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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师范学院校史

前 中
一
一
口1997 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从 7 月 1 日起，对失去 150 多年的东方明珠香港恢复行使主

权，洗雪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半世纪的奇耻大辱，举国为之欢

。这一年，对于牡丹江师范学院也是值得庆贺的，因为就在

香港回归一个多月的时候，牡师院就步入了她的不惑之年

一一从她的前身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在 1958 年 9 月建立至

今，已是 40 个年头了。为了迎接 40 年校庆，为了记载牡师院

40 年的风风雨雨和 30 年农村办学的坎坎坷坷，为了总结牡

师院 40 年办学的经验和教训，为了牡丹、江师范学院在 21 世

纪的腾飞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师范学院委员会和牡丹

江师范学院于 1997 年 4 月 9 日决定重修《牡丹江师范学院校

史L

牡丹江师范学院曾于 1984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和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局的部署，"为了认真总结我院二十年

来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我院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更好地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牡丹江师范学院校史·前言>>)而编写出版了一部

校史。但是，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的限制，那

部校史还很不完善，很不理想。而且还由于那部校史的印数有

限，所以流传不广，影响不太，甚至鲜为人知。因此，这次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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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撰著是重修而不是续写。

这次重修的校史与 1988 年版的最大不同是把建校的时

间提前到 1958 年 9 月，不是把原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作为牡

丹江师范学院的前身，而是把她作为牡师院形成、发展、壮大

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充足的理由

和充分的根据的.因为(1).1964 年 9 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

黑龙江省农业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

撤销后分办北安师范专科学校和北安农业学校的几个具体问

的意见》中，决定办北安师专，嫩江分院的高等教育的职能

由北安师专，即今牡丹江师范学院承担接续了下来，只不过是

由原来的高等农业教育转变而为高等农业师范的专科教育，

培养目标有所变化罢了川幻，北安师专的教职工和党、政领导

班子都是嫩江分院原班人马中的一部分，校党委副书记张学

礼同志是原分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玉恩同志是原分院副

院长，师专和分院都是由党、政副职主持工作.而教师、干部、

工人都是从原嫩江分院分过来的 μ3).北安师专的农业教育

专业，以及后来增设的畜牧兽医专业，或是嫩江分院原来就有

的，或是对分院原有专业加以调整而成的，北安师专与嫩江分

院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4).北安师专的房舍、教学仪器设

备、办公生活备品等等，全部是嫩江分院原有的，不以嫩江分

院为北安师专{今牡丹江师范学院〉的一个历史阶段是违反历

史的，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川5)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归属于

嫩江地区领导，名为农学院的分院，但和农学院并无隶属关

系.分院办学 6 年，共培养出本、专科毕业生 934 人，停办后这

些毕业生一直在关心谁是他们的母校，我们把建校时间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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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58 年 9 月，把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看作是牲丹江师范学

院的演变、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嫩江分院的近千名学子至今

仍有自己的母校可以版依，可以来往，这也是符合这部分人的

心愿的。

牡丹江师范学院建校 40 年，经历了东北农学院嫩江分

院、北安师范专科学校、宁安师范专科学校和牡丹江师范学院

四个历史阶段，由农业院校一变而为农业师范院校，再变而为

综合性的师范院校，是一步一步而走到今天的。牲师发

(1997月号文件《牡丹江师范学院重修校史方案》说产盛世修

史，牡丹江师范学院经历了三十年的农村办学，历尽了千辛万

苦，终于迁入了牡丹江市，进入了她的再创辉煌的盛世。为了

总结建院以来的办学经验，配合建校庆典活动，学院党委和学

院行政决定重新修撰《牡丹江师范学院校史 >>0"文件规定重修

校史的指导思想是 z"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指导

思想，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建校四

十年来在教育方针上，办学思想上、教学工作上取得的成绩，

存在的问题，获得的经验，教训等方面，认真总结，深入研究，

实事求是地写出符合我院实际的一部科学的校史Y"校、系史

的撰写、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1. 反映全貌，防止偏颇; 2. 遵重

史实，有根有据; 3. 总结经验，有史有论; 4. 前期宜粗，后期宜

细。"并组成校史编写委员会 z , 

主任委员 t荣广明、张凤。

副主任委员 t 王泽远、申殿和、徐广义。

委员 z 李振山、高而寅、宋冠军、左春生、陈景文、~J国成、

高志忠、仲跻庆、张庆山。

3 



校史编写组 z

主编 z 张凤. 0 

副主编:徐广义、高志忠、陈景文.

成员 z陈虹岩、车红梅.

编撰校史的工作得到全院广大教职工的热情支持，各部、

处、办、系、室都，积极编写本部门的部门史，既总结了本部门的

历史资料，也为校史的撰写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奠定丁坚

实的基础.这部 26 万字的校史是壮师院全体师生 40 年勤恳

敬业的甘苦结果，无私奉献的心血结晶，是学院全体师生和编

委会、编写组共同创造的成果.

这部校史记载着牡丹江师范学院的过毛去，也予示着她的

未来.牡师院已于 1995 年 7 月 18 日举校迁进了牡丹江市兴

中路文化街 19 号新校址，结束了农村办学，两地居住，教职工

怯途通勤、教学设备陈旧，实验手段落后，研究资料匮乏的历

史.新校址占地 606.42 亩，总体设计建筑面极为 104.627 平

方米，现已造成 78.467 平方米，圭楼巍峨壮丽，高耸入云，实

验楼与主楼配搭协调，设备齐全先进 s教学区、生活区和运动

区有机组合，校园整体规划合理，设计紧凑，初经绿化，已现其

美.待全部竣事后，将是景色宜人，环境幽雅，有益于进行教学

和科研的好地方.牡师院的校门设计构思别出心裁，建筑造型

宏伟壮观，黑白鲜明，方园协调，有规有矩，明是明非，体现了

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办学思想和教育风格 o 1988 年版《牡丹江

师范学院校史·结束语》说牡师院"经历了十年内乱，三年徘

徊，那高唱凯歌，阔步前进的时光太短了 I .."目前，牡丹江师范

学院正在搬迁的过程中，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她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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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姿态和风貌，为培养‘四个现代化F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做

出更大的贡献 1"至今过了 10 年，牡师院完成了搬迁的历史任

务，现已成为了一所省属的科系比较齐全的初具规模的综合

性高等师范院校.她所承担的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中等教育

的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和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的任务，正在二步

步地实现，一项项地完成。

牡丹江师范学院现有 9 个系 16 个专业，成人教育面向全

社会，设置 23 个专业。现正筹建历史系和计算机系，生物系和

中文系是省重点专业。现有本、专科在校生 2.400 多人，成教

生 900 多人，受地方政府委托而举办的培训班学员 1.600 余

人。

牡丹江师范学院已有 6 个学科、专业与辽宁师范大学合

招硕士研究生， 1996 年，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批准牡丹江师

范学院接纳外国留学生，已有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学生来校进

修汉语。

自建校以来，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 21.000 余人，其中成

人教育培养 10.000 余人。毕业生中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

总计 140 多人，出国学习进修的 20 多人。牡师院的毕业生，绝

大多数工作在省内外的中等教育的岗位上，许多人成了学校

的领导，成了教学的骨干。还有部分毕业生在省内外各级党政

部门工作，有的人已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进入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的毕业生，有的成了全国知名的学者，有的获得了有突

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

牡师院向来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现有教职工 756 人，教

师中有教授 15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108 人，讲师助理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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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馆员 233 人，教授中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的 2

人.教授、副教授中被辽宁师范大学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的 9

人.牡丹江师范学院聘请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为客座教授

的 6 人，他们是 z 日本新i哥大学教授吉田吉男先生$辽宁师范

大学副教长、教授谭忠印先生 F辽宁师范大学教授、辽师大生

命科学学院院长、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关林先生 F辽宁

师大教授、化学系主任郭文生先生 3辽师大副教授、研究生部

主任王吉鹏先生 z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黑龙江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奎良先生.他们的教学和治学为壮师

院师生树立了楷模、指示了方向。

牡丹江师范学院在 80 年代开始，一手要建一所大学，一

手要办好一所大学，所以必须在狠抓教育教学的质量的同时，

狠抓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提高。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教学能力

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狠抓科学研究。学院现有研究所 2 个、实

验室 39 个。实验室、语音室、电教馆设备总值达 600 余万元，

图书馆馆藏中外文图书 31 万余册，中外文期刊近千种.(牡丹

江师范学院学报H哲社版〉和(自然科学版〉皆国内外公开发

行。建校以来，已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通过国家级、省级鉴

定的成果和公开出版发行的专著、教材 300 多部(项) .在国内

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3.000 余篇，获得国家、省、市和学

院奖励的成果达 200 多项。自 1977 年以来，学院从未间断与

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多次举办国内、省内的学术研讨会，曾

邀请日本、加拿大、德意志等国家的学者来院讲学，多次邀请

内、省内的专家学者来院进行学术交流，多次派教师到日

本、英国、新加坡、朝鲜等国家访学、进修、攻读硕士、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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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近年来学院领导多次出访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德国、荷

兰、卢森堡、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不断地吸取国内

外的先进的办学经验和治学方法。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师生创

造了她的辉煌!

放眼 21 世纪，牡丹江师范学院完成了她的"九五规划"

后，将是一所科系齐全、专业完备、教学设施完善、实验手段先

进、实行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

的多层次、高档次办学的一所省内先进，国内国际都有相当影

响的高等师范院校.牡师院还有她更为光影夺目的辉煌!壮

师院全体师生一定能够再创他们的辉煌!

这次重修校史的分工是:第一章、第二章由高志忠执笔 F

第三章、第四章由陈虹岩执笔，第五章、第六章由牢红梅执笔 z

其中第五章第二节和附表由陈景文执笔。初稿完成后由主编

审阅，再由编委会讨论、修改、定稿。由于时间紧 ，任务童，资料

不够完整，编者缺乏修史经验等等原因，这部重修的校史较之

1988 年版校史虽有很大提高，但不足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我

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校友、专家们给予批评、指正。

张凤

1997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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