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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关于中共创办第一所师范大学的学术话题，未曾见到明确结论，更没发现系统研究。本文提

出，中共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通 过 系 统 梳 理 中 共 东

北大学的创办历程、比较中共在苏区和 抗 日 根 据 地 创 办 的 师 范 院 校 情 况 以 及 国 内 其 他 师 范 院 校 的 创 办 简

况，全面论析了该校这一重要的历史定位。这一历史定位的提出，既是对东北师范 大 学 及 东 北 地 区 高 等 教

育的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和确认，对我国高等教育史、师范教育史的一种丰富和拓展，同时也是对更好理解

新时代党的高等教育政策的一种深化和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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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的历史定位，通常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所

综合性大学”［１］１。近年笔者学习有关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教育史，不仅印证了中共东北大学的上述历

史定位，而且逐渐清晰了该校另一个历史定位，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这一历

史定位在空间上不局限于“东北地区”，其中有三个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师范大学”。“中国

共产党”是创办主体，区别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等创办者。“第一所”容易理解。“师范

大学”需要做格外的解释，因为师范教育和师范教育组织机构的发展是一个相对连续和动态变化的过

程，不同年代对其理解会有差异，后文会有专门讨论。关于中共创办第一所师范大学的学术话题，未曾

见到明确结论，更没发现系统研究，这里做一探究，求教于方家。

一、中共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办学方针的变化历程

中共东北大学的早期 历 史 通 常 按 办 学 地 分 为 四 个 时 期。第 一 个 时 期 是 辗 转 期：１９４６年２月 至６
月，学校先后从本溪辗转安东、通化、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地，后达佳木斯。第二个时期是佳木斯时期：

１９４６年６月至１９４８年７月，相对稳定地在佳木斯办学达两年多时间。第三个时期是吉林时期：１９４８年

７月到１９４９年７月，迁到吉林市办学。第四个时期是长春时期：１９４９年７月以后，迁入并最终定址在长

春。这里按学校的办学方针变化情况重新做一梳理和分期，与办学地有密切关联（但不完全一致），因为

办学地点的变化与办学方针的变化类似，都是时局变化的反映。
（一）综合性办学阶段：依照“建设新东北之方针”，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东北大学创办伊始，是计划办综合性大学的，并围绕着“综合性”的建设目标实施了一段时间，这也

是为什么有了“东北大学是中共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定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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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决定延安大学大部挺进东北，创建

东北大学，但因战争原因延大师生阻隔在张家口［２］。中共中央东北局于１９４６年２月在本溪建立东北大

学（最初名称为东北公学，旋即改为东北大学）。从１９４６年上半年的３份招生广告和简章中可以清楚地

知悉学校当时的办学目标。
———２月２０日，学校发布《东北公学招生广告》，明确学校“宗旨：依照民主政府建设新东北之方针，

本校广集各级学员，以造就行政技术及师范等实际工作人材为宗旨”，并规定了“科别”，设“自然科学院、
社会科学院、文艺学院与医学院，每院分系，各系分普通班和研究班二种”［３］。

———５月３日，学校在《东北日报》报 眼 位 置 刊 登《东 北 大 学 招 生 简 章》，此 时 学 校 辗 转 到 达 长 春 办

学。简章开头就明确提出招生宗旨是：“依照科学民主的教育原则，培养为人民服务，献身于新中国新东

北之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业、医学等专门人才，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及艺术创作，致力于国家

文化水准之提高。”科系设置更为完备，“设科：甲，预科，分设文科与理科。乙，本科，分 设 下 列 各 院 系：
（一）医学院；（二）自然科学院，暂设土工系、电机系、理化系、采冶系、应用化学系；（三）社会科学院，暂设

政治系、史地学系、经济系、法学系、教育系；（四）文艺学院，暂设文学系、美术系、戏剧系、音乐系。丙，研
究室，分研究生与研究员，研究科目根据各人专修与专长规定之”。“修学期限”也有明确规定：“甲，预

科，修业期限为二年，修业期满，直升本科。但如成绩优良，修业一年，亦得考升本科。乙，本科，修业期

限四年。丙，研究室，修业期限不定。”［４］与２月份的招生广告相比，此时的院系设置更加系统、明确，四

年的修业期限也和现今大学几乎无异。
———５月３０日，学校在历时３个月的多地奔波转移即将抵达“北满”根据地佳木斯的前夕，在《东北

日报》再次刊载《东北大学招生简章》，“宗旨”与５月３日的简章完全一致，“设科”上也几乎一样，只是

“暂设”改为了“设”，自 然 科 学 院 的 个 别 系 名 有 所 变 化，“设 机 械 系、土 建 系、理 化 系、采 冶 系、应 用 化 学

系”，修学期限，预科统一为一年，本科仍为四年［５］。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东北大学是要雄心勃勃地创

办新型的综合性大学的。
实际情况是，由于环境变化和条件所限，最初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总体上办学方针没有根本

性改变。１９４６年６月初，白希清副校长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决定本科生依志愿分别编入文学院、社会科

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医学院，另设预科，只是撤销了研究室［１］５。同年８月，张如心率原延安大学百余名

教师、干部到达佳木斯合入东北大学后，办学宗旨和科系也无大的改变。
当时之所以要办综合性的东北大学，大概是因为中央起初认为可以“独占东北”，战略任务是以“建

设”为中心：上述招生广告和简章中的“宗旨”清晰地表明，“建设新东北”“献身于新中国新东北之建设”
是办学的主要目的。但时局的迅速变化使中央在不久之后适时做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做持久斗争

准备的战略决策，这时再办综合性大学事实上已经远离主要矛盾的解决而缺乏现实针对性了。但教育

毕竟不像军事、政治那样容易第一时间迅速做出调整，而是具有一定的惯性和滞后性。所以，即便中央

已经做出了战略调整，东北大学围绕“建设”办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方针还是延续了一段时间。
（二）师范教育的非正规化阶段：“必须改变现在的方针”，调整转向师范教育

综合性的办学阶段经历了不长时间，由于时局的变化，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即做出

了《关于东北大学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东北局专门针对东北大学做出决定，足见东北大学当时

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是这份《决定》彻底改变了东北大学的“办学方针”，使学校自此转向，
走上了师范教育的道路。

《决定》开宗明义：“过去东北大学是有一些成绩的。但是由于东北的情况与过去延安及其他解放区

均不同，因此对于如何办理干部学校更为合理应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过去陕公抗大延大、华北联大、建

国大学等学校学员的来源主要是从蒋管区来的，参加或倾向于革命的青年，东北大学的学员绝大部分是

东北解放区内部的知识青年，同时解放区内部有许多的中学，因为缺乏领导人，这些中学大部分今天都

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东北解放区内部知识青年的思想动向由于我们没有工作还是非常之复杂的。同

时东北解放区内知识青年主要的是中学生。因此东北大学必须改变现在的方针，将现有的教职员绝大

多数动员去办中学。将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工作与争取广大学生的群众工作相结合。”［６］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东北大学为什么要改变办学方针是至关重要的。它至少说明：第一，东北大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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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需要就是东北大学的办学选择。第二，办学要因时因地制宜，而不能盲

目照搬，即使是与东北大学一样由中共创办的抗大、延大等学校的办学方针和模式，由于教育对象的思

想状况存在差异，也不能简单套用，反映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第三，思想建设放在办学首位。
改造学生思想状况是优先需要考虑的事情，这里的学生，不仅包括东北大学的学生，也包括当时知识青

年的主体———中学生。第四，师范院校在当时更为亟需，因为争取青年为革命所亟需，而争取青年就需

要师资，培养师资就尤为迫切。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作为党创办的东北大学，开始了办学上的重大转向。《决定》明确指示：“去掌握

一些较大的中学。掌握学校的行政，当校长当教员，改变学校的课程。”“东北大学除办一个二百人的中

学师资训练班外，其余各院暂时不办。中学师资训练班以培养中学国文、史地、公民（即政治常识）教员

为主，时间暂定一年。”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北局对东北大学的要求是直接去做中学师资和专门培养

中学师资，这实质上是使东北大学成为一所师范类院校。
东北大学按照《决定》要求，于１９４７年２月撤销了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交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

办事处，医学院并入兴山中国医科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分成四个文工团分赴地方开展文艺工作［１］１１。
下面对东北大学前三届学生的基本情况做一分析。
———第一届学生属“综合”，第二届学生属“过渡”。
据档案资料显示，１９４６年招生的东北大学第一届学员（从本溪到佳木斯辗转中招收的多期学生，边

招生、边行军、边学习）的毕业出校情况是，医学院４０人，与兴山中国医大合并；自然科学院１５０人，与财

经办事处合并；社会科学 院５０人，分 配 做 群 众 工 作；文 学 院１００人，与 鲁 艺 合 并 分 成 四 个 文 工 团。而

１９４６年招生的东北大学第二届学员（佳木斯办学时期，１９４６年８月招生，１０月开学典礼）中，共有５２４
人分配出校，大部分到合 江 省、牡 丹 江 省 下 乡 做 群 众 工 作，另 有２７８人 留 校 升 入 下 期 教 育 学 院 继 续 学

习［７］。１９４７年８月底，教育学院学生毕业。档案资料显示，该年东北大学只有教育学院学生毕业情况，
其中，政治班毕业１２０人，历史班毕业９４人，国文班６２人，这期同学绝大部分分配到各省、市、县做中学

教员或教育行政工作［８］。
由此可见，东北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是按照综合性来设计培养的，但并没有完成预定的培养任务，其

中大部分与他处合并而分流出去了。第二届学生起初也应是按综合性来培养的，但后来根据东北局“改

变办学方针”的要求，一部分分配出校工作，另一部分则留校继续在教育学院学习，所以第二届学生的经

历阶段可看作东北大学从综合性到师范性的过渡阶段。
———第三届学生属“师范”。

１９４７年夏季，东北大学开始了第三届学生（也是在佳木斯办学时期的最后一届学生）的招生。《合

江日报》刊登的《东北大学招生简章》开宗明义：“目的：甲，教育学院———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教育干

部，主要是中等学校的政治、历史、国文师资及教育行政干部。乙，青干班———培养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东

北之青年干部。”同时规定了修业期限：“教育学院———一年。青干班———半年。”“投考资格”为“凡政治

纯洁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之男女青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得报名应试。教育学院：高中毕业或具有

同等学力者；曾在高级小学或初级中学任教一年以上成绩优良者。青干班：初级中学或具有同等学力

者；伪国高（师道）肄业三年以上或具有同等学力者。”［９］从招生简章看，此时学校主要是培养师资，性质

已属师范教育，生源质量在当时已是非常好的，只是修业年限不够正规，仍为短训班性质。
实际情况是，经过考试和考查，共录取了３２４名新生，编为三个班，分别为政治班、语文班、青干班。

后又接收和招生３００多名学生，编为四班和五班。由于学生分批入校，教育学院为五个班制定了三个教

学计划实施方案，课程安排五个班都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依据各班的专业特点适当增减授课时数、
讨论次数［１］１３。

由上可以看出，东北大学从第三届学生开始全面转向培养师资。学校当时只设有教育学院，青干班

的培养也是按照教育学院的教学计划实施的。当时培养的师资最重要的目的是到中学争取东北青年。
青干班的目的也是培养做群众工作的青年干部，在性质上与培养师资是相同和相通的。

（三）师范教育的正规化阶段：东北大学为“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
东北大学自１９４８年７月迁入吉林市后，开始了正规化师范教育的进程。此时，办学环境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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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正规化办学得以可能，同时由于合并、接收大量其他学校学生，使得东北大学一方面要开展正规化

教育，另一方面要继续举办短训班，但东北大学以培养中学师资为办学宗旨这一点没有变化，并日益固

化发展成为师范大学。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初，东北大学在吉林市举行开学典礼并正式开课。《东北日报》详细介绍了当时东北

大学的情况。“东北大学现分两部：第一部设三系十一科（文艺系，国文、俄文、音乐、美术四科；社会科学

系，政经、史地两科；自然科学系，物理、化学、数学、博物、体育卫生五科），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学师资及新

民主主义各方面建设人才。修业年限：文艺系和社会科学系定为三年；自然科学系定为四年（体育卫生

科二年）。第二部设两班，进行短期政治思想教育，然后编入系科专修业务，或分配适当工作。又设预科

三班，以便提高一般文化水平，作为新入各系科学习的准备。……于４日起即正式上课。”［１０］可以看出，
此时的东北大学主要是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并且增加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师资培养，学制已非常正规。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学师资，决定由东北大

学负责培养。”［１１］２７这是党的政策与学校实践协同、互促的体现。
值得提出的是，东北大学在吉林市办学时期，先后成立的吉林二部、长春三部，都属短训班性质，主

要是对接收的学生开展为期三个月左右的思想改造。经过短训之后的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留校继续

学习，做师资来培养。原吉林二部和长春三部一班共有１　０３１人结业，其中有３６４人升入本科学习；长

春三部二、三、四、五班的学生共有２　１８８人结业，其中有１　２４２人留校继续学习［１］２１－２２。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此时东北大学迁入长春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整

顿高等教育的决定》，这是整顿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整顿的方针是“精干与正规”，“使之

由训练班的形式转变为正规的高等学校，担负起培养具有革命思想与掌握现代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高

级专门人才的任务，以适应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任务与东北建

设的需要以及现有的条件，决定在东北设立若干所高等学校，其中“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１所，
即：东北大学”［１２］。这是中共官方文件第一次明确东北大学的性质是“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

二、中共东北大学成为“师范大学”的时间探讨

中共在东北解放区建设发展师范教育具有连续性和生成性，东北大学也并非一下子就成为“师范大

学”。那么，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可看成是“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又是什么时间成为“师范大学”的？下面

对此做一探讨。
（一）关于“师范大学”的概念

中共早期创办的师范教育机构多称为“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中等师

范学校”“初等师范学校”等，“师范大学”只是后来的称谓。而我们如今讨论现实问题，还是应以使用我

们如今熟悉惯用的概念为宜。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名”与“实”的认知与处理问题。如今惯用的“师范大

学”与历史上的“高等师范学校”是否就可以画上等号？是否画上等号，还是要看“实”，“实”不至，即使

“名”归也不可取用。“名”“实”之间，需更重“实”。
“师范大学”之“实”应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师范大学”应是具有正规教育制度的以培养高层次

师资为主要任务的高等院校。所谓正规教育制度，通俗地说，就是在“入口”“学习过程”“出口”等各环节

都要“正规”。据此，“师范大学”主要含义可以有四：一是生源质量好，一般具有高中毕业程度，通常要经

过入学考试，合格者方可录取，这样就区别于不分基础的低标准或无标准的入学门槛设置；二是学制正

规，培养年限是长时间段的，一般为三至四年，这样就区别于短训班；三是培养规格高，一般培养中学教

师，这样就区别于以培养小学教师、初级教员为主的“师范学校”；四是独立设置，整所大学在办或者主体

在办高等师范教育，学校的主要办学目标是培养师资，这样就区别于大学内设的“教育系”“教育学院”
等，也区别于培养各类人才的综合性大学。

（二）关于东北大学成为“师范大学”的时间

中共东北大学何时作为“师范大学”，可以有三个时间点来讨论。
第一个时间点是１９５０年４月。这是东北大学正式更名为东北 师 范 大 学 的 时 间。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８

日，颁布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令：“奉东北人民政府命令并经教育部同意，自４月１日起将原东北大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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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北师范大学。”［１３］所以，一般会认为，东北大学是从那个时间起成为“师范大学”的。
第二个时间点是１９４９年８月。这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

决定》的时间，其中明确“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１所，即：东北大学”。也就是说，尽管当时学校

的名称还叫“东北大学”，但东北局已经为学校定性为“高等师范学校”，实质上也就是“师范大学”。
第三个时间点是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东北行政委员会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在《关于教 育 工 作 的 指 示》中 指

出：中学师资由东北大学负责培养。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学校开启正规化办学，除了对接收的大批学

生进行思想改造举办短训班之外，在培养师资上已经实然地按照“师范大学”的内在要求，扎扎实实地开

展着正规化的办学。
这三个时间点，到底哪一个可以看成是中共东北大学成为“师范大学”的时间点？笔者 认 为，１９４９

年８月这一时间点可能更为合适，尽管当时不叫“师范大学”，这是高等教育史上“名”和“实”不相符合的

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学校已迁校长春，各方面工作更趋于稳定和正规。在生源上，“大学本科及专科一

年级新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经入学考试合格者”［１１］３９；在学制上，本科生修业年限均为三至四年；
在培养规格上，东北大学一直定位于培养中学师资，中学生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学师资

是师范院校培养的最高规格的师资人才。这些情况均符合上述“师范大学”的含义。１９５０年４月的校

名更改只是一种名义的再确认，正如张如心校长在学校更名后的开学典礼报告中提出的：“东北人民政

府决定本校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１］２５这亦可理解为“实”已早于“名”而存在了。而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学校当时毕竟还存在相当规模的短训班，由于接收的学生多地多批，直到１９４９年的上半

年，短训班因为完成了历史使命才淡出东北大学的办学历史。如果“师范大学”与短训班并存，难免会被

认为这是个不够“纯粹”的师范大学。所以，把１９４９年８月作为东北大学成为“师范大学”的时间点，无

论是从当时的办学事实，还是从党和政府的官方认定看，都更为科学和稳妥。

三、中共早期师范教育情况

是不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显然涉及一个时空比较的问题。那么苏区和抗日根据地是否

创建过师范大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是否还建立过师范大学？

（一）苏区的师范教育

中共苏区对师范教育高度重视，创办了一批师范学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多个

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为了提高红军和苏区广大群众的素质，教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发展师范教育

或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培养教师，就成了苏区文化教育建设中的一个首要任务。”［１４］１８２－１８３各苏区白手起

家，自１９３０年起创办了中央闽西苏区师范学校、湘赣苏区师范学校等一批师范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徐特立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在瑞金主持创办的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在当时师范学校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该校的宗旨是培养目前急需的初级及短期师范学校教员、训练班教员及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高级干

部，招收“以能看普通文件的工农劳动群众为原则”，规定修业期限为１年，可按战争环境需要伸缩之，但
最低限度不得少于６个月。苏区建立的师范学校都是独立设置的，但从培养目标、招生对象、修业期限

看，还不能称之为“师范大学”。

１９３４年初，苏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颁布了《高级师范学校简章》和《初级师范学校简章》等，
规定苏区的师范学校分为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训练班四类，并对各

类师范学校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高级师范学校简章》的规定与中央列宁师范学校的规定类似［１４］１８８。
可见，“高级师范学校”的“高级”是相对于当时的办学环境和办学条件而言的，学制１年甚至６个月、招

收“能看普通文件的工农劳动群众”就已经是“高级”了。
（二）抗日根据地的师范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同样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并开始创办高等师范教育。抗战时期，中共中央

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由于处于抗日的大后方，教育事业得到了相对稳定、长足的发展。１９３７年２月，
鲁迅师范学校在延安成立，这是陕甘宁边区建立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此后又相继建立了边区师范

学校（也称边区第一师范）、边区第二师范、边区第三师范等数所师范学校，但这些都属于中等师范教育。

１９４１年７月，延安大学成立，下设教育学院，教育学院设有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行政两个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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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中等教育班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主要目的，分设国文、政治、史

地、数学４组，招收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１４］１９１。但延安大学教育学院（后来教育系）始终是大学下

设的院系，不曾独立办学成为师范大学。当时，在中学或者大学中附设师范班、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是比

较普遍的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力量培养师资。华北联合大学（晋察冀边区）设有教育学院、
江淮大学（淮南淮北根据地）设有教育系、洪山公学（鄂豫边区）设有教育系等，都是在高校中利用大学的

力量来创办高等师范教育［１４］１９８－２００。
（三）其他解放区的师范教育

解放战争时期的师范教育，主要作用是为解放战争、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接管改造旧学校 而 服 务。
由于处于战争状态，各方面急需干部，教师常被抽调，教师队伍一直不够稳定。这样，各解放区都在大力

发展师范教育，但师范教育的层次普遍定得不高，主要是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中学

附设师范班等。
解放战争中后期，解放区在高等师范教育方面得到了较快发展，各解放区一些新建大学建立了中等

教育师资的培养机构，比如冀中五一学院的教育队（华北解放区）、冀鲁豫建国学院的师范部（华北解放

区）、延安大学的教育系（陕甘宁解放区）、山东大学的文教系（山东解放区）、华东大学的教育研究班（山

东解放区）、华中建设大学的教育系（苏皖解放区）、中原大学的教育学院（中原解放区）等［１４］２０８。但作为

独立的师范大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直到东北大学后期的建设发展，才使中共有了第一所自己创办的师

范大学。

四、国内其他师范院校的创办简况

为谨慎起见，不妨再换一个角度，追溯现在已有师范大学的历史，看看其是否为中共早期 所 创 办。
据统计，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后，全国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共计２６所［１５］。笔者据此名单查阅除东北师范大

学之外各校的初创情况，诸如：北京师范大学（１９５３年时的学校名称，下同），可追溯至１９０２年由清政府

举办，初名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华东师范大学，据其校史于１９５１年由新中国举办；华中师范学院，１９２４
年建校，当时名为私立华中大学，属教会大学（该校校史则上溯到１９０３年以文华书院大学部为起点，由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西南师范学院，１９５０年建校，由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师范相关系科）和１９４０年

创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最初创办者当属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该校校史则上溯

到１９０６年的川东师范学堂，举办者当属清政府）；西安师范学院，１９４４年由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创办，初

名为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华南师范学院，１９５１年建校，该学院又由广东省文理学院、中山大学师范

学院、华南联合大学教育系等合并而来（该校校史则上溯到１９３３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为民国

时期政府所建）；西北师范学院，１９３９年建立，由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设置而来，改称国立西北师

范学院，为民国时期政府所建（该校校史则上溯到１９０２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同源）；南
京师范学院，１９５２年建立，在原南京大学、公立金陵大学等有关院系的基础上组建（该校校史认为学校

的主源可追溯到１９０２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山西师范学院，前身是晋南师范专科学校，创建于１９５８
年；广西师范学院，前身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于１９３２年；湖南师范学院，前身为国立师范学

院，创建于１９３８年；山东师范学院，办学历史可追溯到１９０２年山东大学堂内设师范馆；等等。由于篇幅

所限，不再列举。上述师范大学的建校历史纷繁复杂，甚至众说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师范大学，
要么是清末政府创建，要么是外国教会成立，要么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等

创办，要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建立或组建的。
综上所述，中共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和完善。笔者深切感到，深入研究中共东北大学的历史定位，系统

梳理中共创办师范大学的早期历史，这既是对东北师范大学及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历史地位的重新审

视和确认，对我国高等教育史、师范教育史的一种丰富和拓展，同时也是对更好理解新时代党的高等教

育政策的一种深化和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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