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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外藉教师达菲女士和英语I／El=4

学新年联欢合§k

·毕业作业公开答蒜

习。

档案专业学生在市栏

学生在聚精会神地做测定液压秸



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中央电大张庆蹦枝}毛省电大

陆统鉴剐校长副我校实验中心规

躲

·我校领导会见加章大阿萨巴斯

卡大学梭长莫尔森博士及其夫k

·美菇教师蔡斯教授在我校上澡。

营彝量

·美藉教师蔡斯教授和安妮小姐参观

我枝的图书资科中心。

潮



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10

·学生在举行纪念。一二·九”运

动，做“四有”新人演讲赛。

·在技田径运动会上运动员们正

在努力拼搏。

·丰富多栗的文艺演出。

·常燃市郊区分柱实习工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10

·中共常卅市委书记际玉英同志

在控领导陪同下视察我校电教中

心。

·中央电太张达副校长．省控彝

加畏书记米我控观察时租市局领导

周亚璃、旺鹤鸣在亲切交谈。

·中央电太张庚剐校长．省棱陆

统鉴副杖长来莪授视察时和校领导

台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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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概 况

常州市广擅电视大学始建于197眸2月，前身为江苏
广播电视大学常州分枝．为理牍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市政

府对电教事业的镊导；1985年7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改

为现名，为市属地方高校。

建校十年来，在省、市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师

生团结一致，艰苦创业，使学校得到较快的发展．从城市

到乡镶建立起武进，盒坛．溧阳县和郊区四所分拉，市区建

立七个管理站，教学班遍设各区．局．厂矿企啦乡村集
镇，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广播电挺教育网络。专职教职

员工251名，其中教授，讲佩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R!名．
还有一批中。高级兼职教师队缸学校还建立了电教．实验．
图书三个中心，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的广■．电视教学设备

和实验仪嚣．为有效地进行远距触薛，提高教学质量提
供了充分的条件。

建校十年来，在中央电大和省电大的指导下共开设了

文、理．经济等三大类，汉浯言文学，党政’档案．法律，

图书．外语．机械、电子，工民建，轻化工，企管．工业

经济．物资．外经贸．会计．审计等=I外专韭．jt200余门
课程．为全市备条战线培莽了弱22名大专毕业生。目前

在忮大专生2049名(其中普通专科班1260名)。19踮年设电

视中专取现在校中专生1625名。同时还开拓发展了大学
后缝续教育和岗位培训等非学历教育，已培养各类学员

2000盒人。

常州广播电视大学，为适应常卅市加速建成经济中心

城市和实现沿海经济发晨战喀目标的需要，正在探化改革．
除进一步办好大，中专学历教育外，还祝饭剖造条件，为

社会各界的中．高级职生技术教育，专业岗位培训、蛙续

教育提供多种教学服务，帆开放性大学的目标前进。

电役级考夫靖虿参

羡．

零，霄毋



-p年回顾(代序)

当全校师生满怀喜悦心情，欢庆建校十周年之际，我不由思绪万千。十

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刹那的雷：阍，一但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在过去的十年

里，却在常州地区培养各种专韭入才的教育史上写下予光辉的一页o

对我们来说，这十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全体师生

在电大这块充满荆棘的处女地上，不畏艰险，辛勤耕耘，开拓进取的十年，

也是在祖国的百花园里，争放斗艳，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十年。靠州电大

初刨时期，一缺人员，二少资金，兰无校舍，全校师生员工同甘共苦，在工

作上、学习上、坚持高标准，生活上坚持低水平，始终以饱满的热情，顽强
．

也

拚搏，辛勤育入。为实验室建设，·全体教职工群策群力，精心规划，从工厂

废禺囊萤_找设备、仪器，有的自己动手设计、铡作，放1弃了无数个节假日，

赡买仪器时也总是舍远就．近不肯多化一分甍，为保证教学的需要，勤勤恳恳

任芳任怨地工作。学员自带课桌椅在车库等极其简陋的地方‘上课学习。经过

十年的团结裔斗，艰苦刨业，．我们终于创遗出适宜教学、科研的美好环境。

这十年，是我’们坚持改革前进的十年。电大是改革的产物，它没有借鉴
●

，

没有框框，只有在改革中前进，电大的办学校式不同于普通高校，它是我国

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产物，它采用的是广播、电视、函授、面授等多媒体的

教鹾方法，’并采取工厂企业办、事业单位办、专业公司联合办等多渠道的办

学形式，全面推行学年学分制教学计划，既有单科生，又有全科生。它的覆盖

面大，受益面广，为了实行多规格多层次的入才培养，由开始的单一学历教育

即成人普通大专教育及中专教育，向非学历教育即岗位培训、专业证书教育

和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方向发展。

这十年，它从无列有，从_小_列大，迅建发展起来了。由于各级党和政府的

重视和关怀，在学校基地枣设、设备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



从常州市情况来说，市电大和县电大分投都建起了教学、实验大楼，现有校园

基地100亩，校舍建筑面积2艿3千平方米，市电大以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内配套

的设备、仪器已基本上诗足了”三个中心“印实验中心、电教中心、图书资料中

心的教学需要。今天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是我们艰苦刨业的结果。

这十年，常州电大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翕要，从建控初的=个专业

逐步发展到文、理三十多个专业。十年来，我校已为常州地区培养输送了5000

余名大专毕业生，各种岗位培调和单科结业生2000余入。教学质量，经有关方

面严格审查，认为电大毕业生的质量是不错的。培养的学生受到社会各界的欢

迎，许多毕业生已成为工作和生产科研的骨干力量。

这十年，我校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当前面牺着严竣

的形势和激烈竞赛，如何保持电大事业的稳定、协调发展，这是每一个电大工

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还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政革来解决，在

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上要弓l避竞争机制，理颓内部关系，同时必须加强管理严格

校风校纪，以使电大在社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学校教职工队伍建设上

必须调整入员结构，加强师资和管理力量的建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J

走依靠社会各方面办学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充分发挥电大

的优势，努力把市、县两级电大办成多功能的教学基地。

我深信，电大这所采用现代化数学手段进行开放式教育的额墅高等学校，

在深化改革中，一定会得翻稳定的发展。这朵新型教育之花一定会开得更加绚

丽多姿、鲜艳夺目。

谢盘坤

19衅5月‘



凡 ，例

一：一、本志书断限)上自lg．?眸12月起，下迄1388年12肚。

二、本志各章均按学校全面情况作横向排列，各节列按时闻作纵向叙述

三、本志以叙事为主，大事记为贯串本志书的经线，作为本志书重要史

料，放在各章节叙述之后，便于查证。

四、本志书中凡能应用统计图表表达的材料，均郅出图表说明。

五、本志书所用数字，凡属统计表，年、月、日、面积数、人数、班级．

数等甩阿拉伯数字外，其他均用中文数字。

六、本志书的材料，主要摘自档案或历史记录。

； 七、本志书在述及人名时，除照录有关材料的原文外，一般都不用．¨同

志¨或如 褒贬的词语。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位于市区南城脚61号。筹建于1978年12月。1979年1

。月14日举行首届招生考试，1979年2月8日正式开学上课。为了加强对电视教育

的领导，1979年5,q 18日经常州革委会常革发(1979)69号文件批准，决定成立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常州分校。随着电大事业的发展，1982年6月24日经常州市

人民政府常政发(1982)97号文件批准，同意在有关区局建立电大管理站。根据

文件精神，我校建立了机械、纺工等七个电大管理站，形成市区电教网络。198

3年3月确立市管县体制后，我校学区范围扩大，于1989年5月上级将武进、 金

坛、深阳等三县电大管理站划归我校管理，于198d年起先后经市、县政府批准

成立县电大分校。学区范围从城市到农村，为深入农村办学创造了条件。

常州电大自1979年刨办以来，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办

学方针，坚持三个面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振兴常州经济作贡献。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及省电大的指导下，学校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城市到乡镇，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电视教育网络。·

．1986年3月3日经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发(1986)32号文件批复电大常州分校
、

更名为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使学校正式成为一所市属高等学校。

学校核定编制为100入，现有教职工73人，其中：专职教师30入；教职工

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人，中级职称的23人。

学校根据常州市经济发展特点，开展多层次办学，以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

使学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既有大专学历教育，又有中专教育，同时还开展了

多种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自79年办学以来，十年总计招收全科生7906入，共

毕业5252入。单科弼业总人数共1030入。电视中专从1986年夏天开始招生三年

共计1735入，目前还没有毕业生。参加各类岗位培训及继续教育有2000余名。



电大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为城乡各条战线增添了科技力量，受到了各

单位的欢迎。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工

作和生产科研方面的骨干，有的设计成果还填补了国内空白。不少入担任了

企事业的领导，不少人在科研革新中做出了成绩。据追踪调查的不完全统计，

电大毕业生中有lO入担任局级干部，194入担任厂长、经理，450人担任科级

以上干部，占毕业生人数的1 l；5。同时，有95入获得科技成果奖，185入主持

或参与技术改造项目，有1人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53人参加全国性研讨

会，163人参加省市研讨会，并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3“篇。

1979年常州电大在无教学基地、教学设备及无专职教师的情况下，借场

地办学，艰苦刨业，1980年9月经常州市人民政府同意确定了学校校址，把
／

原市六中分部拨给我校使用，仅有七亩地。该处原为一所小学，搬进时仅有二
V

幢二层楼的简陋校舍，建筑面积为940HL，条件很差，适应不了办学要求，学校

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了建校工作，经市政府的同意：从1981年开始，我们根据

市财政的拨款及教学需要，先后分三期工程化四年的时间建立了阶梯教室

实验楼、电视教学楼计3000多平方米，现有校舍4210M‘，同时按照电大的教

学要求、教学规律，积极购置了电教设备、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建立了

以市校为主体的实验中心、图书资料中心、电教中心。市校现有电教设备合
．～

人民币46．7万元，实验设备合人民币65万元，藏书4万多册。

目前常州市的三个县电大分校，一个郊区分校，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
^

学基地，武进分校校园面积为63亩，校舍建筑面积为12354H‘，金坛分校校

园20亩，校舍建筑面积为2133H‘，耀阳分、校校园15亩，校舍面积为2600M‘，

各分校都赌置了各种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这样一市一郊三县的广播电视大
．

●

学教育已初具规模，为今后电大的发展刨造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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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大街建

一、电大的兴起‘
j’

在”文革”前，三障有条件的大城市试办过电视教育，十年浩劫，声乎
，，．

、、
。

’

， ／

吖督人帮”摧残教育：电视教育也就夭折。十年动乱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
‘f’ 。

§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建
： ／

7

／ ．，

谩孰遭上来，使全国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

四化建设，需要知识，需要人才。在全国工农业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
， ～

以及广大的青年，都渴望获得学习的机会，以扩大自己的知识才能为四化建

设多作贡献。党把教育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摆蓟了重点位置。

为了加速发展教育事业j加快培养各类”四化”，建设入才，在党中央和

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下，特鄹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建立中央度各地广播电视

大学后，从1979年春开始，电大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的发展起来。广播电

视大学在垒国螗起，揭开了我国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常髑广播龟视大学的建立

在省、市委的关事l：下，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也在我市兴起，1978年12月4
＼

白市委宣传部召开了由各区局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商讨筹建电大和招生工作，

会上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润华宣布电大的筹建工作由谢盘坤负责，办公室哲

设在市招生办公室内，教育局选调何祖恩列电大工作。1979年1月14日，电

大进行襞■届招生考试，参加考试考生近f而以·开设电子和机械=个专业，

录取全科虽478名，单科生414名，组成18个教学班，于2,q{8日正式开学上

课t这一瓷也就成为鬻州广播电视大学的建枝日。

三、艰苦创业

电大奶舒时期、广一无校舍，=无师资，兰无设备，只有二个办学人员，在



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提出了”群策群力，艰苦奋斗，以抗大精神办电大”的

号召，广泛发动群众，没有课桌，各单位的学生自己带，没有教室，就临时借用

工厂的空房上课，没有辅导老师就向外单位聘请。就这样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

苦刨业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把电大事业开刨起来。

四、校址选定

1979年5月18日，常州市革命委员会常革发(1978)第67文批准命名我校为
』～￡，-． ．

．．。。：一：。征蔓?广播电视大学常州分校。由于常州电大初刨没有固定校址。校牌也

无法正式挂出。学校开办时，一年三迁，19_79年初招生、组班刚完成，我校就由

市招生办公室，搬迁到教育会场，同年9月，又要我们搬到现在的二十一中办学，

教学斑1II是分散上课没有固定地点，靠二个办学人员拎着包，到教学点了解情

况，这样选定校址就成为发展电大的关键问题。经过学校努力争取，由市教育

局提议，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在1980年6月确定了我校地址，把常州市第六中

学分部(即原来南园小学)占地6．7亩的地方，拨给我校作建校基地。同年9月11

日，我校搬到新址办公，地址在南园建设新村56号，即现在的南城脚6l号。有

了固定的校址，我校对外正式挂出了”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常州分校”的枝牌，并

开始着手筹划学校的基建工作。

五、学篮建设
‘

l、校舍建设

学校搬入南园后，虽有了固定校址，但校园内仅有爿等简陋的小学教学横
●

和少量辅助用房，约940LTz的校舍，根本适应不了办学的需要。为此学校在市

政府的支持下，按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制定建校规列，有计划、有

步骤的组织实施。第一掘工程是建214H工的阶梯教室，自筹资金4万元，从198i

年6月破土动工，列11月份止，经半年时问一座可容纳近800入的阶梯载室竣工落

成，解决了匿教师不足需要进行上大课面授辅导的困难。第=批工程是建造88

BH2的实验楼，市财政拨款lO万元。从1982年10n破土动工，刭1989年4月建成，

甩了半年时问。实验横落成后，为建立电大实验中心仞造了条件。第三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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