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嚣懒。螓．翳零墙彝箍窭：瓣嚣臻熬



荣获省教委表彰的首批“校风示范学校”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李广书在全较青年教师培训班上讲话

团结务实奋进的行政一班人 连续三年捧回中共大竹县委表彰的+奉献杯”

亨整L蓄-謦§戡L’岛一弹掣．逸



断j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右二)在大竹县委

f书记崩还曩码意培码下到校视察J

躁省教委副主住颤振(右--)在朦型rJII地区
行署副专员徐开基(右二)和大竹县县长吴华林

《左三)陪同下到校视察

原省教委师范处处长严培坚(右一)在原大竹

县县长苟必伦f左一)和原六竹县委宣任部长唐永

直c中)的陪同下到校指导工作

原地教委副主任张恩义[左三、地教委师训

科长刘金钟f左二)六竹县副县长扬佳鹏c左四

县教委副主任王少红lU校检查指导工作

校长李广书(中)向大竹县县长刘元成f右

和县教委主任涂明叔f右五)汇报工作

{； {h

蜒争
副县长熊贵生【右二1教委党组书lE袁新生

{左一}教委副主任王庆明【右一I等}U校检查工

作

●，●●_J晖，。比⋯⋯岔见



I二．鼙曩。薹三1。▲洼二：

计算机班学生在微机房操练 英语班学生在语音毅室学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校志编纂小组成员名单

领导小组

组长：李广书

副组长：熊传信 范藻 罗红英

编辑 人 员

主 编：熊传信

执行主编：彭明凯

资 料：饶渊 周明才 冯清

初稿打印：赵云 朱志渊 彭明凯

校 对：熊传信 彭明凯

摄 影：黄龙万

封面设计：范藻 黄龙万 兰承兵



目 录

校志编纂小组成员名单

图片选辑

目蜀专···············································-·“·····一·········“·····一”··i 1

序言⋯⋯⋯⋯⋯⋯⋯⋯⋯⋯⋯⋯⋯⋯⋯⋯⋯⋯”一”⋯⋯⋯⋯⋯⋯⋯4

编写说明⋯⋯⋯⋯⋯⋯⋯⋯⋯⋯⋯⋯⋯⋯⋯⋯⋯⋯小⋯⋯⋯⋯⋯⋯5

概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6

第一章学校沿革⋯⋯⋯⋯⋯⋯⋯⋯⋯⋯⋯⋯⋯⋯⋯⋯⋯．．．⋯⋯⋯7

第二章教育方针与办学宗旨

第一节建国前办学宗旨···⋯⋯⋯⋯⋯⋯⋯⋯⋯．．．．．．⋯⋯⋯⋯⋯⋯⋯1 1

第二节建国后的教育方针与办学宗旨⋯⋯⋯⋯⋯⋯⋯⋯⋯⋯⋯⋯⋯⋯12

第三章学校组织机构

第一节概述⋯⋯⋯⋯⋯⋯⋯⋯⋯⋯⋯⋯⋯⋯⋯⋯⋯⋯⋯⋯⋯⋯⋯2l

第二节 中共大竹师范党支部⋯⋯⋯⋯⋯⋯⋯⋯⋯⋯⋯⋯⋯⋯⋯⋯⋯28

第三节大竹师范行政班子⋯⋯⋯⋯⋯⋯⋯⋯⋯⋯⋯⋯⋯⋯⋯⋯⋯⋯45

第四章群团组织

第一节工会组织⋯⋯⋯⋯⋯⋯⋯⋯⋯⋯⋯⋯⋯⋯⋯⋯⋯⋯⋯⋯⋯⋯49

第二节依法维护教职工的政治经济地位⋯⋯⋯⋯⋯⋯⋯⋯⋯⋯⋯⋯⋯55



第三节共青团组织⋯⋯⋯⋯⋯⋯⋯⋯⋯⋯⋯⋯⋯⋯⋯⋯⋯⋯⋯⋯⋯62

第四节学生会⋯”一“⋯⋯⋯⋯⋯”一“⋯”一一⋯⋯⋯⋯⋯⋯⋯⋯⋯⋯66

第五节离退休协会⋯⋯⋯⋯⋯⋯⋯⋯⋯⋯⋯⋯⋯⋯⋯⋯⋯⋯⋯⋯⋯70

第五章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机构沿革⋯⋯⋯⋯⋯⋯⋯⋯⋯⋯”一“⋯⋯”一“⋯⋯⋯⋯⋯“·7l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78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探索措施⋯⋯⋯⋯⋯⋯⋯⋯⋯⋯⋯⋯⋯105

第六章教学活动

第一节机构沿革⋯⋯⋯⋯⋯⋯⋯⋯⋯⋯⋯⋯⋯⋯⋯⋯⋯⋯⋯⋯⋯1 1 3

第二节学制及课程设置⋯⋯⋯⋯⋯⋯⋯⋯⋯⋯⋯⋯⋯⋯⋯⋯⋯⋯⋯117

第三节学籍管理⋯⋯⋯⋯⋯⋯⋯⋯⋯⋯⋯一．．“⋯”一一⋯⋯⋯⋯⋯1 58

第四节教学设施及管理⋯⋯⋯⋯⋯⋯⋯⋯⋯⋯⋯⋯⋯⋯⋯⋯⋯⋯180

第五节教学改革与教学科研⋯⋯⋯⋯⋯⋯⋯⋯⋯⋯⋯⋯⋯⋯⋯⋯⋯188

第六节教育实习”一”⋯⋯⋯⋯⋯⋯⋯⋯⋯”一””””⋯⋯⋯⋯⋯⋯202

第七章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第一节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208

第二节艺术教育”一“⋯⋯⋯⋯⋯“一··⋯⋯“一“⋯”一”⋯⋯”一··⋯226

第八章劳动技术教育与现代技术教育

第一节劳动技术教育与勤工俭学⋯⋯⋯⋯⋯⋯⋯⋯⋯⋯⋯⋯⋯⋯⋯232

第二节现代技术教育⋯⋯⋯⋯⋯···⋯⋯⋯⋯⋯⋯⋯⋯⋯⋯⋯⋯⋯234

2



第九章教师、职员与工人队伍

第一节教职工队伍的发展⋯⋯⋯⋯⋯⋯⋯⋯⋯⋯⋯⋯⋯⋯⋯⋯”一一244

第二节 教职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267

第三节教职工队伍的建设⋯⋯O dlO Qll,O⋯⋯⋯⋯⋯⋯⋯⋯⋯⋯⋯⋯⋯⋯270

第十章后勤工作

第一节后勤机构沿革⋯⋯⋯⋯⋯⋯⋯⋯⋯⋯⋯⋯⋯⋯⋯⋯⋯⋯⋯312

第二节 经费与校产管理⋯⋯⋯⋯⋯⋯⋯⋯⋯⋯⋯⋯⋯⋯⋯⋯⋯⋯316

第三节后勤服务工作⋯⋯⋯⋯⋯⋯⋯⋯⋯”一””一”⋯“一··⋯“·⋯328

第四节保卫工作⋯⋯⋯⋯⋯⋯⋯⋯⋯⋯⋯⋯⋯⋯⋯⋯⋯⋯⋯⋯⋯337

附录：

大竹师范学校大事记⋯⋯⋯⋯⋯⋯⋯⋯⋯⋯⋯⋯⋯⋯⋯⋯⋯⋯338

大竹师范学校学生总名录⋯⋯⋯⋯⋯⋯⋯⋯⋯⋯⋯⋯⋯⋯⋯349

编后记



序 言

大竹师范学校校长李广书

四川省大竹师范创办于1940年8月，迄今已走过了六十年的不平凡历程。在六

十年风霜雨雪的坎坷征程中，她坚毅的脚步声始终应合着时代的脉搏，两耳聆听着

飞速发展的教育事业的呼唤，心中牢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披荆斩棘，勇往

直前，一步一个辉煌。经过六十年锤炼的她那苍劲的身躯，向人们召示着一种精神：

艰苦奋斗，改革进取，勇创一流。这种精神感召着她培养出的一万多名学生，鼓舞

着他们在巴山蜀水，在全国各地，为国家的富强，为教育事业的振兴，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由于时间的匆忙，由于水平的有限，我们不能把大竹

师范六十年的光荣历史记录得更全面、更真实、更准确，甚至，‘还免不了有许多错

误。这里只作“草稿”印发出来，请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今后继续修改，整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大竹师范学校虽然于二ooo年四月被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批准为“专科程度小学教师培养工作试点"学校，奠定了今后提

高办学层次的基础，然而要真办成培养农村小学教师的大专学校，道路还曲折，困

难还很多。我们竹师人有一种个性，那就是：只是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

地去拼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希望社会各界象过去一样，伸出有力之手，继续支

持我校工作。这是我们举办六十周年校庆，编写校史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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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大竹师范学校志》本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体现改革开放，做到实事求是，

客观有据。

二、本志时限上启1940年学校创立，下至2000年。照片选辑以近年为主。

三、本志资料主要由大竹县档案馆、本校各处室以及各教研组有关人员提供，经

领导审核，力求做到内容翔实，有依据，有出处。

四、本志体例采用述、记、传、录、图、表等，以志为主体，按类别立章分节，

有详有略。记述采用语体文，力求准确、简洁、朴实、通顺。

五、本志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年号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略去“公元’’二字。人

物称谓，直书其名，一般不加职衔、职称。

六、文件及各种规章、学生名录，均以附录入志。

编 者

二ooO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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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竹师范学校创建于1940年。学校现占地75亩，50025平方米，其中体育用地

9740平方米，环形跑道273米。学校房屋建筑面积23285．83平方米，其中教学用房

8506平方米，教职工宿舍6086平方米(成套住房占84．4％)。功能用房齐备，教学

设备齐全。现有计算机66台，有多媒体语言实验室和一个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学

校图书81000多册。学校绿树成荫，百花争艳，被誉为“花园式学校"。

学校现有6个专业35个教学班(其中全日制班28个，大专函授班7个)，共计

1300余名学生。有教职工109人，其中专任教师68人，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的占

89％。教师中有全国先进教师2人，获曾宪梓奖的2人，特级教师3人，高级讲师

13人，进修研究生课程的7人；教师中有全国中师化学学会会员1人，全国中师物

理学会会员3人，全国美育学会会员1人，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1人，四川省作家

协会会员1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3人，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2人。职员中

有大专生7人。

大竹师范素以管理严格、校风优良、教风严谨、学风纯正、教育质量高著称。

在60年的办学历程中，已为达川、巴中、广安、涪陵、万县等地市培养了12000余

名毕业生，学生遍布巴山蜀水，为川东北经济的腾飞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

大竹师范现系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四川省体育达标先进单位、四川省推广普

通话先进集体、达州市学习邓小平理论先进集体、达州市市级“园林单位"、大竹县

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奉献杯"获得单位。

2000年4月，学校已被四川省教委批准为培养小学教育专业大专生的布点学校。

如今，大竹师范正朝着更高的办学目标迈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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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沿革

四川省大竹师范学校创办于1940年(民国29年)。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新县制，各乡设立国

民学校，保设保国民学校，师资匮乏问题日趋严重。为此，四川省政府拟在全省增设几所省办中

等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学生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大竹专区也在增设计划内。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日本飞机轰炸，学校地址选在渠县卷洞乡所辖云雾山梨树寺(有

的资料上称之为笠竺寺，距大竹县城约40华里)。是年4月筹办，八月招生。学生来源于当时大

竹专区所辖大竹、渠县、广安、邻水、垫江、长寿、梁山(今梁平)等县按分配名额推荐的初中

毕业生。经由学校考核，择优录取。首届新生招两个班，男女生各一个班，共86人。同时将广安

县立中学简师班并入，专署所办理的省第十区国民师资训练班(简称“国师班”)七个班暂时进入

梨树寺，与师范学校共同成立校务委员会，统一管理。1941年(民国30年)秋天，学校又招收

男女生各一个班。国师班迁入大竹县城，并开办附属小学一所。首任校长赖成骧，系成都高等师

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者。

学校草创伊始，校舍及教学设备十分简陋，特别是交通阻塞，生活供应、上下级联系诸多不

便，因此建校不久，就有迁校入大竹县城的倡议。首任校长任职三年，即由李华英继任。李华英

任职仅一年，又改由曹开能继任(曹后赴英国伦敦，任皇家统计学会院士)。1944年曹开能出任

校长后，即着手迁校工作。1945年春，附小迁入大竹县城西邻(今大竹县自由街小学处)，校本

部则拟于东f-J#l"汉渝公路侧修建。后因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加之1947年陈精业任校长后，经费

难以筹措，迁校工作没能实现。1949年秋天，崔德礼任校长，不到半年，大竹解放。当时学校有

11个班(男女分班教学)，在校学生485人，教职工38人，其中专任教师13人。从建校到1949

年，大竹师范学校共毕业三年制中师生1483人，简易师范学生79人。

建国前，因孙伏园(鲁迅的学生)、彭咏梧、熊扬(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等一

批进步教师和共产党员教师的进入，大竹师范的地下革命活动非常活跃，曾成立有地下党大竹师

范支部。共产党员学生朱麟、贾云甫等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

解放后，省立大竹师范学校更名为“川东区大竹师范学校”，并于1950年四、五月间迁入城

南街(现胜利街)原大竹女子中学旧址。原东门外新建校舍(一座木瓦房，号称“省师大礼堂”)

由政府拨归专区文干校使用。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大竹专署于1952年秋拟筹建“大竹文

化区”。由专署统一领导，大竹师范、大竹中学、地区文千校分别派人组成修建委员会，在县城东

郊(今大竹县城东门外)兴建一规模巨大的学校区，并已着手施工，后因大竹专区撤销，兴建计

划未能实现。

1950年至1952年，竹师沿袭旧例，每年春秋两季招生，但男女生已混合编班了。由于系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均需要大量人才，而解放前能读中学的青少年又不多，招生来源不足而

参军参工的又较多，所以学生人数有所下降。到1952年底。经过调整合并班级，全校只有6个班，

290多名学生。到1953年，学校才逐步有所发展，师生人数也有所增加。从1953年起改为秋季

招生。原大竹女子中学规模较小，校舍狭窄，大竹师范学校迁入以后，又于操场南端收购自、刘

两家住宅，操场北端收购李家住宅，作为女生和教职工宿舍，男生则暂借原‘大竹三日刊》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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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宿舍。同时，又于1952年在操场南北两侧新建一楼一底教学楼2幢，8间教室。改造两幢约l000

平方米的旧楼房。至此，师生的教学活动及生活用房才勉强够用，男生也迁回校内住宿。1953年．

大竹旧城墙拆除，改建成环城公路，学校为出入方便，将校门改设在操场正面，面对环城公路一

方。

解放前最后一任校长崔德礼接任后即离校，校务由教务主任姬兆麟代理。解放后，由姬兆麟

代理校长。1951年2月，川东地区行署任命李景曦为校长。1952年1月，上级任命的党员副校长

陈英杰来到学校，随后，学校开始发展党员，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1953年3月，川东地区撤

消，大竹专区随之撤消，成立达县地区。大竹划归达县地区，大竹师范学校更名为“四川省大竹

师范学校”，属省、地、县三级共管。1955年春天，副校长陈英杰调达县地委党校，尹计然继任

副校长，并于1956年成立中共大竹师范学校党支部，尹计然兼任支部书记。1957年3月，陈斌

调任大竹师范学校副校长。在此期间，学校班级减少，并接受了一些短期培训任务，有教师轮训

班、短训班，还有为期4-12个月的速成师范班、师资培训班等。随着大竹专区的撤消，大竹军

分区也随即迁出，军分区使用的圣庙旧址便由政府拨归大竹师范学校使用。

1956年秋天，学校增设函授部，由李小封任主任，招收大竹、渠县、邻水三县小学教师在职

进修，开设语文、数学两科，单科结业。1958年、1959年先后招收初师、幼师学生六个班。1961

年，为了贯彻国务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除已毕业初师生外，其余初、幼师各

班停办，学生全部回家生产。1962年，函授部划出，另成立“大竹县教师进修学校”。同年八月，

渠县、邻水两县师范学校撤消，并入大竹师范。这一年，因并入班级较多，没有招收新生。当时，

学校共有11个班475名学生，教职工51人，其中专任教师27名。以后几年，为了继续提高教学

质量，毕业生多而又控制了招生人数，学校便陆续调出了部分教师到普通中学任教。到1966年“文

化大革命”时，只保留了6个班学生和17名专任教师。

1960年2月，副校长陈斌调入观音中学。1963年3月，副校长尹计然调往通江中学，杨昭华

调任大竹师范学校任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应届毕业一年制中师生(六六级)、三年制中师生(六六级)两个

班暂未分配工作，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新招69级三个班也没正式上课。由于“造反派”

冲击。学校门窗、桌椅、板凳、图书、仪器等教学设施及档案资料遭到严重损失：校长李景曦因

不甘造反派的迫害于1968年8月跳井自杀。1969年4月，大竹县工宣队进驻学校，废除校长负

责制，成立大竹师范学校“斗、批、改领导小组”，领导学校斗、批、改工作。不久以后，军宣队

又进驻大竹师范。1969年夏天，全县中等学校教职工集中在大竹师范学校学习，清理阶级队伍。

1970年春天．大部分教师分配到城乡中小学任教。1970年冬至1971年春，学校在大竹石子区、

立新(观音)区先后共培训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500余人。

1971年下学期，学校正式复课。实行“区社推荐，学校审核，县文教局批准”的招生办法，

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

1970年，大竹师范学校更名为“四川省大竹县师范学校”，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杨昭华任革

命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学校工作。1972年到1973年，余国华任校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何承

模任校革委会主任。1974年何承模因病去世。1975年3月，蒲荣凯任校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1978年，校革命委员会撤销，学校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蒲荣凯任校长兼党支部

书记，杨昭华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副书民。1980年上级为了加强师范教育，将中等到师范列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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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归属省、地、县三级管理，学校复更名为“四川省大竹师范学校”，此名沿袭至今。

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后教育形势的发展，1971年起，学校所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学制改

为两年，而且71级全部和72级的部分新生都只学习了一年即提前结业。73级招收了3个艺体班。

1976年起学生按成绩分为普师班和专科班两类。普师班学生毕业后仍教小学，专科班则分文史科、

数理科等，学生毕业后分别担任初中各科教学。国家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学校于1978年又招收

高师中文班(三年制大专)一个，英语班(三年制中师)二个班。1979年下学期，为了提高小学

教师素质，上级明确规定，新生可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一律分配Nd,学任教。

1980年秋天，学校招收的初中毕业生，学制仍为三年。至此，学校已明确了为小学培养合格师资

的办学目标。
‘

“文革”后，学校党支部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一直沿袭至今。

从1971年起，学校又有较大发展。到1979年，已达到16个班，600多名学生了。为了解决

校舍问题，1972年改建女生宿舍的平房为楼房，1975年将原女中校门一排旧木房改为一楼一底男

生宿舍。1980年，新建砖混结构四层教学楼一幢，将原50年代修建的两幢教学楼改为学科教研

室、音乐教室、图书阅览室等。1981年底至1982年，新修建四楼一底宿舍大楼一幢。1987年，

修建四楼一底男生宿舍大楼一幢，将原来男女生宿舍改为教工宿舍。1978上，大竹县文化馆迁北

大街，县人民政府将其用房有偿转让给大竹师范学校，大竹师范学校遂以20万元人民币将圣庙旧

址文化馆部分房地产买入。1989年在原文化馆旧址与县教委幼儿园接壤处，学校与县教委幼儿园

共同出资兴建教师宿舍一幢。

为了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刚刚迁入县城时，在县城南莲印大队

分得田土12亩，后改为8亩，供师生劳动教学之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校师生在云雾山上开

荒约40亩，1962年．这些土地全部送给了当地农民。1975年，为了贯彻“五．七”指示精神，学

校又在黄泥碥开荒20亩建立分校。1978年，分校停办，土地全部交给当地生产队。城南莲印大

队处校农场基地，因大竹苎麻厂建厂房被挤占。后来县麻纺厂于烂井坝征购土地4．333亩偿还学

校。

1982年，校长蒲荣凯调大竹县教师进修学校，杨昭华继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同年，学校被

评为县级文明单位。1984年，经四川省委组织部批准，大竹师范学校为县团级单位，与此同时，

学校被评为地级文明单位。学校实行体制改革，经民主评议，领导审核，正式任命杨昭华为校长．

陈中冰、孙中鼎为副校长。尤学伍调任大竹师范党支部副书记。撤销教导处，成立教务处、政教

处、总务处三个职能部门。县文教局调杜奉华来校担任专职党支部副书记。1990年7月，校长杨

昭华离休，县人民政府任命李广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

为适应学校标准化建设的需要，1991年，县领导提出搬迁校园附近居民以扩大校舍的方案，

但由于附近居民户多且杂，搬迁难度极大，照此方案办理也仅仅扩大校园面积4亩，且需花费600

万元资金。因此该方案最终没能通过。1993年，学校获悉四川省航天工业学校(南校)将迁往成

都市龙泉驿，便及时抓住这一难得的契机，学校领导班子经数十次向四川省、达川地区、大竹县

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情况，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大竹县政府于1995年3月15日以

250万元最优惠的价格买下了占地68亩，有16000平方米房屋，水、电、气三通，通讯设备齐全

的四川省航天工业学校南校(大竹县城南莲印庵)。随后，学校投资400万元，在新校址附近新征

土地3．80亩，重新建造综合大楼一幢，风雨操场(体育馆)一个，同时新建了校门，并添置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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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1997年8月，学校实现了全校整体搬迁，从而结束了大竹师范学校曲折

发展的历史，开辟了学校发展的新阶段。

近十年来，学校在十分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也狠抓了内部管理。1991年10月，经中共大

竹县委组织部研究同意，建立了“中共大竹师范学校支部委员会党校”，李广书兼任党校校长，周

继先兼任党校副校长。1992年12月，大竹县人民政府正式任命李广书为大竹师范学校校长。此

后，学校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领导干部和职员工人的岗位津贴、教师的课时津贴：教职工

全部实行聘任上岗制度。1993年2月，原大竹师范学校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四川省特级教师

陈中冰冈病去世。1996年8月，大竹县人民政府任命罗位全、熊传信两人为大竹师范学校副校长。

罗位全于1998年5月兼任大竹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1999年2月调往四川省都江堰市。

由丁：学校深化教育教学管理改革，教学质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全省中师统一考试中，

大竹师范学校多次名列达川地区第一名。在达川地区举办的各学科教学竞赛中，学校中青年教师

几乎包揽了全部头奖。学校许多中青年教师在省、地、县都享有较高的声誉。教学科研成果显著，

参编教材20余部，发表教育教学科研论文上百篇；科技、艺体等各项工作在达川地区(达州市)

内外均取得较大成绩。同时，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行素质教育，让“三让一树”

(让学生成才，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树文明校风)深入到每个竹师人心中，并付诸于学校

工作的各个方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风尚己成竹师师生的行为习惯：“严谨、求实、开拓、

进取”的良好校风赢得了上级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1997年12月，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授予大

竹师范学校“校风示范学校”。1998年lO月，学校顺利通过了四川省政府组织的达川地区中师布

局调整检查验收，成为达川地区保留办学功能的三所中等师范学校之一。

1998年秋，学校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新增开计算机应用与管理专业班一个，与达县教育学

院联合开办中文大专班一个，1999年又开设言语文学大专函授专业班一个。1999年秋，学校除继

续招收计算机应用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外，新增小教美术师资专业班一个，恢复招收英语专业班二

个。学校已达23个教学班，学生1136人，在职教职工llO人。2000年秋，学校新增音乐专业班

～个。

1999年3月，国家教育部发布《关于师范院校布局调整的几点意见》，明确指出“师范院校

将由三级师范(高师本科、高师专科、中等师范)向二级师范发展(高师本科、高师专科)过渡。

到达2010年左右。新补充的小学、初中教师分别基本达到专科和本科学历。”为适应这一形势的

发展，大竹师范学校全体教职员【紧抓机遇，奋力拼搏，终于得到上级的认可。2000年4月，经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批准，大竹师范成为达州市唯一一所培养小学教育专业大学专科学生的布点学

校。

2000年秋，大竹师范将招收中师生300人，小学教育大专学生200人。学校学生人数超过1300

人。至此，大竹师范学校的历史已经揭开新的篇章，竹师人正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地迎接新世纪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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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教育方针与办学宗旨

第一节建国前办学宗旨

大竹师范创建于1940年(民国29年)。当时正值抗战之紧要关头。国民党政府抱定维护教育

之深心，视培养师资、普及教育为刻不容缓之要图。四川省遵照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制

订了本省酱设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原保设国民学校的实施办法，增设师范学校广储国民师资，

藉以提前完成普及国民教育之期限，而贯彻国民党中央发展地方教育之政策。本地区僻处川东，

交通梗塞，文化水准落后。师资的匮乏，已成为最普遍最严重的问题。当时，大竹专区专员孙廉

泉莅位后，为推行新县制起见，复以普及教育为急务，创办第十区师范学校之呼声风闻一时。“在

地方既深感师资之需要，而政府亦有添办师范学校之设施”。于是，四川省立大竹师范于1940年

秋应运而生。

学校建校之初，其训练方针主要注重纪律、劳作、生产等。同时，根据1939年(民国28年)

3月3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训词中说的“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在于国民人格的陶冶，

但陶冶国民人格必须有一致的标准，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国民党党员守则，可作

为青年学生致信守的准则。全国各级学校应以‘礼义廉耻’作为共同的校训”。因此，建校伊始，

学校便以“礼义廉耻”为校训。

1943年(比国32年)，校长李华英到位后提出：“青年国士，矢志教育：为国家尽忠，为民

族行孝；作顶天立地之入，行继往开来之事；受他人所不能受之痛苦，任他人所不敢任之工作；

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并以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创造宇宙继起

之生命。”(引文见《四川省立大竹师范学校五六班毕业同学录》中李华英题词)学校即以此作为

培养学生的目标方针。

1944年(国民33年)，曹开能校长提出了“恢宏气度，稽诚团结。勇往迈进。创造事业。”

的办学宗旨。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政府大肆叫嚣“戡乱建国”，开展“良师兴国运动”，制定“溶共”、“限

共”、“防共”、“反共”政策，勒令学校对学生进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奴化教育。

尽管如此，当时地处国统区的大竹师范以“自信信道，自治治事，自育育人，自卫卫国”的目标

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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