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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唐山师范专科学校，河北唐山教育学院本为分别独立的两所学校，都建立于50年代。几

十年中，两所学校有分有合，渊源久远，为唐山市的师资培养和培训工作做出了贡献。1983年，．

唐山实行市管县的体制，原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与唐山市教师进修学院合并，称河北唐山教

育学院；1984年，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又与河北唐山教育学院合并，对外挂两块牌子，内部是一套

人马，承担培养和培训初中师资的双重任务。因此，实际上目前的学校是由三校合并而成。

二、由于三校合并，而各校原来的情况都比较复杂，头绪纷繁，因此给本志的编写带来一定

的困难。为了客观，真实地记录学校发展的历史，同l时又能使本志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脉络，经

过反复地研究、修改，最后确定了本志的编修体例： 、

第一编 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志(1956--1983) ．

第二编 河北唐山教育学院志(1952--1983)

第三编 唐山师专教育学院志(1984--1995)

这种体制是以1984年唐山师专与唐Ⅱl教育学院合多F为界限，先分写而后合写，使学校的历

史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走向，避免Ul起混乱。同时，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只写了时间性较强、栩对

比较独立的内容，而第三编则是比较全面而详尽的，这样既保持了学校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完

整性，又体现了校志编写巾“厚今薄古、详今略古”的原则。

、三、几十年问，学校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院校调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摧残，加之

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的劫难，校舍、设施、资料损失殆尽，人员散布各方，给校志的编写带

来了极大的困难。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校志编写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搜集了一切可以搜集

到的资料，采访了许多可能采访到的领导、校友和知情者，使本志的编写尽可能地做到准确、翔

‘实。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局限，使本志的遗漏、错谬之处难免存在，诚请领导、校友及所有关心学

校的同仁不吝指教，以利本志修改。

· 四、自1986年根据河北省教委和唐山市方志办的要求开始编写校志以来，本志编修已历经

十载，两同校领导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以原党委书记李耀先同志为顾问，原校长郑河教授为

组长、原副校长金逸人副教授，王士立教授为副组长的校志工作领导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现·

任党委书记刘允正副教授、校长刘英陶副教授对校志的编写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十年修志过程巾，在王士立教授主持下，先后参加校志的资料搜集、
一

编写、审稿工作的同志有：王士立、郑禾、刘志敏、李可凡，陈昶、赵竞存、盖志巾、陈涌泽、张印

。 奎、杨安平、刘新文、张爱东、常：跑彩、李建新、韩松青等，到1990年完成了校志初稿。1995年后，

根据学校领导的意见，进一步搜集资料，对校志初稿进行改写，补写，参加这一阶段工作的同志

有：王士立、郑禾、刘志敏、侯志高、李继林、赵坤，田海霞、冯闽奇、李佳惠等，于1996年暑期完成、

志稿。志稿完成后，由主编王士立，郑禾同志统稿、修订，经学校领导班子讨论定稿后付梓。

． 五、在校志编写过程中，学校各系处、部、窒的负责同志和全校教职工，对修志工作给予了

很大的关注，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已经离退休的学校老领导和教职工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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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六、光阳荏苒，学校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在修志过程中，通过学校的兴衰起伏，使编写

人员深切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IUI折发展历程，使大家受到了一次形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

育。十年修志，百年育人，谨以此志献给校庆40周年．

校志编写组

1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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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创建于1956年．当时，在冀东大地上，它不但是最早而且也是唯一的高

等师范学校．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年问，它曾时兴时废，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才得到了稳步发展．
’ ’， 一

．’

1956年春，为了适应唐山地区及唐山市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经河北省批准，于即将停止

招生的河北省唐山工人速成中学的校院内，筹建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此即今日的唐

山师专发轫之始。同年9月开始招生，有数学，物理、化学等三个专业，学制为一年．1957年9月招

生仍循此例．‘． ，
’。

”

1958年，伴随着当时的。大跃进”形势，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遽然升格为河北唐山

师范学院，1959五F，学校虽然一度改称唐山师范专科学校，但是紧跟着在1960年又恢复为唐山

师范学院．总括1958年至1961年这段期间，学校的发展是迅速的，可也是动荡的。它除了已有的

数学、物理，化学等三个专业之外，又先后增设过中文，历史、政教、英语、俄语等五个专业。在所

有的专业中，只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等专业是持续招生，其他如历史专业只是在1958年招

过生，政教专业和英语专业只是在1959年招过生，俄语专业则是在1960年和1961年招过生。这

些专业在1958年以后的招生，有的是招一个班，有的是招两个班，还有的是招三个班；这些班有

的是二年制专科，有的是三年制专科，还有的是四年制本科。从1956年到1961年，这所学校已总

计招收1940名学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唐山师范学院正在信心十足地朝着本科大学迈进。

． 1962年，由于国家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有待恢复，巾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因而唐山师范学院宣布下马，一时间建制解体，人员星散，留下来的是二个需

要善后的摊子．

1963年，为了保留原唐山师范学院的骨干力量和重要设备，重新组建了唐山专区教师进修

学校．1964年7月，河北唐山师范学校迁到唐山市文化路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久的校院中来，企

望着两校相互合作，或者以后尚有可为．不料1966年初，由于唐山市的“战备需要”．在河北唐山

师范学校外迁玉田县的同时，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也迁到丰南县．紧接着同年5月，_文化大4

革命”开始，在日益混乱的局面中，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终于在1971年初也被撤销了．至此，

原唐山师范学院仅有的人员也分散净尽，遗留的设备也荡然无存了．

；，1977年春，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得以重建。只是当时正值1976年的

唐11．I大地震之后，条件十分艰难，仅在唐山市路北区西山道的废墟上搭起几座板房作为校舍．

为了适应本地区的中学师资的需要，在唐山地区教育局的主持之下，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于

1977年和1978年招收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四个专业的大专班师范生．分别在唐山，昌黎，滦

县三处入学，其学制有的是三年制专科，有的是二年制专科．这两届招生共597名，统于1978年

入学，1980年都作为已经恢复的唐山师专的学生毕业．所以，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的重建，实

质上是为不久恢复重新的唐山师专作了必要的准备． 。一

1978年，由于校舍不敷应用，遂在唐山市路南区岳各庄附近修建若干简易平房作为新校

’

’一-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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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11月，唐lJ_I地区教师进修学校迁到了新校址。

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原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改为唐山师

专的进修斋15。同年9月，开始以唐山师专名义招生，确定学制为二年制专科，仍设巾文、数学、物

理、化学等四个专业。同年9月，开始出版内部季刊《唐山师专学报》，并逐渐扩大对外交流。

1980年春，唐山师专的进修部另行建立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在建制上同唐山师专完全

分开。与此同时，唐山师专本身建立了巾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四个系，以及政治教育、体育两

个直属教研组。各系开始制订各学科的教学大纲，设置各学科的教学档案，成立系的资料室；开

始教师进修，教材建设，教改活动和学术研究。

。到1983年底，唐山师专的占地面积为276007t米，内有建筑而秘为7728平米；自复校后的五

届招生共1422名；教学人员89名(内含副教授3名、讲师44名、助教和教员42名)，行政人员54

名；图书馆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有藏书6万余册以及多种报刊；另外物理和化学的实验设施也大

致完备。
。

一

河北唐山教育学院是1983年12月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务院备案成立的，其前身系由

河北唐山市教师进修学院与河北省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于1983年6月合并而成的河北唐山

市教师进修学院。但唐LII市、唐III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工作的历史，要追溯到1952年底。

1952年底，唐山市组建了最早的全市巾学教师进修机构一唐山市中学总校部，隶属于唐山

市教育局巾教科。1955年10月，在“总校部”的a鲫H上成立了河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唐山分院，

1956年分院由市教育局分出，成为唐Ijl市最早的独立的巾学教师进修机构。
． 1956年，唐山专区成立河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唐山专区函授指导站，站址设在昌黎，是唐山

专区主管巾学教师进修工作的第一个独立机构。．

1958年，河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唐山分院和河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唐山专区函授指导站，先后

并人唐LII I)ili范学院，成为唐山师院进修部，负责店山专区的巾学教师进修工作。，

1959年暑假后，唐山师院改称唐山师范专科学校，从此，唐山市和唐山专区所辖各县的巾

学教师进修工作统一由唐山师专进修部负责。1960年，唐山师专又改称唐山师院，进修部不

变，到1962年，唐山师院停办，进修部解体。 ， ： ’·、

¨．1963年，在原唐山师院基础上另行组建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统一管理唐山市和唐山专

区的中学教师进修工作，到1971年初进校撤销，唐山地市中学教师进修工作中断。
。

j 1975年，唐山市成立“七二一”师范大学，市内教师进修工作恢复；1977年，唐山地区恢复教

师进修学校。 一、． ·+

j 1980年，唐山市和唐山地区中学教师进修机构同时改称教师进修学院。1983年，随地市合

并，两院合并，1983年12月改称河北唐山教育学院。√

一i984年4月，唐山师专与唐山教育学院合并，形成两块牌子，一个领导班子、一套人马的新

建制。
i‘

。

‘‘·

。
，

j 两校合并以后，唐山师专教育学院逐年得到发展。至lJl995年底，在党政管理体制方而，除了

设有党政合一的办公室以外，校党委建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以及若干直属的党总支和

党支部；行政建立了教务处、培训处、人事处、总务处、学生处，以及若干直属科和群团组织。在

教学管理体斛方面，已建立了9个系12个专业，即：数学系，设数学教育专业；物理系，设有物理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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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专业、地理教育专业；化学系，设化学教育专业、生物教育专业；中文系，设汉语言文学专业；政

史系，设政治教育专业、历史教育专业；英语系，设英语教育专业；体育系，设体育教育专业；音乐

系，设音乐教育专业；美术系，设美术教育专业；另外，还有两个直属教研室，教育科学研究所，现

代教育技术中心和《冀东学刊》编辑部。

到1995年底，唐山师专教育学院教职工已达550人；其中，教学人员有290人(包括教授5

人，副教授72名，讲师205名)。
。

到1995年底，唐山师专教育学院校址的占地面积已扩充为175．5亩：已经使用的建筑面积

共为42227平米，另外还有近2万平方米的教职工宿舍。

到1995年底，图书馆藏书已近34万册，报刊共有870种。在教学设施方面，已有各种实验室

34个，计算机房和电化教室各一个；百元以上的仪器价值近千万元。

近几年来由于办学成绩突出，唐山师专教育学院多次受到各级奖励：曾荣获国家教育委员

会全围优秀师专表彰、奖励，被国家教委命名为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和体育课评估先进学

校，被原河北省委科教部和河北省教育委员会授予全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三次被唐山市人民政府授予市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乡卜荣记振兴唐山集体一等功、三等

功各一次，校党委连年被评为市和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

唐山师专教育学院现任党委书记刘允正(女，副教授)，校长刘英陶(副教授)。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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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志

(1956---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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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沿革

’ 唐1．Ii师范专科学校，始建于1956年，其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初创时期，

从创办到解散(1956年一1971年)；重建时期，从恢复建校到与教育学院合并(1977年一1984
年)；发展时期，从合并到如今(1984---1995年)。r 。．。

’
、

，

‘

，|

●

』 +。 第一节初创时期(1956年一1971年)，

一、始建阶段(1956年一1958年) ．

“

：

、·． 1956年春，为了适应唐山地区及唐山市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于

河北省唐山工人速成中学的校院内，筹建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校址位于唐山市路北

区文化路。当时学校的机构设置除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外还建立了同教学工作和学生生活

棚关联的物理实验窒、化学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部以及医务窒等，奠定了学校发展的基础。

+河北省唐IJJ速成师范专科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庞云，副校长陈荷之。 ·

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的任务是为当时的唐山专区和唐山市培养合格的初中教

师，设置数学、物理、化学等三个专业，学制均为一年。1956年9月，招收学生295名；1957年9月，

招收学生275名。 ．

二、动荡阶段(1958年一1962年)
1958年9月，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河北唐II㈣j范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院

长庞云，副院长陈荷之。

河北唐山师范学院，在体制上较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有所扩大，除了原有的数

学、物理、化学三个专业以外，又增设了中文、历史两个专业。各专业的学制分别是：数学为三年

制专科；巾文为二年制专科；物理、化学，历史均为一年制专科。学校的图书，仪器以及其他设备

也逐渐有所增加。 ’

至1J1958年底，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已有学生370余名，教职工80余名。

1959年9月，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更名为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学校建党委，书记王岫天(女)，

校长刘秩升，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庞云。 。

，

唐lJ_l师范专科学校除了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历史等五个专业以外，又增设了政

教、英语两个专业；各专业的学制全部定为二年制专科。此外，学校还成立了培训在ll}：教师的函

授部。
、

至1]1959年底，唐山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已增至695名，教职工也增至140余名。 。

1960年9月，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又改称唐dj,)P范学院，党委书记王岫天，院长刘秩升，党委

副书记兼副院长庞云。 ‘|．·‘
．

唐山师范学院于1960年9月招收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二年制专科生各一个班，中文专业

二年制专科生两班；另外数学、中文两个专业新招收四年制本科生各一个班。除此，又增设了俄

语专业，招收二年制专科生一个班。一



l

到1960年底，唐山师范学院的在校生达到760名，教职工达到180余名．

1961年9月，唐山师范学院的物理、化学、俄语等专业招收二年制专科生各一个班，中文专

业招收二年制专科生两个班；另外，数学、中文两个专业又招收四年制本科生各一个班．

此时，唐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藏书已逾6万册，物理实验室与化学实验室的设施基本完

备，图书，仪器的总值达到百余万元。

三、调整阶段(1962年一1971年)

由于受到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影响，唐‘山师范学院于1962年暑期前下马。当时在校的学

生，除了1961级有25人参军外，理科学生都转入了石家庄师范大学(今河北师大)，文科学生都

转入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巾文专业1960级的学生经过调整，改为两个三年制专科班，留下来

继续学习，直到1963年毕业。对教职工也进行了亚新分配，最后只保留下38名业务骨干．

1963年秋，下马以后的唐山师范学院改建为唐l“专区教师进修学校，任务是培训当时的唐

山专区和唐山市的在职初巾教师，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秩升．

1964年7月，河北唐山师范学院迁到唐lJ-I专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院中来，两校组成了一个

党总支。 、

从1963年秋至1965年秋，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相继举办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俄语

等五个学科的师资短训班。这期间，语文学科举办过一期，其它学科有的举办过两期，有的举办

过一期。与此同时，学校教师还分期分批地轮流到市，县的部分巾学蹲点，多fI且兼任一些课程，

以了解巾学教学的规律。

1966年1月，遵照唐山市有关单位关于。战备需要”的安排，在河北唐山师范学院外迁玉田

县的同时，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也由市内迁到丰南县胥各庄镇。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当

时学校还有一个新招收的英语教师短训班，有29名学员正在学习．不久学校为。停课闹革命”的

风潮所波及，日益陷入混乱之中。管理体制终于粥存实亡。

1971年1月，唐山专区教师进修学校被当时的唐山地区革委会撤销，教职工全部被下放到

丰南县各校，学校的图书、仪器及所有设备都失散于丰南县。

第二节重建时期(1977年一1984年)

一、准备阶段．(1977年一1978年) 。
、

、’

1977年椿，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百废待举，唐山地区教育局着手筹划重

建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地址在唐山市路北区西山道。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开始为许春亭，以

后为刘予修。 。

’

1978年2月，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为了适应中学对于教师的迫切需要，经上级批准，开始

招收在1977年暑假后入学的大专班师范生。由于当时正处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之

一后，唐I【l市内不仅房含奇缺，人力、物力也极为匮乏。为此，唐IJ-I地区教育局决定：唐山地区教师

进修学校这次招收的大专班师范生，除了在唐山市内开班外，还要委托河北昌黎师范学校和河

北滦县师范学校分别开班。其巾，唐山有学制为三年专科的中文专业和数学专业各一个班：昌

黎有学制为二年专科的巾文专业和数学专业各一个班；滦县有学制为二年专科的中文专业，数

学专业和化学专业各一个班。三处入学的学生总计为293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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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再次招收本年度入学的大专班师范生，仍然分别在唐

山、昌黎、滦县开班，学制一律为二年制专科。其中，唐山有中文专业和数学专业各一个班：昌黎

有中文专业和数学专业各一个班；滦县有数学专业，物理专业和化学专业各一个班。三处入学

的学生总计为304名． ，

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校舍，只是在地震废墟上建起的几座临时性木板房，昔不敷用，

于1978年初着手在唐山市路南区岳各庄另选新址，建起若干简易平房。同年11月，唐山地区教
。

师进修学校迁往新校址． s‘ -．‘
4

．一‘咿 ‘，|．．’ 。

：、恢复阶段(1979年一1984年)一 _‘

。1979年3月1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冀革E1979331号文件通知：“按教育部(78)教计字1427号

‘文件通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唐山师范专科学校，由河北省和唐山地区双重领导，以地区为 i

。主．’于是在唐山地区教育局的主持下，在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基础上恢复了唐山师范专

科学校；原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改为附设于唐山师专的进修部，仍在路北区西山道旧址。

唐山师专的党委副书记兼校长为刘予修。
、

复校以后的唐山师专，设置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四个专业，学制均为二年。学校的任务

是：面向唐山地区和唐山市，培养合格的初巾师资。

1979年暑假后，唐山师专由于受到房舍的限制，它所招收的新生仍分别在唐山、昌黎、滦县

三处入学．直到1981年9月，昌黎、滦县的师生，才陆续回到唐山。这次招收中文、数学、化学等三

个专业各一个班，物理专业两个班，共有207名学生．

1980年春，附设于唐山师专的进修部从建制上同唐山师专完全分开，另行组建唐山地区教

师进修学院。与此同时，唐山师专进一步完善教学体制，建立了巾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四个

系，下设教研组．此外，还单独设有直属的政治教育教研组和体育教研组。

从1980年至1983年，唐山师专各系历年的招生情况是：1980年9月，巾文系，数学系各招收
4

。两个班，物理系．化学系各招收一个班，共259名学生．另外还与唐IlI市教师进修学院合作，招收． 1

政教专业一个班，42名学生．1981年9月，中文系、数学系，物鲤系各招收两个班，化学系招收一 1
个班，共315名学生．1982年9月，巾文系、数学系各招收两个班，物理系、化学系各招收_个班， l

共261名学生．另外还与唐山市进修学院合作，招收政教专业一个班，40名学生．1983年9月，中 l
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各招收两个班，化学系招收一个班，共298名学生．

“

l

唐山师专自1979年3月复校以后，因工作需要，教职工人数除1980年略有减少之外，以后历 1

年．都有所增加．截至1983年底，学校的教学人员为89名，包括副教授3名，讲师44名，助教和教员 I
42名；另有行政人员54名．

·

l
“

．唐山师专自1979年3月复校以后，因工作需要，学校的领导成员曾经不断有所调动。到 鼍

．1983年10月，领导班子更新，郑河为校长，宋树梅为党委剐书记，金逸人，王子瑜为副校长。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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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领导体制和管理机构

笫一节领导体制

一、党的领导体制
’

、

1956年春，以河北省唐山工人速成中学为基础，创建了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与

市工人速成巾学共同建立了党的总支翻5委员会，庞云任书记。

1958年9月，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河北唐山师范学院，单独建立了党总

支。庞云被任命为院长兼党总支剐书记。 ，

1959年9月，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改称为唐山!JJIj范专科学校，校党总支改建为校党委。王岫天

(女)任党委书记，庞云为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一

1960年9月，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又改称为唐III师范学院，校党委第一书记王岫天(女)，党委

第二书记周维新，党委副书记庞云、邹维民。直到1962年夏学校下马。 。

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复校，并于同时重建了校党委，校长刘子修兼

任党委副书记。

1983年春，刘子修任党委书记，宋树梅、王予瑜任党委副书记(其rll王子瑜于同年10月改任

副校长)。直到1984年春与河北唐山教育学院合ji：。
、

二、行政领导体制

1956年一1962年期间，学校行政负责人情犹为：速成师范专科学校时，副校长由党总支书

记庞云兼任，另一名副校长为陈荷之(正职暂时空缺)。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时，院长庞云(兼党总

支副书记)，副院长陈荷之。唐IJI师范々科学校时，校长刘秩升，剐校长庞云(兼任党委副书记)、

罗楠(女)，陈荷之。唐山师范学院时，院长刘秩升，副院长庞云(兼党委副书记)，罗楠(女)、陈荷

之、张阁珍。 。

1979年8月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复校，上级任命正在担任唐lIl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的刘子

修为党委副书记兼校长，剐校长为王燕伯、高景迎、许春亭、傅山。 ‘．

·

1980年夏，校长刘子修(兼任党委副书记)；副饺长高景迎、王燕伯。

198L4F夏，校长刘子修(兼任党委副书记)；面Ⅱ饺长吴子敬、高景迎，王燕伯、唐杰。

1983年春，校长由党委书记刘子修兼任，副校长高景迎、王燕伯、唐杰。

1983年10月，郑河任校长，副校长金逸人、王子瑜。

第二节管理机构

一、党的管理机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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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委办公室。最初设置于1956年春，是河北省唐山速成师范专科学校党总支的办事机

构，设干事_名。1958年9月，学校升格为唐山咖Ij范学院，单独建立党总支，办公空主任为高粹

华。1959年9月，学校改称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建立党委，办公室从此改为党政合一体制，仍由高

粹华任主任·1960年9月，学校又称作唐IlI师范学院，办公窒主任改由刘学儒担任，直到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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