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沱水泱泱，桐梓文昌，汉安古风，文脉绵长。６０年前，内江师范学院诞生在

这片文化底蕴丰厚的沃土上。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内师人怀揣梦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辛勤耕耘，播种

希望。

看今朝旖旎风光秀。内师人革故鼎新，三尺讲台，神采飞扬，春华秋实，桃李

芬芳。

展未来百舸竞风流。内师人不忘初心，乘风破浪，砥砺奋进，众志成城，再创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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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艰苦创业　不懈探索
（１９５６—１９７８）



内江师范学院建校初期是一个 “艰苦创业，曲折探索”的发

展历程。１９５６年，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创办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

（专科性质）；１９５８年更名为内江师范专科学校；１９５９年更名为

内江专科学校。１９６２年内江专科学校撤销，学校教职工分流，

保留部分人员于同年９月组建内江专区教师进修校。１９６３年３
月，恢复１９５８年成立的内江专区初级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改名

为内江专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办学模

式。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学校举办高师班 （高师专科）。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经国务院批准，内江师范专科学校重新建立。１９７８年，内

江专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内江专区教师进修校合并更名为内江

教师进修学院。１９７９年，内江师范专科学校与内江教师进修学

院各自独立建制，分开办学。

学校草创初期，师生既经历了创业时的开拓和奋进，又经历

了调整压缩时的困难与苦恼，还历经了 “文革”时期的坎坷和劫

难。但学校在艰难困苦中坚守师范育人宗旨，积淀起厚重的历史

文脉，开创了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第一章　艰苦创业

第一节　高师教育的缘起

一、一五计划实施，师训班成立

１９５５年，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新形势下，为满

足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四川省委、省政府批准了省教育厅提出的关于在全省

新建 “成都、内江、绵阳、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四个初中师资训练班的意见。

１９５５年５月，内江地区成立了内江初中师资培训班基建委员会，确定由省教

育厅主管，内江地区教育局承担基建施工管理。省、地共同协商决定：一是校园选

址在内江市城郊的桐梓坝魏家冲附近，征地１２０亩；二是规划建设教学楼一幢、学

生宿舍两幢和食堂、澡堂等及配套设施；三是委托自贡建筑公司承建第一期工程；

四是规定校园建设工期，确保１９５６年秋季开校投入使用。

１９５６年９月，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如期开学。其时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八大提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发

展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学校的建

立，正是贯彻落实党的八大对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体现。

这是学校举办高等师范教育的肇始。

二、建立领导班子，选拔师资人员

１９５６年５月，省教育厅委派张世定 （省教育厅中教科副科长）负责内江初中

师资训练班的筹建工作。中共内江地委任命张世定为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副主任兼

党支部书记 （主持全面工作）。

张世定接到任务后，便在成都开始遴选教师，组建师资队伍，共选拔了生物、

地理、化学三科学有专长、教学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约４０名。６月，张世定到

内江地委请示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的筹建工作，并着手选调中层干部、政工、行政

管理和工勤人员。内江地委宣传部分别抽调简阳三中教导主任蒋华清任教务科副科

长，资中二中副校长王沛霖任人事科副科长，内江二中总务主任曾荣昆任总务科负

责人，资中县团委常委、学校工作部部长刘襄笃任团委副书记，荣县一中教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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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国臣任办公室秘书，杨继鼎任学校基本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生物科科主任为胡克

照，地理科科主任为张离陶，化学科科主任由教务科长蒋华清兼任，后由刘慧芬接

任。从内江地区抽调干部４２人，地区教育局抽调工人２７人。省教育厅从当年高校

优秀本科毕业生中选拔３０余人到校担任教师和实验课辅导员。由此建立起了学校

领导班子、教师和行政管理队伍。

三、招收首批学生，创业历尽艰辛

１９５６年８月底，学校从参加高考的学生中录取首届新生９２８人。开办地理、

生物、化学３个专业，其中，地理９个班３１６人、生物１２班４０６人、化学６个班

２０６人。

１９５６年９月，在做了较为充分的教学准备后学校开校，教师教学认真负责，

学生学习刻苦努力，工作方向清楚明了，教学管理井然有序。但由于学校刚建立，

校园建设跟不上，教学设备不充分，办学条件不完善，学校师生员工在教学管理、

学习生活上存在一些困难，没有自来水靠挑水自给，没有电灯靠煤油灯照明。面对

艰苦条件，全校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想法改善办学条件。

学校购回５．６千瓦的汽油发电机、２６千瓦的木炭发电机和水泵，自行发电、抽水，

及时解决了照明和用水问题；发动师生自己动手绿化校园，种植速生树木和花草。

１９５８年，学校获得了四川省绿化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面对经济上大干快上造成的不良后果以及自然灾害的严峻

形势，学校充分利用地处城郊的优势，积极实行生产自救，开荒种地约２０亩，基

本弥补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不足，解决了师生温饱问题，渡过了难关。

四、政治运动冲击，师生经受磨炼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高校教职工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高

级知识分子必须在政治运动中去接受教育，经受锻炼，提高觉悟。这一时期，学校

贯彻党的 “与工农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１９５７年，学校组织师生到资中县喻家乡参加劳动一个月，与农民一道同吃、

同住、同劳动。学校领导和教师在劳动中身先士卒，对学生们鼓舞很大。学生们劳

动之余，在喻家乡乡公所搭台对农民进行慰问演出，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同年，国家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按照省教育厅的安排，学校在一年级学生中压

缩３１６人充实基层，加强小学教育。

１９５８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学校停课，师生们在学校操场上筑土炉炼

铁炼钢。学校根据上级安排，派出化学、生物、地理三个专业的３００多名师生轮流

到威远县越溪参加了为期半年的炼钢劳动。

１９５８年，学校结合专业特点办工厂、办农场。数学科办数学教具厂，生产中

学教学所需用的 “几何”全套教具；还开办机械厂，生产水管。化学科办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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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硫酸、活性炭。生物科办养殖场和农场，生产食用菌等。

１９５８年，在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思想指导下，师生政治热情高，积极投入各项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但也出现一

些脱离学校实际的做法，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有所冲击。尤其是在贯彻党的知识

分子政策上，这一时期学校根据上级部署安排，相继在师生中开展了肃反运动和整

风 “反右”斗争、“兴无灭资”“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致使广大干部和教师身

心遭受极大摧残。

１９５９年，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但是，由于受极 “左”思潮的影响，学

校根据上级布置，又开展 “拔白旗”运动，对教学优异的教师、认真读书的学生在

校内贴大字报进行批判，挫伤了一些师生的教学积极性。

１９５９年７月至８月，为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 “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

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在地委领导下，在学校党员中开展了 “反右倾”斗

争，对一些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第二节　校名及隶属关系的演变

一、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

１９５６年９月，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 （高师专科）正式开校，由四川省教育厅

主管。

二、内江师范专科学校

１９５８年８月，在 “反对保守思想”和 “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省新增４４所

高校。９月，按照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四川省政府决定将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更名

为 “内江师范专科学校”，由内江地委、行署领导。

三、内江专科学校

１９５９年５月，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内

江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更名为 “内江专科学校”，内江工业专科学校电力专业调入都

江堰专科学校机电专业，乐山专科学校生物专业调入内江专科学校。同年９月，内

江专科学校正式挂牌成立，实行省教育厅和内江行署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四、撤销内江专科学校

１９６２年６月，根据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内江地区

行署按照省委批转高教局 “关于进一步调整我省高等教育和精简教职工意见”，决

定撤销内江专科学校，中层行政干部一部分由地委安排到内江专区机关或各中学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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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领导工作，专业教师大部份调到中学任教，部分调到省内高等师范院校任教。留

下的干部和教职工于１９６２年９月组建内江专区教师进修学校。内江专科学校校舍

于１９６３年由四川省计划统计学校 （后更名为四川统计学校）接收。

五、组建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校

１９６２年９月，为了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内江地委、行署决定保留原内江专

科学校部分师资和设备，另行组建 “内江专区教师进修学校”（简称 “进修校”），

旨在通过函授、短训和教研等方式，提高中学教师的文化、业务水平。学校临时借

住内江二中的校舍场地办学，由张世定任校长，刘昌衢任副校长，全校编制１０人。

六、恢复地区行干校，与进修校整合办学

１９６３年３月，内江地委、行署决定恢复 “内江地区初等教育行政干部学校”，

更名为 “内江专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简称 “行干校”）。该校于１９５８年３月建

立，１９６２年９月停办，主要开展小学行政干部短期培训，共举办干训班７期，培

训干部１０６０人；校址设在内江市椑木镇 （原内江县速成师范地址），由地委宣传部

长王世昌兼任校长，冯秉臣任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邓扬铭任副校长。之后，校领

导几经变迁，学校原有教职工３０余人，停办后只余留守人员２人。行干校恢复后，

与 “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同时迁往内江市桐梓坝内

江老一中校址办学。张世定任校长，刘昌衢任副校长。当时，学校有教职工４０人，

设政治、语文、数学三个专业。１９６４年，刘昌衢调荣县工作，冯克武任行干校副

校长。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７０年底，因开展 “文化大革命”，学校停止了工作。

１９７１年１月，根据四川省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内革函 〔１９７１〕８号文件，恢复

内江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由地区文教局军代表陈玉堂和原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校

长张世定、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刘襄笃组成革命领导小组，陈玉堂

兼任组长；如果陈玉堂同志不在时，由张世定同志主持工作。

１９７５年２月，四川省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四川省教育局、高教局 《关于

培训中学教师的安排意见》，地革委决定恢复地区及各县 （市）教师进修学校。内

江地区进修校和内江地区行干校合并办学，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学校暂设编

制９０人 （行干校５０人，进修校４０人）。到１９７６年底，共举办干部和教师短训班

１５期，培训干部４２０人、教师７３５人。

七、内江行干校与进修校举办高师班

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同年１１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内江地区教育

行政干部学校、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举办高师班 （专科），设立中文、数学、物

理３个专业；中文专业学制２年，数学、物理专业学制３年；招收专科生２９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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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招收一年制中文、数学师训班，学生１２０人。

八、恢复建立内江师范专科学校

１９７８年，根据国务院批准教育部 《关于同意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

通知》，内江师范专科学校恢复重建。学校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从原内江

行干校、进修校划入；校址设在内江市城郊桐梓坝；办学规模为８００～１０００人。

九、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１９７９年５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内江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与内江地

区教师进修学校合并，更名为 “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十、内江师范专科学校与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分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内江师范专科学校与内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各自独立办学，内

江师范专科学校承担普通高等师范教育，致力于师资职前培养；内江教师进修学院

承担成人高等师范教育，致力于师资职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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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校领导班子及组织机构

第一节　党组织不断健全

一、建立师资训练班党支部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内江地委宣传部通知，同意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成立党支部，

张世定任党支部书记、王沛霖任组织委员、刘新基任宣传委员。党支部下设小组。

二、建立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党支部

１９５８年８月，内江地委发布 《关于成立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和任命干部的通

知》，由地委副书记肖波兼任内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张世定任副校长兼党支部书

记；王沛霖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刘新基任宣教委员。

三、建立内江专科学校党总支，下设党支部

１９５９年９月，内江专科学校正式成立。地委副书记肖波任校长，陈昕如任党

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党总支委员为张世定、奉孝芬、王沛霖、刘新基、赵泰丰。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９６０年８月，党总支下设７个支部，即工科、语外、生农、理化、

地体、数学、行政支部；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９６２年８月，调整为工农、师范、行政３
个支部。

政训班党支部由张世定任书记 （兼），陈德明任副书记；语文科党支部由刘新

基任书记 （兼）；数学科党支部由王沛霖任书记 （兼）；化学科党支部由毕国臣任书

记 （兼）；生物科党支部由张天正任书记 （兼）；地理科党支部由张离陶任书记

（兼）；工科党支部由奉孝芬任书记 （兼）。有的党支部下设师生党小组。

１９６２年，增加张致祥、崔明瑞、刘襄笃３人为党总支委员。

四、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文革”期间，内江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全体教职工下放到内江地区革命委

员会荣县长山 “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１９７１年１月，行干校全体教职工从 “五七干校”返回。内江地革委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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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校新的领导班子，由地区文教局军代表陈玉堂和原校长张世定、校办副主任刘

襄笃组成革命领导小组，陈玉堂兼任领导小组组长，由张世定主持日常工作。

１９７２年，根据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批复，建立中共内江地区教育

行政干部学校支部委员会，张世定任支部书记，刘襄笃、刘昌礼为支部委员。

五、成立中共内江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总支委员会

１９７３年，中共内江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总支委员会成立，张世定任党总支

副书记。

１９７５年，内江地区直属机关 （临时）委员会通知：张世定任内江地区教育行

政干部学校党总支书记。

１９７６年，地委组织部任命尚平初为中共内江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总支委员

会副书记、校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六、成立内江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党总支委员会

１９７８年９月，根据内江地委组织部文件通知，房庆瑜任行干校党总支书记，

张世定任校长、副书记，邓明轩、张兆学、孙业可、刘襄笃任副校长。校级党员干

部为总支委员。

第二节　行政、教学、群团机构逐步完善

一、行政机构与教学单位

１９５６年６月，学校成立之初，设有校办秘书室、人事科、教务科、总务科、

基建办公室、工会、团委等行政单位和群团组织；设立生物科、地理科、化学科等

３个教学单位；设立 “马列、体育、教育心理”３个公共教研组。有教师５９人，行

政人员３９人，工友２７人。

１９５８年９月，内江初中师资训练班更名为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后，原有的行政

单位和公共教研组不变，具体设有办公室、人事科、教务科、总务科、工会、团委

等行政部门；教学单位下设化学、生物、地理、语文、数学、外语６个师范专业和

机械制造、有机合成２个工科专业。有教师４５人，行政人员３３人，工人２０人。

１９５９年５月，学校更名为内江专科学校后，设有校长办公室、教务科、人事

科、总务科等行政部门，奉孝芬任办公室副主任，张世定任教务科科长，蒋华清、

张离陶任教务科副科长，王沛霖任人事科副科长，赵泰丰任总务科科长。教学单位

下设６个科和１个政训班。潘渊如兼任工科科主任，蒋华清兼任化学科科主任，张

离陶任地理科科主任，刘新基任语文科科主任，陈吉瑞任数学科科主任，胡克照任

生物科科主任。此时，学校有教师６９人，行政人员４２人，工人２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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