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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序　言 （一）

绥德师范学校从创办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了。在七十周年校庆前

夕，为了回顾学校光荣的革命历史，为了纪念为革命牺牲的同志，

为了使一些校友能有机会回忆当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学习、战斗

和成长的过程，学校编辑出版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这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热烈地祝贺。

绥德师范学校创建于１９２３年。她一诞生，就由李子洲、王懋廷

等先烈撒下了革命种子，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

织。从此，革命种子就在这所学校生根、发芽和成长。学校七十年

间大体经过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反动势力统治下办学，后一阶段

在革命政权下办学。

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３９年这段时期，绥德地区由当地军阀和国民党

反动派统治。反动当局经常对学校的革命势力进行摧残，曾经两度

解散学校，怀有革命热情的学生乘机深入农村，点燃了革命烽火。

有的同志在革命中牺牲了，生者在继续战斗，直到革命势力发展壮

大，他们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形成，绥德等五县被划为警备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八路

军开进驻防，但政权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掌握。当时日本军队打到黄

河东岸，绥德师范的学生为抗日战争所激励，抗战热情高涨，组织战地

服务团，走出校门，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战。这种革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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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专员公署的恐惧，他们想方设法对充满

革命热情的学生进行欺骗和镇压，并暗中策划撤换进步校长，委任反

动校长。消息传出，全校哗然，进步学生纷纷离校，奔赴延安。反动校

长到校后，在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实行法西斯反共教育，迫害

留校的进步学生，将学校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反动的国民党专员公署专事摩擦，破坏抗战，当地党委和我

八路军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９４０年初反动专员逃跑，国民党

政权垮台，绥德地区革命政权随即建立。在革命政权领导下，绥德师

范更换了领导，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派了大批水平比较高的教

师，对学校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反共教育，从此绥德师范获得了新生。

学校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用革命的、乐观的、向上的精神，鼓励学生

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因而他们进步较快。从此一批批饱含革命热情的

青年学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分布到

全国各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切实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绥德师范继续为地方培养了大批

教师和干部，成绩依旧显著。

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集中精力进行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地方来说，要大力发展农业，发展乡镇

企业，这就需要大批的地方干部，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作为地方学校的绥德师范，其主要任务，就是继承革命传统，用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和较好的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一

批批师资，为地方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出不

懈的努力！

刘宪曾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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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陕西省绥德师范和她的前身第四师范，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

优良传统的学校。第四师范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５月。在１９２４年夏李子洲

同志任校长后不久，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这里成为陕北

革命的策源地。大革命失败后，经过这座 “革命摇篮”培养的中共

党员和进步青年，为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争取人民解放事业的

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数先烈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人民

的心中，也激励着后继同学走上革命的道路。当然，在革命和战争

年代，绥德师范也有坎坷的经历，她的发展也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

但总的来说，学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的，始

终坚持了教育和现实斗争相结合，使学习为现实斗争服务，为中国

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不仅为争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条战线的发展，

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新中国成立以后，绥德师范培养的人才多又为

陕北的基础教育和榆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可以这样说，从第四师范的创建到以后绥德师范的全部历史，是和

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在纪念绥德师范建校七十周年

的时候，编辑出版这套六卷本的丛书，以此来讴歌前辈，启迪后学，

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材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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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按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９０年代实现第

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而在老革命根据地，要抓住机遇，改变

社会经济面貌，必须把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放

在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使更多的读者了

解绥德师范，认识绥德师范，从而深刻体会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促进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使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尤其

是师范教育的发展，以发展教育促进老区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

改善。

我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陕西省绥德师范，能够继承七十年

光辉历程中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新的任务，作出更

多更大的贡献。长江后浪推前浪，喜看后人超前人。

安志文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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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教书育人 （代序）
———绥师光荣传统初探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　武　军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简称 “绥师”）自１９２３年５月建校，迄

今已近９０年了。由于她在创办之初就受到李子洲、白超然、呼延震

东等陕北旅京津的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以及陕北名士杜斌丞

先生等人的影响，特别是自１９２４年夏李子洲同志出任校长，当年初

冬就在学校创建了中共党团组织以来，学校绝大多数时间是都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实际控制之下的。特别是她作为 “西北革命策源

地”、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曾经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政治、组织、军事和群众基础，使得陕北能够成为中国

革命的 “落脚点”和 “出发点”。这一特殊的历史贡献，决定了她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绥德地区解放后，学

校又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所重要的干部学校。新中国成立以来，学

校走上了正规的中等师范教育轨道，为陕北地区的基础教育培养了

大批优秀的师资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人才。在近９０年的办学历程中，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

也逐步形成了 “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

一

李子洲同志于１９２３年在北大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



６　　　　

产党。他是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指派回陕北开展建党工作

的。１９２４年夏李子洲出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简称 “四师”，

今 “绥师”的前身）校长后，学校制定的 《学则》明确提出四师的

办学宗旨为：“（一）发展青年身心；（二）培养积极道德；（三）注

重科学教育；（四）造就优良师资。”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李子

洲校长讲得就更具体了：“本校的宗旨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

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

造中国。”并且还提出四师的办学原则为 “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

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陕西人

民出版社 《杨明轩》第１１８页）。他认为，把一所学校办好，本身就

是革命。由此可见，在四师创立之初，李子洲校长就把教育和改造

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着眼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并依此进行

教学和革命实践。

在教学方面，四师首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为必修课，由李子洲

校长亲自讲授 （李子洲同志系１９２３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国

文课以 “爱国主义教育和提倡唯物论、科学宇宙观，反帝反封建、

反对唯心主义”为中心，学校自行选编教材讲义。还增加了民间文

学的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词、顺口溜、谚

语等民间文学。同时，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使课堂更贴近于社会生

活。

与此同时，强调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四

师时期，星期天组织学生轮流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已形

成了制度。图书馆备有许多进步书刊，如 《马克思主义浅说》、《共

产主义浅说》、《共产主义ＡＢＣ》及 《新青年》、《向导》、《共进》、

国民党一大 《宣言》等。特设政治问答栏，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由



７　　　　

教师随时笔答。学校还接办了绥德的平民学校，由学生轮流执教，

既使学生得到了实习锻炼，又扩大了社会教育，培养了一批工农革

命骨干力量。寒暑假都要求学生回乡办补习学校和夜校，在进行文

化普及的同时进行革命宣传。

为使四师能够感受到八面来风，凡来绥德的名人，学校从不放

过，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师生，使大家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来到绥德，就被请来给师生们

讲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结交孙中山的过程，以及日本的政治、军

事等情况，讲辛亥革命；共进社社员严敬斋留美归来，被邀请来校

讲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中国留学生和

华侨在美国的生活状况等；史可轩从苏联回国，也被请来作关于旅

苏观感的报告。杜斌丞、杨虎城、耿炳光、魏野畴、马雅堂等知名

人士途经绥德时，四师都组织了演讲会、报告会。

在李子洲校长的领导下，四师更加重视引导学生参加革命实践

活动。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起，由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人发起，

四师在 “共进社”绥德分社的基础上，先后建起了党团组织。从

１９２５年起，党小组逐步扩建为党支部、陕北特支、绥德地委、陕北

特委……起初，四师的党团组织分属在北京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

京区委和在上海由邓中夏领导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后来统一到北方

区委领导，一度还曾划归豫陕区委领导。１９２７年２月中共陕甘区委

成立后，又划归陕甘区委领导。四师党、团组织的建立，在陕北，

乃至整个陕西省和西北地区，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党团组

织很快就发展到东至山西汾阳，西到安边、定边、银川，南至延安

和驻守在宜川的国民军李象九部，北至榆林、神木、府谷的广大地

区。米脂、葭县 （今佳县）、清涧、吴堡、安定 （今子长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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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在四师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下建起了党团组织，从而使四师成

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有力地吸引着陕北各

地的有志青年。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师的革命实践活动非常活跃。每逢重

大纪念日，学校总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既教育

了青年学生，又发动了群众。１９２４年冬，在李子洲、杜斌丞等人的

策动和促成下，杨虎城将军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部由

榆林南下讨伐刘镇华途经绥德时，曾住在四师。四师组织全校师生

及地方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和欢送会。李子洲和杨虎城先

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大大地激励了杨部的士气，同时，使四师的

师生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

１９２５年初，四师成立了学生会，后又与榆林中学等陕北较大的

中小学校学生会联合组成 “陕北学生联合会”。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

运动的作用，争取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革命活动，四师又成立了

“青年社”，后与各校联合统一为 “陕北青年社”，出刊 《塞声》，宣

传马列主义，抨击时弊。组织学生针对反动上层发动学潮，发动当

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和反对基督教等斗争，在

实践中锻炼青年学生。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５日，李子洲校长组织四师师生积极参加了陕西国

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举行的各分会代表会议。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

耗传来后，四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和地方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

会，并立碑铭志。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李子洲等人的倡导和推

动下，绥德、榆林、葭县 （今佳县）等地于１９２５年春先后成立了国

民党临时分部。自此，四师绝大多数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

团组织。为了便于开展群众运动，他们同时又加入了经过改组的国



９　　　　

民党。教务主任杨明轩先生又以国民党陕北特派员的身份，尽量选

派四师的共产党员到各地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对推动陕北革命

群众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９２５年５月初，西安爆发了驱逐吴新田的斗争后，四师积极响

应，召开驱吴大会，举行游行示威，震撼了井岳秀的反动统治。“五

卅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两周，一方面成立 “后援会”，发动和

领导绥德城乡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声援活动；另一方面，

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在 “到民间去”的口号下，分赴葭县 （今佳

县）、吴堡等地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从而在整

个陕北地区形成了以绥德为中心的声援工人大罢工斗争的高潮。斗

争不仅唤醒了民众，而且增强了各阶层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为了

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文化侵略，四师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了

“陕北非基同盟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使帝国主义利用

基督教进行精神文化侵略的阴谋在陕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１９２６年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四师学生会会同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青

年社、陕北非基同盟会等组织，于３月２４日在绥德联合召开市民大

会，愤怒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通过了给被难者家属的慰问电和

警告各国公使的通电，并由教务主任杨明轩和共产党员田伯英老师

主演了由王子休老师赶写的三幕话剧 《被毁的血书》。剧情悲愤激

昂，使校内外观众深受感动和教育。

与此同时，学校党团组织还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和兵运斗争。

１９２６年，四师党组织通过学生会和陕北青年社，领导 “脚户” （即

脚夫，专门从事赶牲口搞运输的人）和农民，于６月成立了 “脚户

自保会”。会长白明善，副会长杜嗣尧、高光祖，以及李明轩、罗百

福、赵通儒、邓重庆等委员，均为四师的学生和教员。脚户自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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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脚户和学生、农民联合行动，几次冲击打砸 “骡柜” （又称厘

民局，是官府设办的一种专门敲诈勒索脚户的帮会组织），迫使官府

取消了 “骡柜”，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下半年，在５月１日成立的绥

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绥德县总工会，使工人运

动走向自觉的道路。同时，党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向农

民做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建立村、区农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村庄

还发展党团组织。并在１９２７年农历正月初七成立了绥德县农民协

会。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先后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县衙和地主、高

利贷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虽经１９２７年８月和１９２８年４月两次封闭，但四师的革命火种并

未被扑灭。到１９３０年底第三次被封闭之前，四师党组织仍然秘密地

存在着，组织学生发动农民运动，抬龙王斗县长、砸蛋厂、驱除国

民党绥德党务指导委员会等斗争，深深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１９３０年，吉国桢、刘澜涛、苏醒民、常应黎 （即常黎夫）等中共陕

北特委负责同志以教员的身份来四师任职后，又利用国民党搞军训

的条件，组织 “学生军”，培养从事武装斗争的人才。

正是因为学校能够从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为现实斗

争服务、教书育人的方针，在环境险恶的四师时期，培养了大批优

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高光祖、白明善等数十位四师学生，先

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安子文、马明方、刘

澜涛、马文瑞、张达志等同学投身革命，到新中国时期成为我党、

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的就有４０多位。正如刘澜涛同志于

１９８６年４月６日在北京举行的绥师在京校友座谈会上所说，“我们的

母校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校友，今

天能够有一些成就，很主要的是当时革命的学校里培养了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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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而成为一名革命事业的战士”。因此，我们

完全有理由说，是 “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方针，谱写了四师时

期这一绥师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二

１９３０年底学校第三次被封闭，长达近三年半之久。１９３４年秋，

学校才被正式恢复，更名为 “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 （简称 “绥

师”）。当时，由于党组织尚未恢复，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

控制之下，整个学校的空气是沉闷的。“西安事变”的爆发，给绥师

师生带来了很大震动，绥师沉闷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部分思想活

跃的学生渐渐地开始注意国家大事了。一些进步书刊，甚至中共中

央机关报 《解放》周刊，也秘密地传开了。大家对 “西安事变”，

对谁抗日谁不抗日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七七事变”爆发后，

曹孟朴老师 （东北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

者的罪行，并和一些进步学生每天晚上用收音机收听、记录关于抗

日的消息，经整理后以大字报的形式，一抄数份，张贴于绥德城内

的主要街道路口，成为新闻渠道不畅、消息闭塞的古城绥德的重要

消息源，为绥德人民及时了解抗战形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我八路军驻防绥德，设立警备区，使绥德成为国

共统战区后，绥师的政治空气更加活跃。学生秘密组织起读书会，

学习邹韬奋主编的 《永生》、《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 《读书生

活》、《世界知识》、《中流》、《译文》、《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以及艾思奇

的 《大众哲学》、《通俗哲学讲话》等革命书刊。学校邀请八路军的

干部来作报告。霎时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响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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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斋舍，《睡狮猛醒》、《八百壮士》等救亡戏剧展现在礼堂和操

场的舞台上。还办起了抗敌壁报。在警备区民运科和 “青救会”的

帮助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 “民先队”），重建的学

生会也改建为学生抗敌支会。在学生抗敌支会和民先队的领导下，

以班组成工作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从而推动了绥德及

周围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１９３８年４月，学校党组织得以恢复。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更加蓬勃发展，轰轰烈烈。

当黄河防线吃紧的情况下，学校曾组织战地服务团，在曹孟朴、刘

宪曾、李国璋 （当时已均为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带领下，分别挺进

葭县 （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的河防前线，深入榆林、横

山、米脂等县的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支援前线，保卫河防。还有

两支宣传队曾东渡黄河到山西农村进行宣传活动。绥师师生的这些

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此惊恐不安，

而我方军民则大受鼓舞。

１９４０年端午节，绥师被反动校长白焕亭分裂后，我党、政、军

当局接收了未出走的师生，又从延安调来一些教师，保住了绥师。

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暑假期间，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绥师

党员学生和部分进步学生赴延安参观，用事实澄清国民党反动派的

反共宣传给青年学生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

１９４１年１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正式决定接办绥师，改校

名为 “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 （简称 “绥师”）。到下半年，将

原来分属不同系统领导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使学校各项工作在党的

有效领导下健康地开展起来。当时明确规定绥师的教育方针为：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二）统一战线的学校，在不违背抗战的

原则下，允许各党派的存在及思想自由。（三）提倡新启蒙运动，培



１３　　　

养青年勇敢的、乐观的、健康的、有独立人格的良好作风；反对盲

从、独断专制、迷信、奴役等思想。（四）正规化的师范学校，有一

定管理制度与工作制度，兼干部教育的学校……”训导方针为：

“（１）克服自由主义与散漫现象，加强集体生活的训练。（２）提倡

遵守校规服从团体纪律的精神。（３）克服保守、自私、褊狭等不良

现象，发扬为公服务精神。（４）养成活泼、紧张、切实、朴素的作

风，提高学习情绪，加强学习效能。（５）在实际活动中培养民主精

神。（６）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７）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这

年暑期，绥师学生代表再次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赴延安参观了医

科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女大、陕北公学、鲁艺、抗大、高级法院、

中央医院、解放日报社、保育院、光华农场、纺织厂及日本工农学

校等单位。部分学生代表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

接见。毛主席还亲笔题词，勉励大家 “团结”、 “向上”、 “奋斗”、

“学而时习之”……通过参观，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１９４２

年暑期，又有部分学生参加了由警备区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晋绥解放

区参观团，听取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开辟

根据地、反扫荡和根据地建设、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民兵抗日等

情况的报告，参观战利品展览和日寇烧杀掠抢后的惨状。耳闻目睹

的一切，使得同学们更进一步认识了国共双方对抗日救国的不同态

度，增进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赖，并且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克

服困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对转变学生的思想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４２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

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

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 （见１９４２年３月２日 《解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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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此间，边区高干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都明确地提

出了边区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是：“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

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见１９４４年２月８日 《解放日

报》）绥德分区也提出了 “学校要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结

合”的教育方针。（见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１日 《解放日报》）据此，１９４３

年起，绥师便转为以干部教育为主。先后增设了地方干部训练班、

青年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及无线电训练班和会计班等专业

培训班，以及到１９４８年的文艺班等，学制不定，应急培养。在课程

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十分重视为社会现实服务，

教书育人。从而适应了战争和边区建设、开辟新区等方面的需要。

１９４６年冬防空期间，仍然坚持上课，学习适用于战争需要的政治、

军事和救护等一些基本知识。１９４７年学校转移于黄河两岸，也每天

坚持四小时以上学习时间。教师们根据 《陕甘宁边区政府战时教育

方案》的要求，自己编写讲授提纲，搜集利用驻地的活教材，在国

文和政治课上，注重对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坚决勇敢及拥

军尚武精神的培养；并向学生讲解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蒋介

石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专政的实质；宣讲发扬民族气节与反抗强暴

的历史传统，以及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事迹；同时联系

战争形势，介绍各解放区的形势概况，以提高保卫边区的热情；在

自然课上着重介绍防空防毒、急救护理、熬硝、制造火药和地雷等；

体育课进行基础军事训练，学习侦察、通信、站岗放哨、坚壁清野、

埋地雷等实际技能；并注重培养学生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

惯，以形成一定的自卫能力；还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调整课程及

授课时间，如增加时事、军事及社会活动时间，减少一些不急需的

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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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联系学生自身的实际和社会实际。例

如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初期，为帮助学生提高对劳动的认识，国文课

上学习 《毛主席这样爱我们》和 《建立新的劳动观点》等文章，并

配合介绍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模范人物的

事迹，引导学生批判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鄙视劳动人民

和生产劳动的封建思想，分析了陕北劳动人民为什么习惯称劳动为

“受苦”，从而使大家认识到了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提高了劳动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４年每人平均生产成果以小

米计，在一斗三升 （约合５０斤）以上。１９４５年收蔬菜１６万余斤，

高粱１４万余斤，豆类２０００多斤，棉花３０００多斤，还建起校舍窑洞

２７孔。１９４６年１１个班种洋芋４５亩、棉花２４亩、花生１５亩、高粱６

亩，教职员又另种棉花３亩。１９４８年春，除帮农场种６亩菜蔬、２４

亩洋芋、６亩南瓜外，另种１３００株南瓜，并还拟开井种 ６亩秋菜

……从而维持和保证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

的负担，支援了人民战争。同时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意志和品质，增

进了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感情，提高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

与此同时，绥师还积极开展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

实践活动。例如１９４２年寒假期间组织回乡工作团，学生们回乡后积

极开展抗日宣传，办冬学、办识字班，宣传文明、卫生。１９４３年冬，

组织了宣传工作团，自己创作了１７个秧歌剧，排练了２２个节目，

利用假期先后到马蹄沟、周家硷等７个区２２个村镇进行宣传演出，

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和征粮的意义。宣传过程中，还进行农户调查，

组织识字组、补习班，办大众黑板报、读报组等。仅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５

年，《解放日报》对绥师学生的下乡活动，就曾有过五六次报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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