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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行将问世，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本

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一师校党委的主持下

写成的·：可以说，；它是一部教育史，也是一部革命史。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面向金省，培养小学师资的

中等师范学校，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生

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 ，

第一师范从清朝末年创办起，就不断经历着风起云涌的革

命浪潮，由封建教育转变到民主教育，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教

育，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和革命传统。八十年来，一师培养

了数以万计的教育人才和革命人才，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

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师在我国近代及现代教育史上，特别是在师范教育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1980年6月金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期间，中央

书记处领导同志同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 4湖南第一师范、晓

庄师范等疗是“历史悠久，有光荣革命传统、有影响的师范学

校”，4在教育事业上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国革命中起了很大作

用，不仅培养了教育人才，而且培养了革命-人才”。并明确指

出：．“师范教育的光荣传统要宣传。师范教育的校史、革命史

要搜集材料，写下来，不仅本校知道，要让全国教育界知道。。

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己把教育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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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一确定下来；而普及初等教育，有赖于培养一支有共产主

义理想，有渊博知识，有高尚道德，懂得教育规律，热爱小学

教育事业的小学款师队伍，这一责任，要由师范学校承担。

一师是具有革命传统，办学传统的一所师范学校。我希望

金校师生要发扬学校八十年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地不断总结

新的办学经验，培养出更多的合格的小学教师，为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较大的

成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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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从实际出发，以介绍教育史

为主，也写革命史，以记事为主，也写人物，以反映师范部为

主，也写附小，旨在响应党中央书记处关于编写师范教育史、

革命史的号召，继承和发扬师范教育的办学传统，努力为振兴

中华办好师范教育．亦为研究中国近代与现代教育史的同志提

供某些史料。 ，‘

。

早在1958年，第一师范在徐特立，谢觉哉等革命老前辈的

倡导下，编写过一本《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但由于当时的历

史条件及其它原因，未能付印成书。本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精神鼓舞下，在一师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力量编写

的。由于原校史稿以写革命史实和人物活动为主，没有突出教

育史特点，因而从1979年开始我们重新进行编写。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共湖南省委宣

传部，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原长沙市纪念地办公室

等单位，以及李维汉、肖三等一师的许多老校友，给我们以极

大的教育、鼓励，、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李维汉同志还为本书作

了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4

本书由周仁济副教授和胡华清同志统稿，由孙景华、王任

平、刘寿祺、孟湘砥、李迪光等同志审查修订。编写者有孙海

林、罗志丹、张义文，周仁济、王建宇、李庆高等六位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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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搜集不全，尤其是水平所限，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

误，请读者和老校友们提出宝贵意见。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编写组
，

’一 一九八三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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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座落在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它

面临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与岳麓山隔河相望，东面紧靠京广

铁路，东南丘陵参差环列，北边楼房鳞次栉比。那里风景优

美，黉舍壮观。滔滔湘江，百舸争流，铁路线上，车来车往，

使整个校园感觉到时代的强烈气息。 √：+。． ：’．

第一师范创建于1903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它的前身是宋

代建立的长沙城南书院·同年11月，’并存的师范馆与城南书院

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F全省师范学堂改名为中路

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中路师范学堂为湖南公立第

一师范学校，1914年又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放后改

称今名——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i， 一 。 ，}j．。；I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六年中，第一师范历经多次停办，．

合并，更改校名和复建播迁。 ．

’

‘⋯*、

辛亥革命后的十五年，是一师解放前四十六年中的全盛时

期。1926年下学期，湖南中等教育由仿效日本式的普通中学系

统与师范学校系统分立的双轨制，改为美国式的单轨制——综

合中学，第一师范被改为湖南省立高级中学教育科。1927年
‘

鼻马日事变帮后，学校被迫停办，学生自行散去。．次年春复课，

又将教育科改为师范科·从改制到停办，复课，历时两年多· 。

，，1929年1月师范科分出，第一师范得以恢复。但湖南反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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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出所谓一师一贯出“暴徒”和“过激派”，党派活动过多，为

4端正趋向”、“挽网风气”，在一师校园内续办了省立第一中学

(直至1938年该校毁于“长沙大火”①)，而将恢复后的一师迁至

省党部附近的教育会坪(今湖南省教育厅和一师二附小所在地)

原国民党省党校院内开办，并改称“新一师”。1930年，红军攻

打长沙时，学校也曾停办过。

八年抗战期间，一师辗转于湘乡西阳、安化桥头河等地办

学。1939年2片，_一师与省立一中，=女中等七校又合并为湖

南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分设师范部。。1941年1月，师范部从“临

中帮分出，一师再次得以复校。1946年初，o师由安化桥头河搬

至长沙市岳麓山左家垅，。直至解放以后。一。
、

新中国成立后，一师回到了入民的怀抱。+1954年，根据教育

部和u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学校从左家垅搬同妙高

峰原址。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一师给予亲切关怀。1967年，李富

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第一师范按建校初期的

原貌复建。省委主要领导人自始至终组织和领导复建工作。

1969年初，学校复建工程全部完成，建筑面积达21，241平方米。

其中，陈列馆建筑面积6，803平方米。1同年10月1日，一师正式

对外开放。郭沫若同志为此题了馆名：¨“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

革命活动陈列馆”。1972年，一师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78年，被教育部选为全国重点学校之二。一 。‘

，：第一师范从清末创办起，就不断经历着风起云涌的革命浪

潮，从封建教育转变到民主教育，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教育j形
．。

?一-
，‘ ‘：‘’1． ～

：

，‘一

①。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后。继而攻占岳阳．国民党湖南省政当局，畏敌如

虎·张皇失措。不顾守土有寅和人民生命财产。于11月12日深夜，派军警放火焚烧

长沙城·造成空前未有的损失．据后来统计．市民被焚毙者达两万余人，财产损失
无法统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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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光荣的革命与教育传统。“一，’ ⋯’‘一。-|．．‘|k‘ ，’．，·

1918年4月，-师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在长沙‘

发起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嚣，它以‘‘改造中国与世界才为宗

旨，团结有志青年，‘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对在湖南传播马克思

主义，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学生运动，造就革命干部，起’

了重要作用。’i， ’，：吖·㈠’*’；’。、．：‘ r‘． 一‘．，、o i

1921年前后，毛泽东，何叔衡同志，先后担任第一师范附

属小学主事，并积极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

工作。’随后在一师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使各项工作更

加蓬勃而深入地发展。’’■i．。?。一一j‘。’’’ 、’ T，：，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给-师的书面和口头指示达十

次之多。徐特立同志除多次写信、题词外，还五次亲临一师。

谢觉哉、。邓颖超等同卷以及教育部负责人也先后到一师视察。

毛泽东同志关于叠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孑和徐老关

予“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万的题词，：已成为全校师生学习和工

作的座右铭。 ’矗_．。、： ，： j：．：’}’．

，‘ 第一师范迄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r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

丰富的办学经验。在今天，‘这些经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毒毫+

·‘第一，’坚持面向小学的培养目标。从1909年到现在，，一师

始终‘‘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与此同时，。‘为发挥学校的优

势，还积极担负培训在职小学教师的任务。。j ．i’、7．

-厶。’’第二，全心垒意依靠知识分子办学。建校以后，特别是辛亥

革命以后，一师先后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学识渊博

的知识分子，如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_=方维夏，王季范、‘

熊瑾玎、’李维汉‘李达。周谷城、、田汉，；·辛树帜0、舒新城、i赵

景琛、夏丐尊、：汪馥泉，毛泽东、谢觉哉、罗驭雄、陈奎生’．

周世钊0李肖聃，-一邹蕴真，、汪澹华v陈鹿萍，魏先朴等。学校

·3●



依靠他们办得生机勃勃。解放后又从我党培养的知识分子中吸

收了一批教师，他们已成为办学中的骨干力量。’

、第兰，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长期以来，一师把教学作为

对学生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熏陶思想的主要途径。1953年，

明确提出以教学为中心，全面安排教学与其他各项活动，建立

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各个部门，各类人员都真心诚意为教学

服务。： ．．

。t’
，， ’．

．第四，注重思想品德教育。早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师

即倡导德智体4三育并重”，提出一以世界观和人生观为精神教

育之本”。解放后，一师更是坚持不懈地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

想政治教育，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极大多数都具有良好的道

德品质，较高的思想境界，讲文明礼貌，能为人师表。

第五，积极开展体育运动。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师坚持

把体育教学、课外锻炼、运动竞赛三者结合起来，注意搞好学校

体育工作。这不仅增强了学生体质，’为小学教育培养了体育师

资，而且造就了体育人才。

。第六，重视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一师把“提倡自动主义纾，

。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嚣，作为贯彻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一项基

本要求。解放后，学校更是采取各种措施，：有目的地培养学生

的独立工作能力。因此，一师的毕业生教学工作与专业工作的

能力都比较强，颇受小学和社会欢迎。 ，√ ，’

第七，提倡学术民主。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

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师学生中各种社

团林立，学术研究成风。五十年代的一师也是学社蜂起。学生

创办了《东方红》，《妙高峰》、《北斗星》、《摇篮》等刊物，组织

了“百花园”等社团。目前一师的各科课外活动小组。每学期都

在12个以上，参加的学生人数达百分之七十左右。这有利予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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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骨干；还有从一师附小毕业的革命活动家任弼时、毛泽民、。

易礼义、毛泽覃、廖沫沙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卓越的办学成

果，使第一师范驰名中外，吸引着无数来宾的参观访问：
’

现在，第一师范及其附小，在党的十二大的精神鼓舞下，’

将为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培养又多又好的人民教师．作出新的

贡献l ‘’’

一一、÷。：。，。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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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师范的前身——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名儒张拭①刨

7建的。整个书院旧迹宽阔，屋宇三十一所，基地园土二十六

处。书院有监院、讲堂j书房六斋¨-～． 一

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船相结合的教

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对湖南学术思

。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使之成为“昔贤过化之地，兰芷升庭，

杞梓入室，则又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也”。。_～；，．|+，．《·；。

，、 张拭死后一百来年，随着南宋的崩溃，。曾经盛极一时的城

南书院，在元代成了僧寺。到了明朝-又经历了儿度兴废。正德

．二年(1507年)∥参议吴世忠，学道陈凤梧协谋进行了修复。’不

j久，被并于吉王府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推官翟台“作

①张盛(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裔．号南轩．”汉闸绵竹(今IEIJII)人．

官至右文殿修撰。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对称“东南三贤”．．：。

② 明天顺元年(1457年)，荚宗封第七予见滠为吉芏．成化十四年(1479年)。

吉王就藩长沙。蔫府不断扩大．全城几为占其七八。：教城南书院被并入．，‘。 r

—l。·：√∥_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