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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志》，一幅幅历史画面浮现在眼前。学校百年历史中的曲

折、灾难和损失使我沉重，百年办学所取得的成就、发展和现实一片繁荣景象使我欣慰。在

1948年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这所学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如今

回顾学校的创建、发展历程，令我感慨万千。

这是一所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学校。北洋工艺学堂是在清末国家积贫积

弱、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导下创建的。但是，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旧中国，靠实业和教育并不能拯救国家于危亡。建校后的30多年里，学校历经无

数次经费拮据的困扰和战事硝烟的创伤，真可谓步履维艰。从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直隶公立

工业专门学校一直到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学校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内著名工

程院校。然而在1937年日寇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校舍被炸毁，图书仪器被劫掠一空，学校

被迫停办。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学校的大批爱国师生组成“工字团”，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化学副教授、斋务课主任杨十三和校友洪麟阁等人的率领下弃笔从戎，

与日寇展开了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学校在艰难中恢复办学。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河

北工学院与北洋大学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原“河北省立工学院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暂

由天津大学代管，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我为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为了

发展民族石油工业，教育部将学校的办学调整为面向石油工业，为石油战线培养工程技术人

才，学校改名为“天津大学附设石油工业学校”。从此，学校确立了行业服务方向。1953年

学校从天津大学分离出来，划归国家石油管理部门直接领导。1958年7月学校领导关系再

次变更，划归河北省领导，同年8月校址由天津迁至承德，先后改为“河北承德石油专科学

校’、“河北石油学院”等校名。1963年7月学校复归石油工业部领导，校名为“石油工业

部承德石油学校”。1965年大学本科停办。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学校受到严重摧残，停止

正常招生。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国家改革开放，教育事业迎来了春

天，学校真正进入了持续发展的新时期。

这是一所倍受党和政府关怀的学校。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天津市政府令学校南迁时，

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了把学校保护下来，组织了反南迁护校队。天津解放前夕，中国共产

党地下组织早已做好了接管学校的一切准备工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中国人民解

放军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立即派军代表接管了学校，全部校产完整无损的回到人民手中。为

了帮助教师们提高思想觉悟，文教部一直关心着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听取汇报，帮助

分析情况。天津大学党组织也经常派人来校指导工作，遇有重要报告，特别分给本校听讲

券。在听到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传达后，许多老教师的思想发

生了根本转变。这对后来学校教学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天津大学党委分派给本校的教师或

是大学的教学骨干或是拔尖的毕业生。党委不但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给予学校特殊照顾，而且

在教学的物质条件上也特别关注。1953年，在我校开始独立办学时，天津大学把原河北工

学院的校产全部划归我校，使我校因此具备了承办本科院校所需的图书、仪器、设备、工厂

房舍等物质条件。1958年我校迁至承德时，承德地市党政领导为了便于学校在承德扎下根



基，特选派熟悉地方情况，精晓教育工作的知名老干部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同时迁出三所

相邻的学校为我校解决校舍问题。此外还把当时希缺的新卡车配给我校一辆，并责令粮食主

管部门额外供应我校教职工细粮数月。细微之处，犹见党组织关怀之心，全校教职工无不为

之感动。长期以来，学校受到燃料工业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资金、师资、设备诸方面全力支持。没有上述主管部门半个世纪

来的支持，就没有今天学校快速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学校受到省市党委和政府倾心帮

助、精心指导，使我校的建设与发展能跟上时代步伐。当前，大力支持我校建设新校园区，

大力支持我校提高办学层次，使我校培养的人才更能适应社会需要，其意义和影响无论对我

校还是对社会都是十分深远的。

这是一所重视改革，不断创新的学校。办学初始的北洋工艺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

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多次选派学生赴日、英等国实习，开国内院校选送学生赴国外实习之

先例；20世纪50年代苏联中技教育专家应邀来华时，高教部随即命本校派人赴京听取苏联

专家关于中技校教学计划制定的经验介绍，并领取教学计划样本，从此本校成为新中国建国

后首批进行教学改革的中技校之一，不久校内形成教改高潮；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校教学

改革硕果累累，受到了石油工业部的重视，在石油工业部的“八月会议”上我校获得许多奖

项；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校的专科专业教学改革和建设在国内同类院校中产生了较大

反响。

这是一所注重学生优秀品质培养的学校。学校在传授学生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规范

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管理，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三年在校期间，时时处在优秀的学生集体当

中，时时处在具有共同行为准则和高尚舆论的环境当中，从而受到严格的品质培养和性格锻

炼。当学校的毕业生被批准到大西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欢呼雀跃，反

映出他们为祖国建设事业献身的精神。历届毕业生安心基层，敬业乐群，获得用人单位的欢

迎。

这是一所拥有悠久办学传统的学校。办学百年来，学校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秉承“工学

并举、道艺兼修”的办学传统，以工业应用性人才为培养目标，在掌握理论基础的同时，注

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建校初期的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拥有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高校校办实习

工厂。1907年英国机器师德恩率机器科学生成功试造3马力外燃机和6马力汽机。1935年

学校与华北水利委员会等7个单位合作，自行设计建设“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20世纪20

～30年代校办工厂的产品广为社会所称道，多次在全国展览会上获奖。在新中国建立后的

几十年里，安妥(鼠药)、试压泵、防爆电机、800千瓦异步电动机、750千瓦同步发电机、

炼钢电炉变压器、涡桨一6燃气轮发电装置、油田节能电动机、数控火焰切割机等高难度技

术产品相继研制成功并投人生产。在这种道义兼修的教育传统熏陶下，我校各个时期的毕业

生因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而一再得到用人单位的

好评。

这是一所坚定发展方向、持续谋求顺应社会需要的学校。1995年学校申办全国示范性

普通高等工程专科重点建设学校。这次申办的意义和影响很大，新气象、新建树相继出现，

学校的组织机构得以完善、制度规章更趋规范、干部受到了锻炼、作风明显改善、专业增

设、招生扩大，表现出学校蕴藏着无限的潜力。一批建设项目刚刚完成，另一批项目又紧跟

起步。这次创建示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目标，更在于它的过程。是它的过程改变了学校的

物质面貌，也改变了学校的精神面貌。人们的思维不再局限于眼前而更看重未来，不再拘泥



于传统而更谋求新路，不再用旧尺度衡量轻重缓急而更喜欢采用直接有力的措施去解决问

题。人们爱护团结，倾力合作，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奇迹。

作为一名长期在本校工作的老教育工作者，我情系校园、心牵学校，时刻关注着学校的

兴衰。值此学校百年校庆之际、百年校志编纂出版之时，深感学校任重而道远，百尺竿头还
需更进一步。赋诗一首与大家共勉：

昨夜一枝花，

今朝香满家。

登高放眼望，

风光遍天涯。

残克瘩

2003年7月9日于承德



编辑说明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全面记述学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资料翔实、结构严谨、编排合理、图文并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起“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记述的史实和引用的资料上限自1902年事发时间起始，下限至2003年6月

底。内容取舍详近略远，以新中国建立之后，尤以1978年承德石油学校恢复办学以来为重

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宜粗不宜细，重要事件编入“大事记”。

三、本志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力求横不丢项，竖不断

线，秉笔直书。全书共十五篇，概述篇、大事记篇置于全书之首，以统摄全志，提要钩玄。

四、本志采用述(概述)、记(大事记)、志(纪实)、传(简介)、图、表、录(附录)

等体裁，以志为主，述而不论，寓评于述。各篇中的规章制度，均提示标题“存目”，一般

不辑人制度全文。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为便于查阅对照，学校开办初期(1902—1911年间)的大事

记篇以清朝代年号和农历记述，重要事件以公历在括号内注明。地名、校名、各级政府、人

员职称等均用当时当地的称谓。

六、凡学校发展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如学校正职领导、获省部级政府以上荣誉称号的人

员)，按照“生不立传”的惯例，为已故者撰记传略，健在者录入简介，同此，亦将有突出

事迹和荣誉称号的校友一并录入。

七、本志记载的文字资料，凡经摘录过的书刊、报纸、档案等，其名称均附录于本志的

末页，不作一一说明。

八、为佐证史实和便于查阅，本志将有关重要史志资料编入附录以供参考。

编者

2003年6月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目 录

第一篇学校概述

第二篇大事记(1902．12—2003．6)

北洋工艺学堂和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时期(1902．12—1912．9)⋯⋯⋯⋯⋯⋯⋯(10)

直隶高等工业学校至河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时期(1912．7一1929．5) ⋯⋯⋯(13)

河北省立工业学院至河北工学院时期11929．5一1951．9) ⋯⋯⋯⋯⋯⋯⋯⋯(17)

天津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和附设石油工业学校时期(1951．卜1953．3) ⋯⋯⋯(27)

天津石油学校时期(1953．3"--1958．9) ⋯⋯⋯⋯⋯⋯⋯⋯⋯⋯⋯⋯⋯⋯⋯⋯(28)

河北承德石油学校至河北石油学院时期(1958．卜1964．5) ⋯⋯⋯⋯⋯⋯⋯(30)

承德石油学校时期(1964．5一1988．2)⋯⋯⋯⋯⋯⋯⋯⋯⋯⋯⋯⋯⋯⋯⋯⋯(32)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时期(1988．争-2∞3．6) ⋯⋯⋯⋯⋯⋯⋯⋯⋯⋯⋯⋯(41)

第三篇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

第一章领导体制⋯⋯⋯⋯⋯⋯⋯⋯⋯⋯⋯⋯⋯⋯⋯⋯⋯⋯⋯⋯⋯⋯⋯⋯⋯⋯⋯⋯⋯(77)

第一节隶属关系⋯⋯⋯⋯⋯⋯⋯⋯⋯⋯⋯⋯⋯⋯⋯⋯⋯⋯⋯⋯⋯⋯⋯⋯⋯⋯⋯⋯(77)

第二节管理体制⋯⋯⋯⋯⋯⋯⋯⋯⋯⋯⋯⋯⋯⋯⋯⋯⋯⋯⋯⋯⋯⋯⋯⋯⋯⋯⋯⋯(78)

第二章党政机构⋯⋯⋯⋯⋯⋯⋯⋯⋯⋯⋯⋯⋯⋯⋯⋯⋯⋯⋯⋯⋯⋯⋯⋯⋯⋯⋯⋯⋯(81)

第一节党的机构⋯⋯⋯⋯⋯⋯⋯⋯⋯⋯⋯⋯⋯⋯⋯⋯⋯⋯⋯⋯⋯⋯⋯⋯⋯⋯⋯⋯(81)

第二节行政机构⋯⋯⋯⋯⋯⋯⋯⋯⋯⋯⋯⋯⋯⋯⋯⋯⋯⋯⋯⋯⋯⋯⋯⋯⋯⋯⋯⋯<87)

第三章教学组织机构⋯⋯⋯⋯⋯⋯⋯⋯⋯⋯⋯⋯⋯⋯⋯⋯⋯⋯⋯⋯⋯⋯⋯⋯⋯⋯⋯(94)

第一节沿革⋯⋯⋯⋯⋯⋯⋯⋯⋯⋯⋯⋯⋯⋯⋯⋯⋯⋯⋯⋯⋯⋯⋯⋯⋯⋯⋯⋯⋯⋯(94)

第二节系、部、中心概况⋯⋯⋯⋯⋯⋯⋯⋯⋯⋯⋯⋯⋯⋯⋯⋯⋯⋯⋯⋯⋯⋯⋯⋯(96)

第四章教代会⋯⋯⋯⋯⋯⋯⋯⋯⋯⋯⋯⋯⋯⋯⋯⋯⋯⋯⋯⋯⋯⋯⋯⋯⋯⋯⋯⋯⋯⋯(99)

第一节代表大会⋯⋯⋯⋯⋯⋯⋯⋯⋯⋯⋯⋯⋯⋯⋯⋯⋯⋯⋯⋯⋯⋯⋯⋯⋯⋯⋯⋯(99)

第二节教代会组织机构⋯⋯⋯⋯⋯⋯⋯⋯⋯⋯⋯⋯⋯⋯⋯⋯⋯⋯⋯⋯⋯⋯⋯⋯⋯(101)

第五章各专门委员会⋯⋯⋯⋯⋯⋯⋯⋯⋯⋯⋯⋯⋯⋯⋯⋯⋯⋯⋯⋯⋯⋯⋯⋯⋯⋯⋯(104)

第一节1949年以前学校的各类专门委员会⋯⋯⋯⋯⋯⋯⋯⋯⋯⋯⋯⋯⋯⋯⋯⋯(104)

第二节学术委员会⋯⋯⋯⋯⋯⋯⋯⋯⋯⋯⋯⋯⋯⋯⋯⋯⋯⋯⋯⋯⋯⋯⋯⋯⋯⋯⋯(104)

第三节教学、科研工作的专门委员会⋯⋯⋯⋯⋯⋯⋯⋯⋯⋯⋯⋯⋯⋯⋯⋯⋯⋯⋯(105)

第四节其它专门委员会⋯⋯⋯⋯⋯⋯⋯⋯⋯⋯⋯⋯⋯⋯⋯⋯⋯⋯⋯⋯⋯⋯⋯⋯⋯(109)



第四篇普通教育教学

第一章培养目标专业设置⋯⋯⋯⋯⋯⋯⋯⋯⋯⋯⋯⋯⋯⋯⋯⋯⋯⋯⋯⋯⋯⋯⋯⋯

第一节培养目标⋯⋯⋯⋯⋯⋯⋯⋯⋯⋯⋯⋯⋯⋯⋯⋯⋯⋯⋯⋯⋯⋯⋯⋯⋯⋯⋯⋯

第二节专业设置⋯⋯⋯⋯⋯⋯⋯⋯⋯⋯⋯⋯⋯⋯⋯⋯⋯⋯⋯⋯⋯⋯⋯⋯⋯⋯⋯⋯

第三节专业简介⋯⋯⋯⋯⋯⋯⋯⋯⋯⋯⋯⋯⋯⋯⋯⋯⋯⋯⋯⋯⋯⋯⋯⋯⋯⋯⋯⋯

第二章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大纲⋯⋯⋯⋯⋯⋯⋯⋯⋯⋯⋯⋯⋯⋯⋯⋯⋯⋯⋯

第一节教学计划⋯⋯⋯⋯⋯⋯⋯⋯⋯⋯⋯⋯⋯⋯⋯⋯⋯⋯⋯⋯⋯⋯⋯⋯⋯⋯⋯⋯

第二节课程设置⋯⋯⋯⋯⋯⋯⋯⋯⋯⋯⋯⋯⋯⋯⋯⋯⋯⋯⋯⋯⋯⋯⋯⋯⋯⋯⋯⋯

第三节教学大纲⋯⋯⋯⋯⋯⋯⋯⋯⋯⋯⋯⋯⋯⋯⋯⋯⋯⋯⋯⋯⋯⋯⋯⋯⋯⋯⋯⋯

第三章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第一节课程建设⋯⋯⋯⋯⋯⋯⋯⋯⋯⋯⋯⋯⋯⋯⋯⋯⋯⋯⋯⋯⋯⋯⋯⋯⋯⋯⋯⋯

第二节教材建设⋯⋯⋯⋯⋯⋯⋯⋯⋯⋯⋯⋯⋯⋯⋯⋯⋯⋯⋯⋯⋯⋯⋯⋯⋯⋯⋯⋯

第四章教学形式教学方法⋯⋯⋯⋯⋯⋯⋯⋯⋯⋯⋯⋯⋯⋯⋯⋯⋯⋯⋯⋯⋯⋯⋯⋯

第一节专科教育专业教学改革试点工作⋯⋯⋯⋯⋯⋯⋯⋯⋯⋯⋯⋯⋯⋯⋯⋯⋯⋯

第二节理论教学⋯⋯⋯⋯⋯⋯⋯⋯⋯⋯⋯⋯⋯⋯⋯⋯⋯⋯⋯⋯⋯⋯⋯⋯⋯⋯⋯⋯

第三节实践教学⋯⋯⋯⋯⋯⋯⋯⋯⋯⋯⋯⋯⋯⋯⋯⋯⋯⋯⋯⋯⋯：⋯⋯⋯⋯⋯⋯··

第四节产学结合人才培养⋯⋯⋯⋯⋯⋯⋯⋯⋯⋯⋯⋯⋯⋯⋯⋯⋯⋯⋯⋯⋯⋯⋯⋯

第五节考试考查⋯⋯⋯⋯⋯⋯⋯⋯⋯⋯⋯⋯⋯⋯⋯⋯⋯⋯⋯⋯⋯⋯⋯⋯⋯⋯⋯

第五章教学管理⋯⋯⋯⋯⋯⋯⋯⋯⋯⋯⋯⋯⋯⋯⋯⋯⋯⋯．．．⋯⋯⋯⋯⋯⋯⋯⋯⋯⋯

第一节教学检查及质量监控⋯⋯⋯⋯⋯⋯⋯⋯⋯⋯⋯⋯⋯⋯⋯⋯⋯⋯⋯⋯⋯⋯⋯

第二节教学质量评价与奖励⋯⋯⋯⋯⋯⋯⋯⋯⋯⋯⋯⋯o⋯⋯⋯⋯⋯⋯⋯⋯⋯⋯

第三节管理制度⋯⋯⋯⋯⋯⋯⋯⋯⋯⋯⋯⋯⋯⋯⋯⋯⋯⋯⋯⋯⋯⋯⋯⋯⋯⋯⋯⋯

第五篇成人教育

第一章函授教育⋯⋯⋯⋯⋯⋯⋯⋯⋯⋯⋯⋯⋯⋯⋯⋯⋯⋯⋯⋯⋯⋯⋯⋯⋯⋯⋯⋯⋯(216)

第一节培养目标专业设置⋯⋯⋯⋯⋯⋯⋯⋯⋯⋯⋯⋯⋯⋯⋯⋯⋯⋯⋯⋯⋯⋯⋯(216)

第二节教学计划课程设置⋯⋯⋯⋯⋯⋯⋯⋯⋯⋯⋯⋯⋯⋯⋯⋯⋯⋯⋯⋯⋯⋯⋯(217)

第三节教学形式教材⋯⋯⋯⋯⋯⋯⋯⋯⋯⋯⋯⋯⋯⋯⋯⋯⋯⋯⋯⋯⋯⋯⋯⋯⋯(221)

第四节管理⋯⋯⋯⋯⋯⋯⋯⋯⋯⋯⋯⋯⋯⋯⋯⋯⋯⋯⋯⋯⋯⋯⋯⋯⋯⋯⋯⋯⋯⋯(222)

第五节函授站⋯⋯⋯⋯⋯⋯⋯⋯⋯⋯⋯⋯⋯⋯⋯⋯⋯⋯⋯⋯⋯⋯⋯⋯⋯⋯⋯⋯⋯(223)

第二章继续教育⋯⋯⋯⋯⋯⋯⋯⋯⋯⋯⋯⋯⋯⋯⋯⋯⋯⋯⋯⋯⋯⋯⋯⋯⋯⋯⋯⋯⋯(223)

第一节学历教育⋯⋯⋯⋯⋯⋯⋯⋯⋯⋯⋯⋯⋯⋯⋯⋯⋯⋯⋯⋯⋯⋯⋯⋯⋯⋯⋯⋯(223)

第二节短期培训⋯⋯⋯⋯⋯⋯⋯⋯⋯⋯⋯⋯⋯⋯⋯⋯⋯⋯⋯⋯⋯⋯⋯⋯⋯⋯⋯⋯(224)

第六篇德 育

第一章目标⋯⋯⋯⋯⋯⋯⋯⋯⋯⋯⋯⋯⋯⋯⋯⋯⋯⋯⋯⋯⋯⋯⋯⋯⋯⋯⋯⋯⋯⋯⋯(225)

、J、J、，、，、，、，、，、J、，、，、J、，、J、，、，、，、，、，、，、，、，

5

5

7

0

6

6

6

8

9

9

4

0

0

5

7

5

7

9

9

2

4

1

1

1

2

2

2

6

7

7

7

8

9

9

9

9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厶，、I，、l，、l

c、厶1厶／L，～，L，L，L，L，L／L／L，L，L，L，L／L／L，L，L／L，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解放前的训育目标⋯⋯⋯⋯⋯⋯⋯⋯⋯⋯⋯⋯⋯⋯⋯⋯⋯⋯⋯⋯⋯⋯⋯⋯

第二节新中国时期的德育目标⋯⋯⋯⋯⋯⋯⋯⋯⋯⋯⋯⋯⋯⋯⋯⋯⋯⋯⋯⋯⋯⋯

第三节改革开放后的德育目标⋯⋯⋯⋯⋯⋯⋯⋯⋯⋯⋯⋯⋯⋯⋯⋯⋯⋯⋯⋯⋯⋯

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课⋯⋯⋯⋯⋯⋯⋯⋯⋯⋯⋯⋯⋯⋯⋯⋯⋯⋯⋯⋯⋯

第一节沿革⋯⋯⋯⋯⋯⋯⋯⋯⋯⋯⋯⋯⋯⋯⋯⋯⋯⋯⋯⋯⋯⋯⋯⋯⋯⋯⋯⋯⋯⋯

第二节教育、教学改革⋯⋯⋯⋯⋯⋯⋯⋯⋯⋯⋯⋯⋯⋯⋯⋯⋯⋯⋯⋯⋯⋯⋯⋯⋯

第三章途径与方法⋯⋯⋯⋯⋯⋯⋯⋯⋯⋯⋯⋯⋯⋯⋯⋯⋯⋯⋯⋯⋯⋯⋯⋯⋯⋯⋯⋯

第一节管理机制⋯⋯⋯⋯⋯⋯⋯⋯⋯⋯⋯⋯⋯⋯⋯⋯⋯⋯⋯⋯⋯⋯⋯⋯⋯⋯⋯⋯

第二节校园文明建设⋯⋯⋯⋯⋯⋯⋯⋯⋯⋯⋯⋯⋯⋯⋯⋯⋯⋯⋯⋯⋯⋯⋯⋯⋯⋯

第三节党团建设⋯⋯⋯⋯⋯⋯⋯⋯⋯⋯⋯⋯⋯⋯⋯⋯⋯⋯⋯⋯⋯⋯⋯⋯⋯⋯⋯⋯

第四节心理健康教育⋯⋯⋯⋯⋯⋯⋯⋯⋯⋯⋯⋯⋯⋯⋯⋯⋯⋯⋯⋯⋯⋯⋯⋯⋯⋯

第四章组织机构队伍建设⋯⋯⋯⋯⋯⋯⋯⋯⋯⋯⋯⋯⋯⋯⋯⋯⋯⋯⋯⋯⋯⋯⋯⋯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队伍建设⋯⋯⋯⋯⋯⋯⋯⋯⋯⋯⋯⋯⋯⋯⋯⋯⋯⋯⋯⋯⋯⋯⋯⋯⋯⋯⋯⋯

第五章成果⋯⋯⋯⋯⋯⋯⋯⋯⋯⋯⋯⋯⋯⋯⋯⋯⋯⋯⋯⋯⋯⋯⋯⋯⋯⋯⋯⋯⋯⋯⋯

第七篇体育军训

第一章体育⋯⋯⋯⋯⋯⋯⋯⋯一⋯⋯⋯⋯⋯⋯⋯⋯⋯⋯⋯⋯⋯⋯⋯⋯⋯⋯⋯⋯⋯⋯(262)

第一节体育课⋯⋯⋯⋯⋯⋯⋯⋯⋯⋯⋯⋯⋯⋯⋯⋯⋯⋯⋯⋯⋯⋯⋯⋯⋯⋯⋯⋯⋯(262)

第二节群众性体育活动⋯⋯⋯⋯⋯⋯⋯⋯⋯⋯⋯⋯⋯⋯⋯⋯⋯⋯⋯⋯⋯⋯⋯⋯⋯(264)

第三节体育运动竞赛⋯⋯⋯⋯⋯⋯⋯⋯⋯⋯⋯⋯⋯⋯⋯⋯⋯⋯⋯⋯⋯⋯⋯⋯⋯⋯(265)

第四节队伍与管理⋯⋯⋯⋯⋯⋯⋯⋯⋯⋯⋯⋯⋯⋯⋯⋯⋯⋯⋯⋯⋯⋯⋯⋯⋯⋯⋯(268)

第二章军训⋯⋯⋯⋯⋯⋯⋯⋯⋯⋯⋯⋯⋯⋯⋯⋯⋯⋯⋯⋯⋯⋯⋯⋯⋯⋯⋯⋯⋯⋯⋯(269)

第一节内容⋯⋯⋯⋯⋯⋯⋯⋯⋯⋯⋯⋯⋯⋯⋯⋯⋯⋯⋯⋯⋯⋯⋯⋯⋯⋯⋯⋯⋯⋯(269)

第二节实施⋯⋯⋯⋯⋯⋯⋯⋯⋯⋯⋯⋯⋯⋯⋯⋯⋯⋯⋯⋯⋯⋯⋯⋯⋯⋯⋯⋯⋯⋯(270)

第八篇科学研究

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 自然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概况⋯⋯⋯⋯⋯⋯⋯⋯⋯⋯⋯⋯⋯⋯⋯⋯⋯⋯⋯⋯

第二节教育科学研究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概况⋯⋯⋯⋯⋯⋯⋯⋯⋯⋯⋯⋯⋯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学术组织机构⋯⋯⋯⋯⋯⋯⋯⋯⋯⋯⋯⋯⋯⋯⋯⋯⋯⋯⋯⋯⋯⋯⋯⋯⋯⋯

第二节科学研究管理机构设置⋯⋯⋯⋯⋯⋯⋯⋯⋯⋯⋯⋯⋯⋯⋯⋯⋯⋯⋯⋯⋯⋯

第三章科研课题⋯⋯⋯⋯⋯⋯⋯⋯⋯⋯⋯⋯⋯⋯⋯⋯⋯⋯⋯⋯⋯⋯⋯⋯⋯⋯⋯⋯⋯

第一节高等教育研究课题⋯⋯⋯⋯⋯⋯⋯⋯⋯⋯⋯⋯⋯⋯⋯⋯⋯⋯⋯⋯⋯⋯⋯⋯

第二节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第四章科研成果⋯⋯⋯⋯⋯⋯⋯⋯⋯⋯⋯⋯⋯⋯⋯⋯⋯⋯⋯⋯⋯⋯⋯⋯⋯⋯⋯⋯⋯

第一节成果奖励⋯⋯⋯⋯⋯⋯⋯⋯⋯⋯⋯⋯⋯⋯⋯⋯⋯⋯⋯⋯⋯⋯⋯⋯⋯⋯⋯⋯

1 )

(273)

(273)

(275)

(278)

(278)

(278)

(279)

(279)

(285)

(292)

(292)

、，、，、，、，、，、，、，、，、J、，、，、，、，、，、，

5

6

7

9

9

8

1

1

3

7

O

1

1

3

9

2

2

2

2

2

3

4

4

4

4

5

5

5

5

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L，k／L，k／L，L／L，L，k，L，L，～／L／～，L



第二节部分科研成果⋯⋯⋯⋯⋯⋯⋯⋯⋯⋯⋯⋯⋯⋯⋯⋯⋯⋯⋯⋯⋯⋯⋯⋯⋯⋯

第五章学术活动⋯⋯⋯⋯⋯⋯⋯⋯⋯⋯⋯⋯⋯⋯⋯⋯⋯⋯⋯⋯⋯⋯⋯⋯⋯⋯⋯⋯⋯

第一节学术论文⋯⋯⋯⋯⋯⋯⋯⋯⋯⋯⋯⋯⋯⋯⋯⋯⋯⋯⋯⋯⋯⋯⋯⋯⋯⋯⋯⋯

第二节校内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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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结构与分布⋯⋯⋯⋯⋯⋯⋯⋯⋯⋯⋯⋯⋯⋯⋯⋯⋯⋯⋯⋯⋯⋯⋯⋯⋯⋯⋯(358)

第五章工勤人员⋯⋯⋯⋯⋯⋯⋯⋯⋯⋯⋯⋯⋯⋯⋯⋯⋯⋯⋯⋯⋯⋯⋯⋯⋯⋯⋯⋯⋯(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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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考核评价⋯⋯⋯⋯⋯⋯⋯⋯⋯⋯⋯⋯⋯⋯⋯⋯⋯⋯⋯⋯⋯⋯⋯⋯⋯⋯⋯⋯(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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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学籍管理学生档案⋯⋯⋯⋯⋯⋯⋯⋯⋯⋯⋯⋯⋯⋯⋯⋯⋯⋯⋯⋯⋯⋯⋯(405)

第二节助学金奖学金贷学金⋯⋯⋯⋯⋯⋯⋯⋯⋯⋯⋯⋯⋯⋯⋯⋯⋯⋯⋯⋯⋯(406)

第三节荣誉与奖励⋯⋯⋯⋯⋯⋯⋯⋯⋯⋯⋯⋯⋯⋯⋯⋯⋯⋯⋯⋯⋯⋯⋯⋯⋯⋯⋯(409)

第四节纪律与惩处⋯⋯⋯⋯⋯⋯⋯⋯⋯⋯⋯⋯⋯⋯⋯⋯⋯⋯⋯⋯⋯⋯⋯⋯⋯⋯⋯(412)

第五节管理制度⋯⋯⋯⋯⋯⋯⋯⋯⋯⋯⋯⋯⋯⋯⋯⋯⋯⋯⋯⋯⋯⋯⋯⋯⋯⋯⋯⋯(412)

第三章学生组织⋯⋯⋯⋯⋯⋯⋯⋯⋯⋯⋯⋯⋯⋯⋯⋯⋯⋯⋯⋯⋯⋯⋯⋯⋯⋯⋯⋯⋯(414)

第一节沿革⋯⋯⋯⋯⋯⋯⋯⋯⋯⋯⋯⋯⋯⋯⋯⋯⋯⋯⋯⋯⋯⋯⋯⋯⋯⋯⋯⋯⋯⋯(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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