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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改革就是在进一步认识教育规律的前提下。更好地掌握教育规律，

运用教育规律努力办好师范学校；改革就是弃旧图新，实现学校更大发展。然而。改革并非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它既要想前人所未想。行前人所未行，更要继承前辈的优秀成果，实现历史的发展。哲

人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认真总结前辈的办学经验，汲取前辈曾经历过的挫折。为当今师范教

育改革提供历史依据，为今后更大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从而使后来者头脑更加清醒，思路更加广阔，

步子更为坚实，成果更为丰硕。这，就是我们编印《四川省安岳师范学校校志》的根本目的。

我校危难之中长孕育，抗战胜利始降生。学校正式建立至今，已有五十年历史。其问，曾经历坎

坷、磨难和怪谲多舛的历史风云，仍能顽强地向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终于挣脱锁

链，跨进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1985年以后，迎来了她的“黄金时期”。而今，学校初具

规模，在教育教学诸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办学特色，进入了全省中师

的先进行列。这五十年历史，确实值得如实反映，如实总结。所以，编写组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实录，

叙成就不溢美，记失误不掩饰，以客观展示安岳师范的发展历程。尽力揭示中师教育发展的规律。参

与此事的诸多同仁历时数载，多方搜求，夙兴夜寐，颇耗心血，其精神令人感动，其成果甚为有益。

当今历史发展已经证明，经济的发展靠教育，教育的发展靠教师，教师的培养靠师范。1994年，

学校的标准化建设顺利通过国家教委委托四川省教委组织的验收评估以后，历史赋予我校以新的

使命：继续全方位推进学校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努力向中师教育现代化前进，为当地经济、文化发

展，为九年义务教育培养质量更高的新师资。圆满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也亟需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

验教训，学习前贤心系师范教育，无私奉献，默默耕耘，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为把我校办成现代化

的一流农村师范服务。

当然，限于水平，加之资料奇缺，遗漏甚至错误的地方会有不少，切盼后来有志于斯者，补遗、修

正和续写。

今年是昭示教育新纪元到来的我国第一部教育母法《教育法》颁布之年，又是学校五十周年华

诞之年，谨以此书献给我国第一部教育法，献给我安岳师范五十周年校庆．

刘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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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安岳师范学校始建于。九四五年，其前身是安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和教育部师范教育会议决议，民国三十四(1945)年，遵

省府令将附设于安岳县立中学的简易师范科剜出，成立简易师范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培养小学

教师。但此之前。安岳简易师范学校有过漫长孕育期，其源可追溯至清光绪三十四(1908)年在县官

立高小附设的简易师范科。民国三十六(1947)年，经省批准，安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开设“后师班”，

次年更名为安岳县立师范学校，招收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培养目标仍为小学教师。

1949年12月8日，安岳解放。1950年4月，安岳县立师范学校和安岳县立高级农业职业中学合

并，重建安岳县立师范学校。1952年贯彻《师范学校规程》，遵省令正式命名为四川省安岳师范学

校。学校陆续开设有中师、幼师、初师、干训班，并一度增设函授部。1960年至1962年，贯彻中央“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学校只保留中师班，并暂停招生，此后的1967年至1970年因“文化大革

命”又再度停止招生。

1965年．贯彻中央“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指示，学校曾一度更名为安岳半农半读师范

学校，1967年得以恢复原校名。

1972年恢复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1977年起恢复招生文考。取消推荐。至

1982年，学校除培养小学教师外还培养部分初中教师。七十年代还附设过初中班。1982年起恢复

单一的普师班，培养小学教师。

1985年以后，安岳师范进人她的“黄金时期”。1991年作为全省第二批试点学校全面实施《三年

制中等师范学校教学方案(试行)》，1992年作为全省首批实施标准化建设学校，1994年顺利通过国

家教委委托省教委组织的验收评估，并获得省教委授予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办学条件标准

化建设成绩优秀”的奖牌，因“国检”成功，省教委为学校奖励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站一个，并拨给奖励

性基建补助伍万元。

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发了《修正师范学校规程》(民国24年)、颁布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民国

2年)等教学计划3个，明文规定每年夏历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四日为师范教育周；八月二十七日为教

师节．号召人人尊师，掀起尊师运动；对师范生一律实行“奖助金”制度．并择优保送初中毕业生免试

升人省立师范学校学习；用高于普通学校教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的待遇延聘师范学校教师。

但“教书是文人末路”，“高师帮”与“高等帮”的斗争又很激烈，致使有志于师范教育的人工作无

保障。教师无法安心教学l无心从事师范教育的人本不学无术，则往往依仗权势，滥竽充数，以学校

为物色如意职业的跳板。

民国时期的思想品德教育由训导处负责。目标是养成整洁卫生习惯，愉快活泼精神；养成礼义

廉耻观念，亲爱精诚德行；养成勤劳节俭习惯，生产操作技能；树立奉公守法观念，爱国爱群思想。其

训导方法，采取训育主任兼级任导师制，其途径除公民课外，根据学生各别的具体表现，进行个别谈

话。通过升降旗、大合操、团会、军训(包括童军训练)、集体食宿等活动，进行集体训练。到国民政府

·4。



走向崩溃的岁月，主要对师范生进行“四维”、“八德”的常规教育，对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则暗中监

视，甚至打击摧残。

民国时期的教学一般按部颁规定执行，提倡编选乡土教材，阅读课外读物，提倡走出学校参加

社会活动，进行实践。从“理想”、“知识”、“技能”三方面培养师资，培养其思维能力、阅读欣赏能力和

教学的技能技巧。教学方法上注意身教，注意因材施教，择优专攻，发挥专长。规定学生必须从事教

育实习，专门拟具实习要点予以指导．着重课外作业指导。此外，开放课堂，任人参观、听课。

民国时期，学校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并须担任教学。校长之下，设教务、训导、事务、体育四处

及学生实习指导部、地方教育辅导部、毕业学生指导部。各部、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聘任，秉承校长

旨意处理各部、处事宜。学校还设置训育指导委员会和经费稽核委员会，并举行每期一至二次的校

务委员会，每月一次的教务会议、训育会议和事务会议。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学生免收学费，酌情免收学生伙食费的全部或一部分。学生入学时征收保

证金5至10元，毕业时发还，无故退学或被开除学籍者概不退还。毕业生由教育行政机构统筹分配，

范围以小学教员为限。学生毕业证书俟3年服务期满，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在证书上加盖“服务期

满”字样，发回原校转给。如在规定服务期内擅自升学或改就他业者，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行文，其

升学的学校勒令退学，或就业的机关勒令解职。师范毕业生第一年由教育行政机关统筹分配后，由

学校聘任，多数有保障。民国后期，物价暴涨，师范毕业生多不安心工作，有的改就他业，有的加入失

业行列，在职者抱当天和尚撞天钟的态度。

f=、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岳师范学校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国家先后三次颁布试行或修订的《师范学校规程》．五次颁布教学计划。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

指示，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1988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首次

明确指出：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学校围绕培养目标，着力培养师范生爱国爱党爱小学教育

的思想，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良好的社会公德和教师的职业道德、艰苦奋斗和求实创

新精神，加强政治方向、思想观点、师德品质和专业思想教育。德育始终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进行。

学校不断加强和改进政治课教学，并且充分发挥政工人员、班主任的作用，加强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配合党中心工作，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进行实践。新生入学即安排专门时间进行以军训、学校性质、任

务、要求为内容的新生入学教育。以后结合教学积极进行思想教育，结合专业训练、教育实践进行专

业思想、行为规范教育。开展“教学做实践周”活动，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三

自”精神。开展教育实验，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举办业余党校、中师生团校。加强党、团基本知

识教育，鼓励学生积极争取进步·到九十年代基本形成“突出四个重点，抓好十个自然数”的德育格

局。

教学方面，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和从事教育教学的专业能力训练，按部、省颁教学计划行课。五

十年代初，废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教育，实行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53年起系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成立教研组，开展教学研究，强调教学“六认真”．

1978年起参加地区学科中心教研组。1981年按省颁《专业能力的基本要求》培养师范生专业能力，

使学生专业能力训练逐渐摆到了重要位置。1991年学校实施新“方案”以后，必修课一统天下的局

面被打破，以必修课、选修课、课外活动、教育实践四大板块有机结合开展教学。学校坚持必修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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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选修课拓展。课外活动训练，教育实践运用的基本教学思路。开设选修课二十多门，兴趣小组

三十多个，闻名遐迩的安岳石刻、竹编等成为教学的内容之一，显示了学校自己的特色。教育实践遵

循“早接触，不断线，见习向上，实习向下”的原则，时间由六周增至十周，内容上除见实习外，还增加

了教育调查、社会调查。学校加强了教育科研，成立了教科室，统一指导全校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

研究工作。新“方案”的实施，教学管理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发展，经过不断总结，基本形成了“以

常规管理为基础，以必修课为突破口，以四大板块有机结合为重点，以教育科研为催化剂，以考核评

估为动因”的教学管理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校总务工作坚持为教育教学和师生生活服务。相应建立了一系列

规章制度。1957年和1991--1993年，学校基建规模大，后三年教学设备、设施空前增多，总务同志一

方面精打细算，节约资金；另一方面加班加点，假期也不休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增强办学活力，

学校坚持勤工俭学，多数时候开展较好。五、六十年代主要是种植、养植，七十年代结合教学开展过

风琴、电器修理，办过“五四。六”、“九二o”菌肥厂等。九十年代办起了塑印厂、燃气公司，至今势头

看好，收效更为明显。随着学校的发展，校园文化建设逐渐受到重视，至八十年代，学校完成了绿化

任务，从八十年代末起，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作用受到重视，闭路电视系统和永久性标语牌、名人像

的张挂，统一整齐而又各具特色的寝室文化建设完成，整个学校有了较强烈的育人文化氛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安岳师范设校长一入，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教育方针、政策和法

令；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计划；领导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组织教职工的政

治、文化、业务学习；指导共青团和学生会工作，支持和协助教育工会工作；管理人事、经费及师生生

活，同时管理附小(七十年代起为指导)，指导好毕业生实习。另设付校长一人或两人，协助校长工

作。校长之下设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八十年代后期增设保卫科，九十年代增设教育科学研究室。

学校党的工作方面，五十年代与县城中小学联合成立党支部，五十年代后期独立成立党支部，

七十年代起建立党总支。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决议；保证执行上

级教育部门的指示及教学计划；领导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好党组

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学校工会、共青团和其它群众组织工作，关心教职工生活；教育党团

员团结群众，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学校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师范生毕业后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分配工作。五十年代起大部分分到

小学任教，少数分到中学任教或任团干部，也曾推荐部分毕业生对口报考高等师范院校。1965年学

校面向安岳、乐至招收部分社来社去新生，毕业后，分回原地担任耕读小学教师。1982年以后毕业

生全部分配到小学任教。1987年起个别优秀学生开始保送到高等师范院校深造，毕业后返回安岳

师范任教，但大多数毕业后未回来。1951年，安岳师范还分配16名学生到甘孜、北川、平武任教。

1992年起每年又开始派遣少数学生到甘、阿、梁“三州”任教。

(四)

纵观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安岳师范随时代前进而前进，随社会发展而发展，为当地教育、经济、

文化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从服务范围看，共和国成立前，服务区域主要为安岳县。共和国成立后，至1966年，服务区

域主要为安岳、乐至．同时也为潼南、逐宁、射洪培养部分小学教师。七、八十年代主要为安岳服务。

九十年代招生范围渐次扩大，不仅有安岳、乐至，市内其它县也有学生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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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培养人数看。五十年中共培养、培训各类学生9307人，获毕业文凭共6314人，其中民国时

期培养、培N418人，毕业226人#共和国时期培养、培劫,18889人，毕业6088人。此数尚不包括附设师

范班时期培养的651人，毕业434人和五十年代的函授学生。

三、从办学形式看，共举办中师142班，简师、初师、幼师22班，文史3班，数化2班，数理2班，初

中4班，还先后举办了一月至一年的各类短劫,180余班，即文教班、公民办小学教师短训班、小学行于

班、中小学教师体育班、音乐美术班、数学班、英语班。积极开展了函授教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举办了成人中师班、电大班5班。学校积极拓宽办学渠道，从

1989年起招收委托培养学生，从1994年开始招收非师范专业班。目前，学校已达15个班，在校学生

669人，教职工105人。 ‘

四、从办学条件看，五十年中，学校经过两次征地，占地面积已由原来的17亩，扩大到48亩。运

动场由无到1665平方米，再扩至现在的7000余平方米。经过七次增修，特别是近年来标准化建设的

实施，已建起教学楼、实验楼、图书综合楼、美术、音乐教室、电教室、语言室、理化生劳技自然实验

室、师生阅览室、风琴、钢琴室，建筑面积达到14000余平方米，备有全套理化生实验仪器、电脑、摄

像机、钢琴、闭路电视系统、地面卫星接收站等现代化教学设备，馆藏图书两万册，基本满足了教育

教学和师生生活之需。同时学校大搞校园文化建设，绿化、美化、香化、教育化校园环境，已初具“花

园式”学校规模。

五、从办学成绩看，学校多次被评为市级精神文明、安全、卫生、绿化先进单位，学校党组织多次

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工会被评为市级先进职工之家。1994年“国检”，省教委授予学校“优秀”奖

牌。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分到教育部门的，担任中小学校长、主任，评为全

国、全省优秀教师或省劳动模范的不少，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在县级担任党、政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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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县城官立高小内附设一年制师范训练班，安岳师范教育自此开始。

1913年(民国2年)

北街禹王宫女子高小内附设女子师范预科一班，安岳开始兴办女子师范。

1939年(民国28年)

安岳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男女兼收的一年制师资训练班一班。

1943年(民国32年)

安岳初级中学附设三年制简师一班。

1945年(民国34年)

8月，安岳简易师范学校成立，校址设在县城文庙等处，招收小学毕业生，学制三年。

1946年(民国35年>

7月，改城中镇中心国民小学第二分校为简易师范附属小学。

1948年(民国37年)

春，安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改为安岳县立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

1949年(民国38年)

冬，县府召开疏散会议，师范学校暂行放假，附小停课。

1950年

县人民政府组成接管委员会。将“安岳县立师范学校”和“安岳县立高级农业职业中学”一起接

收，合并为“安岳县立师范学校”，吴重石任接管委员会主任，4月21日正式开始行课．

学校学生会成立，设副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

1951年
、

城关镇完全小学改为“安岳师范附属小学”。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学校支部成立，设支书一人，委员若干人。

16名毕业生被批准到甘孜、平武、北川从事教育工作．

1952年

根据省的规定，学校正式命名为“四川省安岳师范学校”。

3月，学校领导机构成立，杨贯之任校长．

1953年

学校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总支，教师成立教师联谊会(1958年改为教工会)。

学校开展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的教学改革。

安岳师范学校与城关镇各中小学联合成立党支部。杨贯之任支部书记。

1956年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共安岳师范学校党支部成立，杨贯之任支部书记．

安岳师范学校和城关镇各中小学联合成立党总支，杨贯之任总支书记．

1957年

学校掀起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热潮，修建了教学楼、教研室、实验室、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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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阅览室。

1958年

学校组织师生投人大炼钢铁和大战“四秋”运动。

1960年

学校提出了“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生产，双手抓思想”的要求。

1961年

2月，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经上级批准，精简压缩学生334名，教职员134

名·学生回农村，教师回农村或到中小学任教。

安岳师范首先在各科内容上对学生进行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

育·在师生中进行了红与专的关系问题的专题讨论，修正教学计划，将教学、劳动、假期的时间比例
调整为“5：1：1”

1962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岳师范学校委员会成立，各班设立团支部．

1963年

学校开展“我和雷锋比童年”的活动。

1964年

5月4日，学校首次举行历届毕业生代表返校座谈会，返校毕业生代表42人参加会议。

1965年

4月，贯彻中央。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将“四川省安岳师范学校”改为“四川省

安岳半农半读师范学校”，并在石桥公社洪安坝兴建农场一个．

1966年

受。文化大革命”政治浪潮的冲击，安岳师范学校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窝子，批斗“牛鬼蛇神’’的

重点，在‘‘火烧百分之百”的情况下，批判安师校的“四家店”，师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开始

。革命大串联”．

7月24日，校长杨贯之投河屈死．

1967年

四川省安岳半农半读师范学校解体。学校恢复原校名。

1970年

2月·安岳师范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设副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

1971年

学校取消考试制度，实行推荐招生，缩短学制，砍、并课目．削减了基础理论教学内容，批判。三

中心”、“师道尊严”、“管、卡、压”，推行“朝农经验”。搞开门办学。

1975年
’

学校陆续办起了生产“五四0六”的细菌厂，生产蘑菇和灵芝的菌厂，制作仪器和教具的制作

厂，修理风琴和电器的修理厂．

1976年

安岳师范学校党总支委员会成立，曾庆培任总支书记． ．

7月·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工宣队长任革委会副主任。

10月，学校掀起了批判“四人帮”的高潮。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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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榜开始拨乱反正，取消推荐上学，恢复招生文化考试制度，提出了“抓纲治校”的口号。

学校除培养小学教师外，还培养部分初中教师。

1978年

撤销革委会，恢复校长制，由党总支书记曾庆培兼任校长，副书记周继炎兼任副校长·改政工处

为政治处，改教育革命组为教导处，后勤处恢复为总务处。

开始平反纠正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对蒙冤受屈的56位教职工进行平反纠正。

1979年

学校大力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的教育活动。

1982年

师范学校老师进行首次评职，6人评为讲师。

学校恢复单一普师班。

内江地区中师第一座专用琴房在安岳师范落成。

学校被评为四川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

1984年

吴永娣被授予“四川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

学校职代会成立。

9月10日，学校请回已从政的县委书记、宣传部长、教育局长、文化局长等方面的校友回校共庆

第一个教师节。

蒋成能被授予“四川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学校实验大楼竣工。

1986年

10月。学校成立“政教处”。

1987年

恢复保送个别优秀毕业生上师范院校深造的制度。

1988年 +

4月，学校新的领导班子成立，罗泽华任中共安师总支书记，刘吉权任安岳师范学校校长·

1989年
‘

9月，徐华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990年

市教委指定安岳师范贯彻新“方案”精神，慎重地向新“方案”靠拢。
‘

学校党总支被评为内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学校教学大楼竣工。

1991年

省教委确定安岳师范学校作为第二批试点学校．全面实施新“方案”。

6月，县人民政府PA(91)111号文向市人民政府呈送《关于安岳师范实施标准化建设的请示'。

刘永红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
‘

学校办公楼、学生食堂(兼礼堂)竣工。

1992年．

省教委、省计委、省财政厅联合行文，确定安岳师范为全省首批实施办学条件标准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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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县长罗志光、县教委主任阳举学分别与市长、市教委主任签订关于安岳师范学校办学条

件标准化建设的责任书。

编印《四川省安岳师范学校学生手册》。

学校开始选派少数毕业生到“三州”从事教育工作。

1993年

4月，内江市教委来校检查学校标准化建设情况。

4月27日·县长助理王登高主持召开安岳师范学校标准化建设现场办公会。安岳师范标准化建

设领导小组成立。

5月4日，县长唐永良等召开县城学校建修会，明确宣布安岳师范标准化建设项目及资金安排。

6月，省教委来校检查学校标准化建设进展情况。

刘凡仲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学校被评为市级精神文明、爱国卫生先进单位。

1994年

6月，内江市政府副市长邵启昌来校视察，并率团赴射洪考察射洪师范标准化建设，学校校长

刘吉权参加考察。

7月5日，县长唐永良、县委副书记魏仁岱、县人大主任郭廷俊、县政协主席蒋祖全等召开安岳

师范学校标准化建设现场办公会，并慰问全校师生。

10月，学校标准化建设通过国家检查验收，获省教委授予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办学条

件标准化建设成绩优秀”的奖牌。

王世翰被评为“特级教师”。

学校学生宿舍楼、图书综合楼落成，完成琴房加层成音乐楼。

12月，省教委因安岳师范标准化成绩优秀，奖励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站一个，并补助建设基金伍

万元。

第一章
第一节

学校沿革
附设师训班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亟需师资。光绪三十四年(1908)，安岳县为了培训师资，在县城官立高小

(今安岳中学校)内附设一年制师范训练班一班(人数不详)，此为安岳兴办师范教育的开端。

民国2年(1913)．兴办女子师范预科一班(人数不详)，附设于安岳北街禹王宫(今县供销社地

址)女子高小内，此为安岳举办女子师范教育的开始。一

民国11年(1922)，安岳女子高小附设女子师范讲习所，历办两期．培训师资70人。民国15年

(1926)，在原女子师范讲习所的基础上办起了二年制女子师范一班(28人，毕业20入)。并正式命名

为“安岳县二年制女子师范”。民国16年(1927)，续招了二年制女子师范第二班(32人，毕业20人)，

但于毕业后因开办女子初级中学而停办。

民国16年(1927)舂，在安岳外南街宝善宫(今县妇幼保缝所地址)举办了二年制男子师范一班

(72人，毕业47人)。次年春续招第二班，因经费无着，并人安岳县立初级中学。作为附设师范班，民

国19年(1930)春毕业后停办(50人，毕业20人)．

民国28年(1939)春，于安岳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男女兼收的一年制师资训练班．直至民国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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