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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国时期,由于工作繁重、待遇低微,以及客观环境限制等原因,在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日常娱乐

休闲时间不足、内容形式不健康等问题。 民国社会对教师娱乐休闲问题的探讨,既肯定了教师日常娱乐休闲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确定了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才是适合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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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娱乐,是人们在工作或劳动之余所参与

的休闲活动,由此得到身心愉悦的感受,提升生命

的质量。 它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必要内

容,教师也概莫能外。 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娱

乐休闲问题曾引起社会关注,人们关注和讨论的

焦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小学教师窘迫的娱乐休闲生活

(一)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娱乐休闲方面存

在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小学教师娱乐休闲不足的

问题。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小学教师

工作繁重、经济待遇过低,从而造成他们既无闲

暇、又无财力进行必要的休闲放松。
一谈到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娱乐休闲,就

离不开教师的“穷”和“忙”。 对于很多小学教师

来说,在工作繁重、待遇低微、衣食尚且不济的情

况下,谈娱乐休闲是很奢侈的事。 “小学教师,乃
终朝碌碌,为衣食而打算,还有什么兴致去谋合理

的休闲生活呢? 即使有这种雅兴,但经济是实是

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1] 这一时期,穷教师们经

常拿自己与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苦力工人相比,
觉得自己在经济生活上连苦力工人都不如,甚至

连休闲娱乐方面也是如此。 一位教师这样描述自

己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繁忙,待遇是如

此的微薄,我们的生活,自然也是清苦得无以复加

的了。 一个黄包车夫,或者一个码头工人,他辛辛

苦苦奔跑了一天之后,晚上回到家里,家常便饭,
还可以一饱,有时烦闷起来,他还可以邀几个同

伴,到茶馆里喝喝茶,谈谈天,或者到某家戏院去

看看自己所喜欢看的戏,娱乐娱乐。 可是我们这

班干教育工作的穷小子,却没有这份儿福气了。
我们在烦闷的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逗小孩子玩,
或者和同事们三三两两聊聊天,喝喝开水,至于上

茶馆,进戏院,那是不会有我们的份儿的。 因为我

们连饭都没有吃饱,那里还有这笔闲钱来花费

呢?” [2]这些话可能有夸大、过激的成分,但也反

映了一定的事实。
其实,教师职业除了例行的周末假日,另外还

有寒暑假,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让人羡慕的职业福

利。 但是民国中小学教师是怎样度过那些本该休

闲放松的假日的呢? 事实是,工作繁重加以囊中

羞涩,已使假日丧失了它应有的魅力。
首先是忙。 据张钟元在 1934 年对苏、浙、皖、

鲁、豫、闽、粤、冀、蜀等省 570 名小学教师的调查,
他们的“星期日的利用”是这种情况:星期日用于

校务处理(包括:批订簿籍、预备教材、指示儿童

课外作业、出席各种会议、访问学生家庭等等)的
有 165 人,用于自修工作(包括:阅读书报、参观、
写文章、做礼拜等)的有 266 人,用于娱乐(包括:
游览、运动、看电影、听无线电、摄影等)的有 152
人,用于处理私事(访亲友、治理家务或领小孩、
写信、借债去等)的有 131 人[3]72。 显然,围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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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而进行的校务活动和自修活动占据着假

日时间的最大比重,娱乐或处理私事方面的反而

比较少,真正属于教师私人的时光其实非常少,周
末只在理论上是属于教师的私人时光。 对于一般

乡村教师来说,他们只有星期日这一天的假,而这

一天,他们反而过得比平常更忙碌。 一位乡村教

师抱怨:自己这一天被家事、公事、应酬占得满满

的,身边的乡民约他去看戏或吃茶,教育局来信通

知他去开会,妻子盼望着他回家,而他自己也需要

这一个周末去理发[4]。
教师的再一个苦恼就是“穷”,囊中羞涩也限

制了他们享受假期。 且看一位小学教师对周末假

期复杂而苦涩的心情:“小学教师每周最快活的

时候,就是周六刚放学的时候,好像明天是例假,
不知可以过到如何灿烂的星期日,虽是常常为工

作所羁绁而把星期日消磨去的,但每逢此日此时,
仍旧会机械地发生这样的美丽的梦想。 当然,在
今天放学的时候,我也这样下意识想了一想,可是

看了一看当前的工作,已把这雄心消减了一半,再
摸一摸羞涩的阮囊,只好把它抛到爪哇国去了。
只有‘我们应该努力本位的工作’,‘我们的生活

是清高的,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等等类似阿 Q
胜利的言语。” [5]“一年一度的寒假又来临了。 我

们小学教师在这寒假来临的时候,似乎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粉笔生涯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可是放

了寒假以后,学校里的薪水早已用光了,就是没有

用光,余下的几个钱,也不够维持一个月寒假的生

活,于是天天愁米愁柴。 寒假的时期,恰巧在阴历

年关前后,我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岁暮年首,总不

免要多花几个钱过一下新年,但是,过年的钱在那

儿呢?” [6]

他们地处偏僻乡村,缺乏适宜的娱乐方式和

场所,其枯燥无聊的生活状态被形象地描述为

“三间无佛殿,一个有妻僧” [7]。 乡村教师一般都

是在异地任职,短短的周末,他们多是在履行家庭

义务的奔忙中度过的;但即使暂无家庭琐事纠缠,
乡村教师的假日也往往只能是与附近的乡民闲

谈,或者无聊枯坐。 受经济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

制,媒体上所倡导的那些现代的、文明的娱乐活动

离他们很远。
礼拜日可以自由了,是的,在城的回

乡,在乡的上城,可怜的慈母与爱妻等久

了。 你要为他们买些菜,或者还要买米,
否则也要为家务跑到亲戚家去,于是天

赦的礼拜日又过去了,急急又要回校了。
没有家庭可回的,或者离家太远不

能回去的,家务是不必管的了,但要在校

中纳闷。 在乡间或小城中没有可以谈话

的人,有的,拿了烟袋的老绅士来考问你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深意,倘若你

不愿与他们谈话,你就只得闷坐了。 在

城市中自然不乏名人,然而岂小学教师

之所能望其门墙者乎! 不错的,你该打

网球,坐茶馆,看电影,作种种新式的高

尚娱乐。
小学教师的薪水,每月连膳费二十

元的已是一等的了。 钱庄伙计,有红利

可分的,也要挣到四五十元呢。 乡间全

校的责任教员兼校长兼听差的每月挣六

十角子,十月计算者,多得很呢。 于是他

的娱乐所就只能以他的学校代用了。[8]

所以,对于教师来说,不是他们不懂得娱乐休

闲的重要性,也不是不懂得什么是高雅、健康、有
益的娱乐,而是他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条件而已。
这是当时的教职员最感痛苦的问题。

(二)除了“穷”和“忙”,许多人谈到当时教

师娱乐问题时还指出这样一个消极现象,即有些

中小学教师参与不健康的娱乐,甚至有不良嗜好。
当时中小学教师的日常闲暇中确实存在的一

些不如人意的现象。 有人基于自己的观察,概括

归纳了当时中小学教师经常从事的娱乐休闲方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打牌———小学教师课余打牌,
是最易见到的,有人调查过六十多位教师,其中不

会打牌的仅三人”;“喝酒———小学教师欢喜喝酒

的也很多,有的天天尝,有的三日一小宴,七日一

大宴,甚至痛饮半夜,挥拳如雷不以为过”;“运
动———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振足,所
以一般小学教师均所欢喜的” [9];“喝茶听书———
接近市镇或城市里的教师们,不免有这个好

尚” [9];“信佛———我亲自看见几个教师,他们每

天要念佛、吃素、打坐。 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是修

养身心” [9]。 作者的结论是出自个人观察,而且

也没有明确所指的地域,但显然,在一般旁观者眼

里,当时的小学教师们的日常生活确实存在很世

俗化的倾向,他们不仅热衷娱乐,而且在娱乐方式

上也是打牌、喝酒、听书,与普通老百姓也差不多,
没有那么明显的文化人的身份特征。

更多的资料显示,教师从事不健康的娱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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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特例。 比如,陶钝自述自己在入诸城县城上

高小时,就偶然发现自己学校里的国文兼英文教

师———于老师和校长都是吸食鸦片的[10]68,而这

位于姓教师本人还是出身于“城里仕宦之家”“书
香门第”,于老师本人还有两个儿子也就读于这

所高小[10]64。 这种情况让陶钝感到不可理解。 另

外还有人对上海小学教师的课余生活进行过具体

的调查研究,指出上海小学教师的最主要的娱乐

方式为:与学生及亲友的交流和闲谈、看电影及逛

游娱乐场所等等一般性市民娱乐;但也指出,有少

数教师有“叉麻将” “谈鬼神”,甚至“赌博”等不

良嗜好[11]。
一般来说,在民国中小学教师群体中,那些任

职于教师人数比较多、学校设施比较完备、经济条

件比较宽裕的中心学校的教师,娱乐的机会更多、
娱乐方式更丰富些,而生活最枯燥的是那些“单
级独教”的乡村教师。 因为孤独,或者为了更快

地融入乡村社会,一些教师难免会时常到校外去

参加乡村社交活动,其中有些社交、娱乐是不太健

康的。 比如有人说,那些“单级独教”的乡村小学

教师,因为所处环境闭塞孤独,“常会到校外去寻

些低级兴趣,甚至打牌喝酒等,无不参加,精神物

质,都受损失” [12]。 也有人说,乡村教师因工作繁

重往往忽视运动,造成乡村教师们大多“暮气沉

沉”;又因无适当和正当的娱乐,“以致教师与烦

闷之余以赌博为消遣或沾染不良之嗜好” [13]。
上述民国教师日常生活中的庸俗化表现,与

当时的某些调查结果似乎不太一致。 比如,据前

述张钟元对各省小学教师的调查显示,不仅围绕

着教师职业而进行的校务活动或自修活动占据着

最大比重;而且,教师们实际所从事的娱乐活动主

要为游览、运动、看电影、听无线电、摄影等;教师

们所“擅长的娱乐技能”占前几位的分别是:下
棋、风琴、室外活动、胡琴、笛、钢琴、 口琴、 箫

等[3]170。 显然,无论是教师们实际所从事的娱乐

活动,还是教师们所擅长的娱乐方式,多属于那些

比较文雅的、具有陶冶精神作用的、或者有一定的

技能要求的“高级”活动,很符合他们作为“教师”
的文化精英身份,一点也不庸俗。 之所以会出现

这种差异,原因之一可能与上述调查结果存在一

定的教师的自我粉饰有一定关系。 要知道那些调

查表是教师们自己填写的,也就是说调查结果是

教师们自己所标榜的休闲生活和娱乐方式,其中

肯定带有一点自我掩饰或美化。 而旁观者的观察

则是客观中立的,可能更接近事实。 但是,即使这

个调查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教师娱乐生活的真

相,而是存在一定的掩饰,它都说明,当时的教师

是很在意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身份和形象的,所以

他们才会在这些调查统计中主动构建或维护自己

的文化精英的角色形象。
另外,有些教师的不良嗜好是暂时性的,与偶

然的个人际遇、社会大环境的不良有一定关系。
陶钝自述自己在抗战前于济南正谊中学任教时,
因日寇步步紧逼的国事和个人刚刚蒙冤入狱的经

历,导致心情苦闷,无心教学,所以开始打麻将。
“这时的日寇已经进关把冀东划作入侵的基地,
成立汉奸政权,步步紧逼,北平岌岌可危。 在这样

的环境里怎么生活呢? ……在家不出门不看朋

友,也没有想看的朋友。 齐光中学的北大同学,他
们来找孟事务主任时便来谈谈,我也不去访他们。
班上的功课也不需要准备,准备也安不下心,开始

了打麻将。” [10]338 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随着他重

新找到人生方向,开始参与抗日救国工作,很快摆

脱了这种颓靡的状态。

　 　 二、适合教师的娱乐休闲方式

社会舆论一方面批评当时中小学教师娱乐休

闲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在提倡合理健

康的娱乐对于中小学教师的必要性,而且积极探

索适合中小学教师的娱乐休闲方式。
(一)在教育不普及、文化不发达的民国时

期,教师是社会稀有的文化精英,他们在基层社会

文化礼俗生活中无疑是具有表率和引领作用的;
社会在评价教师的私生活方面自然也很挑剔,教
师生活中的一些不良风气无疑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和批评。 在批评和反思当中,社会对于教师这一

角色应有的娱乐休闲问题也形成了一些有益的认

识。
首先,要破除一些在教师娱乐休闲问题上的

错误观念。 比如,在一般认识上,教师的日常休闲

属于私生活领域,与其教师角色关系不大,甚至是

两回事。 对此有人指出,教师的私生活中表现出

来的素质和修养也与教师的职业素质关系密切,
甚至可以说是教师职业素养的基础或起点。 现行

教师私生活中的“不合理”,不仅仅是经济基础薄

弱的问题,还与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事业心有关系;
而教师日常私生活不合理,又进而影响了教育的

效果和教师的价值。 “提到教师的修养,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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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都偏重在知识和技术,其实教师的生活修养,
比知识和技术格外重要,因为生活安定是一切信

仰的基本。 作者认为一个小学教师不求进修则

已,欲求进修应先从自己的私生活求改进,作一切

修养的基点。 现代一般小学教师的私生活怎样

呢? 当然不是全部的,但有大部分的生活是不合

理的。 这种不合理的原因,一面由于生活的清苦,
一面则为缺少认识和教育的信仰;因为清苦所以

从不正当的娱乐中求快乐,因为缺少认识和信仰

所以没有计划确定生活的合理化,因此生活的兴

趣日渐减少,社会的信仰日渐低落,教育的效果固

然无从表现,而教师的价值完全失去,这是如何的

可惜!” [14]

其次,从改善教师的精神状态、增进教师工作

效率的现实角度来看,教师的娱乐休闲是非常必

要且合理的。 这种意见在当时可以说是当时初步

达成的社会共识。 人们都认为,对于工作繁重、生
活枯燥的中小学教师来说,适当的娱乐是放松精

神、调剂生活、增进工作效率的必要手段。 “小学

教师的工作,是够繁忙的,工余闲暇,找些娱乐,以
调剂这劳苦的生活,恢复疲乏的精神,可算再需要

不过了!” [12] “教师情绪的快乐与否,除制造环境

以和乐的空气浸润外,仍须提倡正当的娱乐,以调

剂教师的精神。 实在教师在工作烦闷的时候,得
有正当的娱乐恢复其精神上的疲劳是会增进工作

效率的。” [15]所以,从务实的角度讲,面对那些处

于“三间无佛殿,一个有妻僧” [7] 状态的乡村教

师,也不能对他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求全责备。
进而,有些意见则从更人性、更关注教师主体

的视角来看待教师娱乐问题。
比如,郑璞生指出:教师是活生生的人,适当

的休闲娱乐是健全人的自然本能。 “人是好动

的,有着五官四肢,根本是给我们动的,如若呆板

板去‘老僧入定’,那一定是这个人身体上有着缺

陷,或天赋的特性所致。” [1] 如果忽略教师的精神

需求,片面要求他们专心致志、尽心教育,恐怕是

过于苛刻了。 还有人委婉地批评民国社会对待教

师的苛刻态度,并且为中小学教师的生活状态做

辩护,“前面曾经说过社会舆论对教师的批评是

极端残酷的,大德固不能逾闲,小德也似久是不可

出入。 按照实际,从教师的人格地位以及器识上

就说,本不愿胡作非为,而且为经济能力所限,胡
作非为也不能够,这是可以放心的。 然而,教师的

生活太机械太单调了,一种合理的精神调剂是必

需的,而且从人类生活的崇高意义上看,把生活美

好起来也有其必要。 只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无论

城市或是乡村,根本就缺乏高级趣味的娱乐设备!
尤其是在这大劫后的今日。 那么,按照实际上可

能的情形说,各按其兴趣和所在地环境,分别的于

公余无事的当儿,看看电影,听听戏剧,逛逛公园,
做做运动,以及骑马,游泳,弈棋,饮酒等等都无不

可,甚至偶尔来一次八圈,把输赢限制得很小,也
可说无伤大雅” [16]。 在这段话里,作者提到了教

师休闲生活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从社会软环

境上来说,当时的社会文化对教师的道德要求

“极端残酷”,忽视了教师主体的精神需求,几乎

否定了教师任何正当的娱乐休闲要求。 二是从客

观条件来说,教师待遇低微,自身缺乏娱乐休闲的

经济条件;而且基层社会也缺乏适宜教师的娱乐

设施和娱乐场所。 显然,这两个问题都切中时弊,
特别是其中第一条意见触及到中国文化中的一个

深层问题:中国社会对于教师角色的道德要求过

高,几乎形成道德绑架,从而忽视了教师作为一个

自然人的合理需求。 在作者看来,从实际情况出

发,中小学教师们看电影、逛公园,甚至喝喝酒、打
打麻将等世俗娱乐活动,亦无不可,谈不上伤风败

俗。
(二)无论如何,教师染上不良习惯、陷入消

极娱乐是不可取的,也解决不了中小学教师的生

活枯燥、精神烦闷的实际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样

的娱乐才是适合中小学教师的呢? 这是当时教育

界积极探索的又一热点问题。
郑璞生对上海小学教师的建议是:通过看书

报、听取各种学术文化方面的演讲、校内交流和各

种校外参观,可以增进中小学教师精神方面的健

康;通过体育运动、游公园、短期旅行、提高工作效

率等方式增进小学教师的体格健康[1]。 显然,以
上建议是基于城市生活,是适合城市中小学教师

的娱乐文化生活方式,与大多数乡村教师的生存

条件还有很大差距。 因为对于乡村教师来说,他
们的切肤之痛是缺乏从事以上高雅娱乐的主客观

条件。 “谁给小学教师设立娱乐的地方了? 在城

市中所有几处可称为娱乐之地,都是给有钱的人

设想的,哪里是穷苦的小学教师所能插足的。” [8]

张达善则以“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为

例,来说明什么是乡村教师“正当的娱乐”,这与

基于城市生活的建议相比,更具有乡村适用性。
他建议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应该从事以下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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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奏一种以上的乐器,和儿童或当地的朋友

组织演奏会,定时练习,定时举行。 2. 组织剧社和

儿童共同组织话剧社,练习表演。 3. 适当的运动

和参加儿童的游戏 4. 定时的游历和旅行。 5. 邀
集远方朋友野宴,或参加远方朋友邀集的野宴。
6. 参加村人的集会,并邀集村人举行同乐会等。
7. 制造并研究无线电收音机以供个人消遣,因为

这种器具的变化既多而效果亦易获得,所费更属

有限。” [14]

除了对中小学教师的娱乐方式提出具体建议

之外,也有人从宏观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教师娱乐

休闲生活的一般原则及特点。
徐大镛全面评估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十二种

娱乐休闲活动,提出“只要合不费精神、钱、时,而
更能足以长进的”的休闲才是适合小学教师的休

闲活动。 也就是说,既能省钱,又能陶冶精神、增
进教师的职业能力的,就是健康合理的娱乐。 以

此为标准,作者提出如运动、谈笑散步、摄影、无线

电、看有价值的小说、加入学生游戏队等娱乐活动

可以提倡,而对打牌、喝酒、接近异性、喝茶听书、
看戏、信佛等活动则不提倡[9]。 张达善则是将包

括娱乐休闲在内的教师的私生活当做教师职业修

养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来看待教师的娱乐休闲

问题。 他提出教师改善私生活应该秉承以下原则

和方法:“1. 生活要规律化”———改变散漫的生活

节奏;“2. 生活要经济化”———指小学教师应该提

高效率,争取在完成教学任务后能有适当的娱乐

和进修的时间;“3. 生活表的支配”———把每周的

工作分成“重要的”“次重要的”,并分别确定各项

工作需要的时间,按照时间表来执行,从而提高工

作效率;“4. 娱乐生活的方法”———用“正当的娱

乐”来改善教师的精神生活,以增进工作效率;
“5. 整洁和振作”———改善乡村学校的校园环境,
振作教师的精神[14]。

可以看出,上述意见对教师的日常生活是既

清醒务实,又没有放弃理想和责任。 一方面基于

中小学教师“穷”和“忙”的现实,主张教师的私生

活应该秉承经济化、务实化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刻

意维护教师作为文化人的精英属性。 许多社会舆

论强调,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其娱乐活动不能仅仅

以追求精神放松为目的,而必须以增进知识能力、
陶冶情操为最高追求———“须要找那些值得我们

娱乐的去娱乐,使我们能(得)到不少的兴趣,精
神上就觉得很愉快,智识或能于娱乐中求得,那才

是有意义的娱乐。” [17]以此标准衡量,显然那些如

读书看报、参观、游览之类的文化活动最适合教师

的。

　 　 三、中小学教师娱乐休闲所反映的社
会问题

　 　 当时社会舆论对教师娱乐休闲的看法触及两

个根本问题:一是应不应该的问题。 对此问题,社
会已有共识:教师有适当、健康的娱乐是合理的,
而且是必须的。 这一认识其实包含着对传统教

育、文化观念的一种突破。 因为现代教师的前

身———旧式塾师的形象一直是刻板的、没有活力

的,有人描述民国时期村庄里最受信任的教书先

生是这样的:“第一因为他教儒书,第二先生每天

不离屋子,很‘靠靠’,第三先生不吃烟不喝酒不

喝茶给村里省钱”。[18] 有人还指出民国时期私塾

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塾师比教师更

“勤教守信”———“他唯一的特长,即是‘坐性好’。
一天到晚,谆谆教诲,以达成家长的希望。” [19] 所

以,如果热衷娱乐休闲,对于塾师来说,似乎是道

德上的欠缺。 而民国时期社会对教师娱乐问题的

看法显然更人性化,特别是对中小学教师娱乐休

闲的合理性及正当性的辨析,是为现代教师角色

正名。 二是可不可行的问题。 对此问题,民国社

会对中小学教师的生活现状———教师经济拮据、
娱乐条件欠缺等,普遍报以同情。 而且,这些舆论

在引导教师们从事积极、合理、经济、健康的娱乐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既突出了教师休闲娱乐

的职业特性,即文化性和自修性,又贴合当时教师

生活拮据的客观实际。 这些对于教师日常生活的

合理化、现代化改进,是有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
娱乐休闲看似是很私人、很日常的活动,与教

师的职业角色并无直接关系,但民国时期这个私

生活问题却被社会关注,被当作教育范畴之内的

问题来看待,这是有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 首先,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教师角色始终是具有特殊

性的———教师是传道授业的“师表”,教师先天地

就负有为社会做道德表率的责任。 在教育还未普

及的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在基层社会仍然是稀

有的文化、智力资源,是理所应当的文化精英。 日

常的娱乐休闲是标识身份的重要指标,不同阶层

的人做不同的娱乐休闲,既然教师具有社会精英

的身份,那么,社会看待教师私生活的眼光自然也

是很挑剔的。 更何况,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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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舆论对教师方方面面的督责尤其严格。
在苛刻的社会评判下,也难免出现教师的现实表

现不如人意的情况。 另外,还需看到,近代中国社

会是一个日益市场化、世俗化的社会,拜金主义流

行,教师也不可能完全超然物外,在日常生活中难

免也会被社会风气所侵染;更何况,民国时期由于

政治动荡、经济落后等客观原因,造成中小学教师

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极端艰苦

的,所以教师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些庸俗化的倾

向,也是客观环境使然,不完全是教师自身方面的

原因。 其实,可以看到,民国中小学教师自身从主

体自觉上很注意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身份标识,
在私生活方面并不是那么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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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tertainment Problem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Zhaohui, WANG Rui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253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cause of the heavy work, low treatment, and objec-
tive 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 there appeared such problems as deficiency of daily entertainment time, and un-
healthy content and form of entertainment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s of teachers’ entertainment in the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t only affirmed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ir daily entertainment, but also confirmed what kind of entertainment was suitable for them.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ntertainment; the Republic of China

(责任编辑　 沂　 溪)

·74·

论民国中小学教师的娱乐休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