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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弦歌不绝。 从 1897

年安徽省办学层次最高的 “省学”

敬敷书院移建于菱湖之滨起， 这块

土地已经有了 120 年的办学历史。

在 120 年的岁月里， 这里相继

兴办了安徽大学堂、安徽高等学堂、

安徽武备学堂、安徽陆军小学堂、安

徽女子蚕桑讲习所、 安徽公立法政

专门学校、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

大学， 开创了安徽现代高等教育先

河， 也成为安徽军事教育、 女子教

育、 职业教育、 法政教育的发轫之

地。 菱湖校区现存的敬敷书院和省

立安徽大学红楼， 作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学校百年发展

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 这里开办了安

庆师范专科学校、安徽师范大学安

庆分校等学校，是皖西南地区中小

学师资的输送基地。 1980 年成立安

庆师范学院，1981 年成为首批学士

学位授予单位，2006 年学校获批硕

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获得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等

次，2016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安

庆师范大学，学校发展迎来了明媚

的春天。 在几任领导班子的带领

下， 在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

下， 从 “三步建设” 到 “三大战

略”，再到“四个协调发展”，学校

在办学条件、办学规模、教学质量、

办学层次、 科研水平等方面实现了

一个又一个跨越， 成为安徽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和创新的重要基地。

百年办学，敬敷育人，不变的是

勇于担当和开拓奋进的精神， 不变

的是矢志教育和奉献服务的情怀。

梳理历史， 方知任重道远； 展示成

就，当思务实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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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2017 年

古皖大地 百年学府

安庆师范大学

巍巍天柱，浩浩长江。在万里长江北岸坐落着一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安庆。 安庆是安徽一百七十多年省会所在地， 是桐城派的

故里，是徽班进京始发地，是黄梅戏发祥地，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摇

篮，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 钟灵毓秀的山川，底蕴丰厚

的文化，孕育和滋养了百年学府———安庆师范大学。

1897年，清代安徽办学规模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省学”敬敷

书院移建于菱湖之滨，揭开了安庆师范大学百年育人的序幕。 这里

开创了安徽现代高等教育先河。 1928 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和 1946

年建立的国立安徽大学名流荟萃，学者云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姚鼐、严复、陈独秀、徐锡麟、郁达夫、陈望道、刘文典、王星拱、

何鲁、 陶因等一大批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曾经在这里传道授

业，著书立说；承载了百年历史、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敬敷

书院和老安大红楼，见证了那些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弦歌相继，办学不辍。 1977 年恢复本科招

生。 1980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安庆师范学院，1981 年成为首批学士学

位授予单位，2006 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6 年更名为安庆师

范大学，学校发展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岁月如歌，历久弥新。 跨越三个世纪的安庆师范大学，为社会输

送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人才；今天，学校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不断增

强，已成为安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

要基地。

进入新世纪，安庆师大人以创造新辉煌的豪迈情怀，又一次迈开

了矫健的步伐，全体师生员工拼搏奋进，砥砺前行，办学条件、办学

规模、办学层次、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等全面提升，实现了新跨越。

学校办学条件优越。 现有龙山、菱湖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2845

亩，依山傍水，风景秀丽。 2002 年在龙山之麓开辟的 2678 亩的新校

区，是安徽省单块面积最大的校园之一。

学校办学规模拓展。近年来，学校加快前进步伐，现有 18 个二级

学院 77 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理

学、工学、管理学、农学、艺术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以人文学科、社会

学科、理学、工学为主要学科门类。 面向全国 20 余个省市招生，从

2017 年开始进入一本招生，全日制在校生近 20000 人。

学校教学水平优秀。 2007 年，学校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中获得优秀，先后获得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

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

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视频公开

课等一批“国”字号项目，先后承担省级重点教研项目、省级教研项

目 100 余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近 20 项。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 现有教职工 1200 余人，其中副高以上专业

技术职称 500 余人，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90%以

上。 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贴

专家、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等各类优秀人才 110 余人。广大

教师潜心科研，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以及省部级项目 300 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20 余项，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 4000 篇，科研工作迈上

了新台阶。

学校办学层次提升。 2003 年，教育部批准学校联合培养硕士研

究生，2006 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拥有 5 个省级重点学科，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数学、化学、统计学等 5 个一级学科硕

士点、30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教育、化学工程 2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

建有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实验室、共建国家认可实验室、省重

点实验室、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协同创新中心、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 17 个省部级平台。

学校开放办学活跃。现与美国索尔兹伯里大学、德国希尔德斯海

姆大学、韩国韩瑞大学等 16 所国外高校结为友好合作学校，与美国

索尔兹伯里大学联合开展商务英语专业“3+1”和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2+2”双学位项目，教师交流、学生互派、学分互认等领域合作

交流不断深化。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敬敷书院（清代安徽教育中心、桐城派传承基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立安徽大学红楼 （图 / 陈东）

气象万千的龙山校区

百年历史写春秋

敬敷笃行谱新篇

办学1 2 0 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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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大学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基础教育和中

职师资培养培训、主导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区域生态保护

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校积极推进教师教育改革，2008 年开始在全省率先开展

“顶岗支教、置换培训”，着力构建“卓越化”“开放型”教师教

育体系，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向前迈进，为教育部、

财政部“国培计划”顺利实施提供了实践范本。 10 年 18 批次，

5000 余名大学生把他们的爱写在乡村教室的黑板上。 10 年来，

7000 余名全国各地的骨干教师置换来到安庆师范大学研修提

高。 学校是教育部技术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安徽省中职学校教师

培训唯一基地。 近五年来， 培养培训中职学校骨干教师 3600 余

人，在全省中职师资培养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强化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主动对接大别

山革命老区振兴、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成立大别山区域

发展研究院，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区域

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旅游等方向的服务与研究， 打造服务大别

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智库。

学校参与安庆市重大战略规划制订，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学科

专业群；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安庆

分中心，围绕人类优生优育重大课题，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

研究；首倡皖江文化研究，为区域文化厘定价值，确立坐标；与安

庆石化、铜陵有色等国有大型企业开展产学政研合作；积极探索

与企业开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分别与中兴集团、中

科曙光合作建设协同育人平台，并取得重要进展。 近 5 年，学校

签订横向合作项目 300 余项，获得横向科研经费近 3000 万元。

安庆是黄梅戏的故乡，学校主动担负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梅戏传承与创新的使命。 2006 年，成立黄梅剧艺术学院，设立

了黄梅戏表演本科专业。 十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级特色专业、国

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优势特色

学科实验室、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全国首批“高雅艺术进校园”

团队、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二等奖等一批成果，牵头组建

黄梅戏研学产联盟，黄梅戏这张“安徽名片”被擦得更亮。

安庆师范大学秉承百年办学传统，弘扬“敬敷世范、勤学笃

行”的校训精神，着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激励广大学子成长成人、成才成功。

近年来，莘莘学子在“挑战杯”“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省级

以上大型比赛中获奖 1100 多项，其中国家级奖 60 多项，先后荣

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决赛一等奖和“累进

创新金奖”、 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总决赛唯一特等奖、

首届全国高校物联网创新应用大赛创意组唯一特等奖、 全国大

学生摄影大赛唯一金奖、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一等奖、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展示

了安庆师范大学学子的骄人风采。

学校应届毕业生考研录取率持续保持在 20%左右，化学化工

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学院部分专业达到 50%；就业率始终保持

在 90%以上，连续 7 年获得“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连续 4 年被省政府授予“就业工作标兵单位”。

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后勤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和谐发

展，全面提升。 12 年里连续 6 届获“安徽省文明单位”称号，连续

15 年获全国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先进单位；先后获得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教工模范之家

等称号，这些荣誉成为学校建设发展中熠熠生辉的亮点。

更名之后，学校开展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紧紧围绕“为何大

学、大学何为”这两个核心问题，深入思考大学的内涵标准和发

展路径，紧密围绕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

加强内涵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四大重点，集全校之智，编制

了《安庆师范大学“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制定了深化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 开启了建设特色鲜明的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

的新征程。 2016 年，学校成功入选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重大建设专

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第二期），获批中央

专项资金 1 亿元， 为学校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7 年 3

月，学校被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评为“教育之弦”卓越

创新联盟 3A 级学校（全国仅 10 所，我省仅 1 所）。 目前，学校已

与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中心、相关知名企业签订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项目协议 3 项，处于全国先进、省内领先水平。“十三五”期

间，学校将实施人才兴校工程、质量立校工程、学科强校工程、专

业改造工程、科技创新工程等十大工程；构建“优势文科、应用理

1897年—2017 年

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研究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 安徽省副省长方春明、 校长闵永新

出席安庆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仪式

学校获得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金奖

服务社会做贡献

勤学世范展风采

办学1 2 0 周年庆典

高雅艺术进校园黄梅戏专场演出

安庆师范大学揭牌仪式

四个寝室十六名学生全部考取研究生

科、新兴工科”三大学科门类体系，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硕士点建设和博士点培育，着力

推进应用型特色学科群建设、新兴交叉学科群建设、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建设；聚焦“文化

+”、“区域生态保护”、“化工新材料”、“大数据 +”、“互联网 + 现代服务”、教师教育等六

大专业群，进一步整体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学校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照国家和安徽省的统一部署，紧

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沿着学校“十三五”规划和深化综合改革方案绘就的蓝图，弘扬

育人传统，努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培养优秀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文 / 孙永玉 陈东 图 / 陈东 卢俊铭 杨树 黄振君等）

学校和《红旗文稿》编辑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

联合主办第九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

校党委书记许继荣看望暑期“三下乡”党员实践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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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大学赋

石云孙 陈东

长江北障，天柱西屏，山水相映，人杰地灵。 高人过

而呼曰：“此地宜城

①

！”朝旨命安庆于烽火，太守筑城池

于清平。 名始于宋，省建于清

②

。

得省会之地望，历教育之艰程。 教施而敬敷书院树

帜，学举而安徽大学诞生。 遗址见在，红楼犹存。 钟毓秀

之灵气，萃人文之精英。硕儒姚姬传两任山长，名臣曾涤

生再张院旌

③

。严复以教育家任监督，朱湘以名诗人就教

席。姚永朴以经师讲旧国学，陈望道以先进授新文化。作

家郁达夫执教，传实践之经验；学者刘文典掌校，发鸿烈

之微精。 授课与化成俱进，新学与经典同行。 衮衮诸公，

四海闻名。 百年办学，承书院之良统，发高校之先声，几

经改易，更为今名。 夫安庆师范大学者，实皖西南之学

府，诚古老而年轻也。

迨及改革开放，百业俱兴。 科教兴国，教育先行。 菱

湖区区，难容规模之广；龙山恢恢，足见拓展之胜。 党政

运筹，师生参评。 喜怀宁之同心，赖市府之力挺。 扩校大

计，终于事成。 面积增近双百公顷，学生扩至两万余名。

北倚龙山，南临国道，东与高速相接，西和区府为邻

④

。学

子徜徉，从心欢悦；宾客观览，放眼叹惊。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关山重越，再现祥云。一校两区，格局终定。各显优

势，美奂美轮。

美哉，菱湖兮！ 老区依旧，记忆犹新。 书院居而敷教

盛，大学建而化育明。 既而院系调整，安大分流，或迁其

实，或用其名，剩有风物，得守本营。菱香与书声齐扬，百

年相续；遗存共新筑并在，一样可铭

⑤

。乃知经师易得，人

师难求。 德以润身，行止无愧天地；道可济众，褒贬自在

春秋焉。

大哉，龙山兮！校容全新，焕然精神。依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走办学特色路，以用为型。 同窗友善，班级亲

和。尚齐贤于进取，求担当乎共赢。学无忘忧，心系天下，

友取辅仁，善待人民。四成教育，绽放风采；八字校训，永

刻践行

⑥

。大楼雄立，名师如林。行走于励志桥，仰望于文

曲亭。 绿荫下，碧水傍，读读书，听听琴，可以长知识，可

以陶性情。赏圃中花开艳艳，品木上鸟鸣嘤嘤。逸夫图书

馆前，湖中几多潜龙；文渊教学楼里，舌底一样见经。 作

而请业，趋而过庭，书香飘逸，人气充盈。

是地也，求学问而学进，沐道德而德馨。 好雨细润

兮，育桃李之有果；振翮高飞兮，感独秀而扬声。

是时也，众虑所归，应是路出漫漫；群心所向，必至

日上蒸蒸。 歌曰：百年办学兮源流长，菱湖美兮龙山昌，

恨笔拙兮难尽述，情满湖山兮意未央。

注：

①东晋诗人郭璞曾登临安庆长江边的盛唐山远眺，

曰“此地宜城”，故安庆别称“宜城”。唐朝以前，此地被

称为“宜城渡”

②南宋绍兴中，诏改名安庆军，“安庆”名始此。 南

宋宁宗嘉定十年黄干任安庆知府，始建城池，今市内四

方城即其遗踪。 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760 年）至民国

二十六年（公元 1937 年），安庆为安徽省省会。

③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曾两次出任敬敷书院山长，

前后达 14 年。后敬敷书院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姚鼐的私

淑弟子曾国藩攻下安庆城后， 极力恢复安徽文化和教

育，他重建了敬敷书院，并制定了种种规章制度，使晚清

安徽教育焕发勃勃生机。

④龙山校区北靠安庆名胜大龙山， 南临 206 国道，

东接合安高速，西邻宜秀区政府。

⑤20 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国立

安徽大学师资、图书等资源为安徽师范大学继承，安徽

大学新建于合肥，安庆原校址及建筑为安庆师范学院所

有，今校址上犹完存敬敷书院、安徽大学红楼等教育文

物。

⑥2011 年学校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化学四

学科获得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006 年学校开办黄

梅剧艺术学院， 并于次年开办黄梅戏表演本科专业，

2008 年又开办黄梅戏编导专业。

“萌版”校园

原创 / 万勇 张雪 王玉洁

咏安庆师范大学

庞志飞

红楼高耸大江旁，四海师生聚一堂。

黄镇题名增紫气，传承教育永留芳。

贺安庆师大

胡必健

创业艰辛路莽莽，三十八载不寻常。

红楼风雨蕴才俊，杏坛沧桑培栋梁。

菱湖细描新风景，龙山奋书大文章。

自此胸有乾坤在，云天万里任翱翔！

（喜闻安庆师院更名大学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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