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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2000-2010 年简史

风雨兼程，无阴在再。 2010 年 10 月，伴随着新中国前进步伐成

长起来的山东师远大学将迎来她的甲子华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悠

久，文脉深厚，远可追溯到 1902 年山东大学堂内设的师范错。 1903

年部莲馆从山东大学堂分出，正式成立山东师范学堂。 1944 年山东

省部莲专科学校成立。 1948 年 1 月改为山东师莲学院。济南解放

后，部分并入华东大学教育学院。 1950 年 10 月，在原华东大学教育

学挠和山东省行政干校的基础上组建成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

大学前身) ，系新中国成立后出东省成立最早的高校之一。 1952 年全

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原齐鲁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同时并

人。 1958 年，学校体育系、艺术系相继分离出去，独立建成山东体育

学皖、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现山东艺术学院前身λ1970 年，学校机关

及部分系部迁到聊城办学。 1974 年，机关及大部分系部迁回济南，同

时筹建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现聊城大学前身)0 1981 年 3 月，被

出东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焉重点高等学校，向年 8 月，经山东省人民

政府批准，学校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 2001 年 4 月，山东省化工学校

并人山东师在大学。 60 年来，山东师范大学植根于齐鲁文化之沃

土，摄取泉城人文之灵韵，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发展，一代代师大

人齐心协力写辉煌，继往开来著华章。学校现己发展成为一所学科

专业齐全、办学层次较高、办学条件较好、具有鲜明教部教育特色的

综合性高水平的山东省重点大学，进入全国师范院校的先进行列。

翻开山东师莲大学 60 军壮美绚丽的历史画卷，可以看出，学校

先后经历了艰苦创业时期 0950-1957 )、曲折探索时期 (1958

1965) 、停滞动荡时期(1966-1976) 、稳步前进时期 (1977-1990)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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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时期(1991-2000) 和跨越提升时期 (2000-2010) 等六个阶

段。 60 年弦歌不辍， 60 年薪火相传。几代师大人在祖国教育事业大

发展、大变革、大跨越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中，立良苦创业，开拓创

新，潜必育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奉献了大批科技创新成果，为山

东省乃至全国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

进入新世纪，山东拥范大学踏着建校 50 周年庆典雄浑激越的节

拍，开启了新的航程。 2000 年 10 月，学校隆重举行建校 50 周年系列

庆祝活动。全校师生与八方校友同庆盛事，共襄盛典。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等领导同志亲的庆祝大会，教育部发

来贺信并派代表出席大会。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交汇点上，面对历

史的希冀、时代的重任、人民的嘱托，面对于帆竟发的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薪形势，山东师大人黯厉风发，勇立潮头，铿锵前行，一路高歌。

薪世纪初的 10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

期，也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 2010 年 5 月前，由宫志

哗i可志任校党委书记，赵彦修同志任校长。 2010 年 5 月，省委决定商

志晓同志任校党委书记，赵彦惨同志继结担任校长;宫志峰同志由于

年龄原因，不再拒任校党委书记。 10 年来，学校党委、行政团结带领

广大婚生员工，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立足省

情校情，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建设高水平山东省重点大

学的奋斗目标，以《山东师范大学跨世纪行动计划》为学校发展蓝臣，

把撞进科学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尊贤尚功，奋发有为，励精图治，提前

实现了学校"十五"、"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学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呈

现出继往开来、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o

吕眸新注纪初的 10 年，山东师范大学经历了拓展外廷、跨越发

展的"十五"时期和提升内涵、提高质量的"十一五"时期。 10 年间，山

东师大人秉承兼容并包、品学双修、博遥自才务、实学力行的优良传统，

锐意进取，与时借行，创造了学校发展史上的新辉煌。这 10 年，既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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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展史上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 10 年，也是学校 60 年发展

历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 10 年。

拓展外延、跨越发展的 2000 年至 2005 年

2000 年至 2005 年的 5 年，是学校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

落实"十五"规划要点的 5 年，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凝心聚力、跨

越发展的 5 年。学校党委、行政吕结带领「大师生员工，紧紧围绕建

设高水平山东省重点大学的奋斗目标，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在拓展

办学空间、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办学水平、增强综合实力等方击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一、面向新世纪，谋划新发展

站在新起点、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是山东师大人的共同追

求与美好期盼。学校党委、行政科学捏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紧紧围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脚踏实地，登

高望远，研究锚定学校近期发展规划与长期发展战略。

1999 年 4 月，学校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出

东辉范大学跨世纪行动计划》颁布实施。《山东师莲大学跨世纪行动

计划》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积极稳步发展的方针，努力做到稳中求进，

好中求快，坚持提模、结梅、质量、效益相统一，通过深化改革，积极发

展，加快建设，加强管理，努力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取得高层次创

新成果，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出东师革大学推向 21 世纪。《行动计

划》为学校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 .1999-2002 年为深

化改革阶段。坚持用改革秸神破解难题，用发震吕标凝聚人心，争取

改革有新突破，发展有新飞跃，建没有新噩貌，管理有新起色，为实现

学校跨世纪的转变、新世纪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步，2003-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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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快发展阶段。通过进一步改革，使困扰学校发展的许多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进入发展的臭性循环阶段。第三步，

2006-2010 年为全国提高阶段。经过积极建设和积累，使部分学科

达到和接近国内先进水平，拥有一挠站在国内教学科研前沿的专家

学者，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质量达到国内较高层次，跨入全国一流师

、革大学的行列。《行动计划》颁布实施后，学校坚持"深化改革，积极

发震，加快建设，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落实"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解放患想，拴抓机遇，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各项事业驶人发展快

车道。

为进→步明确发展吕标，细化发展任务，创新发展举措，学校以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五"规划纲要》为依据，以《山东师范大学跨世

纪行动计划》为指导， 2001 年 5 丹出台了《山东师莲大学"十五"规划

要点儿《山东师范大学"十五"规划要点》作为学校"十五"期间改革

与发展的施工蓝图，是《山东师革大学跨世纪行动计划》的拓展、深化

和补充。《规划要点》指出"十五"期间，学校要继续以邓小平玉皇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为依据，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竖持巍模、结构、贵量、效

益相统一，坚持深化改革、积极发展、加快建设、如强管理的工作思

路，积极扩大招生规模，拓展发展空间;保持师莲教育优势，开拓非g市

范教育领域;大力发展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断扩展留学生教

育、高等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办学渠道，努力开展多韩彭式的合作

办学。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取得高层次创新成

果，使各项事业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力争通过深入挖掘内

涵，积极拓展外廷，稳步扩大规模，努力实现自婷范类综合性大学向

具有师涟特色的综合性大学的转变，自以本科生教育为主向本科生

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的转变，由主要为基础教育服务由为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转变，努力创建具有鲜明教师教育特色的综合

性高水平的山东省重点大学。

《山东部范大学跨世纪行动计划》和《山东师范大学"十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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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的制定实施，为学校发展明确了定位，厘清了思路，凝聚了人

心，鼓舞了斗志。在新世纪之初的 5 年中，全校广大师生团结一心，

爵精图洽，立足本职岗位，心系学校发展，为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付出了艰辛租努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实现出中等去时莫学校到较大规模学校的历史性跨越

20 世纪末，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

校招生规模，大力推进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重大决策。学校窜时度

势，乘势而上，努力挖据办学潜力，改进办学条件，连续元年适度扩大

招生规模，实现了由中等规模学校到较大规模学校的历史性跨越。

学校各类全巨制在校生 2000 年达到1. 26 万人.2005 年达到 2. 66 万

人， 5 年时间增长了 2 倍多。其中，在校全日制研究生 2000 年为 790

人， 2005 年达到 2750 人，增长了近 3.5 倍。"十五"期间，研究生在职

教育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快速发震，共招收各类学员 9500 余

人c 继结教育规模稳步扩大，2005 年在校学员己近 5000 人。依据教

育部关于试办独立学院的意见精神，学校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不断

深化办学体制与模式改革。 2005 年学校与、浪潮集团联合组建了历

山学皖，并于当年招收本专科生 847 人。创办历山学院，为实现学校

智力资源、品牌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有机融合，为有效增加办学投入、

集聚办学资游、进行了有益探索。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开展了与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互派留学生等主作，外国留学

生达到 200 人，成为山东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学校。

三、长清较区建成启眉，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睡着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校区空间狭小的矛霆日渐突出，

或为制约学校发震的瓶颈。 2001 年前，学校仅有校本部和北校区两

个办学区。 2001 年 4 月，山东省化工学校并人成为东校区。 2004 年

至 2005 年，学校租赁原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的一部分校舍办学(时称

和平路学区)，但学校整体办学空间仍不能满足扩大招生的需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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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实，验室、学生公寓及食堂等办学资源十分紧张，管理难度加大，办

学形不成规模优势D 学校领导班子认识到，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发震

空间问题，才能实现学校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建设新技区，拓展办

学空间，成为大势所趋、必然选择。

2001 年初学校制定的《山东师注大学"十五"规划要点>).以及学

校第五次党代会工作报告，都把拓展办学空间列为关系学校发展的

紧迫任务。 2002 年 4 月，学校正式成立了以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组

长的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加大新校区建设筹备工作力度。工作组做

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狂地考察、论证工作。 7 月 2 日，学校党委常委会

议研究决定，为拓宽办学空间，征地建设新校[K;提据省市的捂导意

见，在济南市长清区自由镇征地 3000 亩用于新校区建设。 7 月 5 日，

党委书记宫志峰主持召开竞委五屈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校长赵彦

修代表党委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建设新校区的总体构想》报告获得一

致通过。 11 月 27 日，学校召开 25 个教代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认真

勘察现场后，进行了书面表决，各代表团由长一致同意学校在长清区

国山镇征地建设新校区。 12 月 8 日，学校与济南市长清区政府签订

了《自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合同)).正式宣告学校长清新校区建设揭开

了序幕。 12 月 20 日，学校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委会议，通报新校区

工作进展情况，征求党委委员对新校区规划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2003 年 2 月 12 日，学校党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宫志峰、赵彦

修雨志为组长，有关同志为成员的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 2003 年 10

月 24 B ，长清校区开工建设。新校区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推动了建没工作的顾利进行。 2004 年 1 月至 8 月，受国家宏观经济

调控政策的影响，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区建设暂时停工。在省委省

政府、济南市委市政府及省市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军日帮助下 .10

月，新校区建设骸复施工，各项工作加速推进。经过不懈努力， 2005

年 10 月，长清校区一期工程 30 万平方米建成启用，一座设施基本齐

全、功能基本完善、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校区崛起于济南长清大学科

技民区。 10 月 6 日，山东师大长清校区启用仪式隆重举行， 9 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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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03 级、 2004 级 4329 名学生喜迁新居。 10 丹 10 日， 9 个学院的

2005 级 3559 名新生在长清校区报到入学。 7888 名学生的正式人

住，标志着学校长清薪校区成功顺科患用。

长清校这的建成使用，扩大了办学空间，改善了办学条件，使学

校影成了校本部、长清校区、北校区三个校区办学的新格局。深入挖

潜，强化基本建设，选址长清建设新校区，是学校充分论证后的镇重

选择，是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是满足学校自身发展的需

要，为学校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清校区建设过程中凝

结丽成的"胸怀理想、顾全大局、顽强拼搏、众志成城"的新校区精神，

成为学校一笔宝贵的精神对富。

此前，学校为扩大办学规模，解决发展用地不足问题，积极向省

政府反映，要求将校本部南邻原济奇第一电机厂闲置厂区的 33 亩土

地揭拨给学校。在省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艰苦努力， 1999 年 6

月，学校与济南市第一电极厂签订了《山东师范大学与济南市第一电

机厂关于划拨置换建设周边等有关问题的协议>>0 2001 年上半年，学

校在 33 亩土地上建设的 4 栋(7 号、 8 号、 9 号、 10 号〉学生公寓楼竣

工，建筑苗积达 3.2 万平方米，可容纳学生 3200 余人，极大地缓解了

学生生活用房不是与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的矛盾，改善和提升了校

本部功能。此后，学校又在该地块建设了 1 座 2. 4 万平方米的国际

交流中必(山东翰林大酒店) ，并于 2003 年底投入使用，为扩大留学

生招生规模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教学改革取得新进展，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在办学娓模稳步扩大的形势下，学校按照"巩盟、深化、提高、发

展"的方针，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加强教学工作，大力撞进教学内容

与课程体系改革，全面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费

量，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本科教学实际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租监控

机制，构建起适应学分棋嚣要的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学校于

1995 年制定院(系〉级教学工作状态评姑方案，并于 1996 年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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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坚持每两年评估一次。皖(系)级教学工作状态评估的实行，实现

了由专项教学评拮向综合评估的转变。自 1995 年始，学校每两年召

开一次教学工作会议，回顾总结教学工作情理，明确教学工作思路，

制定落实加强教学工作、深化教学改革、提离教学贡量的措施。"十

五"期间，先后组织开展两次全校院(系〉级教学工作状态评估，召开

两次教学工作会议。 2001 年 12 月 15 日至 20 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随机性水平评估专家组对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评

佑，充分肯定了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学校针对专家笙

提出的建议，制定了《本科教学工作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强教学管

理，教学盾量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教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p积极推进

实践教学改革，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进一步改善办

学条件，薪建专业和基础教学条件不断加强，有力地促进了本科教学

工作。 2003 年起，学校全部本科专业招生录取进入由东省重点批次。

学校坚持以教学改革立项研究为主J\子，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但进

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从 1993 年开始，学校组织开展教学改革工

程建逞，确立了 31 项教学成果立项， 1997 年确定校级教学改革立项

50 项，其中 10 项被批准为教育部高师教学改革计划立项项目(其中

1 项为重点项目)， 25 项被批准为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形成

了国家、省、校三级立项建设体系。 2001 年，学校开始组织实施新世

纪教学改革工程，主要包捂省校两级教学改革试点课程和试点专业

立项建设、新世纪教学改革计站立项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第五批重

点课程建设如首提计算机辅助教学(CAD立项建设等项目，共立项

146 项。"十五"期间，学校共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6 项，省级教学成

果奖 38 项。 11 门课程入选吕家级和省级精品课程。 46 篇毕业论文

(设计)获省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活动

中，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获出东赛这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12

项;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活动中，获山东赛区一等奖 2 项、二

等奖 4 项。半业生就业率保持在全省高校和全国同类高校前列。本

科生考研录取率达到 30%以上，个别专业超过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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