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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
思南师范学校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时任贵州省省长) 2010年
9月视察我校新校区建设情况



原贵州省省长吴亦侠1996年12月视察我校

原国家留学、原国京教委师范司司长金长泽，
1997 年 5 月和 19何年 5 月先后两次到校指导办学

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晓凯2010年12月视察我校

原国京督学、原教育部语富文字应用司司妖、
原国京披蚕师范司副司长孟吉平 1990 年 5 月和
1997 竿 5 月先后两次到校指导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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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国有国史，校有校志。 志者，记也。校志，自然是对一个学校历史和现状的资料

性著述。而这部校志记述的，是一段已经定格的历史，不能忘记的辉煌岁月。

贵州省思南师范学校始建于 1919 年，校址位于乌江河畔的思南县城。 据考证，这

里也是明朝时期的"为仁书院"旧址，贵州著名理学家、王阳明三传弟子李渭曾在此讲

学传道，其文脉可追溯到数百年前。 历史沧桑，薪火相传，千载绵延的乌江文脉，实现

了与现代师范教育的接轨。 此后的近百年间，学校曾 9 易校名 ， 5 迁校址 。

改革开放后，学校抢抓机遇、锐意改革、蓬勃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果，成

为贵州省三所重点师范学校之一，驰誉全国的中师名校。 先后八次受到国家有关部

委表彰: 1988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师范学校， 1989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

大中专学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 1996 年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 1999 年

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2000 年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四百佳"先进

单位， 2001 年被评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2010 年再次被评为全国学校

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春华秋实，挑李芬芳。 在近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加强内涵建设，形成了"突出

办学特色，培养合格师资"的理念，始终不渝地把为铜仁地区基础教育服务作为办学

的根本方向，为铜仁地区培养了近万名合格的基础教育师资 。 在"献身教育，回报山

乡"的校训感召下，学校毕业生扎根于铜仁地区乡村学校，为铜仁地区经济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学校以较高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跻

身于全国中师名校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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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阁师班教育的改革调整，思南师跑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其未来的命运

走到了历史关头。 2012 年 8 月，学校抓住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机遇，从思南县

城整体搬迁至铜仁市川响教育园区，新校旺占地由积 585 亩，规划建筑面积 2 1. 16 万

平方米。问年 12 月，学校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教育部备案，升格为铜仁幼儿师

范南等专科学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凤凰涅蝶。

如今，我们正在继承思南师范优质资源的基础上，以国家教育改革和发牒规划为

指导，突出特色办学风格，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培训，造就学前教育及初等教育专业品

牌，培养品学兼优的专科层次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师资，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贵州

一流、辐射武陵、全罔知名的学前教育名校，为基础教育做出新的贡献，续写新的

辉煌。

编写思南师范校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部校志是全面系统记述学校创建、

演变和发展轨迹的著述性文献，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全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客观、真实、金丽、准确地记述了学校的教育改革、发展脉络和历程，其悠久的办学历

史，鲜明的办学特色得到彰显，有助于我们开发教育资椒，继承优良传统，为升格的铜

仁幼儿师班高等专科学校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决策参考。

问时，对具体历史条件下思南师范各方面状况的描摹，有助于我们和后来者对当

年的奋斗与辉熄获得一种相对真切的体悟，感受前行者们曾经的阳光、彩虹与风雨。

2 

以史为镜，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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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①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 编篡校

史，正是为了对历史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总结，给后世提供一份见证。

源远流长的乌江有着悠久的文明 。 这片地域曾诞生过贵州高原最早的一所书

院，最早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礼，实现了土著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接轨。 乌江古镇思南，

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人才辈出之地。 明朝嘉靖年间，思南籍人士田秋上疏进谏在

贵州开设科场，开科取士 。 这一建议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采纳，从此贵州文教大

兴，学风日盛，这对贵州文化的开发、文明的推进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回秋也因

此被公认为贵州科举教育之父，在贵州教育史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比田秋稍晚

的李渭，是黔中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孙应鳖、马延锡齐名 。 他在思南广设书院，阐

扬王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上千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思南深厚的文化

底蕴。

历史的脚步踊踊而行。 20 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先驱们不满于黑暗社会与腐朽统

治，他们高张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举起民主与科学的火炬，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五四运动 。 五四时期，大批知识分子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提出了教育兴国、唤醒

民众的口号。 思南人积极响应，于 1919 年 3 月，即五四前夕在乌江之滨的思南古城，

成立了思南师范讲习所，这就是思南师范的前身。一所有别于传统书院的新型学校

① 原《思南师范校史》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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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一个壮丽的背景下悄然诞生。

但历史的轨迹总是曲折的，思南师拖走过的 80 年岁月也充满坎坷与艰辛，打上时

代的烙印。其间九易其名，四迁校址。 1919 年 3 月成立思南师范讲习所， 1926 年 3 月

改名为思南县立简易师范学堂， 1929 年 3 月改名为思南男师传习所， 1930 年 3 月改名

为思南女子师范讲习所， 1940 年 3 月，改名为思南简易师范科， 1941 年 3 月改名为思

南国民师资训练班。新中国成立后曾…度停办，直到 1958 年 8 月，又恢复为思南初级

师范学校。 1965 年 6 月改为思南半农半读初级师范学校， 1972 年为全日制普通中等

师范学校，正式定名为贵州省思南师范学校，隶属铜{二地区管属，面向全区招生(思

南、印江、德江、石肝、铜仁、江口、松桃、玉屏、万山 JL县一特区) ，从思南、印、江、德、江、沿

河四县抽调一批教师充实师资队伍。 1975 年，全回刮起县办师泡风，我校又划归思南

县管辖，招收思南县学生。到 1980 年，全省进行师范布局调整，撤销几个县的师施，学

校又重新归地区管属，招生范围主要是地区西边几个县。由于体制更替，加上正处在

"文革"后期，学校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直到 1970 年代末，学校除有一栋砖瓦结构的教

室外，没有图书楼、实验楼，仅两间*房里存放有几十本图书和一个地球仪、几件塑料

生物标本。校园是一片荒芜，杂蒂丛生，办公室、教工宿舍、学生宿舍都是解放前的几

栋瓦木结构的旧房子。学生住宿多数没有床，打通铺睡在用革垫起来的地板上，办学

条件十分艰难。但在当时的学校领导魏爱光校长，杜孝忠、回宏荣副校长的带领下，

师生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领导、教工、学生都要到两公里以外的乌江边去挑瓦挑

砂，自己修建教学楼。还发功师生到校外去收集废砖来修建花园，平整道路，学校形

成了一种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学校的发展起步，是从 80 年代开始，尤其是 90 年代，校容校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后，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历

经世纪沧桑的思南师范学校从此获得了新生，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思师人抓住机遇，

在这块有着厚童文化积淀的土地上，奋力拼搏，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以其坚定明

晰的办学思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以其丰硕的身是实向世界展现出她

的英姿风采，成为贵州高原、乌江之滨的一颗璀琛夺目的明珠。

20 年来，思师人艰苦创业，办学条件得到逐步改善。校因面积从 70 年代的

16675 时，扩大到现在的 38015 时。一栋栋棋新的教学楼、科技楼、艺术楼、实验楼、

办公楼、宿舍楼拔地而起，建筑面积达到 25088 m2 0 每栋楼各具特色，中西合璧，交相

2 



(( 一一一一二一一一… 一
序

辉映，集中国古建筑的凝重和现代建筑的宏伟壮观于一体，渗透着现代化书院的气

息。耗资近 200 万元在山坡上辟出了一个田径场，基本可供体育上课和各赛事之用。

为了实现教学现代化，学校自力更生，自筹经费 200 多万元，使现代化设施切具规模。

学校现已拥有地面卫星接收站，集监控、电视制作等于一体的多功能演播厅，具有视

听功能的语言实验室，先进的微机教室，教师音像资料室，多媒体专用教室，有 586 、

686 电脑 100 台的计算机室，实现了校内互联网，并即将走入"信息高速公路"。音乐、

体育、美术设备已得到大力扩充，基本上可满足专业教学之用。校园内花木扶疏，操

意盎然，现代化气息与古典诗情圃意交相辉映，被誉为"花园式学校"。

迄今为止，思南师范已为铜仁地区培养了近万名中小学教师和各级各部门的行

政干部，为黔东地区的黯础教育和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就是凭着

一种"献身教育，回报山乡"、争创一流的思师精神，创造了-个又一个辉煌。 1982 年，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我校升为省撞点师范学校 ;1988 年，被原因家教委评为首批景表

彰的先进师范学校 ;1989 年学校党支部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同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评为"余罔大中专学校社会活动

先进集体";1994 年被定为"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加强师资培训项目学校"

1997 年被原因家体委评为"全国群众体育活动先进集体飞 1998 年被省教委定名为"国

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师资培训基地"， 1998 年被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

1996-1998 年度"红旗文明单位"称号。同时被地、委、行署授予"双优文明示范学

校" 1997 年在省政府组织的全省中师办学评估中，办学水平、办学条件总分名列全

省前茅，被批准为"双合格学校"。思南师范以其出色的办学成就蛮向全省，跻身于全

罔中师的先进行列。罔家督学、原回家教委师?在司司长金长1萃，回家督学、国家语委

副主任孟古平视察我校后，对我校的办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我校为全国农村

师范的改革起了示班作用。

朋史本是人类经验的写真。我校与 20 世纪问行，因而集纳了1世纪风云。读校志，

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一幅幅鲜明的风云图卷，感受到跳动着的时

代脉搏。这部校志，就是给历史留下一份见证，作为 4种文化资源给未来的四溯提供

借鉴，以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让这块丰饶的沃土，更加桃李芬芳。

对于思南师范人来说， 80 年岁月是一笔丰厚的财富。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从

艰苦创业到步人辉熄，其间凝聚着几代人的汗水与心血。我们有责任把历史告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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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未来记住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思南师范校闹，正是 400 年前著名学者李

渭讲学的为仁书院。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与重叠，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但

无论从哪一个层面去理解，都令我们感到激动与惊喜。由此申发开去，思南师范的校

志已远远超越了我们所界定的 80 周年，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她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

脉相连。

20 世纪的帷幕正在徐徐关闭， 21 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当今社会，高新科技日

新月异、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也就是

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科教兴国"战略响彻耳畔，作为跨世纪的教育

工作者，应当具备崭新的资态，为 21 世纪的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学校也将在新

的世纪实现新的超越去创造新的奇迹。一方面，我们继承历史;另一方面，我们也正

在创造历史。

让我们携手同行，用我们坚强的信念与全部智慧去谱写新世纪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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