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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师范教育是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水平提升的重要

依托，在国家教育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49年
以来国家和首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育水平不断提升，

离不开高等师范教育不断进步的推动作用。北平和平解

放后，中国共产党着手大力恢复发展城市高等师范教育，

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输送人才。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北京市高等师范教育的恢复、发展和繁荣的有关

档案，我们不禁惊叹于七十多年来首都高等师范教育事

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震撼于这一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

取得的成绩，庆幸生活在拥有世界一流高等师范教育的

新时代。

一、1949年前的北京高等师范教育

北京是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近代中国

最早的高等师范教育机构和第一所专门的高等师范院校

均诞生于此。1902年 10月 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

师范馆速成科招生考试，当年分两批共招录 146人。12
月 17日，师范馆正式开学，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由此

开始。1908年，在张之洞倡议下师范馆从京师大学堂独

立出来，校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

1912至 1937年为近代北京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

重要阶段。1913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北京高

等师范学堂，至 1923年升级为师范大学前，学校先后

增加了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历史地理部、国文部、数

理部、教育专攻科、手工图画专修科、音乐训练班、体

育专修科，在学科门类和师资培养方面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在此基础上，1923年北京师范大学作为近代中

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大学在北京正式诞生。据统计，

1924年至 1934年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学生总数为

1759人。 [1]但这并不能支撑民国政府规划的北京周边

省份中等学校教育，甚至对北京城而言，其作用也相

对有限。

1937至 1949年，日军侵华及国内战争对高等师范

教育发展带来了严重冲击。1938年 2月，日伪临时政

府教育部将北平师范大学改组为“国立北京师范学

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师

范学院”。同年统计两所高等师范院校情况，“师范学

院教职员 130人，学生 366人。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员

129人，学生 415人。”[2]两所高等师范院校合计有学生

781人，人数甚至不及 1936年 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一所

学校的在校生人数。1937年日本的侵略，使北京师范

大学在校生总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窥见日

军侵华对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甚至国家教育事业造成

严重的破坏。抗战胜利后，北京的高等师范教育基本

处于夹缝中求发展的状态，师生返回北平一事便颇费

周折，“在兰州闹了一年的复校运动，教育部才准许在

北平设师范学院”[3]。

1902至 1949年是北京高等师范教育肇始阶段，由

于国家贫穷落后、日军侵华及国内战乱等影响，北京高等

师范教育的办学延续性经常受到冲击，培养毕业生体量

相对较少，在服务北京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

的作用相对有限。

档案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
北京市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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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初期

首都高等师范教育的突飞猛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中央着手大力恢复和

发展教育事业，其重要抓手即为教育改革。1949年 12
月，在调研筹备基础上，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方针。

1953年12月，政务院第195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改进

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指示》，明确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

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不能适应中等学校的要求。

因此，发展高等师范教育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是当时

教育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北京市委市政府响应中央规划，积极谋划首都高等

师范教育发展。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1950年代初即

提出要求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应站在全国的前列。中学教

育的大发展需要兴办新的中学，并对现有中学进行扩招，

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师资缺乏，必须大力兴办高等师范教

育才能解决。1954年 6月 23日，北京市委下发《关于提

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也明确提及“提高中小

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的建设。北京解放以后

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师资没有可靠来源”[4]。1954年 7
月3日，北京市教育局党组经北京市委同意向教育部提交

申请，“北京中学师资近年来因为没有可靠来源，收得很

滥，致使教育质量的提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5]，为解决这

一问题，1954年开始筹备建设一所新的师范学院，为北京

市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学培养亟须的师资。

因筹办时间早、准备工作较为充分，北京师范学院在

1955年教育部批准建设的三所高等师范院校中，院系数

量、学科门类和招生人数都领先于其他两所师范的高校。

1955年4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一九五五年暑假分别

在北京、山东西部（地址未最后确定）、长沙三地成立师范

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以适应各地中等学校师资的需要。

教育部对各地新校的校名、系科设置、招生任务也做了具

体规定。设在北京的学校定名为北京师范学院，今年暂设

置中国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四个系和中国语文、历史、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七个专修科，招生六百人。”[6]

这一时期，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北京市为推动高等师范

教育，还分别筹建北京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北京工农

师范学院（1959年）和北京体育师范学院（1960年）等三所

高等师范院校，以进一步解决培养和提高北京市中等教育

所需的师资问题。另外，1956年我国还仿效苏联，在恭王

府以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和音乐系为基础，成立了北京艺

术师范学院，办学目的为“培养全国高等师范和中等师范师

资，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的中学艺术师资。办学规模

设定为本科、预科在校生两千人。”[7]

在北京市大力推动下，市属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学生

数量不断增加，困扰首都大力发展中等教育所需师资问

题基本解决。一份 1959年 4月 28日的《北京师范学院

情况简介》记载“1957年停招专科生，将各科一律改为

系，在校生增至 2400人；1958年专科生已经毕业，在校

生为 2535人，同时下一步还将扩大招生，59-60年将招

收新生1200人，届时在校学生将达3500人”[8]。

三、改革开放后

首都高等师范教育质量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取得了辉煌

成绩，主要表现在恢复发展迅速、办学规模和质量水平不

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稳步增强。改革开放初期，首都教育

系统面临着合格师资短缺问题，为此在恢复和扩大高等

师范院校招生规模的同时，还积极对当时学历偏低、能力

不足的在岗教师进行培训，通过成人高等师范继续教育

形式提升既有师资能力水平。以承担此项任务较多的北

京教育学院为例，该院1979年始为学历不合格中学教师

开办高等师范专科、本科系统文化进修班。“至1988年7
月，共培训中学教师 9900余人。”[9]在职教师接受高等师

范教育对改革开放后郊区中等学校师资

1965年北京师范学院成立十周年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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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新闻报道呈现了晚清时期中西方的社会图景，在画面

形式上，继承了中国历代人物线描画的风格，擅长以繁复

工整的构图来描绘市井百态，画报中的人物、树木、河流、

动物、陈设等场景都由传统白描的技法勾勒，而在交通工

具和建筑物上又吸取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技法，整体

画面构图紧凑、线条流畅、简洁美观，为中西方美术技法

的融合做出了尝试。每篇报道的文字内容包括题目、正

文、尾章三个部分，是对图片内容的说明和评价，题目大

多为四个字，对图中新闻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正文叙论

结合，既有对新闻内容的描述和介绍，也有对人物、事件

的议论和评价，表达了编辑的观点和看法；尾章一般为民

间俗语或者典故，每章二至五字，朱文白文都有，与题目

相呼应，增加了阅读的趣味。《点石斋画报》的成功可以归

因于直观性的视觉传播效果，也让人们意识到新闻图片

对于报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价值。

《点石斋画报》用精美的构图、朴实的文字、浩瀚的

画幅，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这一重大历史

转型阶段国人心目中留下的各种图像。它是中国近代

画报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时事新闻报道聚焦于中西方

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上的碰撞与交融，反映了晚清

官场的腐朽、民间生活的疾苦，以及奇闻轶事和风土人

情等，这既是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重要窗口，也满足了

大众的阅读需求和审美兴趣，是图文艺术化传播的经典

范例，对于研究近现代画报的历史、发展、功能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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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高等师范院校办学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发展势

头迅猛的背景下，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北京市属重点大

学，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1992年，

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北京联合大学外国

语师范学院三校合并，定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据《中国

高等院校概况新编》介绍，该校当时有学生 10526人。

其中，本、专科生6284人，博、硕士研究生162人，外国

留学生299人，为北京市中等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

师资，同时为北京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许多

专门人才，成为培养北京市中学教师摇篮和各类人才

的重要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高等师范教育进入深度发

展繁荣时期。北京高等师范教育在办学质量、办学影

响力和国际声誉方面不断进步，立足首都辐射全国影

响全世界的格局进一步凸显。首都高等师范教育的不

断发展成为推动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和国家教育强国
建设的重要支撑。

（本文图片均由首都师范大学校史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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