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高等教育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海高等教育志>>

13位ISBN编号：9787807457077

10位ISBN编号：7807457074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上海高等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编

页数：6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高等教育志>>

内容概要

　　《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上海高等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记
述上海高等教育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轨迹。
　　《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上海高等教育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图等形式展示。
全志在总述、大事记之后，分别以编、章、节的层次排列。
章前设无题小序，以概括各章内容大要和变化发展轨迹。
各编分述上海高等教育的管理、教学、教师、学生、科研、交流、保障、人物以及学校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高等教育志>>

书籍目录

总述大事记第一编 管理第一章 管理机构第一节 清朝时期第二节 民国时期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第二章 办学体制第一节 政府办学第二节 民间办学第三节 教会办学第四节 境外及国际合作办学（非
教会系统）第三章 管理体制第一节 政府管理第二节 校内管理附录：1983年上海市人才预测工作及结
论附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高等教育系统负责人第二编 教学第一章 教学宗旨第一节 清朝时
期第二节 民国时期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章 学科专业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调整创新第
三节 重点学科建设第三章 课程设置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调整创新第四章 教学管理第一节 历史沿革
第二节 调整创新第三节 教学评估附录：上海商科大学的课程设置复旦大学校歌第三编 教师第一章 教
师来源第一节 清朝至民国时期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第三节 “文革”后至20
世纪末第二章 教师待遇第一节 清朝至民国时期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第三节 
“文革”后至20世纪末第三章 师资培养第一节 清朝至民国时期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
革”时期第三节 “文革”后至20世纪末第四章 职称评聘第一节 清朝至民国时期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第三节 “文革”后至20世纪末第五章 教师职责与考核第一节 清朝至民国时
期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第三节 “文革”后至20世纪末附录：本世纪最后10年
的上海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上海交通大学校歌第四编 学生第一章 招收学生第一节 招生制度第二节 招生
考试第三节 招生管理第四节 博士后流动站第二章 学籍管理第一节 入学注册第二节 成绩考核与管理第
三节 升级与留级第四节 休学、复学与退学、转学第五节 奖励与处分第三章 学生资助第一节 助学金与
贷学金制度第二节 奖学金及公费、免费等制度第四章 毕业与就业第一节 毕业生分配的方针原则第二
节 高校毕业生分配计划及其编制第三节 分配办法第四节 调配派遣办法第五章 学生社团第一节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三节 学联与学生会第六章 校园文化第一节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附录：1949年至2000年上海市高等学校研究生、本专科大
学生数一览表1950年至1991年上海市高等学校分科毕业生累计数一览表同济大学校歌第五编 科研第一
章 自然科学研究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与重要研究课题第三节 自然科学研究重大
成果及效益第二章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重要研究课题
第三节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成果第三章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高等教育科学研
究机构与重大研究课题第三节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重大成果第四章 科研管理第一节 历史沿苹第二节 规
划攻关第三节 科研经费第四节 科研成果鉴定、评奖与推广第五章 科技服务与产学研联合体第一节 历
史沿革第二节 产学研联合体附录：华东理工大学校歌第六编 交流第一章 出国留学第一节 上海学生出
国留学第二节 国外学生留学上海第二章 学术交流第一节 学术交流协议第二节 校际交流、讲学第三节 
设立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第四节 国际学术会议第五节 短期讲学第三章 合作办学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第三节 多种形式合作办学第四章 教师互聘互访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第二
节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第五章 国内交流第一节 支援西部高等教育第二节 参与西部大开发第三节 
沪港澳台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附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歌第七编 保障第一章 教育经费第一节 清
朝和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经费第二章 高校后勤保障制度的改革附录
：上海医科大学建国后教育经费管理高教投资体制改革附表：1950年至1973年上海交通大学各项收入
统计表1974年至1981年上海交通大学各项收入统计表1982年至1994年上海交通大学各项收入统计表1950
年至1973年上海交通大学各项支出统计表2000年度上海市中央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表2000
年度上海市中央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收入按来源构成表2000年度上海市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
经费支出表2000年度上海市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收入按来源构成表第八编 人物人物传记（一）
人物传记（二）人物传略人物简介附录：上海高校中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录上海医科大
学校歌第九编 学校上海市高等学校概况附录：1863年至1949年上海市历年高等学校名录（一）1949年
至2000年上海市历年高等学校名录（二）编后记《上海高等教育志》编纂、审定、验收人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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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师来源　　第一节 清朝至民国时期　　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成立之初，教员也不乏身具
官衔者或延聘专家名人充任。
广方言馆首创聘用外籍教习，馆内华洋师资初具规模。
外国教师7人教授多国外语，中国教习先后延聘40余人。
上海广方言馆在师资配备和规模上，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私塾学堂教育，开创沪上近代高等教
育的风气。
　　作为上海近代历史上第一座高等学校，南洋公学的创始人盛宣怀办校伊始就从“中体西用”的宗
旨出发，对教习的遴选树立了唯真才实学录用的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创立，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由于各阶段的历史环境不同
，教师队伍的来源也有许多变化，由聘请外籍教师为主变为聘请国内教师为主，由国外培养的教师为
主变为国内培养的教师为主。
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南洋公学时期，教师（当时称教习）的来源，一是科举出身的书院硕学，
如张焕纶；二是美英等国的外籍教师，如福开森（J.C.Ferguson）、薛来西（C.M.Laceysites）等；三是
少量的留学生，如伍光建。
进士出身的蔡元培也曾供职特班主任教习2年。
学校创办之初，教职工不足百人，专职教师（当时称教习）只有6人，1902年发展到28人，多由欧美籍
教师和少量留学生充任。
清光绪三十二年至民国9年（1920年）为创建近代工科大学时期，学校相继开设了商务、铁路、土木、
电机、商船驾驶等专科，专科教师的数量增加到20人以上，国文学等中文基础课教师则由20余人减至8
人（含预科教师），专科教师多是外籍教师和留学生。
其中“洋教员”约占了半数，1917年有10人，1918年有12人，电机、土木两科科长分别由美籍教师谢
尔顿（S.R.Sheldon）、万特克（H.A.Vanderbeek）担任。
民国10年开始，到16年，教师队伍才有了变化。
交大大批出国的留学生于20年代回到母校任教，外籍教师逐年减少。
民国10年，外籍教师9人，占教师人数的42.8%；民国14年，外籍教师2人，占4.1%；民国16年，本科教
师52人，全部都是中国教师，而中国教师V又“以罗致本国教授为主”，他们均曾留学欧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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