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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國考察主要率領屏東師院學術交流訪問團一行共二十

四人參訪上海師範大學、浙江教育學院及杭州師範學院等三所中

國大陸師範校院，其中與上海師範大學簽定教學科研交流合作意

向協議書，並與另二所學院達成加強實際學術交的共識，成果豐

碩。

參訪諸校間，從行政首長的簡報、相關學術人員直接會談與

討論，以及實地的參觀，針對目前這三所校院的現況逐校記錄分

析，其中上海師大由於位於中國大陸首善之區，校長資歷完整豐

富，較多著墨，浙江教育學院及杭州師院亦各有其特色。中國大

陸目前正處於開放的情況，教育亦本著固守本業迎接挑戰，積極

拓展，增強競爭力的大原則方向發展。基於兩岸政治、經濟、制

度上的差異，造成一些與國內現況不同之處，但總本他山之石可

以攻錯，藉著參訪交流促進海峽兩岸教育人士的彼此了解，為將

來的國際競爭創立雙贏的局面。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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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師範教育發展近況分析－

以參訪上海師大、浙江教育學院與杭州師範學院為例

林 顯 輝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摘　要

　　本次出國考察主要率領屏東師院學術交流訪問團一行共二十

四人參訪上海師範大學、浙江教育學院及杭州師範學院等三所中國

大陸師範校院，其中與上海師範大學簽定教學科研交流合作意向協

議書，並與另二所學院達成加強實際學術交的共識，成果豐碩。

　　參訪諸校間，從行政首長的簡報、相關學術人員直接會談與討

論，以及實地的參觀，針對目前這三所校院的現況逐校記錄分析，

其中上海師大由於位於中國大陸首善之區，校長資歷完整豐富，較

多著墨，浙江教育學院及杭州師院亦各有其特色。中國大陸目前正

處於開放的情況，教育亦本著固守本業迎接挑戰，積極拓展，增強

競爭力的大原則方向發展。基於兩岸政治、經濟、制度上的差異，

造成一些與國內現況不同之處，但總本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著參

訪交流促進海峽兩岸教育人士的彼此了解，為將來的國際競爭創立

雙贏的局面。

關鍵詞：師範教育，中國大陸，學術交流



3

中國大陸師範教育發展近況分析－

以參訪上海師大、浙江教育學院與杭州師範學院為例

目　次

一、參訪上海師範大學(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 1

二、參訪浙江教育學院記要 ................................ 4

三、杭州師範學院參訪記要 ................................ 6

四、參訪心得 ............................................ 8



4

中國大陸師範教育發展近況分析－

以參訪上海師範大學、浙江教育學院與杭州師範學院為例

3/31/2001  參訪上海師範大學(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三月三十一日是個天氣晴朗，萬里無雲的好日子。團員們吃了

簡單的早餐搭配一顆上海荷包蛋保平安，隨後搭上遊覽車前往上海

師大。由於距離不遠，一行人較預定時間提早半小時抵達。在蜿蜒

的馬路轉入上海師大前，先經過師大附中，只覺路旁店面櫛比鱗

次，突然間“發現”了師大校門，頗令人訝異。

　　進入校區（西校區），車在國際廳前停下來，放眼望去，樹木

蓊鬱，繁花似錦，不愧為上海一流大學。港澳台辦公室倪明祥主任

已在大門前歡迎屏師參訪團的到來，並帶領團員們逕往會議廳。廳

內每人一座，桌上擺了廣州出產的香蕉與橘子，感覺平易近人。不

一會兒上海師大楊校長德廣先生蒞臨會場，林校長遞上屏師參訪團

的“大名片”後，楊校長開始如數家珍般的介紹上海師大。

　　上海師大創建於 1954 年，本來只負責國小師資的培育工作，

後來擴充亦成為中學師資搖籃。近年來由於大陸教育普及化與競爭

白熱化，上海師大已發展成多學科、綜合性的地方重點師範大學。

目前有三個校區，占地面積達 127 萬平方米（相當於 127 公頃）。

楊校長首先揭明校園建設理念：「不能樹木，何以樹人」，意思是

說，校園內的花草樹木若未能培養維護得宜，如何教化學生？因此

極力推動「頭不見天，綠樹成蔭；花不間斷，四季飄香」的環保校

園理念。

　　目前上海師大有教職員工 2600 餘人，其中教授 102 人，副教

授(副研究員)等 508 人，在校學生 1 萬餘人，共設有 18 個學院、

23 個研究所、12 個研究和培訓中心，並包含 31 個國家教委文科基

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中文學科點等等的教學研究單

位。學校培養目標有(一)適應上海基礎教育發展的需要，為一流城

市、一流教育、培養一流師資；(二)適應上海社會與經濟發展需要



5

培養適應型、應用型人才。以前師大是以培育師資為主，但隨著教

師職位的競爭激烈與教育的普及，師範生只佔學生總人數 1/5 強，

其他 4/5 的部份與其他綜合性大學並無差異之處，而楊校長深覺未

來培養的人才要有競爭性，必須達到所謂的「基礎深、知識寬、能

力高、體魄強」要求。除此之外，學生良好的習慣必須從自身及平

時做起，因而必須要能從自潔自淨，勞動作起，進行所謂的“文明

學生”運動，由學生認養特定區域，保持負責區域的清潔與衛生等

等，與屏師實施的學生勞動服務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上海是中國大陸的首善之區，尤其以目前開放的局面而言，各

方面發展極為迅速，市場的拓展以及教育的發展，往往改變是以月

份來衡量。以全國大學生的數量而言，2001年預計招收 250 萬人，

入學率是 11%，而至 2005 年將可達到15%。若以上海為例 2001 年

的大學入學率 38.8%也將提昇至 2005 年的 55%。趨勢是明顯的教育

的水準提高，相對的國家競爭力增強，對於日後的國際舞台方能擁

有一片自我的天空。

　　楊校長接著提及學生的語言教育，由於語言是溝通的橋樑，以

中國大陸放眼天下，因此特別加強普通話和英語的教學，有了流暢

的語文能力，才可以開啟世界知識的寶庫。

　　至於校務經費方面，楊校長主持上海師大校務五年餘，雖然已

爭取 1 億餘元人民幣，從事校園種種建設，添購或更新教師研究設

備等等，然而經費仍然不足。因此在上級允許下，有所謂的「破牆

開店」的先進作法，這也是我們一行人起初找不到上海師大校門最

主要的原因。校門兩側的外牆已被“個體戶”承租，做起生意，因

而失去大學圍牆原本的面貌。儘管如此，上海師大校園的美麗與歷

史風味，恐是在店的圍繞之外，所料未及的。屏師一行人在倪明祥

先生帶領下參觀校園，留下極深印象。

　　其中值得一提的，上海師大設立所謂“聯合儀器採購中心”提

供校內外的儀器採購的諮詢與整合，這對於整體資源的管控提供了

另一類的思考方式，許多較價昂或大型的儀器設備可藉此方式達到

資源共享的境界，一以提高儀器的使用率也可節省重複採購的經

費。除此之外上海師大亦有“機電工廠”的設立，如此一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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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營繕工作，似可達成自給自足，不求他人的優勢，但是值得

注意的卻是這些工作同仁的職務負擔。因為一旦成了正式的編制之

後，必得有相當的工作份量，方能使得人才效率充份的發揮。

　　接著倪主任與屏師參訪團驅車前往上海師大東校區，新建的工

程與較新式的建築映入眼簾，其中音樂館更顯得特別，進門處的駐

警，對於來訪客人的慎重神情，似乎也可窺見校園長官來臨的雀躍

心情。登上這建築的頂樓放眼校園四週，林木較國內來得繁多，就

連校園內的行人步道也以“人”的形狀為路徑安排的遵循法則，倪

主任補充說“教育是以人為本”，故以“人”為重。再環目四望，

由上而下上海師大“破牆開店”的景象，更為明顯。校外商店就如

一層厚厚的彩衣，緊緊的貼覆在校園的外圍，除了校門較為突顯之

外，周圍形成一幅特殊的校園景觀（如附圖一），這點或許可作為

未來國內大專院校自籌經費時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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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01  參訪浙江教育學院記要

　　屏師學術訪問團於四月三日下午 1 點 55 分抵達浙江教育學

院，由於浙江教育學院王建華院長曾於八十七年六月一日至十日，

隨大陸師資訓練機構負責人訪問團來台訪問，由本校負責接待，並

在本校參加二天的「兩岸教師在職進修教育研討會」，與林校長較

為熟悉，老友相見格外親切，大伙兒進入會議廳後，地主包括徐頌

列副院長及胡浙平副書記等共 17 人與會。

　　徐頌列副院長首先代表地主歡迎屏師到訪，之後王建華院長介

紹浙江教育學院乃直屬於浙江政府之本科（教育）類高等學府（類

似台灣在職進修或教師研習會組織），成立於 1955 年，目前共有 6

個分院－理科、人文科、教育科、藝術科、體育科及訊息科等，另

外設立教育行政幹部培育中心、中小學師資培訓中心及中小學教師

計算機培訓中心。教職員工數 336 員，其中教師 172 員，年輕教師

較佔多數，其中 42%是副教授，具有博士或碩士學位者佔 40％。

　　該校學生目前合計約有 13,000 多名，其中包含了應屆畢業高

中生與中學在職進修教師，值得一提的是應屆高中生中又分成四年

制師範生及三年制之職業高教生。未來發展方向是以本科為主再向

專科生與研究生兩方面延伸。以研究生而言，將採聯合其他綜合大

學為努力目標，期能達到所謂的四個一流：全國一流、教學一流、

質量一流、效率一流。浙江教育學院雖然校園不大，但是有許多工

程（例學生宿舍等）正在進行，估計兩年後會，校園將會煥然一新。

由於中國大陸高等學府亦吹起合併風潮，但地主樹立一格，保持傳

統培訓骨幹（種子）教師，不與他校合併。因此提出“保住老校區，

爭取新校區，建立高水平的設施”的理念，積極拓展校園景觀。

此外該校亦積極拓展國際（包括德國、美國、泰國等）學術交

流契機，其態度及做法，頗值得我們學習。例如王院長提及今年四

月六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之教授將到該校頒發學生學習獎學金，外

國學術機構的交往過程中，吸收他校經驗，擴大發展的空間。一行

人在原會議廳各自與該校相關人員互相「對口」。其中成果豐碩的

應屬語教系黃瑞枝主任，她與地主徐副院長交談過程中，知悉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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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訓國中小師資的重點基地，自編有國中、小學使用的教科書，

在黃主任的大力讚賞之下，地主慨然贈予教科書一套，留做屏師參

訪團帶回參考，鑑於目前國內緊鑼密鼓的進行九年一貫課程，這教

科書應可做為另一重要之參考。

王院長在兩校人員互相座談的時間裡邀林校長到貴賓室對兩

校學術交流作更進一步會商。首先王院長表明欲與屏師簽定學術交

流協議之強烈意願，並且大力邀請林校長近期或下學期再次造訪，

進行實質性交流，例如專題演講或短期講學等等。林校長亦表示學

術交流事宜乃屏師樂於所見，本著旅費（機票）自付，落地接待的

原則，非常歡迎大陸教師互訪及交換學生之活動。由於兩校首長於

會談中達成共識，會後欣然共執草擬之紅色合約書合影（如附圖二）

以表示未來交流之既定方向。

　　屏師參訪團在王院長等一一握手道別後，依依不捨離開，再往

下一站杭州師範學院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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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01  杭州師範學院參訪記要

　　四月四日早上九時許，屏師參訪團準時抵達位於杭州文教區之

杭州師範學院，已有港澳台辦公室陳軍主任等人在校門迎接，指引

參訪團前往國際會議廳。車一停妥，該校院長林正范博士等人，率

領同仁熱烈歡迎屏師團之到來。

　　林院長 1949 年生，比本校林校長年長一歲，由於年紀相若，

體格神情風貌等亦類似，感覺格外親切。林院長畢業於杭州大學教

育系，曾擔任國小教師、國小校長，是比較教育的博士。杭州師院

主要是以培養四年制本科教育之中小學師資為主，與屏師的傳統任

務頗有共同之處，也因此林院長對於台灣師範院校的學費制度，特

別感興趣。目前杭州師院學生學費大抵採公費制，往昔學生年繳學

費 1200 人民幣，但學校支給學生每人每年助學金人民幣1000 元，

直到去年調整成年繳 3600 元，支給助學金2000元的方式，這與屏

師目前公自費並行的方式，有些不同。

　　杭州師院目前教職員工 1400 餘人，其中教師 700 餘位，大部

份為講師，教授與副教授等 250 人，具博士學位者 24 人，雖然比

率不高，但已是浙江省最高博士比率之學府。全額學生約 9000 人，

分佈於 12 個學院（類似台灣之學系）。隨著時代的步伐，杭州師

院也面臨高等學府合併及教學任務擴張（例如加入幼稚園教師培

育）之挑戰，因此校園內到處可見工程正大張旗鼓的進行，細數之

下共有八棟樓同時興建，在國內頗為少見。

　　林院長簡報後，林校長緊接著報告屏師近況，並進一步闡述屏

師「三動、四教、五育、六愛」之辦學理念，與會人員對屏師行政

效率、師資素質、研究成果及校園風景（如參訪團名片後之屏師迎

曦湖夜景）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隨後林院長率多位行政人員參觀

校園，並到弘一法師（李叔同）與丰子愷研究中心合影留念（如附

圖三），團員亦分別參觀杭州師院各相關學院之設備、教學，雙方

交流之熱絡，由此可見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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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關教學部份，本校音教系伍鴻沂主任對於地主相關設施的

參觀尤感興趣，以目前杭州師院內的音樂分院而言，將提昇為專業

的音樂學院，以目前 400 位學生（300 位音樂加 100 位舞蹈專修生）

為基礎，將以培養音樂專業人才為主，再另設師範科，培養有志於

教育的音樂人才，這頗值得未來屏師改制成大學的參考借鏡。如此

一來，不僅學校的學術研究可在專業及教育的雙管齊下，相得益

彰，相對的學生的專業素質也可藉此得到更多的陶冶。以目前中國

大陸的藝能科教師尚未有証照制度的情況下，非本科班出身的學生

以專業素養搭配必須的教育學程後，將可與本科生一較長短，這也

可能是未來台灣師範教育的一個隱憂，因此如何增加師院生的學術

競爭力亦是一重要課題。

　　由於參訪行程緊湊，想看的事物又多，在依依不捨的情境下，

兩校約定今後實質交流的形式後，離開欣欣向榮的杭州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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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參訪心得

　　早在多年前，本校即與大陸各地師資培育機構或進修機構有所

接觸，並於八十五年八月、八十七年七月、八十七年十二月，分別

與廣東師範學院、北京教育學院、江蘇教育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雙方互派人員訪問或講學，對大陸教育政策、師範院校之學

術研究、校務基金籌募及師資培育等情形也有所了解。此行最大收

穫，除了與上海師範大學簽訂學術合作意向協議，另與浙江教育學

院及杭州師範學院亦達成共識，草擬合約，作為將來正式簽約的藍

本。

　　屏師參訪團參觀江南三所師範院校，因陣容較龐大，行程安排

緊湊，民生問題並未麻煩地主安排，如此一來反而有利於參訪後馬

上進行「對口」的討論，及參觀教學或校園各項建設，並可再多參

觀校園所在地附近之文化據點，如上海豫園、玉佛寺，蘇州寒山寺、

留園、虎丘斜塔，無錫惠山石泉、寄暢園，杭州西湖、岳王廟、虎

跑泉、靈隱寺、六和塔及聞名古今中外的大運河。這些千年古剎、

歷史名園，有些倖免於當年文化大革命之摧殘，如今成為中國大陸

國家文物保護重點，亦為主要觀光景點，無論是週圍建築、街道路

面，甚至最為人垢病的衛生設備，均有長足的進步，令人有耳目一

新之感。相形之下，國內在這方面並沒有隨著經濟成長而進步，實

有再改善的空間。

　　這次參訪大致上收穫良多，但由於政治、經濟、制度等背景上

的差異，致使教育政策亦有許多與我國不同的地方。謹述如下：

一、政治與教育部份

　　中國大陸施行以黨治國，以黨領政，以黨意為最高的指導原

則，因此在以校長為行政首長的編制之下，副校長多以黨委書記兼

任。在教育體制中，由政黨色彩濃厚的人員位居要津，功過暫且不

論，副校長在學校扮演的吃重角色有時甚至超越校長，這也無怪乎

副校長可代表學校致歡迎詞。此外校園內張貼的文宣也多與時下政

治宣導有所關連，例如，評論法輪功，所有的內容幾與官方發佈文

字雷同之處甚多，所指矛頭也都一致，顯現政黨文宣與學校教育關

係之密切，這也是與台灣最大的不同之處。目前台灣的政治是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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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幾乎所有校園的行政首長皆由“遴選”產生，以符合民意歸

向，但民主有時候反而成為改革的絆腳石，許多可以輕易推動的文

化經濟建設，卻可能在協調中延誤甚至於因噎廢食，淪為政治下的

犧牲品，實足讓國人思考。

二、校務基金運作部份

　　由於中國大陸教育目前正朝開放的方向進行，校內新建工程隨

處可見。為了籌措經費（大陸稱創收），參訪各校的校長莫不卯足

全力，例如：增加學生人數，提高學費，甚至「破牆開店」增加「創

收」，在在顯示出籌措校務基金的靈活手腕，但是「破牆開店」之

後對於校園整體景觀的影響，不容忽視。相較於資本主義盛行的台

灣，富可敵國者比比皆是，對於招募校務基金方式，相較之下，應

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另一可見的差異是重點補助學校之經費，以杭州師院為例，同

時間內共有八棟大樓興建，不僅在國內少見，在國外也較少聽聞，

這顯示大陸政府除了以經費援助學校建設外，從中更可窺見其辦學

的決心。在上海曾有人說：「三日可建一層樓」，不消數月，整個

上海的市容可用煥然一新來形容。台灣的高等教育，由於起步較

早，在經費及充沛的人力支援下，逐漸邁向一定水準，但近幾年來，

新設立多所國立大學，高等教育快速成長，各校分配的預算相對減

少，以屏師為例，不增反減，這對於提高競爭力的口號，似乎是背

道而馳。所幸屏師教職員工對學生的比約為 1:13，仍高於杭州師院

的 1:6.5，也就是說，屏師行政效率是杭州師院的一倍，這是我們

值得驕傲的，也希望能繼續保持與提昇。

三、高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以浙江省為例，目前約 13％高中畢業生能繼續升學，接受高等

教育，而台灣高中（職）升大專院校的錄取率幾達 70%，相對之下

高等教育普及率高出大陸 57%，這也是目前台灣競爭力優於中國大

陸的主因。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正積極提昇人民受高等教育的

比率，而且大陸人口眾多，相形之下，擁有的人力資源也會愈來愈

豐富。不久的將來，台灣在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之後所面臨

的競爭，將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文教機構，如何保有並拓展未來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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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源，值得吾輩深思。

　　以這次參訪的三所師範或教育學院而言，屏師仍保有優勢，但

是中國大陸對高等教育急起直追的潛力亦不容忽視，期盼能在日後

加強雙邊學術交流之實際活動中，增加海峽兩岸的了解，促進良性

互動，提昇彼此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達到雙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