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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师范学校志》，自1984年春收集资料始，历8载

有余，几经修正，数易其稿，终编纂告竣，刊行问世。

． 编纂信阳师范学校志，是信阳师范学校之首创，也是

信师广大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的共同心愿，诚为盛举。

信师有悠久的历史。九十年间，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学

生，为振兴豫南的教育大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造就

了不少饮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教育家、美术家和文学

家。信师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中国共产党就

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忠于党的

事业的革命干部，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被誉为“革命干部的摇篮’’。编纂信阳师范学校志，旨在彰

往昭来，藉此举以启迪有志之士，继承先辈之志，解放思

想，立志改革，开创信师的光辉未来。

信阳师范学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本清源，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力

求资料翔实，不落俗套。然因年代久远，诸多资料残缺，加

以编纂水平和条件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

正。 ’

信阳师范学校志，纵贯九十年，工程浩瀚，任务艰巨，

参与编志人员，不负学校所托，于漫长岁月之中，呕心沥

血，辛勤劳作，几经曲折，终铸成卷。志书的铸成，承蒙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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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师范学校创立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1992

年，已有90年的历史。其间，历经清末、北洋军阀、民国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四个时期。曾8次迁移校址，12次更名。在解放前的46年

中，学校基本是在战乱中度过。1938年9月，由于日军侵占信阳，

学校奉命迁至内乡县师岗镇；1945年2月，再迁至陕西省武功县

大庄镇。同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学校迁回信阳原址。90年共毕

业学生23062名，为发展豫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也为全国其它战线输送了大批人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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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末，学堂实施《癸卯学制》，设立完全科和简易科，学制分别

为5年和1年。教育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注重经

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西学以“知识”、“技能”为主。强调培养

的学生“忠君、尊孔、尚武、尚实”。学堂的教育，完全反映了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特征。民国改元，颁行《壬子学制》，豫南道立师范学堂

改名为豫南师范学校：1913年，招收7年制小学毕业生，学制4

年。1915(民国4年)，袁世凯推行复古主义教育，学校完全按封建

主义的要求办学，虽然也开设有自然科学课程，但不被重视，师生

注意的是国文，先后两个有影响的国文教员狄兴南、周季侠都是

“桐城派”的推崇者。他们选讲的文章，大都是出自《古文辞类纂》、

《昭明文选》、《壮诲堂文集》中。学生写作，也是满篇之乎者也，甚至

有六朝骈骊之风。但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大多数人认识到“八

股”已经过时，要求“废八股”，改“策论”。 ． 。

在民族危机，国家多难，革命四起的年月中，社会的影响必然

要反映到学校。五四运动前夕，教学逐渐打开了封建主义的禁区，

《新青年》杂志创刊后，受到学生的热爱。学校设立“第三师范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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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出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书刊。购买新书，

阅读革命进步杂志蔚然成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促进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觉醒，开始对“桐城

派”漠视，对文言文怀疑。教学中，除文言文外，白话文部分地被选

作教材使用。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向往

科学和民主。这就为后来响应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8至1923年，秦祖训任校长期间，是学校发展较快的5

年。他勤谨务实，多方延聘名师，并常将经费存于商号，盈利数百而

不染指其一，用于学校发展，扩大校舍，增添设备。他创设图书馆，

添置标本仪器，购置钢琴风琴，更换各教室桌椅及一切设备。学生

由4班发展到6班，附小学生由3班增至lo班。校风为之一变，学

校办得蒸蒸日上，声誉远播省垣。

1924年，学校的学制改为前期师范3年和后期师范3年的6

年制。，1927年至1936年，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

在对共产党实行政治围剿的同时，还进行文化围剿。1927年，蒋介

石提出“党化教育”，对青年进行所谓“信仰训练”。1929年国民党

政府教育部又规定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1934年，倡

行“新生活运动”，定“四维八德”为学生的德性培养标准。妄图麻痹

青年学生的革命意识，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尽管如此，学校闹

学潮的事件屡有发生，先后被逐出学校的校长有魏瑞卿、何渭涵和

王忠敬等。。 ，

‘

；．

1937年至1946年，周祖训任校长期间，把学校办得卓有成

绩，有口皆碑。当时正是国难当头，学校两次迁徙校址，条件极为艰

苦。根据抗战形势，周祖训提出了“学校教育要战时化，师生生活要

战斗化”。他组织了“国难教育研究社”，研究抗日战争发展情况和

学校教育应采取的措施；组织宣传团体，积极宣传抗日；组成“信师

战时服务团”，作为实施战时的实验；改变教学体制，半日上课，半

日开展社会服务。他创建了艺术科，培养体、音、美、劳人才；创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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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俭学制度，让学生利用星期日从事生产劳动，使战区和家庭贫

困的学生得到经济补助；创办了。河南省立信阳师范附设国民教育

实验区”，供师范生实习，辅导本校毕业班学生，指导地方国民教

育。尤其是他建立的优良校风，使全校师生养成了良好风气，社会

舆论和教育部、省教育厅派人到校视察，无不认为信师校风优良，

甚至誉为全省学校之冠。 ． ．． ：

‘。

学校从创立到1949年4月1日信阳解放，共毕业学生4432

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信阳师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此，

揭开了无产阶级教育的新篇章。从1949年5月8日到1992年，共

43年，毕业学生18630人，为新中国建立前47年的4倍多。 ．

根据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本着改革1日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

育的方向，学校对原有教师进行政治和业务的审查，留任24人。取

消了公民课、军训课和训育制度，开设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的政治课，对学生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

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废除体罚和变相体罚，倡导师生平等，

尊师爱生的新风尚。学校实行向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的政策，

广大工农群众真正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到1952年，学校工

农出身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64．4％。1
’

1953年至1957年，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学校教育

有了较大发展，在校学生，由1950年的403人≥增加到824人。毛

泽东主席倡导：“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提出了“我们

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办学的指导思想更

为明确。学校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和教学法，强调了教育的

阶级性，建立了规章制度，开展了“管教管会”，“教导合一”等教学
。

活动，积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高了教学质量。当时，在教
． ·5。

二

≠‘

亿务



学中尽管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学校秩序安

定，人心向上，教职工集中精力，办好学校，教好学生，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学校第一个好时期。
。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由于扩大化，学校有16人被错划

为右派分子，占教职员总数的17％。1958年大跃进，信阳第二师范

学校并入本校，学生增加到40班，1548人。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

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办起了劳动基地，

对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学习生产技能，克服教学脱离实际的倾

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因“反右倾”、“拔白旗”，批“白专道路”、“大

办钢铁”，停课劳动，课程随意删改，违反教育规律，使教学遭受了

损失。 ．

1960年，学校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压缩了学校规模。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学暂行工

作条例》(50条)。，学校恢复以教学为主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知识

分子政策，表彰了一批先进教师。校长领导教学，教师专心教学，学

校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
。

，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生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破“四旧”、

大串连，在校长中揪斗“走资派”，在教师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使学校被迫停课。1967年1爿，“上海风暴”掀起夺权高潮，造反组

织“全面内战”。接着，工宣队进驻学校，实行“复课闹革命”。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一些教师遭到批斗。1969年，信师、潢师合并

、为信阳地区师范学校，校址设在潢川，信师校舍被占用，图书、仪

器、设备损失严重。1971年，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继续

批判“业务挂帅”、“智育第一”。1974年，“批林批孔”、大批“师道尊

严”，公布“白卷英雄”的“事迹”，取消了正常的考试制度和招生制

度。1975年，开封师范学院信阳分院设于本校，推广“朝阳农学院”

的经验，大学、中专招生，实行群众推荐，社来社去，不讲文化标准。

十年动乱，给学校的教育造成了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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