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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校门

物理大楼（第十三教学楼、立慧楼）

1



全国妇联原副主席、1954届校友黄启璪（左三）回校视察（1997年）

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1956届校友杜宜瑾（右二）

回校视察（2000年）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窦瑞华（左一）、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长楷（右一）

为物理学系周末学生素质教育学校教师颁发聘书（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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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学探讨》杂志社主办全国中等物理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1998年）

学院承办第十二届全国核结构研讨会暨第八次全国核结构专题

讨论会（2008年）

学院承办第六届全国光子学学术会议（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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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家级中学骨干教师（物理）培训试点班在物理学系开学（2000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系冯端教授（右五）

来校讲学（1993年）

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寰博士来系讲学（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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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刘颂豪来学院讲学（2006年）

学院教师撰写的部分专著和发表的部分论文刊物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的部分科研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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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科入围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

（2011年）

2006年，物理实验教学中心成为重庆市物理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院凝聚态物理实验室

学院大学物理开放式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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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积极参加农村劳动 素质教育——学校教师、著名国画家方凤富教授

指导学生创作国画

“红帽子”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在街头为群众义务维修家电

2011级立惠创新实验班开班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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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2011级学生洪晶晶获得“东芝杯”师范生教学

技能创新大赛创新奖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1949年女师师生合影

1958级毕业生送别谢立慧院长（二排右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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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级校友赠送爱因斯坦雕塑

1985届本科学生毕业合影

2009届研究生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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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学生毕业暨授位典礼

学院荣获学校“四好领导班子”称号

（1992～1994、1994～1996）

学院荣获“重庆市教师职业道德建

设先进集体”称号（1997年）

学院团委多次荣获“重庆市红岩团委”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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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在清末“新政”改革学制的浪潮中，川东道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重

庆试士院（今重庆渝中区石灰市）创办了川东地区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堂——

“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它就是西南大学的源头。从川东师范学堂开办至今，已

经110年了！

回望这段起伏跌宕、曲折回环的历史，始知办学前辈之艰辛，历代学人薪尽

火传之孜孜不懈。

川东师范学堂建立不数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学堂余绪尚存，名

称亦沿袭未改。至1914年，根据民国元年教育部《师范教育令》之相关规定，更

名为“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1931年1月，又改名为“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此20余年间，国家时局动荡，兵连祸结，学堂命运多舛，校址频迁，经费困难，校

长屡易，几至停办。赖川东道尹甘绩镛、学校师生及社会贤达尽力挽救，改建董

事会并举甘氏继任校长，学堂方得以延续。

1932年，经甘绩镛倡议、校董事会同意并积极筹备，21军军部训令：在川东

共立师范学校内设立乡村师范专修科，“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

健全师资”。1933年 2月，乡村师范专修科迁至磁器口并在此征地扩建农场。

其一切教学、经费、管理仍由川东共立师范学校负责。7月，奉四川省府之命，乡

村师范专修科改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分出单独办理，开始

招收本科学生，甘绩镛兼任院长。1936年，因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之名与当时之学

制不合，奉命改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四川省立教

育学院在艰难竭蹶中勉力发展。延至1949年重庆解放，学院已有9个学系。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除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外，尚有一所1940年创办于

江津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虽位居乡曲，学生亦不甚

多，却荟萃了不少名师，教学科研，颇足称道，是战时中国女子师范教育的最高学

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于1946年迁至重庆黄桷坪继续办学。

重庆解放时，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已有8系1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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