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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荒种地喜获丰收(1961 I)

绵师改名“东风五七战校”时校门

“文革”呻r卑宦队、贫宣队进校，两派学生备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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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帅“【q检”。刘良慧校长陪l可旧家教委师范·d

，“r’-’r删r口k、市教委刘策l任说察学校(1994 6



冬
，1



需篓摇蟊㈣_●■l■一 1

Ⅲ_____一一一q

l。：．孙!：．
重L L。Jii_ciF，

‘嚼：

l



行板、豪迈的

校 歌

求实奉献谱新篇
词：范文海

曲：罗垡云

涪水 长

风光 好

涪水 远

风光 险

绵师JL立 永向 前

绵师，IL女 敢登 攀

涪水 长

风光 好

涪水 远 绵师儿女永向 前

风光 硷 绵师儿立敢登 攀

两代 师表 献教 育 满腔璁血洒uJ 川

团结 翻奋 齐拼 搏 求实奉献谴新 篇

团结 勤奋 齐拼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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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o

转眼间，绵阳师范学校已越过六十个春夏秋

冬，风来雨去，春华秋实，那拓荒的足迹，那学潮的

迭起，那改革的尝试，那夺冠的冲刺，都应该说在

巴蜀的师范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和创造教育

史上烙下了独特的印痕。她的功臣们应该为之欣

慰，她的见证人应该为之鼓舞。

在一个千年结束又一个千年开端的今天，在

绵阳师范一个甲子走完又一个甲子开端的今天，

绵阳师范学校以2000入的规模、现代化的风貌整

体并入绵阳教育学院，跃入了大学专科行列，不仅

为六十年的中师办学历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更为明年诞生的绵Ji日师范学院注入了浓重的

一笔，成为本科师院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此时，组织编写这本校史简志，不仅是让我们

记住昨天，明白今天，开创明天。其意义更在于我

们应该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清醒地把握这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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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代的脉搏，以适应基础教育发展作为立脚

点，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增长点，把“质量为

本，效益优先”作为办学宗旨，坚持以发展为主旋

律，以改革为突破口，创新思路，创新机制，创新管

理，为合并升本而作好硬件准备、理念准备、干部

准备和师资准备。

绵师人再创辉煌。

刘良慧

二O O O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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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四川省绵阳师范学校坐落在涪江上游的涪城区丰谷镇。它于

1940年建校，迄今六十个年头。

解放前的绵阳师范，面向全省招生，学生免费入学，学校只负

责培养，不包分配。学校最大规模时，班级达九个。在校学生约

300多人。教师一部分来自成都，一部分来自外省、外地，还有少

数来自缔阳本地。解放后，最大规模时班级达28个，在校学生

1000余人。教师除原校翻用、外地调来的外，多是由国家统一分

配来的本科生、大专生，少数是本校留用的中师生。“文化大革命”

前，学校一直是地区文教局管理的重点师范，后一度由原绵阳市中

区文教局管理。绵阳市教委成立后，学校一直是市教委直属学校。

九十年代被列为“巴蜀名校”、“全国中师名珠”。全校现有教职工

120余人。校园面积共达7．7万平方米。从1950年到2000年，共

为国家培养小学教师12000余人，另还为中学培养英语教师350

余入．文史、数、理、化教师200余入。还办过长短不等的行政干部

班、小教进修班等。

历届毕业生眼从分配．一些学生主动要求远离家乡到边远山

区工作．至今还有不少人扎根在西藏、新疆、甘孜、阿坝、凉山、青

Jll、平武、旺苍、北川等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一大批学生成为教育战线的骨干，还有一部分学生成为各级行政

领导干部。

由于我国教育形势迅速发展，为适应我国西部大开发对人才

的需求，缩师于2000年4月整体并入绵阳教育学院，由中专升为

大专，现名绵阳教育学院小教大专部，又名绵阳教育学院东区。



·2· 四川省绵阳师范学校简志

第二章历史沿革弟一早 历戈酒单

据解放前绵阳师范《毕业同学录>及1959年学生编辑的《校

史>记载，本校是在原民国政府四川省第十三区行政督察专署所辖

联立女子初中基础上改办建成的。于1940年9月9日正式命名

为省立绵阳师范学校(校址在绵阳丰谷镇南街的禹王宫、火神庙)。

当时县立女中及省立绵中代办的简易师范科两个班学生一并归附

绵阳师范。筹建学校的是黄长直。

1940年9月到1945年，校长黄长直，教务主任李镜塘，训导

主任皮均陶(后为李象山)，事务主任曾庆绪，体育部主任于爱琴。

1946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校长由彭鼎担任(其余继

任)。

．1949年下半年，校长由陈宗海担任。

1949年底，绵阳解放。1950年1月，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代

表昊节侯接管绵师。

1950年初，学校更名为川西绵阳师范学校。黄长直代理校长，

吴节侯代理副校长。下设教导处，由谢汉杰任主任，唐顺玲任副主

任；总务处由许存学任主任。下期，谢汉杰、唐顺玲调离。由高国

玺、濮实分别担任正副主任，许存学继任总务主任。

1951年初，高国玺被免职，由曾先正、濮实分任教导处正副主

任。4月，曾先正免职，其余继任。

1952年，林昌华任教导主任．濮实免职由刘述成任教导处副

主任．许存学免职由曾庆绪任总务处主任。

1953年，学校更名为四Jll省绵阳师范学校，黄长直、曾庆绪免

职。由吴节侯任校长。刘述成任副校长，王荣泽任总务处主任，林昌

华继任教导处主任。



第二章历史沿萃 ·3·

1954年，魏绍桓调任教导处副主任，其余继任。

1956年，刘述成、林昌华、魏绍桓、王荣泽调离，孙毓华提升为

副校长，由濮实、卢泽民分别任教导处正副主任，赵百川任总务主

任。

1958年，吴节侯去世．濮实免职，由吴上策任教导处副主任，

其余继任。

1960年，赵永镒提升为副校长。朱子风提升教导处副主任，陈

煜提升为总务处副主任，其余继任。

1961年，学校更名为。四jil省绵阳丰谷师范学校”，胡学清词

任校长，孙毓华词离，其余继任。

1962年，恢复原校名“四川省绵阳师范学校”，赵永镒调离，马

肃廷调任教导处主任，吴上策任副主任。朱子风调离，陈煜下放，其

余继任。

1966年下期进入“文革”时期。胡学清停职，由绵阳地委派许

文俊为“文革”工作组组长，代行校长职务，学校教育、教学暂停。

1968年，成立绵阳师范学校革委会．由陈永玲任主任，李绍清

<学生)、张学文(学生>任副主任，马肃廷、曾承相(职员)刘凯(工

人)任委员。

1970年。复课。学校与东风中学(原丰谷中学)合并，改名为

“东风五七战校”，由庞希贤任革委会第一主任，陈永玲、杨沽任主

任。

1971年，“东风五七战校”解体，绵阳师范恢复招生，陈永玲任

革委会主任，马肃廷、吴上策分剔任教导处正、副主任。

1972年，胡学清任校革委第一主任，陈永玲任主任，吴上策停

职，曾承相继任后勤组长。

1974年。校革委下设教育革命组。由张撵元、马肃廷分别任正

副组长

1975年，马肃廷、赵百川调离．其余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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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陈永玲抽调，张祥元任教导处主任，吴上策任副主

任，其余继任。

1978年，彭森调任校长，胡学清任支部书记，曾德智任总务主

任，陈永玲调进修校。其余继任。

1979年，彭森调南山中学，姚茂君调任副校长，胡学清调地区

财干校主持工作兼任党支部书记，其余继任。

1980年，丁能勋提升副教导主任，何开诚调任总务处主任，其

余继任。

1981年，吴上策调市中区政协，张样元调五一中学，丁能勋提

升为副校长。曾德智、龚雪萍升任教导处副主任。其余继任。

1983年12月，丁能勋调市中区文教局，其余继任。

1984年6月．学校领导班子调整，姚茂君由地委另作安排，罗

道成调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刘良慧为副校长。郝

恂提升为教导主任，刘开发任总务处主任。曾德智任政教处主任．

何开诚免职，龚雪萍调绵阳师专。

1986年秋，罗道成升为校长，张清义任支部书记，罗华云调任

教导处主任，钟顺昌任教导处副主任，唐明友任办公室副主任，童

福和升任政教处副主任，张清义调绵阳农校，其余继任。

1989年，罗道成调绵阳市教科所，刘良慧升为校长，刘开发升

任副校长，曾德智任支部书记。唐明友调绵阳教育学院，姚定任办

公室主任，钟顺昌调任附小校长，李小东任教导处副主任。彭碧琦

任教科室主任，敬良斌任政教处副主任。其余继任。

1992年，如开发兼教导科科长，敬良斌、母海川任行政科正、

副科长。彭碧琦任体育科科长，黄强苓任艺术科科长，兰继万任普

师科长。钟顺昌任附小校长兼支部书记。 ．

1994年，兰继万、夏敏任教导科正、副科长，李黔生任普师科

科长。江汉任艺术科副科长，钟顺昌任附小支部书记，付建华任附

小校长，其余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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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月，曾德智退休，刘开发免去副校长职务，任党总支

书记，兰继万、敬良斌升为副校长。夏敏、饶平任行政科正、副科

长。饶平兼党办主任，黄强苓任教导科科长、解继蓉任教导科副科

长，唐开锡任教导科副科长兼团委书记，江汉任艺术科科长。冯加

亮任普师科副科长，其余继任。

1995年秋。刘良慧调绵阳教育学院。刘开发任副校长兼党总

支书记主持工作，其余继任。

1997年1月，李黔生任教务科科长，唐开锡任学生科科长，母

海Jll任行政办公室主任，江汉任总务科科长，饶平任勤管科科长，

冯加亮、彭碧琦任教务科副科长。万怀龙任党办剐主任。

1999年9月。母海川任办公室主任，李黔生、冯加亮任教务处

正、副处长，唐开锡任学生处处长，胥海军任学生处副处长，扛汉任

总务处处长，王小林任教科处副处长，王仲成任招生就业处副处

长。团委副书记王兴伟、王小明。

2000年4月，绵阳师范学校整体并人绵阳教育学院，成为教

育学院小教大专部，刘良慧兼任小教大专部主任．敬良斌任常务副

主任，张大斌、兰继万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母海川；教育教学处

处长张大斌(兼)。副处长冯加亮、王仲成；学生处处长唐开锡，副处

长李玉龙．处长助理唐永红；保卫科科长何建勇。基础系主任王小

林，副主任钟顺昌(兼支部书记)、万怀龙；音乐系主任江汉(兼支部

书记)，副主任王小明；体育系主任李黔生(兼支部书记)，副主任胥

海军；美术系副主任李青(兼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任廖宁。

财务主管郭明香，后勤主管郑波。团委副书记王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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