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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師範部與語學部。 

1899 年（民國前 13 年【明治 32 年】3 月 31 日），總督府發布「師範學

校官制」，4 月 13 日發布「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規定學校的組織，明

文規定學校以培養台籍教師充任傳習所與公學校教職為主旨。修業年限三年，

入學年齡十八歲以上至二十五歲，嗣後於臺北、臺中、臺南等處各設師範學

校一所，以各該縣之名為名稱，旨在大量養成台籍教員，以應急需。故於 1899

年（民國前 13 年 6 月 30 日），本校與臺北師範學校、臺中師範學校同時設立

【依據 44 級校史說明經考據日據時代出版「臺灣教育誌」所載】。 

臺灣總督府任命甫自靜岡縣師範學校校長退職的澤村勝支先生為臺南師

範學校校長，暫在臺南縣廳辦理建校籌備事宜，同年 9 月 10 日澤村勝支校長

率同教職員將籌備事務所遷至三山國王廟（今西門路立人國小前）（照片 1-3）

並以之為校舍，辦理招生工作。首屆學生以修業年限 6 個月的國語傳習所甲

科畢業生為對象，正式入學許可者為 42 名，臺南師範學校第一屆學生從此誕

生。 

1901 年（民前 11 年【明治 34 年】11 月 11 日）臺灣總督府調整行政區域，

將原來三縣制（臺北、臺中、臺南）改為 20 廳制，廢縣置廳，並將師範學校

改隸臺灣總督府，由臺灣總督管理監督；師範學校地位雖然提高，但公學校

數遲遲不增，出現教師過剩問題，當時臺灣總督府財政尚未獨立，須依賴日

本國政府補助，師範畢業生無出路，形成教育投資的浪費；為節省公帑，決

於 1902 年（民前 10 年 3 月 20 日）明治 35 年宣布將臺北、臺中師範學校廢校，

臺中師範尚有半數學生 47 名轉入臺南師範就讀。 

臺北、臺中師範遭受廢校，只剩臺南師範一校，初等教育師資養成獨賴

臺南師範支撐，但公學校就學率依然不增，影響師範生的學習意念與生活態

度。基於訓育統一、經費節減的政策以及外在原因，終於 1904 年（民前 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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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37 年】7 月 10 日）南師亦奉令停辦，至此弦歌中輟。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國內外政局丕變，日本對臺灣政策有了

新方針，大唱「內地延長主義」，認為臺灣是日本內地的一部分。總督府修

改國語學校官制，於 1918 年 7 月 19 日公布「修訂國語學校規則」，名稱為『臺

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臺南分校』（註：國語學校實際即為日語學校），同時設

立國語學校臺南分校（民國 7 年 7 月 19 日設立），並決定由國語學校教授中

任命，因此，以擔任國語學校教授的前臺南高等女學校校長志保田鉎吉，便

被指派為臺南分校主任，並兼任國語學校教授職務。 

當時分校主任志保田於 8 月 2 日赴臺北國語學校籌備創校（臺北師範

學校），至 8 月 17 日遷入赤嵌樓臨時校舍辦公（圖 1-6、1-7），8 月 26 日

在赤嵌樓臨時校舍隆重舉行開校典禮，南臺灣重見師範學校設立，已斷層

14 年的臺南、嘉義、高雄、屏東地方官民喜悅之忱溢於言表，會場喜氣洋

洋，盛況空前。校舍配置赤嵌樓房充作大禮堂、音樂教室、蓬壺書院及附

屬建物分作教室、教師室、事務室、自習室、寢室、餐廳、廚衛，臺南分

校第一屆本科學生 80 名畢業生。 

(二)、總都師範階段(民國 8 年至民國 35 年) 

1919 年（民國 8 年）1 月 4 日公布「臺灣教育令」（詳附錄一），正式改

「國語學校」為「臺北師範學校」；4 月 1 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

將臺南分校改為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與「臺北師範學校」都直屬總督府。 

依據臺灣教育令之實施，該敕令主要規定：教育旨趣以育成忠良國民為

目的，教育應適合時勢及民意，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及

師範教育，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令」，共分 6 章 32 條，在臺灣的一切

教育設施，以此為根據，依照這個教育令變革停辦「國語學校」，設立臺北

及臺南師範學校，1922 年（民國 11 年）日本公布「新臺灣教育令」（詳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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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日台共學」（或稱內台共學）為特色，撤廢日本人與臺灣人差別

教育。 

民國 8 年「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臺南分校」增設預科，並將校名改為「臺

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志保田鉎吉校長著手規畫臺南市桶盤淺七番地新

校區（照片 1-1、1-2），興建臺南師範學校新校區（府城校區現址），民國 8

年起連續三年編列預算興建府城校區校舍（圖 1-3、1-4、1-5），1922 年（民

國 11 年）3 月 10 日紅樓落成；1922 年（民國 13 年）再撥用南邊二甲六分多

土地作為本校農業實習地，（至此校地範圍大致底定），後續校舍設施至民

國 18 年全部完成；嗣後校舍大致沒有多大變異，目前現存建築物以紅樓為代

表（照片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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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春風化雨南師情 

日治時期的教育體制分為小學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其中師範教

育，初期屬中等教育以上的專門學校。1898 年由於學制改變，總督府將所有

的國語傳習所改制成「公學校」；1899 年(明治 32 年 3 月 31 日)依制定「臺灣

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規定師範學校以培養台籍之國語傳習所及公學校的

教師為主旨。因此，原來以培養日本人教員為主的師範學校制度，便分成：

國語學校師範部，以培養日本人為主；師範學校，以培養臺灣人為主（表 1-2）。 

1902 年(明治 35 年)7 月 6 日，府令第十二號改正國語學校規則，規定

國語學校師範部設甲、乙兩科，都是公學校教員的培育機構，其中：甲科以

培養日籍教諭為主旨，乙科以培養台籍訓導為目的；當時教職大抵分成三個

階級，其中的「教諭」就是現在的「正式合格教師」（教員證書詳照片 1-14），

「訓導」就是現在的「輔導正式教師的助手」，而「囑託」約等於現在的教

育約聘人員。 

甲乙兩科應修習之學科目為：修身、教育、國語、漢文、歷史地理、數

學、物理化學、博物、習字、圖畫、唱歌、體操，甲科多增「臺灣語」一科

（圖 1-13），且甲、乙兩科都增列了「習字圖畫」科，並將手工科列為選修。 

1902 年（明治 35 年）臺北、臺中兩師範學校廢止，合併於日語學校及

臺南師範學校，而日語學校課程修正內設師範、中學、日語、實業四部，而

師範部更分為甲乙兩科甲科專收日籍學生，修業年限 2 年，乙科收台籍學生，

年限 3 年。 

1933 年臺灣教育令部分修改，師範學校修業年限 1 年，即普通科 5 年演

習延長 1 年共 7 年，女子普通科縮短一年定為 6 年。1936 年（表 1-3），臺灣

總督府將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

施與臺灣漢人相同的皇民化政策（圖 1-9、1-10、1-11、1-12、1-13、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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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年（昭和 16 年【民國 30 年】）頒布改正臺灣教育令（第二次），

施行國民教育令，將公學校改為第二號表、第三號表國民學校，以有別於為

日人子弟準備之課程第一號表國民學校。 

第二號表國民學校為初等科，修業為六年，第三號表國民學校為高等科，

修業為二年。昭和 18 年（西元 1943 年，民國 32 年）實施義務教育，兒童就

學年齡為滿六歲至十四歲。其課程有國民科（修身、日語、日本歷史、地理）、

實業科（農業、工業、商業、水產）、理數科（算術、理科）、體鍊科（武

道、體操）、藝能科（音樂、習字、圖畫、勞作及女生加授家事、裁縫）等。 

 

表 1-2  日治時期國語學校與師範學校名稱彙整表 

類別 時間 法令依據 說明 學校代表 

國語學校 1.1896 年 3

月 31 日

1896 年 

2.1896 年 9

月 25 日 

1.發布敕令

第 91

號，頒定

「臺灣總

督府直轄

學校官

制」 

2.府令第 38

號「臺灣

總督府國

1.「國語(即日語)學校」

為培養師資及各項

相關業務人才之教

育機關。 

2.國語學校設「師範」

與「語學」兩部。

3.師範部更分為甲乙

兩科甲科專收日籍

學生，修業年限二

年，乙科收台籍學

1.如；位於臺北「國

語學校附屬芝

山嚴學堂」（原

1895 年芝山岩

學堂）後改為

「國語學校第

一附屬學校」。

2.如；1918 年設置

「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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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校及

其附屬學

校規則」

生，年限三年。 分校」即日語學

校臺南分校。 

國語傳習所 1896 年 9

月 

「國語學校

規則」 

1.1896 年，臺灣總督

府轄下之學務部以

普及日語為目的，

於 6 月公佈「國語

傳習所規定」，並在

同年 9 月總督府公

佈。 

2.在此兩規則下，臺灣

總督府在各地設置

14 所國語傳習所。

其中，這規則裡面

所稱的「國語」指

的是日本語。 

 

小學校 1898 年 8

月 16 日 

依據「臺灣公

立小學校規

則」、「臺灣公

1.小學校來自日語，即

「小學」之意，為

臺灣日治時期，以

如；1915 年（大正

4 年）4 月設立「臺

南第二尋常高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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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小學校官

制」、「小學校

令」 

中央或地方經費所

開設的兒童義務教

育學校學制之一。

2.臺灣總督府還依照

臺灣實際情況，除

了此小學校設置之

外還設有公學校、

蕃人公學校及蕃童

教育所； 

3.小學校為專供日籍

學童所唸，資格必

須為日籍學童或通

日語的台籍學童，

科目與日本本土一

般的尋常小學校完

全相同。 

4.日本人推行國民學

校教育之小學校或

稱為尋常小學。 

學校」，後於 1921

年（大正十年）南

門尋常小學校，現

址為臺南市建興國

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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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學校 1898 年 8

月 16 日 

「臺灣公立

公學校規

則」、「臺灣公

立公學校官

制」與「公學

校令」 

1.開辦公學校，取代國

語傳習所。 

2.教師分為教諭與訓

導，教諭為正式之

教師，訓導為輔助

教諭的助手。 

3.1941 年 3 月，臺灣

教育令再度修正，

將小學校、蕃人公

學校與公學校一律

改稱為國民學校 

4.學生名冊上日本人

註記（内）、臺灣本

島人註記（本）。 

如；1918 年設置

「臺南公學校」；後

於 1904 年更名為

「 臺 南 第 一 公 學

校」；即本校附小

（照片 1-8、1-9、

1-10 、 1-11 、

1-12）。 

師範學校 1899 年 10 頒布「臺灣總

督府師範學

校官制」 

1.規定師範學校以培

養台籍之國語傳習

所及公學校的教師

為主旨。 

如；「臺灣總督府臺

南師範學校」；另臺

北、臺中同時成

立。 

 



 

照片 1-9 

學

註：18

西元 1921

南師範學校

照片 1-11

註：摘錄民

號）函

 

 國立臺南

（日治時期

98 年假臺南

年臺南師範

校附屬公學

臺南師範學

民國 35 年 1

函報教育處

南大學附設實

期校門前紅樓

摘

南孔廟設「

範學校指定

學校」。 

學校附屬公

10 月 24 日

處撥發附小修

實驗國民小

樓） 

摘錄南大附小

「臺南公學校

定為「代用附

公學校配置圖

日（智字 10

修理費 

20 

小 照片 1

小校史歲月

校」；1904

附屬公學校

圖

02

照片

1-10  國立

小學（日

月剪影 

4 年更名為

校」；至 192

1-12  臺南

（日治時期

【校長：

立臺南大學附

日治時期校

「臺南第一

28 年 4 月，

南師範學校

期校門 193

小倉主事房

附設實驗國

校門） 

一公學校」；

，正式成立

校附屬公學校

36 年） 

房二】 

 

國民

； 

「臺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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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日治時期臺南師範學校科別彙整表 

光復前師範學校各科概況調查表（省立臺南師範學校填報【中華民國 40 年 4 月 17

日】） 

名稱 入學資格 修業年限 相當于現

行學制師

範學校何

種科班 

備註 

新制本科 師範普通

科 5 年 

3 年  比照普通師範科多 2

年（在本校民國 34、

35 年畢業） 舊制中學 5

年 

演習科 國民學校 6

年 

師範普通

科 5 年、演

習科 1 年 

3 年制普通

師範科 

畢業後資格公學校甲

種本科正教員（在本校

27 年以前畢業） 

國民學校 6

年畢業 

師範普通

科 5 年、演

習科 1 年 

 比照普通師範科多 1

年（在本校民國 29～

32 年畢業生）【畢業後

資格：公學校甲種本科

正教員】 

舊制中等 5

年畢業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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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 師範學習

科 2 年畢業 

6 個月  比照普通師範科多 1

年半 

公學校

乙種本

科、正

教員養

成講習

科 

簡稱 2 年

制女子講

習科 

舊制高等

女學校 4 年

畢業 

1 年 1 年制師資

訓練班（該

班奉令比

照 3 年制普

通師範科

畢業） 

畢業後資格公學校乙

種本科正教員 

簡稱 3 年

制講習科 

國民學校

高等科 2 年

畢業 

3 年 

舊制本

科 

簡稱 5 年

制本科 

國民學校 6

年畢業 

予科 1 年、

本科 4 年 

1 年制師資

訓練班（該

班奉令比

照 3 年制普

通師範科 

畢業後資格公學校乙

種本科正教員（在本校

13、14、15 年畢業）

簡稱 4 年

制本科 

國民學校 6

年畢業【做

代用教員

1、2 年】 

4 年 4 年制簡易

師範科 

畢業後資格公學校乙

種本科正教員（在本校

10、11、12 年畢業）

公學校

准教員

簡稱 1 年

制本科講

國民學校

高等科 2 年

1 年  該科修業年限較簡易

師範科少 1 年，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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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講

習科、

臨時公

學校教

員講習

科 

習科  畢業 36 年 7 月畢業之 1 年

制師資訓練班與 3 年

制普通師範科修業年

限亦少 1 年，經廳核定

比照 3 年制普通師範

科，故該科亦應按簡易

師範科核定（畢業後資

格公學准教員） 

教員心得

（國民學

校 6 年畢業

做國民學

校代用教

員 2、3 年） 

3 個月

講習科 

     

備註 1.「3 個月講習科」歷史最久，入學資格無限制。 

2.國民學校 6 年畢業再讀 2 年，資格為國民學校高等科 2 年畢業。 

3.舊制高等女學校 4 年畢業，之前為國民學校 6 年畢業投考的。 

4.「新制本科」相當現在專科。 

5.「6 個月研習科」改新制本科前為演習科，演習科畢業後再讀 6 個月研究

科，相當新制本科畢業。 

6.「演習科」2 年制演習科日人較多，相當 3 年制普通師範科。 

7.「3 年制講習科」為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讀 8 年）考入本校再讀 3 年畢

業，相當現在高中畢業。 



 

 

 

8.上述資料

督府臺

4 月 2

檔號

料摘錄本校

臺南師範學

20 日以肆肆

16 號）。 

校教務處學籍

學校）歷年畢

肆南師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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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成績組呈

畢業生名冊

字第 1368 號

呈報【補報

冊】內附表說

號呈；呈報在

35 年 2 月

說明（本名

在案「四四、

以前（臺灣

名冊民國 44

、各項表冊

灣總

4 年

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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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歷年統計表

註：資料

-9  日治時

表含日本人

料來源本校

25 

時期臺南師院

人、本島人、

校教務處學籍

院畢業名冊

高砂族【

籍成績組提

冊 

番人】） 

提供 

 



 

註：臺灣

督。田健

「一視同

台日通婚

和天皇來

圖 1-

灣總督（田

健治郎任內

同仁」、「同

婚制、任用

來臺）之巡

-10  日治時

（臺灣

健治郎）第

內的治台方針

化政策」，欲

用八田與一工

巡禮儀式等。

時期內訓第

灣總督府大

第 8 任總督

針為內地延

欲讓臺灣人

工程師修建

。 

26 

第 20 號令

大正 8 年 12

督；1919 年

延長主義，即

人如日本人一

建嘉南大圳、

【學生資格

2 月 27 日

10 月 29 日

即是同化政

一般效忠天

、促成東宮

審查說明】

） 

日成為臺灣

政策。標榜

天皇；通過日

宮行啟（時為

 

 

灣第一任文官

「內台融合

日台共學制

為皇太子的

官總

合」、

度、

的昭



 

（補

圖

補報 35 年 2

 

圖 1-11  日

2 月以前畢業

 

日治時期臺

業生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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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臺

註：資料來

 

臺南師範學

來源本校教

學校名冊 

教務處學籍成

 

成績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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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學生家

操

圖 1-12  日

家庭狀況明

操行考查表

日治時期臺灣

註：資

明細表 

表 

灣總督府臺

資料來源本校

28 

 

臺南師範學

校教務處學

 

學業

身體檢

校學生家庭

學籍成績組提

業成績表 

檢查及勤惰表

庭狀況與成

提供 

 

表 

績操性表



 

學生

學生家

（含族

生家庭狀況明

家庭狀況明細

族別如蕃人

明細表 

 

細表 

人） 

29 

各科學

（日人

畢業

 

學業成績表

人修臺灣語）

業明細簿 

表 

） 

 



 

（含

圖 1

 

含保證人、資

-13  日治

圖 1-

資產及入學

時期臺灣總

註：資料

-14  臺灣總

學成績） 

總督府臺南

料來源本校

總督府文教

（1941 年

30 

南師範學校學

校教務處學籍

教局學務課函

昭和 16 年

（民國 19

學生家庭狀

籍成績組提

函文本校呈

年 6 月 2 日

9 年 3 月畢

狀況與成績操

提供 

 

呈報學生與班

） 

業） 

操性明細表

班級數 

表



 

圖 1-15  

 

臺南師範學

照

學校學生與

註

照片 1-13  

31 

與班級數統計

註：呈報附

日治時期畢

計表（194

附件 

畢業證書

1 年昭和 1

 

6 年 5 月）） 



 

 

 

（註

照

（註

註：資料來

照片 1-14  

註：資料來

32 

來源本校校史

日治時期教

來源本校校史

史室提供）

教員證書

史室提供）

 

 



 

日

科書的

片 1-1

的。 

日

畢業學

科與演

師

日本統治臺

的編撰，利

17），責令

日治時期在

學生合計達

演習科（表

師範教育為

作

圖

臺灣，希

利用教育敕

令學生每天

在臺南師

達 3,979 人

表 1-6、1-

為政府控

作詩：小山

（荘重に

圖 1-16  臺

希望教育臺

敕語的宣

天例行的

師範學校共

人（表 1-6

7）。 

控制人民最
33 

山朝丸 作曲

に且つ力を

臺南大學日

臺灣人效忠

宣讀，在學

的膜拜種種

共歷經 5 任

6、圖 1-17

最好工具，

曲：岡田守治

込めて）

治時期校歌

忠日本帝國

學校中奉安

種措施，來

任校長（表

7、圖 1-1

主要養成

治 

歌 

國，透過學

安殿及校內

來達到文化

表 1-4、照

8），其中

成教員具有

 

學校教育體

內神社的建

化與思想同

照片 1-15、

中主要科別

有「鍛鍊精

體制及教

建造（照

同化的目

、1-16），

別為講習

精神、磨

教

照

目

習

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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