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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 1954 年 3 月 25 日重庆市中学教押业余进修学校或立，到 2014 年

5 月 11 吾举办重庆第二用范学提 60 周年校庆，学校走过了六十个春秋。

六十年岁丹流漓，六十年薪火相传白六十年来，重庆第二肺范学院的

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O 一是重庆市教翔进锋学院时期

( 1954.3-1984.引，这一时期学或几经撤并搬迁，主要承担中小学在职

教婷的学历提高培训任务。学历层次主要是专科，以函授为主要办学形式c

二是重庆教育学院时期( 1987 .7-2012.剖，这一时期学院成为重夫市唯一

一所成人本科挠枝，虽然仍有成人体羁的缺陷和某些方面办学的政策限

制，但学皖始终坚持"扎提重庆基础教育，服务教邦专韭发展"的办学宗

旨，以中小学教炜培养培号IJ 为主要任务，在实践中努力改革的新，形成了

多层次(本科、专科、中邦)多类型〈威人与普通、持范与非邦范)多形

式(脱产、虽授)多渠道(校内、校外〉办学的格局，为提高幼)L宙、中

夺学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学历层次、学科水平及管理能力 ， i是进域乡教

育土若有毫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重庆市幼儿园、中小学教押培养培诞的

主要基地之一，在重庆市教神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

刑。三是重庆第二师范学就时期( 2012.3-)，学院腰应全冒药等教育分

类发展的有利?在势，随着国家建设新型取生教育体系的压史进程，全E推

进转聋发展，成功加入全国应用科技大学联盟和重庆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

盟，着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崖崩技术技能型人才 O

能较好较快地发展到今天，主要得益于 2003 年以来，学夜以科学发



展现为持导，紧紧围绕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适应市场需

求，科学确立学院发展定位，J;A改制为普通本科部范学院为自标，加快学

科专业结构语整，不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离人才培养质量，改善学院

办学条件，提升学镜办学实力，于 2011 年 12 月成功通过教育部专家玫

棋评审，最终实现了学提历史上的新跨越，迈上了普通本科蹄莲学校发展

的薪平台，开启了建设合格普通本科婷范学院的新在程。 2012 年 5 月 13

8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正式揭摔成立。重庆第二师范学挠的发展实践近明，

一个学校的科学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地改革创新，需要我们模西不舍、止于

至善的不新追求。

在新的起点上，期文字记录学提六十年发展的主要历程，总结重庆第

二师范学捷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启示，助推学院加快建设合格普通本

科师范镜枝，力争在五年内建成在重庆有个性、西部有声音、全国有影响

的特色鲜明的本科院校，这就是我幻编印 2014 年摄校史的灵好愿望。

圣祖寸

201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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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院前身时期

(1954 年 3 月一1984 年 6 月)

学院的前身，是 1954 年 3 月成立的重庆市中学教师业余进修学校，是新中国较

旱创办的教师进修院校之一。 1954 年 4 月 3 日正式开学，先期开办小学语文、数学

中师进修班，随后开办中学语文、数学业余进修高师专科班，学制三年。 1956 年 6

月更名为重庆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 1973 年 10 月复办，随后更名为重庆市教师进

修学院。 1984 年 7 月，经上级批准，重庆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合并原重庆市第一师

范学校高师专科班、重庆市第二师范学校、重庆市第三师范学校，正式组建更名为

重庆教育学院。



重庆第二I邱莞学院校史

( 1954-2014 ) 

第一节重庆市中学教阳进修学院

薪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盘。 1952 年 7 月，教育部颁发了

《关于大量短期培养初等及中等教育师资的决定》程《关于高等部范学校的规定〈草

案均。 1953 年 9 月，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讨诠了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方针和教学

玫革问题，提出要在班有高等师革教育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扩充已有

高等师范学校，新设高等师范学校，使中学教师由"地方自给，中央调剂"逐步做

到撞方自给自足。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重庆市高等师范教育，成为当

时教育事韭改革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再紧迫的任务。

一、学院创立初期

〈一)成立重庆市中学教择业余进步学校

1953 年于半年，西南教育局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明确要求重庆市筹办一新教

师进修学校。为此， 1954 年 3 月 25 日，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委正式发文，批准成

立重庆市中学教那韭余进修学校，并报西南教育局、教育部备案。为加强领导，上

级任命重庆市副市长、市教育局局长邓垦同志刊阳、平同志弟弟)兼任院长，由许

维华同志任教务主任，负责学院自常管理工作。在职教职工不足 10 人。院址设在重

庆市南路口复兴路 64 号，

学院的办学方针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组织全市在职教蹄业余进修，

逐步提高其文化业务水准。主要在务是:经过业余进修，将学员的教育教学能力提

高到师专毕业程度。捂生对象是:凡属本市公、私立中学在甲、且自前担任初中语文、

数学课程有困难，急待提高到师专程度的教郎和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经过

培训能胜任荷中语文、数学教学工作的个别职员。教学模式是:学制为期 3 年，教

师以课堂讲授为主，丰富以集体留校复习和讨论等方式进行教学活动;行课时间安排

为每周在校上课一天，期末进行集中考试。

学院于 1954 年 4 丹 3 日正式开学c 春季开办了小学语文、数学 2 个中师进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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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EdiZ生11丘ffffrIt
秋季开始举办中学语文、数学盘余进修高师专科班，学员共计 120 人(语文 2 个班

共 50 人，数学 2 个班共 70 人〉。第一期高师专科班学员经过 3 年~余进掺后统一参

加毕~考试，经市教育局批准并报四)11省教育厅备案.由市教育局于 1957 年 6 月对

120 位学员频发高等痴范专科毕业证书。

(二)更名为重庆市中学教邦进修学院

1956 年初，苏联专家纳乌洛夫在教育部师范司和四川省教育厅领导陪同于来渝

视察，建议提据重庆市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需要，把"重庆市中学教师业余进穆学校"

更名为"重庆市中学教师进锋学院"0 1956 年 6 月，经市委研究批准，报四川省教育

厅岳案重庆市中学教师业余进锋学校"正式更名为"重庆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

学皖的性质为高等部落专科学校，皖址设在渝中区枣子岚垣 35 号。

1956 年 7 月重庆市中学教捅进修学院"筹建工作完成，上级任命邓呈(重庆

市副市长兼教育局局长〉任皖长，陈祥璜、许维华任教务处正、副主任。更名后，

学蔬在全市莲围内抽调学有专长、有经验、中教三级以上的中学教师充实教师队伍。

到 1956 年 12 月，全皖教职工发展到 59 人。其中，行政人员 20 人，专任教师 28 人

(讲师 17 人，助教 6人)，工人口人，另有外聘人员 6 人。教职工队伍中，有中共

党员 5 人。

学院于 1956 年 10 月正式开校。办学之初，各种基础条件较差，特别是经费和

设备紧缺。 1956 年全年，市教育局只拨付给学院 2∞0 元扇置教学仪器等设备。因此，

平时上实验课大部分时间借用市 41 中(现已蜀中学〉实验室主课。学生缺乏教材，

主要靠任课教捕自编讲义，当年编写进义 20 余本。校舍为两幢老式楼房，教师窑舍、

食堂及活动场地混合安排，加上近邻有市 42 中初中部和枣子岚娅小学，日常上课相

互于找严重。

学院在原有语文、数学 2 个学科业余进修高师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了物理、化

学、生物、历史、地理 5 个学科专业，共 7 个业余进修高9市专业，学制为三年3 各

专业共分 18 个教学班 o吾文 7 个，数学 6 个，其余 5 个专韭各 1 个)教学，学员共

I∞9 人。另外还招收了教育行政干部讲习班 1 个，学员 70 人，主锋教育学专业，适

当聘靖西南师莲学院专业教那兼课。

~余进修离师班学员主要是全市普通和业余中学知识水平尚未达到那专程度的

在职教师，基本文化程度差距大。握统计，大学毕业者占 22.5%，大专肆业者占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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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二师费学院校史

( 1954-2014 ) 

高中及初中毕业者占 36.2%，高中及中翔肆业者占 16.9%。学院依据教育部文件规定，

开设l犀专的主要课程，按照"系统提高，联系实际"的教学思路，每周集中授课一

天(7课时)，寒暑费行课一个月。

为提高全市中小学教学贯量，学院设立了语文、数学、史地、自然、小教 5 个

教学研究组，举办了各种学科短训班租系统讲座，开展了大量辅导教师备课组工作

以及教学研究活动。根据各这县教师进修工作实际，设立了小学教~币进修学校教学

工作指导组，指导全市各区县新办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学工作。同时，每学期派专

人负责西南蹄革学皖语文函授教学辅导站工作。

1954 年至 1956 年，学院物理教师宋兰馨当选为重庆市第一、二届市人民代表，

荣获重庆市"优秀教!肆"称号，并于 1955 年出席匹川省教师代表大会。 1956 年，学

皖教师苏运中、龚绪之、胡世荣、易代墅、石寿昌等 5 位同志出席重庆市教育系统

先代会。

1957 年 1 丹 11 日，市教育局教师 (57 J 字第 8 号文件，任命王凌晨同志为学院

办公室主任。袁鉴承同志为学院总务处主枉，齐东野同志为总务副主任。 I司年 5 月

15 日，中共重庆市委普通中学委员会 (57 J 字第 65 号文件，任命王凌晨同志为学院

党支部书记。同年 6 月，市教育局任命韩荣庆同志为学院教务处主任，徐霞同志为

教务处高自主任

同年 8 月，学院在市教育局、市团委、市妇联的领导下，在市电视台的支持配

合下，成立了学院电视工作站，担 1957 年未升学或就鱼的大部分中小学生组织起来，

采敦每天半 5 自学、半日劳动的教学方式，开办了重庆广播补习学校。第一期参加

学员 4500 多名。

同年 8 丹，学皖增招业余专科进修班 11 个，其中语文班 4 个，数学襄 3 个，历

史、地理、生物、物理班各 1 个。

二、"整风" "反右"运动及对学院的影响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

进行一次普遍深入地反对宫镣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σ 同年 6 月 8

8 ，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

猛烈开展起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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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正处于教学工作蓬勃发展的时候，市委发出通知，要求以毛主露两个i芥话

(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1957 年 3 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

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讲话)为指导，全面开震"整风"与"反右"

工作c

根据市委要求，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动员教1{R工在学习中联系实际开展

大鸣大放，向党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到 7 J3底，教职工全部被集中安排到市

三中校内，进行"整风" "反右"学习，先后有 5 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3 位同

志被错划为"中右"。 到 1958 年底至 1959 年初，学院教职工被错定为"历史反革

命分子.. 5 人，一般"历史坷题.. 9 人"反坏分子.. 3 人。总之"整风"、"反右"

运动严重挫伤了教职工的棋极性，给学院事~造成了很大损失。

1958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蔬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教育

为无产除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曲教育方针，学院对原教学计划进

行调整，教职工每周上课 4 天，到农村、工厂或农场劳动 2 天。同年 10 月 22 日，

根据市教人 (58 J 字第 636 号文件，学院对小学教研部人员进行精简， 6名教师下放

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同年，经市政府和教育局教准，学院由枣子岚埋 35 号迁人露西

南搏物院!吕址〈班桂花匮 160 号)，原校址交由重庆 42 中举办高中部。

三、整顿教学秩序，学院事业稳步发展

(一〉贯街中央教育工作"八字"方针

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调整、巩固、提高、

稳定的"八字"方针。学院及时传达中央教育工作精神，进一步明确了皇持以教学

为中心，抓好教学、进修、教研三方面工作，稳定教学秩序的重点任务，要求教职

工端王患想，搞好团结，认真发挥教蹲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为搞好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共同努力。

同年，蔬长邓恳同志因工作调离，市委任命向天培同志任学院副院长。随后，

学院支部进有改选。经上级批准，卢克明同志任支部书记，韩荣庆同志任组织委员，

对瑛同志任宣教委员。学院教职工队伍得重i充实，全院教职工 87 人，其中教师 59

人，行政管理人员 18 人，工勤人员 10 人。教职工中，有中共党员 24人，共青团员

11 人，民主党援 20 人(民望 14 人，民透 6 人)。教职工学历萌显提升，具有大学学

5 



历人数达到人。

重庆第二师莞学院校史

( 1954-2014) 

1959 年，学院的主要工作是:第一，教学工作方亩，主要挺好函授、进修、短

圳等专科班多种形式的教学工作。具体措施是以画授办学方式吸收民办中学、业余

中学能人学的全部在职教捕入学，通过三年学习后达到胜挂初中及高中一年级教学

工作水平;在北菇区组建函授试点工作站;在市 20 中地区红专学校试办进修班:开

设有关教用短训班〈数学学科的测量实习，计算与计算尺使用等知识);开办各种教

学讲座;理化生等学科于暑期举办短期实习和实验活动。第二，教材编写工作方面，

认真研究教师的需要，全部教材争敢做到既是中学教师的进惨课本，又是中学教师

教学的必备参考书。具体结撞是以市一中为基地，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编出中学

教材，要求成为市通居教材，达到省编教材的标准;组织部分学校{如一中、二中、

三中、七中、二十中、四十一中和凯捷路中学等)编出全省高中通用工业实习课教

材;参加市一师编写小学教材工作;协助四十一中编好十年一贯制教材;编好 1959

年上期各种补充教材。同时，以中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办好一个教学蓓导刊物，并

配合区教育科做好小学教研工作。第三，科研工作方面，于国庆节前完成十种稀有

元素、有祝合成中坷体和纯试剂的试制，制作中学半导体教学全套教具，试幸tl模拟

式电子计算板、空气蓄电池、铅银铮蓄电油，嫁接农作物新品实验，撰写达到全国

水平的教学教研论文或经验文章及著作 20 篇(本)。

同年，学院新词人教职工 26 人。学院张世蓉、朱圣丽、王华、段克勤 4 位同志

被选为重庆市文教群英会代表。

1960 年，经上级批准，学院支部进行改选，刘瑛同志任支部书记兼宣教委员，

段克勤、向天培同志任支部委员。学院各项工作颊利推进。 1 月，各学科教研组到区

基参加寒最备课工作，全市参加中学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语文学科备课的在

职中学教师达 1530 人。 3 月，王华、龚绪之 2 名同志被授予"重庆市先进工作者"

光荣称号。

1961 年，学院教职工队伍进一步壮大。全院教职工为 116 人，其中行政 18 人，

教师 82 人，工人 6 人，在校外劳动 10 人。为拥强教学工作，学院实仔领导干部深

入教学第一线制度。除院领导外，教务主任刘博禹同志深入数学组、物理组和小教

组，高目主任邓友星深入业余文史盟租数理组。同时，学院调整教学、劳动、学习、

会议时间，确保教周六分之五的工作日期于教学、教研工作上。

同年，学院调出教师 14 人，谓人教师 22 人。为贯街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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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四川省计划年底前在文教

系统压缩 25 万人。学院根据上级求，动员竟匮员同志积极带头，克最各种困难服从

调动、下放、压缩 14 人c 徐光华、董贞熙、邓友星、龚绪之、罗克挠、萌世荣、苏

运中、卢福泰 8 位同志被市教育局授予"重庆市中小学教育战线上知名人士 苏

运中、萌世荣 2 位同志被选为重庆市政协委员，罗光斌向志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

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重庆分会理事长。

1962 年，学院招较学员为 1230 人，其中语文 370 人、数学 440 人(学制为半年)、

物理 150 人(学制三年)、化学 1∞人〈学制一年)、生物 60 人(学制…学期半〉、

历史 50 人(学制 2 年 L 埠理 60 人(学制一年半)。大部分学科教学在学院本部进

行， ffl语文、数学、物理兰科由于学员较多，大部分学员在学皖本部上课外，其余

部分在沙坪坝、北宿、南岸等IK进修学校上课。

同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决定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

把，铺张浪费及分散主义和官镣主义"的"五反运动"。在上级指示下，学院在全院

教职工中开展"整风、兰反"运动，全院受教育人数达 113 人。

1963 年，学院重点从三个方西抓教学教研工作:第一，中学工作部分c 参加市

教育局半学期工作检查组，了解全市中学校长工作会议贯彻执行情况;协助各校研

究如何将学撞提出的改进意见进一步落实。各科教研组下到中学润查了解高三年级

的教学情况和教师在教学上的思想反映，并对教学安排提出意见:向市教育局建议

召开全市高兰教学工作会议。召开分科教学会议，总结交涟经验，落实各科教学改

革意见。抓好教材分析工作。第二，小学工作部分。抓好校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小

学语文、算术改造意觅落实工萍，分别举行语文、算术两科观摩课。组织区、县教

研员编写语文、算术各年级的教学参考资料。第三，业余教育部分。编印职工业余

高小语文教材，并开没有关专题讲座，捂导各业余学校教师备课。业余教育文史、

数理教研组组织开展中学语文、数学教材分析及专题讲座活动。

(二〉贯如"春节捂示"

1964 年 3 月 10 B ，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同志 1964 年春节的一次重要谈话，

即《关于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指示)，也就是"春节指示"0 <指示》要求教

育思主呈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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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组织全体教师认真贯彻学习"春节指示"精神，广泛讨论教学改革工作。

通过学习和讨论，教职工进一步如强了责任感，教育教学方法得到有效改进，学生

勤奋学习的风气进一步发扬。学院组织教师深入各区县对各中学数学、语文两个学

科研课，检查指导教学诗如，并向全市全自制中学、师范、外国语学校即发了中学

数学、外语两科教改调查报告，有力提进了全市教育教学工作。

同年 5 丹，市委、市教育局任命黄志强同志任学院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同时

免去向天培同志副院长职务。全年新词人教职工 21 人，教职工总数达到 138 人，其

中教翔 106 人，行政干部 6 人，职员 16 人，工人 10 人。教职工中，有中共党员 20

人，共青团员 31 人，民主党援 18 人。学历水平进一步提升，大学本专科毕业者达

96 人。

(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 年初，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闰题)(简

称二十三条)，晓确地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城乡普遍开震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根据市委、市教育局的要求和部署，学院先后抽出 72 位教师和少数行

政人员分四批于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工作，其中第一挝 11 人，第二揽 9 人，第三

批 27 人，第四批 25 人。参如运动的教v市虽然了解了当时农材的一些政治、经济情

况，缸打乱了学院正常的教学工作，也受到了一定影响c

(西)举办全市中小学教具制作改革展览交琉会

1965 年底，学院根据市教育局的部署，收集了 30余所学校的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 4个学科新教具 437 件，于 1966 年元月上旬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展出。展览期闰，

组织全市普中、民中和半工半读学校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共 800 余人召开全市中小

学教具制作改革现摩交琉会，并组织了全市中小学关教部 17∞余人参理。

1966 年 2 丹，学院配合市教育局召开全市中、小学教具改革工作会议，各区县

小教干部和教拥进修学校负责人，部分中、小学教导主挂租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四个学科教邦共 90 人参加了会议，研究制定了全市中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因个学科教具制作指导意见。

同年，王华同志被授予"重庆市先进生产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四、"文革"的冲击与学院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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