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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为《临海市志》之组成部分，暂名为《临海市志·台

州学院分志》。

二、本志史料收集截止于 2012 年底，凡属于 2013年起之材料

概不阑入。

三、本志内容结构以《台州学院志》为基础，根据《临海市

志》组委会意见调整为概述、沿革、校园建设、教学与科研、校园

文化等子目 O

四、本志文字力求简明、精练、朴实，描述性内容尽量减少 O

五、本校历史上重要人物单列，为《临海市志·人物传》提供

材料。

六、根据内容灵活运用图表，以求一目了然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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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概述 O

第一章概述

第-节办学简介

台州学院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综合性本科院校。她的直接前身是台州师范专

科学校，其办学源头可上溯至光绪三十三年(1908)春创办的官立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迄

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O

2002年 3 月 21 日，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台州学院的通知~，同意台州师专升格

为台州学院，实行省(浙江)、市(台外1)共建，以市为主的办学体制 。同年5 月 24 日，~浙江省人民

政府关于建立台州学院的批复》规定，台州学院由台州市领导和管理。

学校现在临海和椒江两地办学，校园总占地面积 1500 亩，总建筑面积 46.5 万平方米，

现有馆藏纸质图书 180 万册，数字资源总量 41984G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7 亿元，校园

功能齐全，设施先进。

学校下设 14个二级学院(部) ，涵盖了 10个大学科门类，共开设了 40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

级特色专业2个、省级重点(建设)、优势专业9个，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14650人。现有省级重

点学科6个，市级重点学科 11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各级各类平

台 10个，是浙江省十大教师教育基地之一。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860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308人、博士 144人，硕、博士占 72.1% ，有 2人

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30多人次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浙江

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各类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 15人受聘担任国内名校的研究生导师。

学校还聘请了 30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客座教授。

台州学院建立后，学校于2003年将"系"改为"学院"(保留数学系和机电与建筑工程系两个

直属系) 。于是，二级学院的办学自主权得到进一步扩大。为加强对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的管

理，学校制定了《台州学院关于院(系)和职能部门目标管理考核的实施办法(试行n，开始实行

两级管理。

学校坚持"地方性、应用性、综合性、高教性"的办学定位，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近两年来，学生在各类省

级以上竞赛中屡创佳绩，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4%左右。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英国、德

国、韩国、新西兰、瑞典等 10多个国家的近20所高校开展交流合作，已培养多批外国留学生，在



O 历史沿革。

第二章 历史沿革

台州学院是迄今台州唯一的一所全日制综合性地方本科高校，是台州造就人材的工作"母

机"各行业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摇篮"。每年为社会输送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合格毕业生，

参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成为举足轻重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源泉"在台州社

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与国外多所大学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双向交流，联合培养留

学生，为台州高等教育立足当地，放眼世界，加入国际高等教育循环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台州

学院本部地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临海，学科齐备，历史悠久，健康发展，前程无限。

台州学院办学历史源远流长，其前身为台州师范专科学校，主要源头可以上溯到清光绪三

十四年(1908)创办的官立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简易师范科是初级师范速成性质的专门

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施的体现。该

《章程》规定"设初级师范学堂，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人焉。"

支派之源一一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堂。创办于民国二年(1913) 的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堂

是民国之初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产物，民国元年(1912月月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中规定:

"专教女子之师范学校称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民国 14年改

名为台属联立女子初级中学堂，民国 20年改名为旧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校，民国 24年改名为

旧台属联立女子简易师范学校，民国 28年为避日寇祸害，女师迁到临海张家渡办学。民国 30年

春，迁回府城内原址，改名为临海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兼招男生。民国 31 年，添设简师科，培养小

学师资。民国 32年改名为临海县立师范学校。民国 33年春，简师部全部迁往双楼(今临海市白

水洋镇双楼村)办学，称临师双楼分校。民国 35 年 1 月，双楼分校迁回城里。民国 38年临海解放

后被并人台州中学。

-、应运而生 顽强成长一一清末至民国前期(抗日战争前)

发辄于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台州学院主源发韧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 (1908年 2月)

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台州府中学堂原名"三台中学堂"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 

是在原"三台书院"模式上略作变通而来，与新式教育存在较大差距，办学之初成绩不够明显，

而且"历六七年，办事经十馀于，主权靡定，办法不谙。学生多系挂名，教员半为糊口"(周继漂

《台州府中学堂沿革大略~)，学风也不太好。到光绪兰十三年十一月初八(1907年 12 月 12 日，星

期四)台州府太守任命周继漂为监督，接办中学堂，才带来了转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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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园建设

台州学院的办学源头一一官立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创办时(清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

1908 年) ，其校园简陋，巳元可考。

1950年2月，台州中学师范部独立建制为台州师范学校时，其校址设在台州府城城惶山上的城

惶庙(即今已恢复的城惶庙)。从那时起，学校便开始在北固山麓建造校舍，并逐步从山上搬移到山下

来，也即今台州学院广文校区(亦称台州学院第一校区，即原台州师专校园)的一部分。到 1956年，由

于招生数增加较快，原有校园容纳不下，即将八仙岩(今临海市委党校和原台州地委党校)也划为校

园。 1958年办师专时，普师学生就在八仙岩上课。此后，学校在不断地发展中，校园也有了不断扩大。

1978年 12 月 28 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同意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通知~，批准在

浙师院台州分校基础上建立台州师范专科学校，校址设在临海城关北固山麓，其校园虽以原临

海师范为基础，但已有了较多的扩大。台州师专作为台州唯一的高等学校，校园面积 3.6公顷，

建筑面积 12214平方米。

根据教育形势发展的要求，台州市的大中专学校也随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组合。

1995年 8月，台州师专进修部正式并人台州师专。

2000年7月，临海师范学校正式并入台州师专。

2003年 1 月，台州卫生学校并入台州学院。

2007年 8月，温岭师范学校并人台州学院。

台州学院建立后，学校根据教育教学实践的需要，在建立了附中和附小的同时，还建立了

医学院附属医院。

2002年 6月，台州初级中学、临海市大洋小学正式成为我校附中、附小。

2004年 12月，台州市立医院正式成为台州学院医学院的直属型附属医院;台州医院、台州

市中心医院为非直属型附属医院。

目前，临海校区共有第一校区、第二校区、原台州师专进修部、原临海师范、原台川、|卫校校

区等 5处。总占地面积为 628余亩，总建筑面积为 215628.81 平方米。其中，临海第二校区占地面j

积为 505亩，建筑面积为 153359β7平方米。
\飞飞

-、临海校区

1998 年 12 月 30 日，学校隆重举行了台州师专城东校区(第二校区)工程奠基开工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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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人 物

-、人物传(以出生时间为序)

徐遭政(1866-1950 ) 原名尚书，宇平夫，取"匹夫平天下"之意，号病元，浙江诸暨县化泉乡

黄贩阳村人。与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创始人周继漂先生同为光绪二十九年(葵卵年， 1903)

举人。他早年曾在家乡参与兴办学校等公益事业，如光绪三十年参与创办诸暨涅浦中学，并担任

校董。民国 3 年(1 914年) ，他与夏丐尊等同时加入南社，为南社诗人、教育家、书法家。据柳亚子

《南社纪略》载"徐道政宇平夫，号病丐，浙江诸暨人。 457 0 "457 ，即徐氏加人南社的编号是第

457号。 曾与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陈望道等，同时任教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教学以审慎严

密著称，被学者评为承清朝乾嘉学派之风气的教师。他在六师任职执教数年后，于 1920年被免

职离开台州 。台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许杰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徐道政颇有深刻的印象。著

有《中国文字学~，杭州武林印书馆 1917年出版;并编辑《诸暨诗英》十一卷，卷首一卷，续编七卷

等。

王 荤(1867-1937) 字洪杰，号卓夫，别字酌捋，浙江仙居人，光绪时中秀才，后于上海龙

门师范学堂师范科毕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活动。同年在台州

创办耀梓体育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十一日来三台中学堂任教，为监学(教导主任)。

在周继漂监督"丁母忧"在家服丧期间，王牵代理校务，并请准附设简易师范科。辛亥浙江光复

后，任省临时参议会议员 。 1912年在杭州创办《新浙江潮》杂志并任主笔，还与王文庆、夏超等人

共同创办浙江体育专门学校。该校初由省议长沈钧儒任董事长，省长吕公望任校长，王牵任教

务长。继而王牵接任校长达十年。后被推选为浙江省教育会评议员、省宪法会议代表及浙江省

宪法起草委员 。民国 10年(192 1) ，他被选为省议会议员、省体育会会长。著有《阻游草》和《诗文》

二卷。王牵善书法，并誉满杭城，在西湖玉泉、岳坟等名胜处均有题词遗墨。

王侠仙(1875-1940) 浙江仙居人，字瑶轩，号真隐山人。前清秀才。 1911 年师范毕业，应聘

台州中学为博物讲习 。 1913年 10月，任浙江桐乡县教育科科长，不满两年，于 1915年 8月仍回六

中任教。 1919年他带领师生积极投入"五四"运动 1926年，任临海回浦中学教员 。 1927 年，他参

加北伐战争，任第十九师第二团团部书记员 。 1929年 8月仍返回浙江，从事桑梓教学工作。 1931

年，鉴于他在台州教育界的崇高威望，经台州六县的教育局长(兼校董)一致推定，并由浙江省

教育厅厅长陈布雷委任，他于同年9月任台联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从此他为本地区的女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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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本专科教学

学科教学

台州学院下设人文学院 、经贸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

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医药化工学院、体育科学学院、艺术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机械工 程学

院、建筑工程学院、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部等 14个二级学院。截止到 2012年 12

月，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14651 人，其中本科学生 14082人，专科学生 569人。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40个，专科专业 16个 。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家级第三批高等学校

特色专业建设点，材料物理专业是国家级第六批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浙江省"十二五"优势

专业建设项目;汉语言文学、英语和生物科学 3个专业是第一批省级重点建设专业;制药工程、

小学教育、材料物理是第二批省级重点建设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护理学

3个专业是台州市区域优势特色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

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化学 、土木工程等 8个专业是校级

重点建设专业。

学校已经建成材料力学、分子生物学、体操、计算机网络和仪器分析等 12 门省级精品课程，

42 门校级精品课程， 69 门校级优秀课程。至今共有 14批共计 141 门课程通过校级评估验收，460

门课程通过院级合格验收;建设双语教学课程 26 门 。现有省级教学名师 1 人，省级教坛新秀 5

人，校级教学名师8人，校级教坛新秀 20人;省级教学团队2个，校级教学团队 15个。

学校坚持体制创新和教育创新，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目 前，学校已在专业设置与结构

布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运用形

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进行教学。同时，许多教师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从

1994年开始，曾多次获省教育教学成果奖;目前还有 18个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正在

研究之中。

学校自 1996 年挂靠温州师范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执行温州师范学院的学位授予办

法。 2001 年，学校以台州学院(筹)的名义开始自主招收本科生 ， 2∞2年，学校以台州学院的

名义招收本科生。考虑到政策的稳定性，学校在 2002年正式升格为台州学院后，就参照温州

师范学院的条例制订了《台州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o 2005 年开始自行发放学位

证书 。

4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O 临海市志·台州学院分志 O

第六章 校园文化

大学校园文化是高校师生在学校的教育理念引导下、在特定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形成的

具有个性化的文化形态，是随大学教育的各项职能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创造的

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集合。具体包括校园精神文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物质文化等。

一、大学精神提炼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其核心

以育人为第一要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科学的自然观、历史

观、社会观。大学精神充分体现、弥漫于校园文化中，师生身居其中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和熏陶。

(一)校训n:澡身浴德修业及时

大学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精神、人才培养目标的集中体现，是师生立身处世、从教求

学的规范，起着引领校园文化、激励师生的独特作用，是学校精神的灵魂。

学校在台州师专办学时期曾于 1989年确定了"勤奋求实文明献身"的校训，对当时

的师范教育起到积极的精神导向作用。2002年，学校升格为综合性本科高校，原校训已不适合

新的办学要求，开始酝酿新校训。学校面向全校师生广泛征集，并在校报上开辟新校训讨论专

栏，夏崇德、胡正武、王叔新、郭建利等老师先后撰文提出建议。经过三年多时间的酝酿讨论并

经专家论证，集广大师生的集体智慧，学校于 2006年最终确定"澡身浴德修业及时"为新校

训。当年 10月 9 日早晨，学校举行新校训揭幕仪式，正式启用新校训。

"澡身浴德 修业及时"新校训，既符合大学校训的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古

朴简约，意蕴丰富，画龙点睛地凝练了学校的文化精神，与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人才培

养目标等相一致。其中的"澡身浴德"为我校办学源头台州府中学堂简易师范科时期的校训，训"

铭碑石至今尚在。

"澡身浴德"语出《礼记~"儒行"篇"儒有澡身浴德。"意思是:要像日常洁净身体一样勤于

道德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突出学校教育德育为先的主旨。"修业及时"语出《易经》

"乾卦"篇"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在内涵上与"操身浴德"一脉相连，强调在道德精进的同

时，要勤奋刻苦学习，增强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致力于学业的提高和事业的建树，赶上时代发

展步伐成为当代社会有用人才。"及时" "及"为动词，意为赶上时代社会发展;同时包含"及青

春之年华"之意，珍惜青春年华和美好时光，勤奋学习、不断创新，适应时代社会发展，跟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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