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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发展钩玄

□  孙德玉　许　露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立安徽大学保留的安徽省唯一一

个教育学科，经不断发展，成为如今安徽多所高校教育学科

的源头。期间，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布局进行了调整，

成立教学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师资队伍不断完善，遴选了

教育学科带头人，优化了教师的年龄和专业结构，规范了行

政管理，为学科发展理顺了关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重视

新生招录、课程改革和学业考核等各个环节，人才培养硕果

累累；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特色鲜明，也渐有起色。国立安

徽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既继承了原来的优良传统，又顺应了时

代发展趋势。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嬗变不仅为该学科自

身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当代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

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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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4日，原国立安徽大学和安徽省立安

徽学院在芜湖合并，成立新的安徽大学（依档案仍

称之为“国立安徽大学”）。就教育学科而言，学科

布局重新调整，教学机构正式确立，并在师资队伍

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发生

改变。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是当时安徽省唯一一

个教育学科，也是日后安徽省众多高校教育学科的

源头。通过梳理安徽师范大学的档案资料，我们可

以还原新中国建立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历史

原貌，理清教育学科的发展状况。

一、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

学科建设是大学的基础性建设，大致包括“调

整学科布局、完善学科组织、确定学科方向、组建

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基地、确立学科项目、建立学

科制度、营造学科环境等”［1］。其中，调整学科布局

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安徽

省教育学科的布局在新局面下进行了调整。

第一，教育学科布局是在大学危机的背景下进行

调整的。安徽省旧省会安庆市解放之后，原国立安徽

大学面临危机重重，资金严重匮乏，教师流失严重，

洪水毁校，这些危机致使大学教学一度停止。为了集

中管理和节约办学，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与华东军

政委员会教育部协商决定：原国立安徽大学东迁芜

湖，利用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的校址，成立新的安徽

大学，仍为国立。自此，“国立安徽大学的本根牢牢

扎在古城芜湖，是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2］。

第二，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利用学科的亲缘关

系。原国立安徽大学和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的许多学

科亲缘极深。以教育学科为例，安徽省教育学科最

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安徽省立大学时期。

1937年7月，省立安徽大学暂时停办，各院系的师生

四散，部分师生在皖西大别山重新组建安徽临时政

治学院教育系，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又吸纳了宁、沪

等地撤离的皖籍学者，发展成为安徽省立安徽学

院，招收“长三角”沦陷区的高中毕业生。1946年，

安徽大学在旧省会安庆复校，升为国立。其文学院

哲学教育系的师生多来自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安

徽省立安徽学院则南迁芜湖赭麓，其教育学科继续

招生。正是这种渊源深厚的亲缘关系使得国立安徽

大学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并未掀起较大的波澜。

第三，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着力解决突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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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机构设置不对等，原

国立安徽大学是“大学—学院—系”三级垂直结

构，安徽省立安徽学院是“学院—科（系）”两级

垂直结构，因级别不对等，导致学科内部的“无缝

对接”难以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国立安徽大学

多次召开校务会议，经讨论决定：撤销原国立安徽

大学文、理、法、农等四个学院及其行政机构，改为

“大学—系”二级垂直结构，松绑学院之下的各个

系，使之受大学直管，并处于平等的地位，然后按照

各系相近、相似、相通的程度，把安徽省立安徽学

院诸科（系）并入，最后实现学科的“自觉组织”。

这种“自觉组织”解决了机构设置不对等的弊端，实

现各种学术资源之间的聚集，释放学科内部各要素

的张力，并发挥积极的效应，为国立安徽大学的整

体发展贡献了力量。

第四，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留有包容的空间。

就教育学科下的专业而言，原国立安徽大学哲学教

育系和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师范专修科是不同的。原

国立安徽大学哲学教育系专注于用哲学的方法思

考教育现实，尝试解决教育问题；安徽省立安徽学

院的师范专修科则倾向用心理学的方法提高教学

能力，培养中小学教师。几乎可以肯定，原国立安徽

大学哲学教育系是安徽省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学

科的源头，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师范专修科是安徽省

心理学学科的源头。面对不同业务特长的机构，国

立安徽大学在学科布局的调整过程中，留有一定空

间，因势利导，容纳不同。

通过教育学科布局的调整，国立安徽大学保存

了安徽省唯一一个教育学科，教育学科依附的教学

机构得以确立。它汲取菁华，孕育人才，把教育学的

种子广布安徽省内各地，使之生根发芽，共同肩负

起为安徽培养师范人才的重任，对安徽省中小学教

育贡献颇多。

二、教育学科的队伍建设

（一）确立学科带头人

学科带头人对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他们既是

学科发展的“领导型学者”，也是不可缺少的“主体

性要素”［3］。新中国初，马客谈拟为国立安徽大学

教育系的代主任，他历经考验、付出极多，被公选为

教育学科带头人，实至名归。

其一，爱国热忱是学科带头人的基本要求。马

客谈祖籍南京六合，1914年夏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后来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

习。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他以中华儿童教育社的

名义，随教育家陈鹤琴访问欧洲诸国。1935年夏，

他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后，马客谈毅然回国，服务祖国需要，词曲大师卢

冀野为他专门写了一首词《贺新郎·马客谈自海西

归》。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安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开创者之一，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并兼任学

校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其二，学科带头人应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淞沪

会战后，马客谈践行“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俾续弦

诵”的使命。在汉口，他负责转移苏、浙、皖等地千

名中小学生，让他们分批撤退陪都重庆。1938年3月

28日，他参与国立四川中学的创建，并担任校务委

员会委员。同年秋，他受聘于国立二中师范分校。国

立二中师范分校几经改名，无论是国立重庆师范学

院，还是江苏省立江宁师范学校，马客谈始终担任

校长一职。1949年7月，他调入国立安徽大学，任职

于哲学教育系。

其三，学科带头人需有一定的学术成就。马客

谈著述等身，编纂书籍至少10种，由商务印书馆、

（上海）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等出版。其中，《艺术

教育学》《儿童歌谣》《国民教师工作指引（第一

册）》《初等教育（全一册）》《幼儿工作游戏教材

（多卷本）》和《儿童教育》等较有影响力。他留世

期刊论文的数量更多，学术成就令人敬佩。

其四，学科带头人须得到师生支持。有资料显

示，新中国初大学学科带头人的选拔相当严苛。首

先，校长许杰找马客谈单独谈话，了解其意愿，并记

录在案；然后，教务处行政人员收集系中同事意见，

经慎重考虑，才公示代系主任信息，并在校务会议上

备案。代系主任负责学科内各类事务，持续锻炼至少

两年。最后，系中组织师生大会，一人一票，按照票数

的多少决定是否当选，学校派代表列席监督。

马客谈担任学科带头人，历经国立安徽大学、

安徽师范学院和皖南大学等不同时期。他为教育学

科的发展，殚精竭虑，贡献颇多。华东区院系调整

后，学校须转型为高等师范院校，关于如何转型、

教 育 史 苑 新中国成立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发展钩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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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保留教育学科、如何发挥教育学科的作用等问

题，马客谈多次在大学发展的关键决策中发挥重要

作用。在他的坚持下，教育学科得以存在，并推动其

他学科转型，真正服务于师范教育，培养各学科高

质量的师范人才。

（二）优化师资结构

新中国初，中共党员在高校师资队伍中比重极

低。大学非常在乎新入职成员的政治面貌，而马客

谈关心的是教育学科师资队伍的健康发展。

首先，为了办好高等师范院校，马客谈认为教

育学科的教师在正确政治思想的指引下，应兼顾不

同的专业方向，即让教育学和心理学并存。1950年

的档案显示，“国立安徽大学和教育系极力支持设

立心理学系”［4］，国立安徽大学心理学系和地理学

系同时被中央教育部批准设立。

其次，为了师资队伍年轻化，教育学着力引入

助教，引入途径多样。其一，单位调动：如，吴宣童

是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的首届毕业生，被分配到

芜湖市工商统计局，鉴于成绩优异和个人的强烈意

愿，最终被调回教育系。其二，高师分配：如，1952

年8月，上级部门申请逐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或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分配助教，要求

研究生文凭，教育学或心理学专业均可。其三，优

秀毕业生留校：如，1950年7月11日，国立安徽大学

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教育系应届毕业生刘荪

钜留校。

再次，为了师资队伍的和谐相处，要求各年龄

段的教师共同完成教材编写。当时安徽省要求培训

中小学教师，教育系下决心发展公共教育学，并坚持

以心理学为辅助——在原有公共教育学讲义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体系、充实内容、形成教材，进而以

教材为抓手，促进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从讲义到教

材，教育系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付出了艰辛劳动，一人

或多人负责一章。初稿完成之后，各位教师打破专业

差异，按照年龄再次分组，逐字逐句地对初稿进行讨

论和推敲，拟出相关意见，交由系中助教汇总，系主

任马客谈最终定夺。该教材的新颖之处是专设章节

探讨教学心理学，并使用了心理测量的方法。这种方

法对1958年安徽省中小学新学制的探索大有裨益。

（三）规范行政管理

民国时，国立安徽大学是“大学—学院—系”三

级垂直结构，行政事务主要集中在“大学—学院”

两级，系一级的行政事务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之

后，国立安徽大学改变原有的教育行政结构，导致

大学内部众多行政事务直接落到系一级，系一级堆

积了不少行政事务，工作压力和强度极大。为了妥

善处理校内行政事务，教育系开始成立专门的行政

队伍，挑选年轻助教兼职，分担行政事务。

国立安徽大学行政队伍人员精简得当，职责明

确。行政人员起初有4人：系主任马客谈统筹系科内

的重大行政事务；一人专门处理教育系的教学实习，

后因院系调整，调入教务处实习科，负责全校师范

生的教学实习；一人辅助学生生活，包括思想羁绊

和心理问题疏导、开学注册、学生安全教育；一人专

门处理校务委员会和教育系的公文往来，既要做好

上级来文的整理和归档工作，又要笔录教育系的会

议记录，必要文件和突出问题须及时反馈。

三、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

新中国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面向安徽各地

培养教师。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国立安徽大学

教育系在新生招录、课程改革和学业考核等方面十

分慎重。

（一）谨慎招录新生

1950年8月的招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首

次实施的高考，也是安徽高校首次自主招生考试［5］。

这次招考的招生广告、试题内容、复试名单和最终

排名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一是招生程序透明。通过协商，国立安徽大

学确立了自主招生的具体范围、录取总额和考试

流程。1950年7月22日和24日，国立安徽大学分别在

《皖北日报》《皖南日报》《苏北日报》和《解放日

报》刊登《招生章程》，内容包括招生性质、报名期

限、具体招录新生的专业以及不同专业所对应的考

试科目。

二是考试过程公正。根据报名情况，国立安徽大

学决定于1950年8月在芜湖、安庆、蚌埠和扬州四个

考点同时开考。主考官负责当堂拆卷。笔试后，试卷

由各地主考官带回国立安徽大学，校内教职员统一

进行批改。考生成绩依据多门科目的总分排名，筛选

面试名单分正取生和备取生。录取结果张榜公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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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中央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备案。

三是学籍注册细微。第一，学生家庭背景须一

目了然，注明是农民、地主、工商业资本家或知识分

子。第二，学生学历须真实，须有高中阶段毕业证明

书或修业证明书，这份资料收入学籍档案。第三，

学生的入学资料须齐全，包括《1950年度新生报名

单》《1950年度新生入学试验成绩》《1950年度新

生体格检查表》《口试体格复查证》和《新生口试

评核表》5种，缺一不可。第四，学生注册拥有学号，

学号的安排是从高年级到低年级，同一年级的学生

按照专业前后排序，同一专业内的学生按照姓名的

笔画排序。

（二）深化课程改革

其一，课程改革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

教育与各种社会活动相结合，重塑了大学在校师生

的三观。1950年度第二学期开始，全校学生开始接

受教育系教师开设的“新民主主义论”，个别院系

如教育系、经济系和法律系还额外开设“马列主义

名著选读”。根据国立安徽大学1951年《“新民主主

义论”教学状况》，“一年级文艺系20人；教育系10

人；经济系21人；史地系4人；化学系17人；物理系14

人；数学系15人；农业系20人；园艺系16人；森林系

19人。其它各年级各学系补修6人。总计173人”①。

其二，课程改革践行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是两

个或者多个年级的学生共同编成一个班。1952学年

第一学期，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学院要求各师范专

业把“教育学”作为公共必修课。生多师少，复式教

学开始盛行。其具体编班的方式更为复杂：有的是

二级复式制，即两个年级的学生编排在一个班级，

如物理系；有的则是三级复式制，即三个年级学生

编排在一个班级，如化学系；还有些是四级及以上

的复式制，如中文系和历史系。

其三，课程改革落实一线教学实习。1950年6月

10日，国立安徽大学教务处商洽几所学校，最终仅有

一所小学愿意供教育系学生试教，而且需教育系的

教师全程陪同，确保学生安全。此次实习虽然规模

不大，只有十几人，但却算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有

史记载最早的教育实习。当时的教育实习只持续了

2周，但通过这次实习奠定了教学实习的基本规范。

1951年和1952年，教育系校外教学实习延长到4周。

（三）严格学业考核

于教育系而言，1950年上半年仍是一个过渡时

期。因高校的新学业考核标准尚未成型，国立安徽

大学教育系沿袭了民国的标准：大学四年各科修业

合格。在1950年6月的校务会议中，学校要求依然按

照民国“毕业试验”的模式严格对待学生——撰写

毕业论文，执行毕业考试。有所补充的是，之前或正

在进行的社会实践是参加毕业考试的必要条件。

关于学业考核的标准，校内争议颇大。有人提

出，新中国新气象，新中国的大学教育应与众不同，

为人民服务，不要再走之前的老路和弯路；大学生

只要有一定服务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实践经验，就可

直接颁发大学毕业证，顺利毕业。这个观点引起大

多数教授和副教授担忧：不写学位论文，不行毕业

考试，这样算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吗？大学生千辛

万苦来到大学，埋头学习就是为了干体力活吗？将

来，人人都会服务人民，只有合格大学生才能更好

地服务人民。

1950年8月14日，经过各方的反复磋商，《高等

学校暂行规程》正式对外颁布，国立安徽大学教育

系严格执行。每门课程的学期考试由本课程授课教

师命题，谁命题谁批改；后来改为专业内几位教师

联合命题，流水批改。有档案显示，1950年度第二

学期，教育系毕业生须统一参加毕业考试，考试成

绩不合格者，教务处要求补考；若有两门不及格，或

补考后仍未及格的学生，留级处理。

四、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

20世纪50年代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清办好高等师范院校的思路，

二是规范管理师范生的校外教学实习。

如何办好高等师范院校？这是1952年国立安徽

大学面临的挑战。1952年春，应上级要求，国立安

徽大学筹划变革，“大学—系”的二级垂直结构改回

“大学—学院—系”三级垂直结构；新成立了国立

①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档案资料[Z].“一九五零学年度国立安徽大学“新民主主义论”教学状况”全宗.全27件编号:1950—JX—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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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师范学院，吸纳中文、外语、历史、地理、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等系，并恢复农学院。

其中，中文、外语、历史和教育等系与民国时国立安

徽大学文学院一脉相承；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

等系与民国时国立安徽大学理学院一脉相承。事实

上，把综合性大学的文学院和理学院转型为高等

师范院校，挑战极大。根据已有档案，教育系教师

的研究表明：第一，根据安徽省情，应该加大学校

的基础建设，容纳和培养更多的学生。第二，完善

大学附属学校体系建设（该体系包括专科学校、完

全中学和小学等），一方面解决教职员工子女入学

的问题；另一方面为学院各学科师范生提供实习场

地。第三，促进学科知识联系中小学的教学实际，

各师范专业强调学科知识的通俗化和科学化，提升

师范生的教学能力。

师范生校外实习是提升高等师范院校质量的

试金石。为了规范实习要求、强化实习效果，1952学

年第二学期，国立安徽大学要求师范学院所有专业

必须校外教育实习，并将此与学生毕业挂钩。1953

年，根据教育系提供的心理学实验报告，以及往年

教育实习经验的总结，国立安徽大学要求师范学院

所有专业增加“班主任见习”环节。“班主任见习”

要求师范实习生在已有规范内，不断地从教学实践

中得到锻炼，确立了“访问班委会、团支部及班报委

员会，研究他们的组织和领导工作”①，并且恰到好

处地“担任值日、检查清洁、指导自习和辅导文娱体

育”［5］。这一经验简单而有成效，得到广泛推介。

五、教育学科嬗变的历史影响

经过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国立安徽大学教育

学科的发展历程对安徽省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都

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学科建设继往开来

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与国立安徽大学一脉相

承，其学科建设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也顺应时代

进步的趋势并不断创新。

第一，保存了安徽省心理学学科的火种。安徽

省立安徽学院师范专修科是心理学学科的源头。

1951年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组正式

成立。1951年夏，心理学系和地理学系一同获得中

央教育部的批文，准许建系，这是新中国后各类师

范院校中最早确定建制的心理学系。在校内外各因

素的制约下，国立安徽大学心理学系最终没有单独

成立。不过，心理学学科的影响持续存在，从国立

安徽大学开始，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皖

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各个时期，心理学学科对

师范人才的培养，发挥了极大作用。

第二，坚持师范生培养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早在民国，原国立安徽大学就要求哲学教育系

的学生实习。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系实习的强度提

高，教师和本科生均要求参与。教师在实习过程中

负责指导学生，积累管理经验，妥善处理教育过程

中的突发状况；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掌握中小学教学

技能，体察中小学的实际，做到学以致用，用教育理

论充分指导教育实践。

第三，开了安徽省高校一个系拥有实验学校和

资料室的先河，推动教育学科现代化。早在1950年5

月22日国立安徽大学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教

育系本科生就提出了“建设实验学校、实行教学试

验”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几年内就得到了妥善解决。

同时，在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教育系师生

联合提出：“请设置教育系的资料室”②，便于国内

外教育资料和情报的汇集。这条建议受到当时学校

领导和教务部门的高度重视，1950年年内就得到解

决，并形成了传统。后来的合肥师范学院教育系和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都延续这一传统。

（二）人才培养硕果累累

从1949年到1953年，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一共

培养百余名教育学专业人才。他们大多数服务于安

徽省内各级师范院校，如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

大学、安庆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和阜阳师范学

院等；少数人则响应祖国号召，奔赴祖国各地。其

中，在教育学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王策三和

江铭。

王策三，1950年第二学期毕业于国立安徽大学

①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档案资料[Z].“一九五二学年度安徽大学教务处教育实习总结”全宗.全1件编号:1952—JX—14:2.

②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档案资料[Z].“国立安徽大学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提案目录”全宗.全10件编号：1950—XZ—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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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当年的毕业证书号码是7，籍贯是安徽省潜

山县。根据档案显示，王策三先生在国立安徽大学

本科学习期间，学业成绩中等，个人身体素质一般，

毕业工作的第一志愿是“师范学校教育教师”①。后

来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生班学习，院系

调整中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他

1986年正式聘为教授，是国内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的

著名专家之一。

江铭于1950年7月从苏北扬州考区考入国立安

徽大学教育系，当年入学学号是511160，籍贯是江

苏省丹阳县。在校期间，他特别擅长逻辑学，该科目

学业考核成绩为满分。1953年，他因院系调整迁入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195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

教。他是现当代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之

一。

（三）学术影响不容埋没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有自

身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结构框架、内

在逻辑等。国立安徽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其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辐射全国的学术影响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强调儿童主体，在全国率先确立小学课

程标准。在实施师范教育过程中，国立安徽大学教

育系注重研究儿童在学校、班级甚至课堂情境中的

具体反应、存在问题和应对策略并据此商讨课程标

准。1950年春，教育系代系主任马客谈最早向中央

人民政府教育部提交《小学课程暂行标准通稿》的

研究报告。

其二，确立班主任制度，注重班主任研究。新中

国初，有人参考苏联经验，指出“建立一种巩固的和

友爱的集体生活,班主任和少先队的联系是十分重

要的”［6］。国立安徽大学教育系要求实习生在实践

中研究班主任角色：研究范围扩大，不仅在小学设

立班主任，还要在中学设立；班主任的研究不能停

留在理论假设，还要密切结合实习；几乎每一个实

习班主任都要为班级的学生做“档案”，介绍学生

的家庭背景、人口数量、父母关系、受教育背景和常

见的心理问题等。

其三，大胆尝试教育改革实验，积极探索新学

制。新中国后，教育学科依然沿袭民国“六·三·三”

学制，但探索新学制的步伐并未停歇。1953年暑

假，教育系的教师开始探索新学制，并联系各学科

的教师，一同完成低年级讲义的设计和教材编纂。

后经安徽省教育厅批准，安徽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率

先推行新学制试验。1958年，合肥师范学院成立，

致力于文科性师范院校的建设。安徽师范学院部分

教师北迁合肥，培养文科师范生。他们更换场地，

继续试验新学制，并确立“十年一贯制”的思路，

大胆打通小学、中学和大学，建立“阶梯式”的升学

体系，当年的合肥师范附小、附中（后撤，并合肥46

中）和合肥师范学院（后并入安徽师范大学）就是开

展学制试验的场所。这种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有

档案记载，新学制探索积累了百万字的资料，后不

知所踪。

总之，新中国初国立安徽大学教育学科的嬗变

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缩影。教育学科嬗变的背

后积蓄了一股改革的力量，这种力量为安徽高等院

校教育学科的复苏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中国教育

学科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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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 in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in Early New China

 SUN De-yu  XU Lu

Abstract: In 1949, the Higher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Military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Nanjing discussed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East China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mmittee and the both parties together 
made an important decision that National Anhwei University and Provincial Anhwei College would be merged into 
a new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at Wuhu, the original site of Provincial Anhwei College.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retained the only educational science discipline in Anhui Province. After more than sixty years, the educational science 
discipline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and becomes the alma mater of this discipline in Anhui Province today.

In early New China, the layout of the educational discipline of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underwent important 
adjustments. It integrated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of National 
Anhwei University and the Teacher's Specialized Courses of Provincial Anhwei College. The above two teaching 
institutions had close ties. The new university leaders of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held several meetings to discuss 
the adjustment of the disciplines and finally make a decision. The colleges of the original university and affiliated 
units were revoked, including colleges of literature, science, law, and agriculture. This profound decision challenged 
the original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and established a new "University- Department" two-level vertical structure. The 
departments controlled by the college was loosened and each department, which directly managed by the university, 
had equal status. Then,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of disciplines, the departments of Provincial Anhwei 
College were merged into relevant departments that were National Anhwei University.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y achieved“autonomous organization”and the ne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as established, which was for the 
training of teacher talents in Anhui Province.

After a strict selection,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hired Ma Ketan to be the discipline leader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illed with patriotism, he possessed excellent leadership skills and admir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 
He devoted his effor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is reform measures won supports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Under his leadership, he promote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faculty, and made 
efforts to achieve a balance of specializations of faculti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University- Department" two-
level vertical structure in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he took certain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and standardize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t the department level.

Teacher Talent cultivation in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oth results and the training 
process. The admissions of freshmen strived to achieve procedural transparency, the fairness of process and careful 
registration. The curriculum reforms paid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eacher students, 
practiced the multi-grade teaching method and implemented the first-line teaching interning for all teacher students. 
As for the academic assessments, the standard adopted in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still in use-- college 
graduates were required to pass the four-year grades,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graduation exam, and completed a high-
quality undergraduate thesis. Later,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transitioned to the new China’s Provisional Regul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s ne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ssesse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academic 
research showed gradual improvements,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mapp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f a normal 
college, and regulating off-campus internship of teacher students. At this juncture,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was re-
adjusted, and resumed the original three-leve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university- college- department".

In short,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science discipline not only inherited fine traditions, such a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in Anhui Province. The educational science discipline in Anhui University 
answered to the call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teacher student education combined theories with 
extracurricular teaching practice.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educational discipline had achieved great gains. 
Many undergraduates served teachers' colleges at all levels in Anhui Province. Among them, Wang Cesan and Jiang 
Ming were the most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se changes had not only laid foundations, 
but also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al disciplines.

Key Words: new China; National Anhwei University; national Anhui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disciplin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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