练处设在首都及上海、武汉的，由训练总监部直接组织，其余由当地高级党部及军事机
关、教育行政机关会同组织，均隶属于训练总监部，并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指导监督。
学生义勇军训练处设主任人，综理处务；副主任2人，辅助主任，掌握处务，其下设3科：掌理学生义
勇军组织及统计事宜的组织科；掌理学生义勇军训练事宜的训练科；掌理不属于以上两科之文牍庶务
一切事宜的事务科。
②　　3．国民军事教育训练委员会　　1928年底以后，学校军事教育的主辖机关，为训练总监部。
&ldquo;由其直接督导各校军事教官，无中间之机构为之联系，在创行之初，范围较窄，尚能适应，以
后逐年扩展，地区广阔，事务增繁，管辖系统仍有待加强。
同时教育部亦以各地距离颇远，对于学校军事教育的推行，易生隔阂，两部乃会商决定，在各省市教
育厅局内，设立一个国民军事教育训练委员会，以便居中指导联系协调，并负责推行各省市高中以上
军训与集中训练事宜。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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