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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株洲市副市长刘迪恺

攸县师范的同志在建校五十七周年之际，组织并编纂成《故

县师范校志》。此项工作量大、面广，极有意义。仔细读来，愈觉

脉络清晰，内容丰富。校志既是攸师在新旧两种社会、五十七个

寒暑中走过的曲折道路的生动写照，也是修撰的同志不辞辛劳、

费尽心血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教师，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是人类知识的传播者和社会智力

资源豹开拓者，也是先进思想和人类美德的传播者。尊师，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古代思想家苟子说过： “国将兴，必

贵师而重傅。”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党和国家更加强调尊重人民

教师。邓小平同志指出： “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

们的创造陛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随着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殳事业妁发展，特别是面晦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社

会对人才、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迫切，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电就越

来越突出。“四汜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教师。"

攸县师范担负着培养教师的任务。办学五十七年来，其间尽管经

历了旧社会的痛楚，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坎坷，但也饱尝着

“桃李满天下"的喜悦 她已经为社会培育教师逾万名。沿着

校志划出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醴陵、茶陵、攸县、酃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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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地区的学校垦，活跃着毕业于攸师的教师的身影，回荡着

他们耐心敦学的语声⋯⋯读校志，忆校史，人们更可洋知攸师为

国家敦育，为建设大业所做出豹贡献。

回顾￡昔，成就喜人；展望束来，重任在肩。党翘国家提出

了有计划逾尝及九年锚义务教育的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列‘各类人才f’：口需求给教育赋予了新的更多的要求。为此，我们必

须建立望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结构合理而相对稳定的中小

学师资执伍，进而为形成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年龄、专业和

层次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羹定基础。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盎乞师范

教育就面葛着新窍繁重的任务。我们热切：‘皂希望并坚定地相信：

攸县师范的全体师生员工，必将在党和政府曲领导下，用实际舒

动续写校志，把一个个一批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富于献

身精神；有符合“三个面向"需要的教育思想，有良好的文化素

养，比较坚实的业务基础积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并具有实事求

是，独立思考，不断追j抟新知，勇予改革和创造的科学精神盛0合

格教师献给国家、献给人民。

攸师的师生员工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努力I

2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九日



建 一
J胄 一

王春娥

攸县师范，地处湘东，是我省创建最早的几所师范之一。她

跨越了旧中国到新中国：1勺两个历史时代，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

的。她以培养乡村小学教师为宗旨，迄今已培养师资逾万名，为

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输送了一批批小学教师，可称之为小学教师

的摇篮。纵观牧师半个世纪来的办学历史，我们从中得到启迪，

必然深化对师范教育的认识。

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母机，办好师范是关系到国家兴

衰、民族存亡的百年大计。早在我国师范教育制度建立初期，一

些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教育容，就非常重视发展师范教育，

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是“基础教育的根本”。人民教

育家陶行知讲得更深刻：“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

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更应有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和远见

卓识，而不可舍本求末。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而在

教育发展中师资队伍建设又是“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必须象

经济战线抓重点项目那样抓好师范教育，在经费、设备、师资等

方面优先给予保证。这样，新的合洛的教师就会源源不断地培养

出来，素质就会逐渐提高。

师范教育必须尊重师范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突出师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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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小学师资。不言而喻，必须强调它

的师范性，决不能把师范学校办成普通中学。因此，在培养目标

疗向，师范学校要把热爱教育事业和师德教育贯穿整个培养过程

约始终，使孚生在校期间就能立志把从事小学教师工作作为自己

的终身职业，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教育

事业的一代薪：耀资。在业务素质方面，要使学生具有较扎实的业

务基础硝运沼Ⅻ识j0能力，有正确的教育思想，懂得教育规律，

掌握好教师的基本功：既能教书，又会育人，还能带班治校；既

有扎实妁文化和专业知识，又有较强的口头、书面表达能力和组

织工作能力，发展学生多种兴趣爱好的能力。在专业设置和教学

计划方面，必须根据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提高的要求，进行合理的

调整。要减少课程门类，精简教学内容，严格控制教学时数，使

学生有更多的时问进行自学。在教学方法方面，要改革传统教育

中陈腐的教学方法，培养和启迪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创造精

神。一句话，就是要在突出师范性方面努力探索，把学校办成一

所理想的师范学校。

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是办好

师范学校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指出：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

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要真正办好师范学校，必须要有一支

稳定的合格的师范教师队伍，有了合格的师范教师，才能培养出

合格的新师资。否则，办好师范学校，提高师范教育质量，便是

一句空话。因此，我们要以极大的热情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在政治上关心教师；在生活上为教师排忧解难，在业务上给

教师提供进修提高的机会，使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

得羡慕的职业之一。逆样，教师积极性就会得到充分发挥，现有

教师就会乐意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大批优秀青年就会踊跃报考师



范院校。我们的教师队伍必将稳定，素质必将提高。

党的领导是办好师范学校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办好师范学

校，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确保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培养一代新师资。如果离开共产党的

领导，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师范教育就会受挫折走上歧途。

因此，我们要在全体师生员工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通过广泛深入的正面教育，使四项基

本原则深入人脑，深入人心，成为每个教职员工的生活信条．工

作指南，精神支柱。

《攸县师范校志》以“爱我攸师，办好攸师，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为编纂宗旨。它既是我校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

又是一份向我校全体教职员工进行“职业教育、爱校教育”的生

动教材。她的问世，是攸师校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也是迎

接我校建校六十周年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她的问世，必将推动我

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激励全校师生员工焕发主人翁精神，迸

发教育才华，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致力于把攸师办成一个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等师范学校。



序 三

文有然

昔人有言： “制作，国之典也。”攸县师范在建校五十七年

之后，建国三十八年之际，观今鉴古，自铸伟词，修成校志，凡

在有识，莫不称之为学校盛事。

史以纪事，亦以载道。稽往事：”l'j源藏得失，示今日的因革继

绝，以便参识前仇，贻鉴将来。攸县师范经历新Ill两个社会，走

过不少曲折道路，校运的盛衰，人事的沧桑，教育的兴废，凡此

等等，都有颇堪书者，若能叙其本末，辨其是非，既可启悟时

人，又能嘉惠后学。故校志j筠修撰，意义至为重大．

所编校志，体备恩情。纵贯数十春秋，表征盛衰，殷鉴兴

废，存良史之直笔；横列八个门类，经综甚广，内容全面，具史

志之规模。其中《概述》简而能周，褒贬分明j《沿革》fl古到

今，条贯有序；《规模》分叙数事，彼此相关；《机构》备而不

漏，眉目清楚J《政治》曲折起伏，按实而书；《教学》经纬诸

端，详而不繁j《师资》《学生》见人见事，用材存史，皆适其

宜。其思想性和科学性也是显然麴。编撰者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站在时代的高处，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通过

大量事实，揭示了师范教育发展托规律，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

与教育的关系，说明了党的嬲线和方针政策对教育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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