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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逢江苏省如泉师范学校百年校庆，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部煌煌

20 余万言的校史即将出版。承述史者美意，得以先睹。

据悉，校史前 85 年历时三载遍访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南通、如泉等地

图书、档案馆和海内外校友，于 90 校庆之际撰述成文;后 15 年则穷一年之功

修续。时移势变，物人两易，述史者以唯物辩证的态度明是非、考得失，在变动

不居中把握百年如师的"常"与"变"展示一个世纪的变迁史、发展史，叙盛世

辉煌，亦不避乱世沉浮。

中国是尊师崇教的国度。从古以来，累聚而成源远厚重的教育传统。清

末以还，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发端于 20 世纪初的"废科举，设

学校"的时代浪潮是中国教育制度至为关键的"现代转向"。

古邑如泉，传统教育资源积存深厚。宋时胡暖，一代名儒，大开教化之风。

自宋以降，一县之境，中进士者达 70 余人。昔曾祖父沙元炳维新图强，辞翰林

院而归故里，创办如泉简易师范学堂，既沐风气之先，又偎传统之脉，西东交

融，别开生面。先祖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拓荒之功固不可没，但中国现代师

范迁延至今，灼灼其华，累累之实，实仰后继者孜孜以求。其间，如泉师范亦从

如城一隅之县立师范而至省立、而至声名远播海内。

披阅如泉师范校史，以一校之小见中国近代师范之启承、废兴、辗转、易

变。详申略述，而廓其概要，实借此一叶而探知秋之脉息 。

且述史不圄于杂陈、月卢列史实。细察这部校史，难掩述史者彰显一种"校

格"的期求。所谓"校格"，为一校独具的精神传统。遍观世界著名学府，牛津、

剑桥、北大、清华、复旦均以殊异的"校格"立名。如呆师范虽难攀著名学府盛

名，治校百年，亦着意培育沉潜自己的"校格"。先祖父以"真实"为立校之训，

以"贵全"为教育之本，绵延百年，扬弃、创化、超越，不断翻出新声 。 省思今日

如师之欣欣向荣，决非无根之本、无源之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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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百年前，倡新学、启民智，宛若空谷之音，而新世纪之交的教育改

革可谓"滔滔大潮，浩浩荡荡"。教育立国、科技兴邦，已成中国追踪乃至赶上

世界教育改革大潮的动力。国务院总理朱锥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宣

布:科教兴国是新一届政府的大任务。国家与国家之间谋生存、图发展的竞争

日甚一日，胜负之分系于人才。可以想见，未来知识经济的时代，学校在发展

知识与培育人才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百年的如泉师范有她昨日的灿

烂和辉煌，但善待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新的世纪希望百年如师与时代

同行，为富国兴邦广育英才。

是为序。

沙祥
2002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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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江苏省如泉师范学校始创于公元 1902 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为我

国最早创设的中等师范学校之一。迄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创办人为清翰

林院编修沙元炳。他热心教育事业，鉴于当时国弱民贫，外患频仍，期有以启

迪民智，振兴华夏，因而当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之际，与乡贤马文忠、张藩等共襄

此举。其后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学校几经沧桑离合，教学内容几经改革，校名也

几经变更，最后定名为江苏省如泉师范学校。解放前，母校江苏省如呆师范学

校就是本县的革命摇篮，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出现了不少革命的仁人志士。

解放后，更为祖国培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在十年动乱中虽曾遭到

严重的损失，但自拨乱反正以来，又走上康庄大道，日益发展繁荣，正在为祖国

培养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人才。所有以上这些情况，具详

于校史，这里略举大概，就不多赘。

所欲略为申述者，学校为传授学术文化的主要场所，自奴隶社会以来，古

代斯巴达的尚武教育，我国古代的家塾、库序、国学等学校，皆众所周知者。越

到近代，学校教育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固然有少数出类拔萃、自学成才的人

物，但最大多数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均曾受过程度不

等的学校教育，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和西德，

在短期内不仅治好战争创伤，而且其经济和科学技术，均跃居于世界工业发达

国家的前列。究其原因，重视学校教育为其重要关键。去年我在日本讲学时，

日本学者曾经对我谈过，其国家所以能够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重视学校教育是个重要因素。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办好学校，实为

当务之急。实质上，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实践。

其次，办好学校教育尤应从办好中小学特别是小学教育开始，从打好基础

着手。没有坚实的基础，决不能建成巍峨的金字塔，决不能建成摩天大楼。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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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起于蛙步，沧海积自细流。要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专门人才，就

必须从办好中小学着手。而师范学校是培养教师的专门机构，中等师范学校

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专门园地。没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则要办好中小

学教育，犹同缘木而求鱼，江苏省如呆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历史悠久、成

绩卓著的学校。因此，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了培养

四个现代化的专门人才而首先打好坚实的基础，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是

国家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也正是我们校友们的殷切希望。当仁不让，在党

的领导下，相信母校一定会出色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的 o

还要谈一下，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国有国史，地方有地方史，厂有厂史，校

有校史等等。有了较好的校史、厂史、地方史等，才能写出较好的国史乃至世

界史。校史是国史的有机构成部分，如实地反映了过去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建

置等事宜;国史则总括一国过去的全貌，综述一国过去各项事物、制度的状况

和发展规律。没有具体的地方史、厂史、校史等，国史就会空洞无物。因此，校

史的编写，密切关系到一县、一省、一国的历史，是千万不能忽视的。抑且，校

史的撰述，为洞察举办学校的经验得失、总结教育制度、推动科学文化的发展，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探求更合理更有效的措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

鉴。鉴往知来，则母校江苏省如泉师范学校校史的撰写，更何能付诸阙如!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校友韩国磐谨序。

198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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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沿革

1902 如呆公立简易师范学堂

1905 如泉初级师范兼附属高等小学堂

1908 如泉初级师范兼中学附属两等小学堂

1912 如泉县立师范学校

1921 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学校

1927.8 第四中山大学区立如呆中学(中央大学区立如泉中学)

1929. 9 江苏省立如泉中学

1932 江苏省立如泉师范学校

1939.8 江苏省立第三临时师范学校

1942.2 苏北公立如泉师范学校(伪政府设立)

1945. 2 "江苏省立第一临时师范学校"改为"江苏省立如泉师范学校"

在泰县复校， 1947 年迁如

1949.8 苏北如呆师范学校

1952. 12 江苏省如泉师范学校

2005. 7 如泉高等师范学校

V 



学校简介

如泉高等师范学校位于江苏如泉城东南隅内城河畔，创办于清光绪二十

八年(1902 年)九月，晚清进士、翰林院编修沙元炳任创办总理，举人马文忠、

拔贡张藩任副办。初名"如奉公立简易师范学堂" 1905 年定名为"如泉初级

师范兼附属高等小学堂" 1908 年兼办中学，易名"如泉初级师范兼中学附属

两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 年) ，更名"如泉县立师范学校" 1921 年起请

得省款，改名"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学校" 1927 年 8 月试行大学区制，师范、

中学合并，先后称"第四中山大学区立如泉中学"、"中央大学区立如泉中学"。

1932 年改称"江苏省立如泉师范学校"专办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

占如泉。 1939 年 1 月迁校拼茶镇(今属江苏省如东县)， 8 月奉命改称"江苏省

立第三临时师范学校"， 1940 年解散。 1941 年疏散于丰利镇(今属江苏省如东

县)0 1942 年伪苏北行营批准如师在如泉城内原址复校办学。 1945 年底，江

苏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决定将在泰县办学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师范学校"改为

省立如泉师范学校， 1947 年春回迁如泉。 1948 年底迁校常熟城内。 1949 年 1

月如泉解放， 5 月人民政府派员接收回如， 8 月泰州、靖江、泰兴、黄桥和如泉五

所中学附设的师范班合并于如泉师范，称为"苏北如泉师范学校" 1952 年命

名为"江苏省如泉师范学校"， 2005 年 7 月升格为"如泉高等师范学校"，增挂

"江苏教育学院如泉分院"校牌，直至现在。

办学百余年，挑李遍天下。解放前 47 年，毕业生共 3203 名。有的成为知

名学者、教授:如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韩德培，著名教育家、国民

政府教育部次长吴俊升，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国磐，原

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语言学教授魏建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杜度，中国矿

业大学教授、院士韩德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宗孝忱，美国著名药物学家、美

洲大学教授葛克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刘治谨等。有的经过革命洗礼，成

为国家高级干部:如曾任教育部代部长、国家图书馆长等职的著名教育家刘季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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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前驻斯里兰卡大使谢克西等。解放后，学校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继承

优良校风，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毕业学生四万余名，遍及全国各

条战线。有的在党、政、军担任领导工作:如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沈阳军区政

委椿益民将军。有的在省、市、县担任领导工作:如原江苏省教委副主任冒瑞

林。有的成为专家、教授:如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天俊、陈静生，厦门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济，安徽大学教授蒋盛伦，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国家

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吴功正，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朱铭，南通

师范学院教授顾启，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怀效锋……

更为众多的校友服务于基础教育事业，其中不少成为特级教师、优秀教师:如

姚娘强、李沂、李崇光、马坛、陆志平、许友兰、冯健、华应龙.. . 

学校是江海地区的红色摇篮，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五四"时期，进

步学生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结社集会，宣传革命真理。 1922 年，校友吴肃

(亚鲁)在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江海地区的共产主义启蒙人。同年，吴肃

等组织"平民社"，如师学生三十多人参加。 1924 年，学生陆景槐、苏德馨等组

织"劲社"宣传革命道理。 1925 年夏，学生陆景槐在上海人党。旋回如泉发展

苏德馨、陈其理和王汝舟等同学入党， 1926 年建立了如师党支部，该支部成为

江海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在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不少共产党员、

进步学生胸怀大义，视死如归，献出了宝贵生命，革命功绩永垂史册。

学校现占地面积 100 多亩，完好保留建校之初的古建筑群，书院构制，庭

院回廊"是我国师范学校中保留原有风貌唯一完好的物质文化遗存"(古园林

建筑专家陈从周先生语)， 1995 年被确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校内有四

方学馆、经义楼、体育馆、信息中心、实验楼、育贤公寓、集贤公寓等多处现代化

建筑，总建筑面积 54000 多平方米。图书馆现有藏书 170000 册，订有刊物

400 多种，电子图书系统可查阅图书 300000 册。教学设备齐全，并配有语音

实验室、音乐实验室、多媒体教室、保教实验室等多个专用教室。

学校现有高师、高职两大办学类别。高师有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综合文

科方向、综合理科方向、英语教育方向)等专业，高职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商务

英语、商务日语、应用韩语、社会体育、装潢艺术设计、财务管理等专业。至

2012 年 8 月，全校有近 90 个班级，在籍学生 3300 多人。在编教职工 222 人，

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高级讲师)52 人，具有和在读硕士学位的专任教师 70

余人，另有校外客聘教授、兼职教师 40 余人。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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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建校初期就立"贵全"为教育宗旨，以"沉笃醇和"为校风，以"真实"为校

训，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办学传统。解放以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努力探索师范教育的办学规律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

校认真贯彻《中等师范学校规程 ))，坚持面向小学的原则，继承和发扬优良传

统，建设"诚朴、严谨、文明、奋发"的校风，坚持突出师范性，逐步实现师范化，

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升格高师以来，学校坚持"做优师

范，多元开拓"的发展战略，以质量为根本，以就业为旨归，融职前培养与职后

培训为一体，集高等教师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于一身，自主办学与中外合作相

结合，努力打造自主适应地方基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特色鲜明、质量

上乘、机制灵活、条件优良的区域性小学师资培育培训中心和复合型应用人才

培养基地。 以"内功好，质量优、校风实"享誉业界。《人民日报》、《新华日报》 、

《师范教育 》、《中国教育报 》、省、市、县电台、电视台上百次予以重点报道。

1988 年学校受到国家教委首批表彰，近二十多年来连年被评为省、市、县文明

单位，并获江苏省先进集体、江苏省德育先进学校、南通市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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