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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贺信

山东省郓城师范学校：

值此你校50周年校庆之际，谨致祝贺!

建校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你

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进行教育教

学改革，不断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

本技能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从教能力，为

山东省教师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你校继续发扬优良校风，以江泽民

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为新世纪的教师教育事业作

出更大贡献!

教育部副部长袁囔／{二
二0 0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师资。

二0



广同词

海鹏曲





序

世纪之初，金秋十月，适逢郓城师范学校50年华诞，《郓城师范志》亦将于

2002年9月底正式出版。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也是两件喜事，值得庆

贺。

《郓城师范志》是郓城师范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全书共11篇40章

72节，约33万字。志书遵循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

则，按照时以期分，事以类从的编纂方法，秉笔直书，详实记载了郓城师范成

立、成长、发展、壮大与辉煌的50年办学历程。读来使人颇受教育和启迪。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志书本着尊重历史，昭示未来的精神，求本溯源，对郓城师范

成立前的40年郓城县师范教育史进行了努力挖掘和全面整理，并作为“附篇”

记载于后，使郓城县的师范教育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从而郓

城史书园里又增添了一株师范教育奇葩。《郓城师范志》凝聚了郓师几代人的汗

水和心血，是一部师范教育的创业发展史，也是一部郓师人的奋斗交响曲。

郓城师范学校创建于1952年10月，时称平原省郓城初级师范学校，至今已

走过了整整50年的历程。在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郓城师范随着祖国前进的

步伐而前进，伴着时代发展的节律而发展。50年间，郓城师范自日伪时期的飞

机场址建校，从满目荒草，一片瓦砾，到六十年代初的满院书声，满园果香；

从几十间平房，到今天的楼房林立，绿草如茵；从1952年借住东、西梁村的

“马扎子队"，至t[2000年的首届大专班；经历了五十年代的初创和教育“冒

进’’，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学校精简和随后的“十年文化浩劫”，经历了七十年

代末的教育拨乱反正和八十年代末的师范合校，经历了九十年代的中师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和中师布局大调整。郓师在艰苦创业中诞生，在艰难跋涉中发

展，在艰辛争创中崛起。郓师以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不仅

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人民教师，而且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新的业绩和辉煌，发展成为一座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全省

著名学校，被上级领导誉为“鲁西南教师的摇篮"和“最有希望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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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师范五十年仓ll,_lk史，五十年发展史，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层台

，郓城师范五十年是不懈努力的五十年，是不断攀登的五十年，也

是不断追求实现跨越的五十年。作为一名郓师人，对郓城师范的进步和辉煌，

自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对郓城师范坎坷的办学经历和曲折的发展过程，

耳闻目睹，真切如昨，特别是对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更有着镂骨铭心的追忆，

历历在目，永志不忘。如今，新世纪，新起点，时光在流逝，时代在发展。师

范教育办学体制由三级向二级过渡己基本结束，我们又面临着教师教育发展新

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借此之机，对于郓城师范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梳理，总结经

验，明析得失，付诸笔墨，记载于志，作为精神财富，让后来者以史为鉴，得

以启迪，是我们现今在岗郓师人的一份责任，也是每位郓师人的心愿。当然，

我们修纂校志的另一重要目的还在于让历史、让世人铭记住所有在郓城师范学

校这块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过的每一位园丁，铭记着所有对郓城师范发展和进

步作出贡献的每一位校友。

五十年岁月已去，新世纪前程似锦。《郓城师范志》记载了郓师昨天的曲折

和辉煌，郓师的明天在新世纪里会更加灿烂光明。二十一世纪的郓师人，必将

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传承前人的创业精神，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江泽民

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续写郓城师范新的

历史，谱写教师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

郓城师范学校校长：

--00--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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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夸张，不贬低，存

真求实，秉笔直书，力求准确地记载本校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断限，原则上为1952年10月至2001年12月，为了照顾所记事件的

完整性，少数章节内容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内容按师范学校的业务性质分J'-J另O类，详今略古，以时为经，以

事为纬，力图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与学校特点。

四、本志按照新志书的编写要求，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横排竖写，事以

类从，按类设篇，以篇、章、节、目为序。体裁采用志、记、传、录、图、

表、照片等形式进行编纂，部分篇章正文前冠以无名序，共计11篇40章72节。

另有概述、大事记、附不在篇的序列。

五、本志纪年方法，1949年前，先用阿拉伯字书写公元纪年，再用汉字在

括弧内注明中国纪年。行文中须用中国纪年处，再用括弧标明公元纪年。1949

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用地名以当时的名称为准，新地名以1982年的名称为准，个别

新旧地名不同者加括弧注明；计数与计量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专门名称

及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对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权名称均按当时一

般习惯称呼，对人一律直书姓名。

七、本志所用资料：文字资料，包括各种档案、图书、报刊；口碑资料，

包括信访、面访、回忆录；图片资料。均经多方考证，反复推敲，认真鉴别，

去伪存真，比较可靠。由于篇幅有限，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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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山东省郓城师范学校，隶属于山东省

菏泽市。座落在闻名中外的“水浒之乡”

——郓城县城东门街南段，北依祖国的母亲

河——黄河，西靠祖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京九铁路，交通方便，环境优美。

郓城县历史悠久，师范教育源远流

长。早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就在宣文

书院高等小学堂内设有师范班。1912年

(民国元年)郓城县成立单级师范养成

所，这是郓城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处师范学

校。随着历史的变迁，学校先后历经“郓

城师范传习所”、“郓城师范讲习所”、

“郓城县立乡村师范学校”、“郓城县立简

易乡村师范学校”、“郓城县立简易师范学

校”、“运西师范学校”、“郓城县立师范学

校”诸阶段。近50年来学校虽几度兴衰，

然师范教育的脉络却延续不断，为教育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运西师范在

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天作房、地作

凳、曲肱为桌”，以拳拳爱国之心，炽烈报

国之情，创立了与旧教育迥然不同的革命

大熔炉，铸魂育人，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

许多人才。

建国后，郓城师范教育获得新生。自

1952年在现址建立“平原省郓城初级师范

学校”始，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处全省闻

名的师范学校，被誉为“鲁西南教育的摇

篮”。学校现占地面积108．8亩，建筑面积

40668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5200多万元，

现有教职工178人，专任教师104人，其中

高级讲J)币37人，讲师34人。现有两年制小

教大专班两个年级6班。五年一贯制小教大

专班三个年级、18班，中师民师班两个年

级8班，共有学生1127名。高中部现有三个

年级，26班，学生1645名。附属小学6个年

级，17班，学生1080名。现已成为菏泽市

主要的小学教育师资培养基地。

(一)

1952年10月，经平原省教育厅同意筹

建“平原省郓城初级师范学校”，11月平原

省人民政府任命董士才为校长。是年平原

省撤消，1953年2月9日学校奉令更名为

“山东省郓城师范学校”。

1953—1956年，是郓城师范健康发展

的时期。这一时期，学校适应国民经济恢

复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发展的形势，招

生稳定，事业发展。1953年根据中央“整

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

进”的指示，只招初师，速师停招。在教

育教学上，开始系统地学习苏联的教育经

验，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从整体上来说，

学习苏联经验，对于肃清半封建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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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立健 计，在校生11班379人。

全比较稳固的教育教学体系，促进师范学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

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更符合教育规律，适应 期。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中，

当时的小学教育实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教育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

但是在政治“一边倒”的影响下，不能对 贯穿其中，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所谓的

苏联教育经验做深入地分析论证，批判地 “改革”措施，都带有浓厚的“左”倾色

吸收，采取了全盘照搬，“先搬后化”的教 彩，违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培养目

条主义做法，这个教训是需要很好吸取 标、领导体制、招生与分配、教师队伍等

的。 方面造成极度混乱。同时由于学校的招生

1956年，学校开始执行部颁教学计划 不正常，造成人材断层，小学教师短缺，

和教学实习计划。为了满足对小学师资的 给基础教育带来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

急需，再次招收速师生。据1956年统计， 的。

学校招初师4班150人，中速师2班100人，

在校生502人。 (二)
1957—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的10年，这一时期的教育是从稳步发展到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

盲目冒进，再到调整提高的阶段。这10 碎后，经过拨乱反正和初步调整、改革、

年，郓城师范也同其他各类教育一样，经 整顿、提高，郓师和全国一样步入了新的

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57年2n，毛 历史发展时期。1977年11月，恢复招生考

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 试制度。1978生910月，国家教育部颁发

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 《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要求

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各地建立教育网，积极扩大招生。《意见》

者。”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认真学习贯彻 对招生对象、学制等做出明确规定。依据

教育方针。9月，各年级普设政治课，三年 这些规定，1978年郓城师范从高中毕业生

级增加农业基础课，各年级还在语文课中 中招收3班，122人，其中文科1班，理科2

增授关于劳动教育的补充教材。1958年， 班，学制2年。1980年7月，学校成立“落

受“大跃进”的影响，学校扩大办学规 实政策办公室”，为历次运动中的冤、假、

模，在1957年招收中速师的基础上，开始 错案平反，进一步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

招收中师。同时还招收“初简师”、“幼 策，调动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1981年3

师”、“工读师范班，’和函授生。据1958年 月，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建设中等师范

统计，各类招生749名，是1957年招生的7．5 教育的几点意见》，就中师的培养目标、招

倍。1962年，贯彻中央“整顿、巩固、充 收对象和学制、领导管理体制、加强学校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郓师虽被保留， 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做

但也精简了部分教职工，并停止招生。据 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根据《意见》精

1962年统计，在校生共计4班168人。1963 神，郓城师范开始从初中毕业生中招生，

--1965年郓师贯彻“两种教育制度”、“两 学制改为3年。1984年郓城师范收归菏泽地

种劳动制度”的工作方针，逐渐恢复了教 区教育局管理，并对学校领导班子重新进

学秩序，又开始稳健发展。据1965年统 行了调整。1986年6月，省教育厅下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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