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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勤奋·严谨·求实 ·

八字校风的由来与形成

1986年，洛阳市师范学校(现洛阳市第一师范学校)由办在市

西工区唐宫路的洛阳大学内分出西迁至郊区谷水。当时。谷水的

校园只有16亩，校园里只有一座两层教学楼。除此，一无所有。

针对学校的现实情况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新的领导班子慎重研究，

提出如下校风建设思想。

首先，针对学生由于从市区到郊区、从条件优越的洛阳大学到

条件极差的新环境的不适应而产生的纪律观念不强，公德意识薄

弱的情况，提出加强文明行为教育，从而建立良好的校园环境。在

当时，主要是加强爱校教育、文明礼貌教育、讲究卫生教育、遵纪守

法教育和爱护公物教育。

其次，针对学生中厌学情况和得过且过的思想，提出建设刻苦勤

奋，奋发拼搏的良好学风。要求学生，通过勤奋学习，努力拼搏，达到

博学多能的目标，鼓励学生学好本领，丰富自己，功底扎实，以利竞争。

第三、针对当时学生中打架斗欧、纪律散漫、破坏公物、谈恋爱

等违纪现象较多，学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

况，学校提出加强严以律已、谦虚谨慎、团结互助的教育。

第四、针对当时一些学生脱离学校和家庭实际铺张浪费，追求

高消费的情况，以及考虑到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农村、山区小学工作的

需要，我们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生活要求。

根据以上校风建设的思想，学校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不久，学校对学生这四方面的要求，逐渐演变为

四句话：文明的行为，勤奋的学风，严谨的作风，求实的思想。到1988

年学校把它简化为“文明、勤奋、严谨、求实”。遂定为八字校风。

实践证明这个提法，比较符合师范生实际，也体现r我们的培

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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