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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高等师范教育

一、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

民国 2 3年（1934)，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成立（校址在今州图书馆、群艺馆、 

县文化馆所在地）。民国2 9年（1940),分校改为国立康定师范学校。民国36年（1947)，国 

立康定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招收二年制国文科、史地科各一班。创立 

时，有教学楼1 幢，共 8 间教室，活动场地两个，图书室、实验室、男女生寝室、办公室各 1 

幢，条件较为简陋。教师多系内地招聘。教师中教授、副教授占5 0 % 以上。学生大部分来 

自康定、庐定、荥经、汉源、天全、芦山、雅安等县;部分来自冕宁、盐源和西昌；少数来自巴 

塘、新龙、丹巴。以后又增设数理专业为五年制。二年制国文、史地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或 

具有同等学力者，五年制数理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资格者。课程按国民政府教 

育部的规定设置。另开有藏语文和中国边疆史两科，作为结合康区实际的补充课程。“国 

专”仅办了两年(1949年底停办），为康区培养200余名师资。

二、康定专科学校

解放后，高等师范教育起步较晚。先后建立有康定专科学校、高师班、康定师专。康定 

师专是现在州内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1960年，州委、州人民委员会根据省人委的批示， 

在康定南郊稻子坝筹建“康定专科学校”，属师范性质的高等教育，当 年 9 月 2 6 日开学行 

课。招收两年制数理专业学生1 5人，理化专业学生 1 8人，三年制预科班学生4 2人，共招 

生 7 5人。两个专业班中，甘孜州的只有康定中学1 0多名毕业生，其余均来自川西地区。课 

程设置:预科班: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体育。数学专业:政治、数 

学分析、高等代数、初等数学、物理学基础、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微分几何、教育学、外语、 

体育。理化专业:政治、教育学、解析几何、数学分析、普通物理、电工学基础、无线电子学、 

理论物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电磁学、力学、外语、体育。有专职教师 1 2名，其中有 9 人 

是 1960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另 3 人为州内调配。教师的业务水平、教学经验均不 

足，很多人处于边教边学、边学边教的状态。

康定专科学校创办不久,即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师资、设备不足等因 

素，报请省批准后，于 1961年秋季停办。所招两个专业班的学生，全部发给肄业证书，分配 

到州内各县校工作;预科班学生分别转入康定民族师范学校、甘孜州农牧学校、甘孜州卫 

生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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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康师专科师范班

1978年，鉴于各县初级中学师资奇缺，报经省同意，在康定民族师范学校内设立高等 

教育师范专科班(简称高师班）。当年秋招生，招收语文专业2 1人，数化专业3 4人 ，共 55 

人，学制均为两年。

高师班的行政管理隶属州文教局，经费由省统拨，教学业务由省高教局管理，课程设 

置、教材选用均按省师范专科学校的统一标准执行。教师主要从康师中选聘优秀者。经过 

两年系统学习，考试合格后，于 1980年 4 月由省高教局批准同意毕业，并发给专科文凭， 

按计划分到州内各县(校)任教。

四、 康定民族师专

1985年创立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坐落在大渡河畔的康定县姑咱镇，占地 2 4亩， 

建筑面积30000多平方米。固定资产700多万元，图书馆藏书达138000多册。教职员工 

203人，其中专任教师8 9人。常年在校学生680多人。在校学生中，藏族学生占3 0 % ，其 

他少数民族学生占8 % 。

1986年首届招生时，共招收252人，其中州内的学生占5 3 % ,其余为州外当年参加全 

国普通高校考试学生。学校设有藏语文、汉语文、美术、数学和政史5 个专业，同时招有文 

科、理化预科班各一个。专科学制为三年，预科学制为二年。1989年 9 月，经省高教局批 

准，增设英语专业，同时将美术系学制改为两年，预科班学制改为一年。1990年 9 月，经省 

教委批准,学校设立成人教育部，主要培训州内在职教师。当年招收汉语文、数学专业各一 

班，共 57人 ，攻读专科学业，其学制为两年。到 1990年，已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政史、 

美术、英语等6 个系和 1 个成人教育部，学校专业设置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各专业的课 

程设置，按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专科学校的要求设置，同时根据州内实际,增设有藏族发 

展史、民族关系及政策等课程。在校学生的管理、毕结业考试、升留级制度等均按同类学校 

的要求执行。

学校属省教委直属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下设有宣传部、组织部、 

机关一支部、二支部、各系支部及校务委员会。学校行政机构有校长办公室、教务处、人事 

处、学生科、总务处、财务科、保卫科、图书馆、各系、电教中心、公共课教研室等。

1986年学校初创时，仅有教师4 人，当时主要课程的教学任务由省教委从四川大学、 

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派出的援助教师担任。这批教师完成首届学生三 

年培养任务后，返回各自学校。现学校的教学工作均由本校师资担任。自 1986年首届招 

生至1的 0年，已招新生五届共计1239人，已输送毕业生两届共390人。



• 1670 • 甘孜州志•文化志

第 五 章 成 人 、职业教育

第 一 节 成 人 教 育

康区成人教育始于民国时期，范围仅限于康定、泸定及关外个别县。如 民 国 1 7年 

(1928)康定县知事严钟麟在康定河东、河西各办“平民学校”一所。民国 2 7年（1938)，康 

定、泸定两县城内曾办过“失学民众学校”补习文化。同年，九龙县县长王昭文举办民众教 

育，第一期8 2人参加学习，第二期附设于各小学，收效不大，旋告终止。

理塘县城区曾办过“民众夜校”一所，借县立小学教室上课，由县立小学教师和县府职 

员兼任夜校教师。教材为《民众须知》、《新生活须知》及西康史地和社会常识、抗日消息等， 

每天午后5〜7 时为授课时间。

康定曾办妇女识字班，借用康定县立两等小学教室上课，每天小学生放学后学习两小 

时，共办两年。

西康建省后，民国3 0年(1941)实行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失学教育和扫盲教育纳入 

其中。但在康区实行新县制的仅有康定、泸定，关外各地很少有成人教育记载。

民国3 2年 (1943),在康定建立西康省民众教育馆，地址在南门城楼上（现州公安处与 

州法院之间），馆内设有图书、报刊杂志和生理卫生模型等，供人阅览。还办有成人夜校，设 

汉文识字和藏文识字两班。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成人教育，抓了对农牧民扫盲、职工业余文化学习、成人中 

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但各个时期在扫盲工作上坚持得不够，8 0年代以后，逐渐步入正 

轨。

一、农牧民扫官教育

5 0年代初，仅在泸定县和康定县折多山以东汉族聚居区，采取冬学的形式，对农民进 

行时事、政策教育，结合进行识字教学。1952年泸定县建立以县长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 

成的冬学委员会，部分区建立冬学指导组，区、乡、村分别组织夜校、识字班、学习组等，开 

展农民业余教育。教师由工作组干部、学校教师及有文化的农村基层干部担任，但多数是 

小学教师担任。中青年中7 0 %参加了学习。康定营官区沿公路的乡村，相继开展了农民业 

余教育，柏桑乡建立了一所农民业余藏文夜校，4 7人参加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