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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中学教师群体探究 

李刚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中学教师多数受过中高等教育，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但是作

为一个群体，在任职资格、学历结构、教学经验、师资性别比例、工资待遇差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安徽中

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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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代中学教育是随着清末兴学而发展起来的。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通过颁布各类中学教育规程和法令，进一步指导和

规范中学教育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安徽中学教育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至 1936 年，安徽全省共有普通中学 64 所。教师群

体也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扩大，到 1933 年，中学教师人数达到一千余人，成为其时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文将对 20 世纪二三

十年代安徽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性别比例、年龄结构、薪金待遇等方面做一个较为细致的历史考察。 

一、任职资格与学历结构 

1 ．安徽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 

民国初年，政府先后颁布了各类章程，规定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1912 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 ，规定：“中学校

教员以经检定委员会认为合格者充之” [ 1 ］；安徽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主要遵循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 。由于高师等高等

学校毕业生人数远不能满足中学的师资需求，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和实际水平多达不到规定的要求。 

民国统一之后，安徽政治、社会环境变得相对稳定，教育事业开始快速发展。1928 年，安徽省颁布了《 安徽中等学校校

长教职员任免暨待遇两条例》 ，对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分别作了以下规定：高级中学：1 . “国内外师范大学，或高等及优级

师范学校毕业者”；2 . “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者（以曾选习教育课程或曾任中等学校教员一年以上者为合格）”； 3 . 

“对某学科富有研究，服务中等学校满五年以上，确有成绩者”。初级中学：1 . “具有高级中学教员资格者”； 2 . “高等

师范或优级师范专修科毕业者”； 3 . “高中师范科或旧制师范本科毕业，服务教育三年以上，成绩优异者”[ 2 ］。此一中学

教师任职资格表明，无论高中教员还是初中教员，均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凭，如高中教师最低要求是专门学校毕业，中学教师最

低要求是高中师范科毕业。任用高中教师和初中教师的共同点就是重视教师所受的师范教育经历。除此之外，一些资格较低的

教师还需要具有实际的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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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 1934 颁布的《 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暂行规程》 ，安徽省对中学教师实施检定，根据教员资格，检定分为

无试验鉴定和试验鉴定两种。中学教员试验鉴定内容分为三类：一、共同试验题目：教育概论、教学法；二、专科试验题目：

公民科、体育科、国文科、英语科、算学科、生物科等等；三、口语［3 ］。检定不仅考察中学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还考察其口

语表达能力，以检测中学教师的执教能力。检定期效以 6 年为期，期满重新检测，以淘汰不合格教员。从整体来看，安徽省对

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检定要求也较为严格。但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的资格达不到规定要求，如据 1932 年安徽省审查党

义教师资格委员会统计，在审查的 388 人中，有 84 人不合格，不合格占 22 % [ 4 ］。在各县立中学和私立中学中，由于待遇差

等原因，所招收教师的资格就更难以保证。 

2 ．安徽中学教师的学历结构 

据统计，1930 年，安徽省立 14 所中学的教师中，大学毕业者 167 人，高等师范毕业者 50 人，专门学校毕业者 84 人，

中等学校毕业者 90 人，还有其他 94 人［5 ］。在这 485 人中，专门学校以上毕业者有 301 人，而中等学校及以下毕业者有 184 人，

中等学校以下资格的教师占 38 ％。尤其是其他类的 94 人中有不少塾师［6］。同一时期在全国中等学校教员中，专门学校以下毕

业者只占 31.99 %［7］，说明安徽省中学教员学历整体上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安徽省内，省立中学教员和县立中学教员的学

历相比又如何呢？ 

 

上表显示，安徽省立中学教员以高师及以上学校毕业者为主体，而县立中学教员以专科及以下学校毕业者为主体。这表明

省立中学的教员学历明显高于县立中学教员，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地区教员质量明显高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县乡地区。通过进一

步分析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省中学教师的性别比例、年龄比例以及兼职与专职教员人数比例，则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群体的

内部结构。 

二、内部结构 

1 ．专职与兼职并存 

国民政府教育部 1933 年颁布的《 中学规程》 第九十六条规定：“中学各科均应聘请专任教员。如一学科之教学时数不足

聘请一专任教员时，得与性质相近之学科时数合并，聘请专任教员。但如事实上确有困难情形，得聘请兼任教员。但以限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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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图画、劳作等科为原则。专任教员不得在校外兼任任何职务。六学级以下之中学，其专任教职员人数，平均每学级不得超

过 2 人，七学级以上之中学，其专任教职员人数，平均每两学级不得超过 3 人。中学之兼任教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职员人

数四分之一。” ［8］安徽省各类中学兼职教员与专职教员人数并未完全严格遵照《中学规程》 的规定：如据督学王德玺 1930 年

视察安徽省立第六中学报告统计，该校中学部教师 30 人，其中兼任教师 11 少、，占教师总、数的 37 %［9］； 1929 年督学董

淮视察省立第三女中报告统计，该校教员共 31 人，兼职者有 14 人，占教员总数 45 % ［10］； 1929 年督学叶明辉视察省立第四

女子中学报告统计，该校教职员共 27 人，其中兼职者 14 人，占教员总数 52 % ［11］。这些学校的兼职教员均超过规定人数，“教

员多系兼任，课毕即走，是以学生漫无纪律” ［12］。兼职教员过多无疑会降低教学质量。 

2 ．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调 

由于男性与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具有先天性的差异，所以在教学活动中，男性教师与女性教师的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往

往会有所差别。一个学校只有“男女教师合理搭配，才可以扬长避短，从而给学生造成一种比较全面的、和谐的影响氛围” ［13］。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中学教师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性中学教师少之又少。到 1932 年，全国中学教师中，男性占 90 . 8 % ，

女性仅占 9 . 2 % ，男女比例约为 10 : 1［14］。 

安徽省的情形大体相同。据 1933 年教育部统计，在安徽省中学教师中，男性教员共 906 人，女性教职员共 108 人，男性

教员占全部教员数的 89 . 3 % ，而女性教员仅占 10 . 4 ％［15］。在专门招收女性学员的女子学校中，男性教员数量也远远超

过女性教员数量。如 1930 年，在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中，男性教员 22 人，女性教员仅 9 人；在第二女子中学中，男性教员 17 人，

女性教员仅 4 人［l6 ］。 

3 ．以青年教师为主体 

“教师年龄之大小，与经验之多寡，精力之盛衰，颇有关系。” ［17］20 世纪二三十年代，24 岁至 40 岁的中青年教员构成

了安徽中学教员群体的主体。据统计，1932 年安徽省立中学教员共计 557 人，其中男性教员共 491 人，年龄在 24 岁至 40 岁

之间的共有 420 人，占所有男性教员的 85 . 5 % ； 女性教员共 66 人，年龄在 24 岁至 40 岁之间的共有 43 人，占所有女性

教员的 65 . 2 %［18］。无论男性教员群体还是女性教员群体，其主体皆是 24 岁至 40 岁之间的中青年教师。此外，在安徽县立

中学教师中，也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据 1 932 年统计，安徽县立中学教员共计 510 人，其中男性教员 495 人，24 岁至 40 岁

之间的有 358 人，占所有男性教员的 72 . 3 % ；女性教员巧人，24 岁至 40 岁之间的有 9 人，占所有女性教员的 60 % [ l9 ］。

在中学教师中，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一方面是由于年纪较大的教师无法适应新式教育；另一方面是由于教师工作相对稳定，

工资待遇等不薄，能够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 

三、薪资待遇与生活状况 

1922 以前，安徽省中学教师薪金一般每小时为 0 . 5 一 2 元；1922 年实行新学制以后，省立初中一般每小时为 1 . 25 一

1 . 5 元，省立高中一般每小时为 1 . 75 一 2 元。县、私立中学，比照省立中学略低：1927 年，安徽省教育厅制订《中等学

校教职员待遇暂行条例》 ，将时薪制改为月薪制，规定专任高中教员月薪为 120一 160 元，专任初中教员月薪为 80 一 120 元。

兼任教员的待遇，仍以课时为标准，高中每小时月薪 7 元，初中每小时月薪 5 元。私立中学，有月薪制，有时薪制，但一般全

年只发 10 个月的薪金[20 ］250 。在时薪制下，教员为了增加工资收入往往肆意增加兼职数量，而忽视了教育质量。“今各地中等

学校教员则计时计薪，薪金又多微薄，任课时间唯恐不多，既无从容进修之余暇，而薪给所入，尤不足以赡养其家室。事务方

面，则滥设职员，虚费公币，使教员薪给无由提高。” [21］因此，安徽省于 1937 年颁行了《 安徽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待遇办

法》 ，规定省立高级中学教员薪金分为 14 个等级，级差为 10 元，最高级为 210 元，最低级为 80 元；省立初级中学教员薪

金也分为 14 个等级，最高级为 190 元，最低级为 60 元。县立、私立中学教职员待遇远比省立中学低[20 ］251。 



 

 4 

1932 年安徽省立中学和县立中学教师薪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安徽中学教师的薪金标准状况。 

1932 年度，安徽县立中学专任教师工资标准多在月薪 20 元到 80 元之间，兼职教师工资标准多在月薪 10 元以下至 40 元

之间。同一年度，安徽省立中学专任教师月薪多在 40 元至 180 元之间，兼任教师月薪多在 10 元至 50 元之间。省立中学专任

教师的月薪达到县立中学专任教师的 2 倍；省立中学兼任教师的工资最高者月薪 120 元左右，而县立中学兼任教师工资最高者

月薪仅 60 元左右。与省立中学相比，无论是专任教师还是兼任教师，县立中学的教师薪资水平都十分低下。 

这一时期安徽中学教师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据统计，1924 年安徽省中等校教师全年个人用度平均为 261 . 29 元，全家家

用费平均为 425 元，合计全年平均费用 686 . 29 元，教师薪傣标准基本上可以满足家庭生活费用[22］。但是这一时期，教育经

费经常被占用，教师工资无法按时和按标准发放。此外，初级中学教师尤其是兼职教师，工资低下，仅靠工资无法满足家用。

“‘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实为今皖省教职员之共同景况！” [23］1927 年民国统一后，教育经费独立，皖省教育经费

才有所保障。教员的薪金直接关系到教员的生活水平：据统计，安徽省在 1927 一 1934 年间每石大米平均价格约为 10 . 0725 元
［24 ］。1932年安徽省大多数专职教员的薪金能够满足一个 4 口之家的温饱，只有极少数专职教员薪金仅够个人使用；另一方面，

有相当一部分兼职教员薪金在维持家庭生活方面则显得比较紧缺，这说明兼职教员的生活水平比专职教员低。但是与工人相比，

安徽中学教师薪金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开滦煤矿矿工月平均工资不过 9 一 13 元，在 30 年代初，最

多也不过 17 元［25］。与此同时，1929 年庐江县立中学教员普通年薪为三四百元，最高者年薪达 648 元［6］3。与其他省份相比，

据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4 年统计，安徽中等学校教员平均年薪为 743 . 75 元，同一时期全国中等学校教师平均年薪为 706 . 45 

元，安徽比全国平均水平多 37 . 3 元，在所统计的 21 个省市中，安徽中等学校教师薪金水平排名第 12 位，处于中等水平［26 ］。 

除薪金外，中学教员的待遇主要还有年功加薪、给假休息、养老金及恤金等。关于教员的年功加薪，由教育厅长按照本省

另定省立专门暨中等学校职员傣给暂行规程办理，教员加傣由各该校长呈明事实，经教育厅长核定，并转报省署备案，但以在

一校任职已满三年，经考察确有成绩者为限；教员在一校继续任职已满六年，经查明确实著有勤劳，除学校仍照原傣支给外，

其余休息时期及考查旅费，均有教育厅长核定，呈报省署备案，但每校每年不得逾二人。每校每年职教员年功加棒以 5 000 元

为限，旅费以 3 000 元为限，均由教育厅拨给。另外学校教员有继续任职 20 年以上并年满 60 岁者，由教育厅长查明，专案呈

请特别给予休养金［27 ］。教员在达到上述要求时，一般会按照标准领取到相应的薪金待遇。如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教员程敷锴在第

二中学任职达到年限标准，因病退休后，每年领取退休金 540 元［28］ ；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教员都贞茝自民国元年担任二女中专

职教员起，历经 20 年，1931 年因病退体，经教育厅批准，每年可以按规定领取 504 元退休金［29 ］。教员的这些待遇也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教员的生活水平。 

四、结语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徽中学教师群体是一个以男性青年为主体的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的

学历，这使得他们能够胜任新式中学教育。新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也得以在中学教育中得到贯彻实施。在薪资待遇上，由于

1927 年以前战乱不断，皖省教育经费没有保障，所以中学教师的薪资标准虽然较高，但是经常面临欠薪的问题，教员的薪金待

遇较低。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部制定了统一的教师待遇标准，各省的教育经费也相继独立，这使得安徽省的中

学教育经费与以前相比相对有保障，且有增加。这一时期，教师待遇得到提升，他们的收入在社会中处于中等水平，基本满足

家庭生活用度，有利于教师潜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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