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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米如群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院长 秦士嘉

在这万木葱茏、姹紫嫣红的5月，我们满怀豪情迎来了建校

20周年光辉庆典。这是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也是全校一万余名师生员工翘首期待的盛大节日。此时

此刻，回眸历史，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展望未来，豪情满怀，信心倍

增。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原名常州技术师范学院，1985年正式招生

办学。建校20年来，学院始终坚持“立足江苏、辐射全国、面向职

教、服务经济”的办学宗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走扩大规模、

提升内涵和创建特色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使办学规模不断

扩大，教育质量、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近1000人，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12000余

人。设有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

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艺术设计系、外国语言

文学系、教育学院、东方学院(公有民办)、中德国际学院、继续教

育学院、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等12个系(院)，另有基础课部、社会

科学部、体育部及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应用材料研

究所、信息与控制研究所、心理教育研究所、民营经济研究所等10

个科研机构，共设有42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建有省级重点建

设学科和省级重点建设实验室，形成了从全日制本科教育到成人

教育的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学院现有教学用地650亩，另已征土地830亩．校园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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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亩，校舍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拥有教学仪器设备总值6400

余万元。

学院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研为先导，重视基础理论研

究，不断加强科技开发和应用研究，积极承担国家、省、市各级各类

研究项目，科研经费迅速攀升，科研水平不断提高。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确立了

“学校有特色、专业有特点、学生有特长”的办学理念，创造性地推

行了“三证书(毕业证书、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和教师职业基本技能

证书)制度”，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双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即培养

既能从事理论教学。又能从事实践教学的“双能一体化”职教师

资。

学院适应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积极开展国际化教育交

流与合作。先后与德国、乌克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的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与德国梅泽堡应用科技大学按“2+

2”模式联合培养本科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展示出良好的合

作办学前景。

如今的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已成为江苏省惟一一所以工科为

主，工、理、经、管、文、教多学科协调发展，集教学、科研、职教师资

培训和社会服务于一体，并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省属本科高等职

业技术师范学院，是国家教育部首批全国职业教育师资培训重点

建设基地，是江苏省职教师资培养基地、职教师资和管理干部培训

中心及职教科研和信息中心，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摇篮。

亿往昔岁月如歌，看今朝前程似锦。回顾20年的办学历史，

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是党委总揽全局，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

用，是学院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抢抓机

遇，是学院事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三是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是学院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不竭动力；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凝聚人心，是学

院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五是坚持特色办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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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强化自身优势，是学院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涵。

在校庆前夕，我们成立了校史编委会，盛邀刘立祥、尚元明等

一批老领导、老同志，牵头撰写校史。他们不负众望，精心构思，反

复推敲，夜以继日，数易其稿，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凝聚了众人的心血，终于完稿付印。捧读校史，我们坚信每个

人都能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有所启迪和感悟。由于时间比较匆

忙，校史可能存在不足或缺憾，未能尽善尽美，但她仍不失为我校

发展史上的一座文化丰碑，成为全校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此，

我们谨向所有参编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面对全国建设和谐社会及

小康社会的新任务，面对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新要求，

我们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三大战略，为早日把我

校建成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现代化技术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我们坚信，江苏技术

师范学院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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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适应形势艰苦创建

(1985—1987)

1985年至1987年是学院拓荒播种、艰苦创建时期。在这一

时期里，院领导带领广大师生员工，以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一腔热

忱，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发扬艰苦创业、不畏艰辛的精神，迅速

组建行政管理机构，大力引进高素质的师资和各类管理人员，制定

专业教学计划和各项管理制度。实现了学院于1985年秋季招生开

学的目标。在边办学边建设的指导方针下，各项筹建工作迅速到

位。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学院已占地250亩，校舍建筑面积3．1

万平方米，设置了3系1部，在校专科生474人，教职工270人，其

中专职教师132人，具有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的教师17人。学院

走上了正常的办学轨道。

一、适应职教发展形势。筹建职业师范学院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

上提出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问题。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决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伴随着经济发展对人才

的迫切需求，许多城市进行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试点。1980年

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

结构改革的报告》；1983年5月9日，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

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

业技术教育的意见》的文件，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等教育结构改

革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新型的职业中学如雨后春笋般产生，改

变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的状况。江苏和

全国一样，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根据教育事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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