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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地方军阀办教育”这一民国时期特殊现象入手，对阎锡山的非主流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进行
了深入挖掘，从多角度考察了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的内外动因，生动展示了山西各类教育的发展情
况与办学经验。
通过“原生态”研究，既分析了民国时期山西教育的性质与特点。
又概括了民国时期最为典型的军阀办教育的现象和规律，从而拓展了区域教育史与基层教育史研究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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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国昌，1967年生，山西山阴人。
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学习思想史、道家道教教育史和教育史学理论。
出版著作《中国学习思想史》、《道教教育观与儒道学习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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