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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98-1929年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美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等人追求的梦想，是长期鼓舞其革命行动的动力之一
。就具体的政治运作层面来说，美国在当时中国各方面人士中的形象也因利益的需要和时势的变迁而
差异显著。
中国旧式教育制度必需改革，经过长期的摸索、比较、试验，美国学制是适合当时中国教育的最佳学
制，于是，模仿美国的学制系统建立起来了，并在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完备的教育设施
、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教学方法、宽松的人文环境，赢得当时中国人的赞赏，也昭示着中国教育所要
努力的方向。
美国民众拥有使国家强盛的品性——热衷自由平等，守信惜时，积极进取，吃苦耐劳，乐善好施。在
当时国家散弱、人心浇薄的情势下提倡这些优良品性，对于振奋民气、共建未来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
意义。
旧中国的女子处境堪怜，而家庭伦理也有其不足，美国女子的婚姻观念、优良品性、家庭生活和社会
地位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提供了现实的例子和榜样。
美国是发达的西方大国，它所呈现的面貌为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所激赏，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
国人对先进事物的认可和思想上的新境界，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参照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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