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唱叫苛λ干唱丑斗λ干l
||延边大学师范教育史|YANBIAN 

DAXUE 
SHIFANJIA OYUSHI 

。主编 : 朴泰沫

坚:2 ~毛边教育良版社



编:朴泰摊

责任编辑:张顺描

责任校对:李学锋沈爱华宋栋罔

封面设计:崔天

图书在版编自 (C 1 P) 数据

延边大学师施教育史:朝鲜文/朴泰诛主编.…延吉 2

2延边教宵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唰5437-8231心

1.①延…1I.①朴…1lI.①延边大学一师范教育一教
育史一朝鲜语(中困少数民族语言)凹.①G6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学(2010)第104566号

定价 98.00 元

延边大学师范教育史

出版2 延边教育 tfj 版社(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胳 363 号 邮编 133000)

网址， http , / /www.ybep.com.cn 电话 0433-2913940

发行 s 延边教育出版社 印刷 z 沈阳新华印刷广

开本 787 毫米 X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 75 撤页 26 字数 7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l 版 2010 年 6 月第 l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叩5437伽8231-0 (民文) 定价 I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硕 t司:种式 ω 件{品

i l' :在城 a 会品精

丢审:件有品 号街 4

丢编:朴本球

偏要:核战自 会品精 朴..体

雀 党 陈铁 -t- t* 
核战等 补自现 公4后坪



胡耀邦总书记题词( 1984.5) 

息
J
U句
毛
得

给
委
私
令

格
执
人
总
过

朱德委员长题词( 1964.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M
矿P
玛
A
M
U
J学

作
J争
A
W也
注
次
人
才

WJWA 
L
P
V

梓

-
b
A
A
S

江泽民总书记题词( 1991. 1 ) 



代序 1

代序

《延边大学师范教育史》即将与读者见面了，我衷心祝赞它的出版。

延边大学的师范教育起步早，已走过 60 年的历史。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随

着朝解族教育的普及和普及教育程度的提高，制办朝鲜族高等师班教育、培养朝鲜族中

等教育师资已成为 2当务之急。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府接管了伪满时期的师道学校，经

改造后称延吉师班学校，成为中阔朝鲜族第一个专门培养民族师资的正式基地，朝鲜族

人民开始拥有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师范教育。 1949 年 4 月，创立中罔朝鲜族第一所大

轧…延边大学，其主要任务是培拌民族干部，同时担负着培养东北兰省朝鲜族中等教

育师资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师班教育和各级民族师资的蜻训

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在 1950 年的院系调鞍中，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对《延边大学

的调整方案》的批复中指出"延边大学的丢在本方针是培养中等师资，要把这一方针贯彻

到底"。根据以上精神， 1950 年，延边大学合并文、理学部，设立师范部。 1958 年后，延

边大学分立为延边大学(以原师姐部为主)、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分立后的延边大

学成为以培拌民族中等师资为主要任务，同时培养民族干部和科技人才的具有师范性、

民族性、锦合性的大学，列为省属重点大学之…。从此，延边大学成为朝鲜族中等教育

师资培养和培训的主要基地。

lE阔为有了这样的基地，延边大学培养和培训了数以万计的民族师资。现在东北

三省和内紫古地眩朝鲜族中学中 80% 以上的教师是由延油大学培养和输送的。就是

这些师资支撑和发展了中罔的朝鲜族基础教宵。正因为有了这些师资，延边地区在

1952 年率先于全国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 1958 年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正因为有了

这个基础，延边地区成为在新时期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民族地区，使朝鲜族成为

在国内各民族中教育最普及、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

班边大学师施教育为适应地旺肌肤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于 1959 年开始招收汉族

及其他民族学生(占招生总数的 30%) ，实行了共教共学的办学体制。 1983 年，延边成

立了延边师范专科学校，培拌了汉族学校基础教育师资。 2000 年，为适应教师教育发

膜的变化和形势，延边的中等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专科，成立了延边大学师施分院。

1996 年，延边地区 5 所高校进行了合井，成立了新的延边大学，也单独成立了师班

学院。随着延边大学成为"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校和省部共建的地方鲸合性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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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如例黯合利用好教师教育资惊、如例处现好学术性和师施性关系、如何调藕

好培拌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关系等问题日就凸显出来。根据教师教育发展变化的一体

化、专业化、多元化、综合化特点和简势， 2004 年来，延边大学第→执召开了教师教育工

作会议。会议上全面总结了建校以来特别是合校以来学校办教师教宵的经验，正确分

析和评价了教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了构建多样化教师培赤模式的基本思

路和改革教师教育管理体制的设想。 2005 年，组建了新的师范学院，开始踏上了探索

新的教师教育模式的道路。五年多来，新师宿学院根据《延油大学教师教育改革方案》

和《延边大学关于加强师;也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锐意进取、深化改革、剪于探索、勤于

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延边大学教师教宵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

验。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过..历史学并不是关于外部事实或事件

的知识，而是自我认识的叫种形式。人如果意识不到他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的周限，它就

不可能塑造未来的形式。"本书本着反思过去，以史为鉴;正视现实，与时俱进;改革创

新，开辟未来的精神，阳刷了延边大学师范教商 60 年的历史过程和成就，总结了延边大

学师范教育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探讨了综合性大学办好教师教宵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管

理模式。

第…，坚持重视师范教育，优先发展师施教育的方针。师施教育是整个敏宵的母机

与发展前提，教师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班边地区和中国朝鲜族教育的发展经瞌

和教训班明了这一点。

第二三，构建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与民族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在罔家多元一体文

化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为指导，坚持我校的多元文化特色，坚持传承、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培养适应民族教育和地区教育的跨文化素质的教师队伍。

第兰，坚持探索师范性与学术性结合，提高教师教育质量。耍尊重延边大学的历史

和传统，正视延边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发挥锦合性大学的学科专业优势，继续探索

综合性大学办好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和途径。

延边大学为地阻和中周朝鲜族教育的发展扣负着师资培养和蠕训的重要历史使

命。 21 世纪东北班时代的来l恼，((中罔图们任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一以长青因为

先导区》的实施以及《国集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给延边地区和延边

大学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我认为，深化教师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促进延边地区和朝鲜族教师教育一体化;构建开放的现代教师教育标准体系，促

进教师教育专业化;树立现代教育意识，促进教师教育国际化是当前和今后…段时期在

我校各明改革中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朴泰诛教授主编的《延油大学师班教育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版的 o 它不仅是了

解和学习班边大学师施教宵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和学习班边大学发展变化，尤其是

师班教育任务的巢些学科专业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它将对我们践行科学发展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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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研究延边大学师施教育史和中罔朝鲜族师就教育史，加快和深

化延边大学的教师教育改革与发牒起到敢要的作用。

为完成这部书，以朴毒草除教授为主编的全体执笔者这几年付出了很多辛劳;担任编

委会顾问的朴文一前任校长和许青善教授自始自终关注、关心和指导了本书的编写工

作。我谨向尊敬的朴文一前任校长和许青善教授以及参与捕写的全体执笔者表示衷心

的感谢。

观地成嚼'枕低

201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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