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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制度之研究 

阳荣威 ∗，赵利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良好的转学制度设计能够有效约束中学生父辈的社会资本渗透到转学过程中，进而能够在更大程度

上保证教育公平。民国时期历经各种战乱，中学生转学现象较为突出，当时的转学制度在解决中学生转学

问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就我国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问题的处理情况，包括转学程序、转学规章制度

和转学特点进行研究，以图对我国当前中学生转学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民国时期  中学生  转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A 

 
 

转学意味着对教育资源的重新选择，如果这一过程过多融入家长的社会资本因素，转学

可能会沦为教育领域的拼爹游戏，父辈的社会资本则会成为决定游戏胜负的关键因素，而教

育制度本身的约束力将会被弱化。这样的转学制度将会演变为一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混

战，民众的教育不公平感将与日俱增，进而对教育现状怨声载道。处在各种混战环境下的民

国时期，中学生转学现象比较突出，当时的转学制度是如何保证教育公平，很值得我们去探

讨。这其中有些转学制度，对当前的中学生转学问题仍然有较大的启示。 

一、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之程序 

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均有明确的政策法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当时中学生转学有比较严

格的程序。根据 1913 年 12 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公布收受转学生规则令》，其中具体

规定了中学生转学程序：“第一条，各校收受转学生须于每学期开始前行之。第二条，中等

学校转学生须呈验经教育部核准之学校所发之原校证明书或在校证书及成绩表。第三条，须

先审查其原校证明书或在校证书等果是性质相符、班次衔接再行编级试验，另审查时如遇有

未将每学期各科考试分数详细填注者，不得予以编级试验。第四条，各校收受转学学生非经

编级试验及格 

者不得收录。第五条，须查明在原校退学之故，如是因事革退及进级试验落第因而退校者不

得收录，凡外洋留学生如有前项情事亦不得收录。第六条，各校收受转学生后须于一周内遵

照本部十九号布告填写第二号学生一览表，并抄录原校证明书或在校证书等呈报教育行政官

厅备案。国立学校收受转学生应呈报教育部备案，省立县立或城镇乡立中等学校收受转学生

应报由省行政长官转报教育部备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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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制作中学生转学流程图如下： 

           

 

        

 

 

                   

 

                          

 

 

       

 

 

           

 

 

 

对转学流程图的详细剖析如下： 

第一，转学时间。转学时间为每学期开始前，学期中途不得转学插班。所以确定转学的

学生，要在本学期期末考试及格后，由监护人或入学保证人向现在就读学校提交理由正当

的书面申请。校长审查通过后按教育部规定发给转学证书。转学生持转学证书和读书期间

的各科成绩单，于下学期开始前向欲转入学校提出申请。 

第二，转入学校。收受转学生的学校，于学期开始前，发布转学报名手续、时间、地址，

入学考试科目等详细信息。登记转学生报名信息，严格审查转学证书、修业文凭，附带原校

学习科目详细成绩单及转学真实原因，辨别真伪，以防蒙混之事的发生；性质相符、班次衔

接，再行编级试验；只收录成绩合格者。此举可以让同一水平的学生处于同一教学环境中，

以防学生滋生欲速念想，忙于升班超等，无法专心求学甚至衍生私欲，追名逐利，舍本逐末。 

第三，收编呈报。对于转学入学考试及格的学生，于编级后一个月内，制作转学生名册，

详细填注原校，转学原因，原校各科成绩，以及编级试验成绩，连同转学证书及成绩单，一

起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未经核准前，作为旁听生。 

本学期期末考试及格，由家长或入

学保证人向原校提出书面申请 
校长审查，理由正当者按

教育部规定发给转学证书   

 下学期开始前，持转学证书 
和成绩单向欲转入学校申请 

审查转学证书（函送原校或由 
省教育主管行政机关检验）  

 属实且理由正当、学科相同、

年级衔接，则准其参加编级考试 
及格者收录，不及格者参加 

补习班，下次再考   

转入学校于一个月内制作转学生一览表，连同转学证书、成绩单

编级考试成绩呈送教育部或省教育厅审核      

 核准之前只作为旁听生， 
核准通过后制作转学生履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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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民国时期教育界对待中学生转学的严肃慎重、认真负责可见一斑。 

二、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制度的特点 

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制度、转学程序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后，发现民国时期中学生

转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审查严格，有系统的准入机制 

“无规矩不成方圆”，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有严格、系统的准入制度设计，能够有效防

范学生的任意转学和蒙混伪造等现象的发生，在保证学风的同时也保证了教育管理的有序进

行。 

第一，防止任意转学影响学生学业和学风。鉴于各校学生颇多任意转学，原肄业学校漫

无限制，收受学校亦不考察转学原因即行编级，以致学生任意转移学籍，严重影响学风。为

防止“燎原之势”，1918 年财政部颁布《拟定各学校学生转学证书及修业证书贴用印花税

办法》“中学校转学证书、修业证书贴印花四分
[2]
。”（印花税，是税的一种，是对合同、

凭证、书据、账簿及权利许可证等文件征收的税种。纳税人通过在文件上加贴印花税票，或

者盖章来履行纳税义务）。1945 年 4 月 9 日教育部中字第 13630 号训令《限制学生转学办

法》中规定“学期中途，不得转学。开除学籍学生，不得发给转学证书
 [3]
。”无须置疑，此

举有效约束了原校滥发转学证书的行为，有利于防止学生见异思迁、随波逐流，肆意转学影

响学业。因为过于频繁的流动，不仅导致学校不能保持固有状态、从容规划教育前途；而且

转学生因转入学校与原校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来适应新环境，其学业发

展委实受到种种阻滞。 

第二，防止蒙混之事影响教育管理和校风。由于受战事影响，学生转学频繁且问题较多，

难免蒙混伪造之事的发生，因此教育部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予以约束。1938 年教育部令《战

区各级学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中规定：“各项证书及证明文件如有蒙混及滥发，除开除

学生学籍外，并予负责人员以相当处分
[4]
。”教育部严厉处理证件蒙混造假或滥发事件，不

仅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连同相关负责人，如证件制作者或发放者、接收者均予以相当处分。

如此既可于源头处威慑造假行为，又能督促接收学校依法办事，杜绝对“漏网之鱼”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的纵容行为。                      

可见：混战不断的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已有系统严密的准入机制。而严格的审查，保

证资料真实齐全，不仅有利于转入学校迅速对转学生编级测验，收录及格者，使其在较短时

间内适应新环境，以防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可谨防蒙混造假、作奸犯科之事损污学校

系统，防止敏感的中学生误以为投机取巧、背弃诚信以谋私利在教育领域可行。 

（二）以生为本，对有失学危险的学生有救济制度 

“为了一切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混战不断的民国时期，为使中学生免于被动失

学，针对教育低效、战事影响以及一些特殊情况，教育部门制定了相应规章进行了较为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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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 

第一，教育低效，强制转学。特殊情况下，为使学生学业少受损害，教育主管部门有权

强制无法维持正常教学活动的学校停止招生，安排该校学生转学。如 1918 年天津市教育局

训令：“省县私立各中学校因办理不善学生会考成绩过低、或逾期尚未立案，令其停止招生，

并将其学生分别转学
[5]
。” 这是教育领域的“优胜劣汰”，强行关闭管理不善、教育效率

低下的学校，以防误人子弟，让学生转入更好的学校，以防影响学业。 

第二，囿于局势，被迫转学。在动荡局势下，学校或倒闭、或停办，师生安全受到威胁，

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进行，学生纷纷转学。像 1932 年安徽省政府教育厅指令第 1378 号令《天

长县立初中请核沪上受战事影响各校无转学证书学生转学办法》中规定：“受战事影响，沪

上学校未能及时开学，不能按期举行学期考试，或已在战火中消亡，初中学生前来转学，既

无转学证书，原校又无从查询者，经编级试验，程度相当者，暂收作试读生，转入学校须设

法取得转学生之在校证明文件，呈厅核查
 [6]
 。” 1936 年江西省教育厅第 5298 号训令《东

北学生升学转学办法》中规定：“对于东北转学学生或自愿降低年级之毕业生，应在可转范

围内，准其参加编级考试，成绩较低者，酌降年级录取，以免失学
[7]
。”北方战事愈演愈烈，

殃及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进行，中学生为继续学业纷纷转往南方各校，教育部门适时

下达相关法规，保证其顺利转学。 

第三，情况特殊，准许转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容特殊原因，不墨守陈规，与其辍

学不如准其转学。如 1932 年安徽省政府教育厅训令第 432 号《令省立第三女子中学姑准师

三插班生吴绍勤、刘咏芳转学》中言明：“高中师范科三年级插班生吴绍勤、刘咏芳，核与

规定不合，经予指令退学在案。兹据前省督学邓季宣称，视察省立三女中时，校长尹允怀面

称师三插班生吴绍勤、刘咏芳均有转学之特殊原因，吴绍勤因家贫就学于本学区较为便利；

刘咏芳随父而来不能独往湖南原校，若令其退学，该生等势必辍学，故审查之后，准予编级

受课，以免中途辍学
[8]
。”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切以对转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损失最

小为标准。这体现了动荡形势下，当局重视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和对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

下一代的人道主义关怀。 

（三）禁止勒令转学，对原学校转出学生有严格的限制 

“勒令转学，学生不能承受之重”。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教育部设有系统的收受机制，

对原学校转出学生也有严格限制，主要体现在禁止勒令转学上，因为勒令转学不仅意味着教

育无能和教育失责，而且有损学生身心健康，甚至可能致其被迫辍学而终断学业生涯。 

具体法律规章及解析如下：1935 年教育部中字第 13630 号训令《限制学生转学办法》中

规定“如学生中有学业或体育或操行等不及格者应分别依照规定留级，或留校察看，或施以

特殊训练，其确实不堪造就者，应予开除学籍，不得率予填发转学证书，勒令转学他校，以

免减低教育效率。
[9]
”1936 年圣陶在《短论勒令转学》中提出：“勒令转学虽无斥退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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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有斥退之实，不仅一个学校斥退，竟可以是所有学校对之关起门来
[10]

。”原校对学生失去

耐心，认为不堪造就，视为包袱，遂以一张转学证书欲将其甩给其他学校，而别校也以种种

理由（比如学额已满、要通过考试等）和颜悦色地拒不接纳。结果被勒令转学的学生既回不

得原校，又无新学校可去，陷入教育无门的尴尬境地。 

所以，勒令转学不仅有违教育本质、断送学生学业生涯，使其产生被抛弃感，萌生“破

罐子破摔”的消极心理，成为问题少年，甚至危害社会；而且还大为伤害师生感情，致使二

者处于对抗的恶劣境地。 

（四）机会均等，对品格高尚的学生有介绍转学的渠道 

“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崇德启智，方固根本”。民国时期中学生转学，除了设有严格的

准入机制、收受机制和转出限制以外，教育部门基于教育公平原则制定相关规章，打破人为

限制，在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准许跨地域转学。 

民国教育部门遵循“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给所有的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同等机会，

根据实际学习能力再予以定夺。即使未立案的私立学校或已停办学校的学生，能否转学，关

键在于学生自身的水平而非所在学校的水准。因此，南京和山东教育部门均制定了处理未立

案的私立学校或已停办学校学生转学的法案。1931 年南京市教育局第 854 号训令中规定“未

经立案或已停办的中等学校学生，投考转学，程度相当、试验及格者即被收录
 [11]

。”1931

年山东省教育厅《未立案之私校学生转学办法》中规定“对于未立案之私立学校之转学学生，

一律准其转学，惟其转学之先，必须经厅一度严格考试，按其程度高低，予以转学证书，并

须有招收转学生之各校，再作编级试验，以定去取
[12]

。”综上所述：转学生不受地域限制，

可在县立、省立和国立中等学校之间自由转移，只要拥有经教育部审核的转学证书，并通过

欲转入学校的入学考试即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能则居之，只要学习成绩优异，

达到收受学校的要求，转学生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转入。 

（五）学分折扣，有良好的转学对接制度 

“能力一马当先，声望退居其后”。为保证教育效率和体现教育公平，民国时期中学生

在转学过程中，收受学校根据入学考试成绩决定是否予以折扣，教育部对此专门制定了以下

法律制度：1934 年福建教育厅发布《教育部解释甄试生转学办法》中：“教部据上海市教

育局呈请核示应甄别试验核定之年级及转学学校，是否得再折扣学分及折扣学分之标准（照

普通转学手续，入学之时，其所得学分通须折扣，如八折九折等，视其原校之声望与资格为

标准）惟既经部局甄别准予转入某年级，似不当再以原校声望论而折扣学分。当经指令解释

云：甄别试验所核定之年级，乃为投考时之年级根据，如转学时，其所转学之学校，认为入

校考试成绩太劣，得酌量降低年级肄业。如入学考试成绩及格，录取年级与核定年级相符者，

即认为具有入该年级肄业之资格，其原校所得之学分，不得再行折扣
[13]

。” 

换言之，就是按照普通转学手续，入学之时，转学生所得学分要根据原校声望与资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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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折扣（如八折九折等）。但原校声望并不能完全代表转学生本人的能力，所以根据其编级

试验成绩来确定转入何年级，并结合原校声望则更合理。如果所转入学校认为转学生入校考

试成绩太差，则要折扣，酌量降低年级收录；如果入学考试成绩及格，则认为具有转入该年

级学习的资格，并按核定年级收录，其原校所得学分也不再进行折扣。因此，是否进行学分

折扣主要依据编级试验成绩，学校的声望和资格退居学习能力之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

帝的女儿不愁嫁”这种定势思维，体现了“唯才是录”的教育品格。 

三、对当今中学转学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民国中学生转学制度的研究，“以史为鉴，借古御今”，提出若干见解，以期更

合理地处理我国当下的中学生转学问题。 

（一）制定严格的转学程序，使转学有章可循 

法治社会，健全的法制乃“人治”的克星。只有制定严格的转学程序，中学生转学才会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治”的温床方可被冰冻。教育部应制定系统的中学生转学规章，

严格界定转学时间、转出学校和收受学校应为事宜。将转学问题的解决上升到法律高度：一

方面，可以有效防止转学幻化成教育场内的拼爹游戏，杜绝某些学生家长凭借得天独厚的社

会资本见缝插针地钻转学空子，乃至扰乱正常的转学，制造教育灰色地带，损害学风，甚至

引起民愤。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中学生随意转学、学校肆意收受，进而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

影响教育规划，甚至使教育界滋生浮躁急进的不良风气。 

（二）设立严格的转学准入制度，避免转学随意化 

于源头处规范中学生转学，设立系统严密的准入机制，能够有效防范蒙混伪造行为，在

保证学风的同时也维护了教育管理秩序。既能满足中学生转学的合理需求，又能适可而止地

防止随意转学风的兴起。 

鉴于中学教育承上启下，至关重要，会深刻影响学生一生的教育进程；而且中学生生理

心理都不成熟、敏感脆弱，易受外界干扰和左右，在熟悉的环境中比较容易产生安全感和信

任感，更有利于身心的健康成长。所以：第一，于中学生而言，转学须谨慎，不可盲目跟风、

频繁转学，要事先收集齐全想要转入学校的相关信息，了解其地理位置、周围环境、饮食习

惯、校园管理、校训校规、教师风格与教学方法、课堂模式、师生互动、考评方式等，明确

自己能否尽快适应；最好于学期初转入，尽量不要中途插班，以防影响学业进程。第二，于

收受学校而言，则要严格审查转学生的转学资格以及转学原因，查明家庭迁移者、被原校退

学者、成绩欠佳者的真实情况，根据转学入学考试成绩，决定是否收录，坚决杜绝“人情”、

“关系”搭便车。 

（三）建立转学救济制度，防止学生被动失学 

“教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建立转学救济制度，主要是为了给所有的学生，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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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拥有贫乏、基于非主观原因落于教育下风的学生，提供一个公平选择的机会，免其

失学。 

针对或因管理不善、或因教育效率低下抑或因师资匮乏而面临失学危险的学生转学问

题，相应的救济制度包括：第一，关闭教育低效的学校，介绍学生转入别校，通过转学入学

考试测试（一年两次），同级收录及格者，不及格的学生或者降级转入，或者参加补习班，

下次再考。第二，赋予农村私立学校的学生自由转学的权利；妥善安置已倒闭或已停办学校

的学生转学，放宽参加转学入学考试资格，根据学生的转入考试成绩，予以定夺。第三，准

许农民工子弟享有与城市学生同等的自由转学权。因为“让全体学生得到发展是实现社会公

平特别是教育公平的根本要求。
[14]

” 

（四）建立良好的对接机制，帮助转学生适应新环境 

中学生跨地域流动，转入新学校，与原校相比，教师、教授方法、教材、学习侧重点、

考评方式、师生关系等都难免会有所不同，学生原有水平与转入学校多少会有些参差，为了

使转学生能够尽快适应并融入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良好对接机制的建立必不可少。 

首先，考量课程免修资格。转学入学考试通过后，按学生所学科目的实际情况，而非原

校声望来决定某些已学科目是否免修，举行免修考试。其次，明晰学分折扣。根据转学入学

考试成绩，结合原校声望，决定是否对成绩进行折扣以及折扣多少。此举目的在于，根据转

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和真实水平，使其转入恰当的年级以更顺利地度过中学生涯，防止“高

转”或“低入”此类影响转学生学业进程事情的发生。最后，收受学校教员对转学生应稍多

关注，观察其言行举止和交友圈子以了解其脾性、兴趣特长以及学习盲点，与之谈话互动，

交流学习或生活心得，帮助转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校。 

（五）禁止勒令转学，以防学生被变相退学 

以生为本，“寸有所长”，禁止勒令学生转学。不能因学生暂时成绩欠佳，便一票否决，

武断地认定不堪造就，一无是处，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轻率地甩出一张转学证书，企图将所谓

的“负担”抛给其他学校，这实际上是在宣告对教育事业的无能为力，不能胜任“教书育人”

的重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待学生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可取的。“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更何况“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学生身上总有闪光点，需要教育工作者擦亮

慧眼辨识挖掘。 

总之，中学生转学问题的解决要“以学生为本”，以对转学生学业损害最小为准则，以

法律为准绳，以减弱对教育界的不良影响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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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bou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ransferring Syste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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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ght design of transfer system will effectively constrain patents’ social capital to 
infiltrate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 which can help to guarantee educational 
fairness in a large ext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with too many conflicts , the phenomen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ransferring to other school was serious, but to our relief , the appropriate 
transfer system had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solving such problem.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ransferring trouble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 including  procedures ,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erring , so as to deal 
with the transfer problem in our current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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