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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0日，成立于建国初期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迎来建校50周年，

』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和航空航天民航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老科学
、

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作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誉校长，我谨对此表示热烈

的祝贺!

我对航空航天事业，对南航是很有感情的，这其中蕴藏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早年我在加拿大留学时j学的就是航空。1942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著名的

、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航。空系和喷射推进实验室(JPL)工作过几年。喷射推进

实验室是美国航空署(NACA)设在CIT的国家研究实验室，不仅是当时美国的

航空航天科技研究中心，也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航空科技研究机构。我在那里做

了几年研究员，从事导弹方面的科研工作。1946年回国后，我虽然无缘从事航

空、航天方面的工作，但这并没有隔断、更没有终止我对航空航天科技的眷念和

关注。且不说我所从事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是航空航天科技的理论基础，它们的

研究成果为航空航天科技提供了间接的支持，而且还同航空航天科技教育有着

直接的联系。‘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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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10月，我偕同两位外国学者一起到南航参观访问，并应邀在学

校大操场，向南航的师生员工作过一场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学术报告。1993年上

半年，我接受航空航天工业部的聘请，担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誉校长。，此后

对南航的接触更多了，对南航的了解更深了，从而对我国航空航天民航事业的

接触和了解也更多了。这对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它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我

对航空航天科技事业关注和热爱的夙愿。。‘。
·

近几年来，我对南航的了解日益加深，时时感受到她跳动的脉搏，了解了她

的过去、现在、希冀和追求，并对她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

，。 i r．一 +，

首先是南航的师生员工具有不甘落后、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精神。南航建

校时的基础并不好，起点也不高，但凭借着这种精神，不断创造出骄人的业绩。
一

南航1952年建校，1955年向国家输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航空技术人才；

1956年改制建院，此后不仅致力于本科教育的建设，而且随即启动了科学研究；

． 一，1963年提出了争创国内第一流高校的口号，并在专业建设、师资培养、科学研
究、设备建设上按此目标付诸实施。1978年南航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不久即提出

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的方针，着力建设高水平的多科性大学，1996年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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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2000年被教育部批准设立研究生院。进入21世

纪伊始，学校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创建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发展速度之快，取得

的业绩之大，令世人瞩目!之所以如此，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种永不满足，不

甘落后，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精神!正如原航空航天工业部教育司司长姜学锦

同志在1987年对南航教育进行评估-9监督时所说：“南航有一种奋发进取的精

神，有那么一股劲，凝聚力比较强。这是南航由一所大专发展成学院，又由一所

一般院校发展成一所重点大学的原因所在。”

其次是南航的师生员工具有强烈的国防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在物资匮

乏、政治环境异常恶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想国家之所想，急部队之所

急"，承担了大量国防科研任务，克服困难，排除了种种干扰和破坏，研制成功了

“长空I号’’无人驾驶靶机、1015雷达伞靶，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液压飞行模

拟转台，等等。这既满足了当时国防建设的急需，也为南航后来的科研起飞打下

了基础。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

馆，全校师生员工义愤填膺，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5月14日，南航学生举行了

“立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大型宣誓活动。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主动签约到国

防系统就业，并在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立志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献身。"把

对侵略罪行的无比愤怒转化为立志“科技强军’’、“科技兴国”的力量。此后，南航

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宣誓日"，体现了浓郁的爱国主义

情操。

第三，南航的师生员工长于苦干实干，富于技术创新。80年代初中期，南航

在“长空1号”中高空靶机研制成功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的需要，对该机进行改进

改型，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重大的技术创新，先后研制成功无人驾驶核试验

取样机、低空型靶机、高机动型靶机和超低空型靶机5种型号，在空域和性能上

形成了无人机系列。特别是高机动型靶机，由于技术复杂，性能要求高，国家当

时是准备引进的，对国内是否能很快研制出来，满足需要，有关部门抱怀疑和不

信任态度。南航据理力争，勇敢地承担了此项研制任务，并向航空工业部立下了

军令状。结果在一年半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研制任务，满足了国防型号鉴定

的急需，费用不及进口的1／10，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期，南航还研制成

功了AD系列轻型飞机。90年代中、后期，南航又高质量、高速度地研制成功了性

能要求更高、技术更为复杂的云笛无人机和翔鸟无人直升机等，创造了一所大

学同时设计研制成功无人机、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无人直升机3种系列飞机的范

例。南航师生员工在设计、研制过程中苦干实干加巧干，发挥聪明才智，在技术、

性能上作了许多创新，获得国家和部省的多次表彰和奖励，真正做到了外界对

南航的评价：“投入少、产出高、贡献大’’。
· Ⅱ ‘



南航的领导和师生正是依靠和发挥了这样的精神风貌，才使南航永不止

息，与时俱进，发展成为国内著名、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大学。我衷心祝愿南航

以建校50周年为新的起点，以更加稳健和快速的步伐迈入新的50年，在全面实

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中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再铸辉煌。

为了庆祝建校50周年，学校特编撰出版了这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校史》内容丰富、翔实，较为全面地反映和记录了学

校的发展历程，恰当地总结了学校的办学成绩和经验，对学校今后的改革和发

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我谨对全体校史编撰审校工作同志的辛勤劳

动，对航空工业出版社的协助出版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序。

钱似
2002年8月



曲 士翮 ，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一所高等学府。它的前身是南京

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创办于1952年10月。1956年4月，经高等教育部批准，学校

由专科升格为本科，改名为南京航空学院。1978年2月，经教育部确定、国务院

批准，南航成为全国重点理工科院校。198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南航为首批

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93年3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更

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6年12月顺利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2000年6

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研究生院。现在，南航已成为一所国内著名、并有一定国际

影响的全国重点大学。

在时代的风雨中，学校发展迅速、茁壮成长。从建校到2002年的50年中，学

校大体经历了5个时期。从1952年至1956年，是创业和从专科到改院的转变时

期。创业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辛勤耕耘，克服重重困难，从筹建到首届新生入

学，仅仅用了一年左右时间。建校伊始，一切都很简陋，一切也都生机勃勃r迈着

大步开拓前进。在国家急需航空技术干部之际，学校及时输送了两届专科毕业

生，并且创造了改学院的基本条件。从1956年至1965年，是改制建院的发展时

期。花了3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了改制建院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提高

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在这个时期

中，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也走了不少弯路。在1966年至1976年的大动

乱中，学校遭到劫难，失去了常态。1971年起虽然开始招生，但招生办法、入学条

件以至教学计划、教材，都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年代的印记。1976年10月以后，

学校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

反正，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把学校办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

心，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1986年以后，学校致力

于打基础，扩内涵，上水平，努力把单科型航空学院发展成为多科型科技大学。

经过10余年的建设，至2000年基本建成了以工科为主体，工、管、理、经、文、法协

调发展的多科型科技大学，完成了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科研型大学的转变。进

入新世纪伊始，学校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要用30年左右的时间，创建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宏伟的奋斗目标激励着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团结

奋斗，开拓前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校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主要是靠党的正确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靠几代南航人的团结拼
·V’



搏，负重奋进，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宝贵精神!特别是几代老教师、老干部、老

职工，为学校的创建、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鉴往所以训今”。为了反映和记录学校以往的发展历程，总结办学成绩和

经验，以供今后发展的借鉴和参考，特编纂本校史。

校史的编纂工作是在编委会的领导、校长办公室的支持下进行的。下面谨

就编纂工作的具体事项作些说明。

校史以纵横式相结合的体例编写，横列纵写，纵为时间(阶段)，横为事项

(事件)。即分阶段、按事项(事件)以时间顺序为主线进行编写。阶段的划分，以

学校发展的特征、标志或重大事件为根据，如上所述。

1952—1985年间的校史内容以1987年6月写成的《南京航空学院史》(中国

航空工业史丛书之一)为基础，本着基本不动、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便于衔接

的原则，此番保持其框架、结构、层次基本不变，但在内容和文字上作了比较全

面的修改、订正和补充。这部分内容经修改、充实后约占全书的30％。1986—

2002年间的校史为新编写，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70％强。为了便于前后两部

分的衔接，在结构和体例上力求前后一致。但鉴于1986年后，学校的专业发展、

科学研究、师资培养、学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丰富、材料充盈，为了脉络

分明，层次清晰，在写法上有所改变。即新编部分分为四个层次：章、节、条、款，

即篇内分章，章内设节，节是基本的写作单位，节内再分条款。故在形式上与

1952—1985年部分有所不同。

本着对学校的过去和未来负责的精神，本书力求用平实的语言，全面、准确

地反映学校发展进程中的大事、要事，尽力避免重大疏漏。记述内容以文字叙述

为主，辅以必要的图表和照片，以求图文并茂，生动反映各个发展时期的面貌和

历程。

关于人物，除部分优秀毕业生设专条简介等，其余均按照因事及人的原则

处理，即因记述事项(事件)的需要连带介绍，而不设专条。

本书的专职编撰人员很少，而且编撰时间短促，虽历经一度寒暑，但实际时

间前后不过10个月。2001年11月明确任务，12月起查阅资料。2002年4月起陆

续将初稿送请顾问小组审阅，7月底完成全书初稿。该初稿虽经编委会全体成

员、有关领导和同志审阅，但为了要赶在2002年10月校庆50周年前出版，时间

极其紧迫，尤其是通稿、协调和修改的时间极短，更无暇编写索引，加之编撰者

的水平有限，其中的错误和疏漏定在所难免，务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供后人订

正。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在资料收集和编校过程中，受到了学校各部门、各

学院，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各学院、无人机研究院、体育部、继教院的同
·Ⅵ’



志提供了各自的简介初稿；科技部l潘兴华I、龚平、曹福春、詹承芳、王萍，设备处
王治先，高教所江山等同志提供了校史有关部分的资料；党办、校办、人事处、教

务处、宣传部、组织部、纪委、统战部、党校、人武部、国际合作交流处、学生处、团

委、工会以及航模队等单位提供了有关材料和数据；档案馆文档室的王勇、朱宁

两同志，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寻找、提供各种表报、数据、文件和图片；不少老教

师、老干部亲临校史编辑室，向我们介绍有关情况，提供素材和图片；龚德华同

志不顾年高，冒着高温协助我们校对校史全书，等等。因此，校史的章章节节，凝

聚着他们的劳动和关爱。对于上述部门、同志的积极协助和热心支持，我们一并

表示衷心的感谢! ，

同时，我们对航空工业出版社为保证本书的顺利出版所提供的支持和帮

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撰者

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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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专家在建校中的作用⋯⋯⋯⋯⋯⋯⋯⋯⋯⋯⋯⋯⋯-⋯⋯⋯(8)

2专科时代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8)

3教学组织工作⋯⋯⋯⋯⋯⋯⋯．．⋯⋯⋯⋯⋯⋯⋯⋯⋯⋯⋯：⋯⋯⋯(10)

4贯彻中央文教会议精神⋯O·QQ⋯⋯⋯⋯⋯⋯⋯⋯⋯⋯⋯⋯⋯⋯⋯(10)

第三章 改制建院奠定基础⋯⋯⋯⋯⋯⋯⋯⋯⋯⋯⋯⋯⋯⋯⋯⋯⋯(15)

l改制建院的条件⋯⋯⋯⋯⋯⋯⋯⋯⋯⋯⋯⋯⋯⋯⋯⋯⋯⋯⋯⋯⋯(15)

2建立党委会，加强领导班子⋯⋯⋯⋯⋯⋯⋯⋯⋯⋯⋯⋯⋯⋯⋯⋯⋯(15)

3建系，变动专业设置⋯⋯⋯⋯⋯⋯⋯⋯⋯⋯⋯⋯⋯⋯⋯⋯⋯⋯⋯⋯(17)

4制定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18)

5提高师资队伍水平⋯⋯⋯⋯⋯⋯⋯⋯⋯⋯⋯⋯⋯⋯⋯⋯⋯⋯⋯⋯(20)

6科学研究工作的起步⋯⋯⋯⋯⋯⋯⋯⋯⋯⋯⋯⋯⋯⋯⋯⋯⋯⋯⋯(21)

7 围绕改制建院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23)

8“九月事件"⋯⋯⋯⋯⋯⋯⋯⋯⋯⋯⋯⋯⋯⋯⋯⋯⋯⋯⋯⋯⋯⋯⋯(27)

第二篇 曲折前进发展提高(1957--1965年)⋯⋯⋯⋯⋯(29)

第四章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这时期的教学、科研工作⋯⋯⋯(30)

1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30)

2 1958年的教育革命⋯⋯⋯⋯⋯⋯⋯⋯⋯⋯⋯⋯⋯⋯⋯⋯⋯⋯⋯⋯(31)

3短暂的纠偏和“反右倾’’斗争⋯⋯⋯⋯⋯．．．⋯⋯⋯⋯⋯⋯⋯⋯⋯⋯·(35)

4持续“大跃进"的教学和科研⋯⋯⋯⋯⋯⋯“⋯⋯⋯⋯⋯⋯⋯⋯⋯·(37)

5新“三反’’运动⋯⋯⋯⋯⋯⋯⋯⋯⋯⋯⋯⋯⋯⋯⋯⋯⋯⋯⋯⋯⋯⋯(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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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贯彻“高校60条’’在调整中提高⋯⋯⋯⋯⋯⋯⋯⋯⋯⋯(42)

1调整专业设置，充实专业内容⋯⋯⋯⋯⋯⋯⋯⋯⋯⋯⋯⋯⋯⋯⋯⋯(42)

2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44)

3加速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47)

4缩短科研战线，保证重点项目⋯⋯⋯⋯⋯⋯⋯⋯⋯⋯⋯⋯⋯⋯⋯⋯(50)

5贯彻劳逸结合，做好总务工作⋯⋯⋯⋯⋯⋯⋯⋯⋯⋯⋯⋯⋯⋯⋯⋯(52)

第六章 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55)

1 改进领导体制，加强党的建设⋯⋯⋯⋯⋯⋯⋯⋯⋯⋯⋯⋯⋯⋯⋯⋯(55)

2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57)

3加强对青年学生的阶级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58)

4重视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59)

5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60)

第三篇 十年动乱遭受破坏(1 966—1976年)⋯⋯⋯⋯．(67)

第七章“文化大革命”在本校的过程⋯⋯⋯⋯⋯⋯⋯⋯⋯⋯⋯⋯(68)

第八章遭受破坏的主要方面⋯⋯⋯⋯⋯⋯⋯⋯⋯⋯⋯⋯⋯⋯⋯⋯(74)

1取消党的领导，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74)

2违反教学规律，破坏科学研究⋯⋯⋯⋯⋯⋯⋯⋯⋯⋯⋯⋯⋯⋯⋯⋯(76)

3践踏思想政治工作⋯⋯⋯⋯⋯⋯⋯⋯⋯⋯⋯⋯⋯⋯⋯⋯⋯⋯⋯⋯(78)

第九章“文革”中的教学、科研和生产⋯⋯⋯⋯⋯⋯⋯⋯⋯⋯⋯⋯(80)

1招收工农兵学员⋯⋯⋯⋯⋯⋯⋯⋯⋯⋯⋯⋯⋯⋯⋯⋯⋯⋯⋯⋯⋯(80)

2科研与生产⋯⋯⋯⋯⋯⋯⋯⋯⋯⋯⋯⋯⋯⋯⋯⋯⋯⋯⋯⋯⋯⋯⋯(82)

第四篇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 977—1 985年)⋯⋯⋯⋯⋯⋯(85)

第十章拨乱反正恢复整顿⋯⋯⋯⋯⋯⋯⋯⋯⋯⋯⋯⋯⋯⋯⋯⋯⋯(86)

1开展“揭、批、查”运动⋯⋯⋯⋯⋯⋯⋯⋯⋯⋯⋯⋯⋯⋯⋯⋯⋯⋯⋯(86)

2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87)

3恢复、整顿教学秩序⋯⋯⋯⋯⋯⋯⋯⋯⋯⋯⋯⋯⋯⋯⋯⋯⋯⋯⋯⋯(88)

4逐步恢复科研工作⋯⋯⋯⋯⋯⋯⋯⋯⋯⋯⋯⋯⋯⋯⋯⋯⋯⋯⋯⋯(89)

5恢复党委，调整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90)

第十一章教学工作的整顿和提高⋯⋯⋯⋯⋯⋯⋯⋯⋯⋯⋯⋯⋯⋯(91)

1调整专业设置，建设重点学科⋯⋯⋯⋯⋯⋯⋯⋯⋯⋯⋯⋯⋯⋯⋯⋯(91)

2 以培养智能为主的教学改革⋯⋯⋯⋯⋯⋯⋯⋯⋯⋯⋯⋯⋯⋯⋯⋯(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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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学位制⋯⋯⋯⋯⋯⋯⋯⋯⋯⋯⋯⋯⋯⋯⋯⋯⋯⋯⋯⋯⋯⋯⋯(97)

4抓教材质量⋯⋯⋯⋯⋯⋯⋯⋯⋯⋯⋯⋯⋯⋯⋯⋯⋯⋯⋯⋯⋯⋯⋯(98)

5．全面整顿实验室⋯⋯⋯⋯⋯⋯⋯⋯⋯⋯⋯⋯⋯⋯⋯⋯⋯⋯⋯⋯⋯(99)

第十二章 科学研究工作的整顿和提高⋯⋯⋯⋯⋯⋯⋯⋯⋯⋯⋯(101)

1增设科研机构，加强管理⋯⋯⋯⋯⋯⋯⋯⋯⋯⋯⋯⋯⋯⋯⋯⋯⋯(101)

2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102)

3科研设备和试验手段的建设⋯⋯⋯⋯⋯⋯⋯⋯⋯⋯⋯⋯⋯⋯⋯⋯(105)

4重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106)

5主要的科研成果⋯⋯⋯⋯⋯⋯⋯⋯⋯⋯⋯⋯⋯⋯⋯⋯⋯⋯⋯⋯⋯(107)

第十三章师资队伍的调整和培养⋯⋯⋯⋯⋯⋯⋯⋯⋯⋯⋯⋯⋯(114)

1调整和充实师资队伍⋯⋯⋯⋯⋯⋯⋯⋯⋯⋯⋯⋯⋯⋯⋯⋯⋯⋯⋯(114)

2提高师资水平的措施⋯⋯⋯⋯⋯⋯⋯⋯⋯⋯⋯⋯⋯⋯⋯⋯⋯⋯··(114)

3建设学科梯队⋯⋯⋯⋯⋯⋯⋯⋯⋯⋯⋯⋯⋯⋯⋯⋯⋯⋯⋯⋯⋯⋯(117)

第十四章后勤保障工作⋯⋯⋯⋯⋯⋯⋯⋯⋯⋯⋯⋯⋯⋯⋯⋯⋯⋯(118)

1新建一批校舍⋯⋯⋯⋯⋯⋯⋯⋯⋯⋯⋯⋯⋯⋯⋯⋯⋯⋯⋯⋯⋯⋯(118)

2学校基金和财务工作⋯⋯⋯⋯⋯⋯⋯⋯⋯⋯⋯⋯⋯⋯⋯⋯⋯⋯⋯(119)

3图书资料情报工作⋯⋯⋯⋯⋯⋯⋯⋯⋯⋯⋯⋯⋯⋯⋯⋯⋯⋯⋯⋯(120)

4改善教职工生活条件⋯⋯⋯⋯⋯⋯⋯⋯⋯⋯⋯⋯⋯⋯⋯⋯⋯⋯⋯(120)

第十五章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22)

1领导班子建设⋯⋯⋯⋯⋯⋯⋯⋯⋯⋯⋯⋯⋯⋯⋯⋯⋯⋯⋯⋯⋯⋯(122)

2党的思想建设⋯⋯⋯⋯⋯⋯⋯⋯⋯⋯⋯⋯⋯⋯⋯⋯⋯⋯⋯⋯⋯⋯(123)

3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25)

4整党⋯⋯⋯⋯⋯⋯⋯⋯⋯⋯⋯⋯⋯⋯⋯⋯⋯⋯⋯⋯⋯“⋯⋯⋯⋯·(126)

5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教育⋯⋯⋯⋯⋯⋯⋯⋯⋯⋯⋯⋯⋯⋯⋯⋯(128)

6形势政策教育⋯⋯⋯⋯⋯⋯⋯⋯⋯⋯⋯⋯⋯⋯⋯⋯⋯⋯⋯⋯⋯⋯(129)

7业务领域中的思想工作和教书育人⋯⋯⋯⋯⋯⋯⋯⋯⋯⋯⋯⋯⋯(130)

8“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32)

9学生政工队伍的建设⋯⋯⋯⋯⋯⋯⋯⋯⋯⋯⋯⋯⋯⋯⋯⋯⋯⋯⋯(133)

第十六章体制改革的起步⋯⋯⋯⋯⋯⋯⋯⋯⋯⋯⋯⋯⋯⋯⋯⋯⋯(135)

1改革教学管理⋯⋯⋯⋯⋯⋯⋯⋯⋯⋯⋯．．．⋯⋯⋯⋯⋯⋯⋯⋯⋯⋯(135)

2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办学⋯⋯⋯⋯⋯⋯⋯⋯⋯⋯⋯⋯⋯⋯⋯(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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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服务面向经济建设⋯⋯⋯⋯⋯⋯⋯⋯⋯⋯⋯⋯⋯⋯⋯⋯⋯(136)

4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系主任负责制⋯⋯⋯⋯⋯⋯⋯⋯⋯(137)

5在一些单位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38)

6贯彻教育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两个决定⋯⋯⋯⋯⋯⋯(139)

第五篇 着力建设多科性科技大学(1 986—2002年)⋯(142)

第十七章 办学层次提升、规模扩大⋯⋯⋯⋯⋯⋯⋯⋯⋯⋯⋯⋯(143)

第一节奋斗目标不断提升⋯⋯⋯⋯⋯⋯⋯⋯⋯⋯⋯⋯⋯⋯⋯⋯⋯(143)

1 1986—1990年间的奋斗目标⋯⋯⋯⋯⋯⋯⋯⋯⋯⋯⋯⋯⋯⋯⋯(143)

2建设“第一流科技大学”的奋斗目标⋯⋯⋯⋯⋯⋯⋯⋯⋯⋯⋯⋯(144)

3跨世纪的奋斗目标⋯⋯⋯⋯⋯⋯⋯⋯⋯⋯⋯⋯⋯⋯⋯⋯⋯⋯⋯(145)

第二节 专业(学科)设置的发展和院系调整⋯⋯⋯⋯⋯⋯⋯⋯⋯⋯(146)

1本(专)科专业的发展和院系调整⋯⋯⋯⋯⋯⋯⋯⋯⋯⋯⋯⋯⋯(146)

2研究生学科的发展和成立研究生院⋯⋯⋯⋯⋯⋯⋯⋯⋯⋯⋯⋯(149)

3继续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153)

第三节招生规模不断扩大⋯⋯⋯⋯⋯⋯⋯⋯⋯⋯⋯⋯⋯⋯⋯⋯⋯(154)

1本(专)科生招生规模的扩大⋯⋯⋯⋯⋯⋯⋯⋯⋯⋯⋯⋯⋯⋯⋯(154)

2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156)

3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158)

第四节 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建设跃上新台阶⋯⋯⋯⋯⋯⋯⋯⋯⋯⋯(159)

1科学研究规模扩大、水平提高⋯⋯⋯⋯⋯⋯⋯⋯⋯⋯⋯⋯⋯⋯(159)

2实验室建设成就显著⋯⋯⋯⋯⋯⋯⋯⋯⋯⋯⋯⋯⋯⋯⋯⋯⋯⋯(162)

第五节更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64)

第六节联合办学上的进展⋯⋯⋯⋯⋯⋯⋯⋯⋯⋯⋯⋯⋯⋯⋯⋯⋯(165)

1联办民航学院⋯⋯⋯⋯⋯⋯⋯⋯⋯⋯⋯⋯⋯⋯⋯⋯⋯⋯⋯⋯⋯(165)

2联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66)

3 同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和其他单位联合办学⋯⋯⋯⋯⋯⋯⋯⋯(167)

第七节拓展办学空间⋯⋯⋯⋯⋯⋯⋯⋯⋯⋯⋯⋯⋯⋯⋯⋯⋯⋯⋯(170)

1成立江宁分部⋯⋯⋯⋯⋯⋯⋯⋯⋯⋯⋯⋯⋯⋯⋯⋯⋯⋯⋯⋯⋯(170)

2建立江宁校区⋯⋯⋯⋯⋯⋯⋯⋯⋯⋯⋯⋯⋯⋯⋯⋯⋯⋯⋯⋯⋯(171)

第十八章 开创本科教育工作的新局面⋯⋯⋯⋯⋯⋯⋯⋯⋯⋯⋯(172)

第一节专业的调整、改造与拓宽⋯⋯⋯⋯⋯⋯⋯⋯⋯⋯⋯⋯⋯⋯⋯(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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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拓宽面向，向通用类专业转变⋯⋯⋯⋯⋯⋯⋯⋯⋯⋯⋯⋯⋯⋯(172)

，2增设经济和文科类专业⋯⋯⋯⋯⋯⋯⋯⋯⋯⋯⋯⋯⋯⋯⋯⋯⋯(173)

3建设以工为主，工、管、理、经、文相结合的专业体系⋯⋯⋯⋯⋯(174)

第二节教学计划的修订⋯⋯⋯⋯⋯⋯⋯⋯⋯⋯⋯⋯⋯⋯⋯⋯⋯⋯(176)

1制订整体优化的教学计划⋯⋯⋯⋯⋯⋯⋯⋯⋯⋯⋯⋯⋯⋯⋯⋯(176)

2实行以学位课为核心的选课制和主、辅修制⋯⋯⋯⋯⋯⋯⋯⋯(181)

3开办机、电强化班，强化因材施教⋯⋯⋯⋯⋯⋯⋯⋯⋯⋯⋯⋯⋯(182)

第三节组织重点课程建设⋯⋯⋯⋯⋯⋯⋯⋯⋯⋯⋯⋯⋯⋯⋯⋯⋯(184)

l重点课程建设与验收⋯⋯⋯⋯⋯⋯⋯⋯⋯⋯⋯⋯⋯⋯⋯⋯”““(184)

2航空院校间的课程协作组⋯⋯⋯⋯⋯⋯⋯⋯⋯⋯⋯⋯⋯⋯⋯⋯(187)

3教学观摩评比⋯⋯⋯⋯⋯⋯⋯⋯⋯⋯⋯⋯⋯⋯⋯⋯⋯⋯⋯⋯⋯(188)

4课程建设的立项工作⋯⋯⋯⋯⋯⋯⋯⋯⋯““⋯⋯⋯⋯⋯⋯⋯一(188)

5省级优秀课程的评选⋯⋯⋯⋯⋯⋯⋯⋯⋯⋯⋯⋯⋯⋯⋯⋯⋯⋯(189)

第四节加强教学实验室建设⋯⋯⋯⋯⋯⋯⋯⋯⋯⋯⋯⋯⋯⋯⋯⋯(189)

1教学实验室的建设⋯⋯⋯⋯⋯⋯⋯⋯⋯⋯⋯⋯⋯⋯⋯⋯⋯⋯⋯(189)

2实验技术队伍培养⋯⋯⋯⋯⋯⋯⋯⋯⋯⋯⋯⋯⋯⋯⋯⋯⋯⋯⋯(195)

。3改进实验室管理⋯⋯⋯⋯⋯⋯⋯⋯⋯⋯⋯⋯⋯⋯⋯⋯⋯⋯⋯⋯(196)

第五节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196)

1加强外语能力培养⋯⋯⋯⋯⋯⋯⋯⋯⋯⋯⋯⋯⋯⋯⋯⋯⋯⋯⋯(197)

2加强计算机能力培养⋯⋯⋯⋯⋯⋯⋯⋯⋯⋯⋯⋯⋯⋯⋯⋯⋯⋯(200)

3加强实验能力培养⋯⋯⋯⋯⋯⋯⋯⋯⋯⋯⋯⋯⋯⋯⋯⋯⋯⋯⋯(202)

4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203)

第六节体育课教学与改革⋯⋯⋯⋯⋯⋯⋯⋯⋯⋯⋯⋯⋯⋯⋯⋯⋯(205)

1探索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效果⋯⋯⋯⋯⋯⋯⋯⋯⋯⋯⋯⋯⋯⋯(205)

2重视体育科研工作⋯⋯⋯⋯⋯⋯⋯⋯⋯⋯⋯⋯⋯⋯⋯⋯⋯⋯⋯(207)

3体育场馆建设⋯⋯⋯⋯⋯⋯⋯⋯⋯⋯⋯⋯⋯⋯⋯⋯⋯⋯⋯⋯⋯(207)

．4受到的表彰与奖励⋯⋯⋯⋯⋯⋯⋯⋯⋯⋯⋯⋯⋯⋯⋯⋯⋯⋯⋯(208)

第七节更新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208)

1教材编写与出版⋯⋯⋯⋯⋯⋯⋯⋯⋯⋯⋯⋯⋯⋯⋯⋯⋯“⋯⋯·(208)

2电子与电视教材⋯⋯⋯⋯⋯⋯⋯⋯⋯⋯⋯⋯⋯⋯⋯⋯⋯⋯⋯⋯(212)

第八节。深化管理改革，建立评价与监督制度⋯⋯⋯⋯⋯⋯⋯⋯⋯⋯(213)

1贯彻《十条》，取得喜人成绩⋯⋯⋯⋯⋯⋯⋯⋯⋯⋯⋯⋯⋯⋯⋯(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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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教育评价与监督制度⋯⋯⋯⋯⋯⋯⋯⋯⋯⋯⋯⋯⋯⋯⋯⋯(213)

3坚持教学质量检查制度⋯⋯⋯⋯⋯⋯⋯⋯⋯⋯⋯⋯⋯⋯⋯⋯⋯(217)

4建立课堂教学评估制度⋯⋯⋯⋯⋯⋯⋯⋯⋯⋯⋯⋯⋯⋯⋯⋯⋯(217)

5成立教学指导小组⋯⋯⋯⋯⋯⋯⋯⋯⋯⋯⋯⋯⋯⋯⋯⋯⋯⋯⋯(218)

6建立奖学金制度⋯⋯⋯⋯⋯⋯⋯⋯⋯⋯⋯⋯⋯⋯⋯⋯⋯⋯⋯⋯(218)

7建立奖教制度⋯⋯⋯⋯⋯⋯⋯⋯⋯⋯⋯⋯⋯⋯⋯⋯⋯⋯⋯⋯⋯(224)

第十九章研究生教育的发展⋯⋯⋯⋯⋯⋯⋯⋯⋯⋯⋯⋯⋯⋯⋯(227)

第一节 多层次多类型多模式的研究生教育⋯⋯⋯⋯⋯⋯⋯⋯⋯⋯(227)

1 建立博士、硕士制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和学位体系⋯⋯⋯⋯⋯(227)

2加强工程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229)

3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33)

第二节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235)

1博士生指导教师的评审⋯⋯⋯⋯⋯⋯⋯⋯⋯⋯⋯⋯⋯⋯⋯⋯⋯(235)

2 自行审定博士生指导教师⋯⋯⋯⋯⋯⋯⋯⋯⋯⋯⋯⋯⋯⋯⋯⋯(236)

3建立博士生副导师制度⋯⋯⋯⋯⋯⋯⋯⋯⋯⋯⋯⋯⋯⋯⋯⋯⋯(239)

4硕士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239)

第三节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39)

1制定符合研究生教育要求的培养方案⋯⋯⋯⋯⋯⋯⋯⋯⋯⋯⋯(239)

2组织好课程教学⋯⋯⋯⋯⋯⋯⋯⋯⋯⋯⋯⋯⋯⋯⋯⋯⋯⋯⋯⋯(240)

3抓好学位论文⋯⋯⋯⋯⋯⋯⋯⋯⋯⋯⋯⋯⋯⋯⋯⋯⋯⋯⋯⋯⋯(241)

4建立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关制度⋯⋯⋯⋯⋯⋯⋯⋯⋯⋯⋯(242)

第四节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评估与表彰⋯⋯⋯⋯⋯⋯⋯⋯⋯⋯⋯⋯(245)

1对研究生教育的评估⋯⋯⋯⋯⋯⋯⋯⋯⋯⋯⋯⋯⋯⋯⋯⋯⋯⋯(245)

2对研究生教育的表彰⋯⋯⋯⋯⋯⋯⋯⋯⋯⋯⋯⋯⋯⋯⋯⋯⋯⋯(247)

第二十章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250)

第一节成人高等教育⋯⋯⋯⋯⋯⋯⋯⋯⋯⋯⋯⋯⋯⋯⋯⋯⋯⋯⋯(250)

1学历教育⋯⋯⋯⋯⋯⋯⋯⋯⋯⋯⋯⋯⋯⋯⋯⋯⋯⋯⋯⋯⋯⋯⋯(250)

2非学历教育⋯⋯⋯⋯⋯⋯⋯⋯⋯⋯⋯⋯⋯⋯⋯⋯⋯⋯⋯⋯⋯⋯(252)

第二节高等教育研究工作⋯⋯⋯⋯⋯⋯⋯⋯⋯⋯⋯⋯⋯⋯⋯⋯⋯(255)

1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沿革⋯⋯⋯⋯⋯⋯⋯⋯⋯⋯⋯⋯⋯(255)

2开展高校管理、教学理论及研究生培养的研究⋯⋯⋯⋯⋯⋯⋯(255)

3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合办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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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教育研究合作与交流⋯⋯⋯⋯⋯⋯⋯⋯⋯⋯⋯⋯⋯⋯⋯⋯(258)

1与校外单位的合作和交流⋯⋯⋯⋯⋯⋯⋯⋯⋯⋯⋯⋯⋯⋯⋯⋯(258)

2合作编著学术著作⋯⋯⋯⋯⋯⋯⋯⋯⋯⋯⋯⋯⋯⋯⋯⋯⋯⋯⋯(258)

3出版高等教育研究刊物⋯⋯⋯⋯⋯⋯⋯⋯⋯⋯⋯⋯⋯⋯⋯⋯⋯(259)

4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259)

第二十一章师资队伍建设⋯⋯⋯⋯⋯⋯⋯⋯⋯⋯⋯⋯⋯⋯⋯⋯⋯(261)

第一节青年师资队伍建设⋯⋯⋯⋯⋯⋯⋯⋯⋯⋯⋯⋯⋯⋯⋯⋯⋯(261)

1从教师队伍基本情况说起⋯⋯⋯⋯⋯⋯⋯⋯⋯⋯⋯⋯⋯⋯⋯⋯(261)

2把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战略大事来抓⋯⋯⋯⋯⋯⋯⋯⋯⋯⋯(262)

3建立青年教师岗位培训制度⋯⋯⋯⋯⋯⋯⋯⋯⋯⋯⋯⋯⋯⋯⋯(264)

4组织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264)

5建立“评选优秀青年教师’’的制度⋯⋯⋯⋯⋯⋯⋯⋯⋯⋯⋯⋯⋯(264)

6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初步效果⋯⋯⋯⋯⋯⋯⋯⋯⋯⋯⋯⋯⋯⋯(265)

第二节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及其实施⋯⋯⋯⋯⋯⋯⋯⋯⋯⋯⋯⋯⋯(266)

1师资队伍建设的“十年规划，，．⋯⋯⋯⋯⋯⋯⋯⋯⋯⋯⋯⋯⋯⋯一(266)

2重点基础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情况⋯⋯⋯⋯⋯⋯⋯⋯⋯⋯⋯⋯(268)

3选拔和培养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270)

4学科梯队建设⋯⋯⋯⋯⋯⋯⋯⋯⋯⋯⋯⋯⋯⋯⋯⋯⋯⋯⋯⋯⋯(271)

5派教师出国留学⋯⋯⋯⋯⋯·O h$DO DJO⋯⋯⋯⋯⋯⋯⋯⋯⋯⋯⋯⋯(272)

6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273)

7 1998年师资工作会议⋯⋯⋯⋯⋯⋯⋯⋯⋯⋯⋯⋯⋯⋯⋯⋯⋯⋯(274)

8 2000年师资队伍的基本情况⋯⋯⋯⋯⋯⋯⋯⋯⋯⋯⋯⋯⋯⋯⋯(275)

第三节跨世纪人才工程⋯⋯⋯⋯⋯⋯⋯⋯⋯⋯⋯⋯⋯⋯⋯⋯⋯⋯(275)

1后备学术带头人的选拔和培养⋯⋯⋯⋯⋯⋯⋯⋯⋯⋯⋯⋯⋯⋯(275)

2百千万人才工程⋯⋯⋯⋯⋯⋯⋯⋯⋯⋯⋯⋯⋯⋯⋯⋯⋯⋯⋯⋯(277)

3国防科技工业“511人才工程"⋯⋯⋯⋯⋯⋯⋯⋯⋯⋯⋯⋯⋯⋯(277)

‘第四节 两院院士与特聘教授评聘⋯⋯⋯⋯⋯⋯⋯⋯⋯⋯⋯⋯⋯⋯(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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