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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段说晚

一、校志的编写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指导思想。

二、校志基本上按“广西教育志编辑室”制定的篇目进行编

写，采取横排竖写条目式写法，按时问先后排列，材料

截止期为1988年上半年。大事年表排至1991年。

三、校志贯彻“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建国以来的教

育实事，反映经验教训。

四、校志配有图表、统计数字等具体资料。

五，校志各章执笔者是：马汉彦(一、二、十五章)，零增

荣(三、四、五章)，杨定梅(六、七、八章、大事年
，

、

、

。蒸基建毳}夔憋(磐≮专一．，≯章)，邬锦川(十二、十
磐’势‘‘i笺、⋯十四章沁’泣铡渡(犬事年表)，雷普，覃荟亭等

同志参加了修订工作·

六、由于时问匆促，资料不全，编写4i当、疏漏之处，敬请

诸校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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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学校沿革和发晨概况

我校座落在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东郊长岗岭，据山腰地

13．7公顷，地势缓斜，校舍南向，校园开阔，绿树成荫，是

理想的学习环境。

学校历史悠久，其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光绪卅一年(公元

1905年)的南宁道师范学堂。1905年，清政府停止科举考

试，兴办学堂。南宁府成立学务公所，令正副所长李祖若、

黄居龃负责筹办师范学堂，校址在原左江、蔚南书院(民族
大道、朝阳路、中山路交接处东段1 50米以内)。面向南宁

道招生，学制四年，前后招收九个班，约五百人。

1907年，巡抚张鸣歧指示将学堂改为第三初级师范学校

(一师在梧州，-=N在桂林)学制四年。

1912年(民国元年)学校一度停办。

l 914年(民国三年)三师奉令复校，校址迁赶l西r了外北

帝庙附近(即今华强路南宁市五中后半部’如．?‘校名改为广西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制仍是四年，面向桂西南各县招生，

每年秋季招一至两班，五十至一百人。

1 926年改行新学制，、采用三三制，即前期师范三年，后

期师范三年，与普通中学的初9--年，高中三年相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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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至1929年三师培训学生十三个班约六百余人。

1929年由于军阀混战，教育经费被侵作军费，全国师范

．被裁撤，兰师亦不能例外、剩下的六个班学生拨入省立一

i中，保留、一个“师”字，称“师一班”、 “师二班”⋯⋯但

公费全部取消了。

l 939年冬，日寇侵陷南宁，在三师停办十年之后，广西

省政府在社会舆论督促下，在当时教育厅长霄沛鸿的热情支

．。、诗下，在隆山县(今马山县)城敢浪岩成立了广西省立战地

师范j后正式名为南武师范，校名里的“南武”是指多数学

生来源地一一南宁和武鸣两个专区。学制为三年。首任校长

徐锡珩。”

1940年冬，南宁光复，学校迁至南宁市，先暂住金牛桥

r附近的省家畜保育所(今区有色金属研究所南院)，半年后

移至华强街原省立三师校址。

I 944年冬，日寇二度侵桂，在南宁沦陷前夕，全校师生

。撼甄瞳谐罄，毛冷礴棒县)凑棱秘并与百色师范合并，改为百

嘲鞫鞠■确嘲鳓啊铴嘲趱臻垂满曲懿5笨；日本投降后，才重返南
舞舞廉寝斑弧学，并恢复南武狮框粳名。
⋯二^南武师范的十年(1839—1949)，共培养了三年制中师

学生十七个班780人，一4年制师训班四个班两百多人，共一

千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调整学校布局，撤消了南宁女

子蛳范和柳州幼儿师范，将这两所学校师生并入南宁师范。

j1950年改名为广西省立南宁师范学校，学制三年，招生对象

-|仍以南宁市和南宁、武鸣两个专区各县为主。

·解放后，学校迅速发展，原华强路校舍较窄，便在长岗



岭今校址兴建新的校舍。

1958年，广西壮族自洽区成玛区人民政靖决定将桂讴
民族师范学校与南宁师范合并，改为现名，1‘西南宁民族师范

学校。

先是，桂西民师的前身为I 952年2月成立的东兰初级师

范，1953年改为省立东兰民族师范，1954年东兰民师迁至桂

西壮族自治州所在地南宁市友爱路(今广西师院校址)办

学，改名为桂西师范，后又改为桂西民族师范。向自治州所

属41个县招生。

从解放初到1 958年，省立南宁师范培养了三年制中师、

初师36个班学生1650入，幼师班8个班320入，一年钠简师

4个班200人，函授生500人，共2670人。东兰和桂西民师培

养了中师学生5班200人，初师6班学生360人，师训班8班

386人，轮训班5班300人，小学行政干部班3班180入，速

成师范部14班1000人，合计24126人。

1953年8月起，学校直属教育厅镁导，招收南宁南和南

宁、玉林、钦州、宜山、百色、柳州几个民族地区学生。截

至1 966年，培养了三年铺中师36班1600入，三年翩初师4班

200人，一年制师范班(招高中毕业生)5班200人，一年制

简师班(招初中毕业生)2班100人，体谢班(招高中毕，业

生)2班l 20人，合计2220人。
：|

“文革”的十年，南宁民师遭到严重破-期艮1966—一

1969年8月三年闯学校不拯冬爵不怠翟雕薏赣褒，话运动．
q969年9月，学楗被藤菇南塞隶书弧警j≯期寓宁市领导，招
收南宁市初中毕生蜓‰‘藏嚣鼬硪l如。人蠢右01972年改为
裔宇市师范(同时倦离寓橐邮，舅疆Jlic寝申市高中毕业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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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_审毕妲插队的)，分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5班

共200人左右。另办师范短训班，招生1 00多人。

i973年恢复民族师范校名，党政工作由南宁地区领导。

，从1923年至1976年，向民族地区招收三年制中师生28个班

I?500人(又称工农兵学员)．1975年复归教育厅领导。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

师范的地缤、性质和任务。l 980年又将南宁地区民族师范78

届4令班f70届厕个班300人及部分教师并入南宁民师。南宁

民炳77、78年停止招生，分别由南宁、玉林、钦州自行招

热．潦弱原民师学生了8至80年共培养两年锄学生14班700
人。⋯

从19母1年秋起，按四年制中师学制办学，采用教育部统

编教材进行教学。每年仍向南宁、玉林、钦州三地区招生
300人，虿I 988年阻年制毕业生达28班l 200人。

1 985年广西小学教师培_iIll中心设在南宁民师，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犀与联合I匡IJD童基金会1985一一1989合作项
臣》”除砖金器培溯，函授、电化教学进行指导外，培硼都

夔纛委赣醺螂惑避蕾素熨潮睡{甜：：人，短训班(音乐、舞
羲、．体育、美术、普通话等)l 100多人。

，鞠邸年学校增竣兰年制体育班和边境班。学校办学层次

增务l规模更大。现有在校学生共39班1680人，其中四年锻

酱搏班学生121 5人，三年锻普师班253人，三年割体师班66

人，两年制脱产培训班202人，语文教学研究班45人。现有

教取互二百一十人(不含附小和印莉厂)，其中任谋教师

l『o霉人，取得高级职称韵t3人，中级职称的49人。

第二节檐风、棱t



“校风，是一所学校的师生在共伺目标、认识一致的基础

上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作风。良好的校风对每个成员，．特别是

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无形的教育力量和巨大的影响。

三师学生，一是关心国家前途，富有爱国民主思想，如

“五四”运动期间，三师学生大规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后

来又义惩猪仔议员。大革命期间，支持北伐，举行反对国家

主义派，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游行幕威等。“二是珍惜学习

机会，勤奋苦学。当时只有师范是公费，三师哮生多数家境
不富裕，都是自愿强烈要求读师范的。当时，三师每年招生

仅五十至一百人，而报考者多达二、三千人，大革命时竞多

达五、六千人。他们入学后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积极参加

教育实习，毕业生多数学习成绩优异。解放前三十年代，左

右江各县教育行政干部、中小学教师，绝大多数是三师毕业

生担任。三是不少人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如大革命期间，

学生们深入街道、农村、工会办工农夜校，深入开展革命宣

传，普及群众文化，当义务教员．，毕业以后，不少人走上革

命道路。 ，
，

‘‘

南武师范时期，抗战救国热忱、艰苦办学精神和革命的传

统为南武师范校风三大特色。(一)抗战爱国热忱方面，表

现为：首先，广大师生是在抗日的战火硝烟中创办南武的，

初名就叫“战地师范。”《战地师范办学大纲》便体现这种

抗战救国的热忱。《大纲》写道： “(甲)办理战地师i菖教

育：(1)调训战地在职教师F(2)培养战地未来师资。

(3)搜集战地教材。(4)实验在战地有效之教学方法·

(5)辅导战地各种教育工作．，(6)选拔优秀青年送回后

方深造。(乙)建立及推进战地管教养卫之工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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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协助政府办理之工作：(1)抚绥流亡义民。(2)
养护落难儿童，(3)招致敌占区青年⋯⋯”广大南武师范

师生，从1939年冬办学至1945年战胜日本，几年间抗日救国

热情从不衰退。在校内，他们上课有时自编教材，如语文选

编高尔基和鲁迅及爱国作家的作品，音乐课则全部教唱抗战

歌曲．在课余时间，他们到农村，到街头积极宣传救日救国

思想。特别自1940年迁返南宁后，师生们常走上街头作抗日

演讲，，印锚时事简报、．．抗战地图和街头漫画，公演爱国戏剧

等簿酱：懈放战争期间，‘蒲武师范韵学生，在当时中国共产党

蹶鞋挚税酌地下党员学生的带领节；二从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

大女生的靠特，到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美反蒋
民主爱国运动，都旗帜鲜明地与南宁市大中学师生团结一

致，站在斗争的前列．

(二)艰苦办学精神方面，表现为：从建校开始，他们

“竹篱茅舍，傍岩洞而居”，在隆山县(今马山县)敢浪岩

创办学校，一边建校，一边上课。后来由于日本一再入侵广

西，学校刨办的头五年，三迁校址，几经转辗，师生们始终

壹睦翳赣学秘孥习岗位，学生们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学风极
好。南武师范先后毕业学生近千人，大多终身从事教育工

作，可见专业思想之牢固。

(三)南武师范有着十分光荣的革命传统。

据中共南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的党史资料

记载，南武师范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学校建立支部的少

数几间学校之一，在广西有较大的影响。南武师范在1 94 1--

1943年就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九人；在1947一一1949年间

有党员八人，属南宁特别支部领导。现将有关资料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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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武师范支部

(194l—1943)

南武师范学校于1 94 1年夏开始有党员，当时有从学生军

回来复学的党员黎德钧等数人在该校就读。约于八、九月

间，建立了支部，由黎德钧任支部书记，受桂西南工委领导．

1943年发生“I·15”事件，．大部分党员被捕，没有被捕韵

也撤离南宁，支部遂不存在。该支部党员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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