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应学院百年史话

梅州地方的高等学府一一嘉应学院，前身是创办于1913年的梅县县立女

子师范学校。从民国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所百年学府走

过了中师六十五年、大专教育二十二年、本科教育十三年的发展历程。

梅州新学的兴起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学的兴起，人们深知八股科举旧学之无用，加上

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兴学运动很快在梅县城乡展开。1911年前，梅县兴办的

小学就有二百余所，几年后发展为五百余所，
“

数量之发达冠于全省。
”

初

等教育的发展和巩固需要师范教育提供师资，这点当时的社会贤达是洞悉

的。早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间，黄遵宪等人曾集合全县学绅，组织了
“

兴学会议所
”

和
“

嘉应教育学会
”

，以筹备举办师范教育，派人留学日本

等地，以培养新教育之师资。不久，梅县附城和松口的中学附设
“

师范讲习

所
”

，借以培养师资。1913年（民国二年）春，在辛亥革命进步思潮推动

下，经教育界和社会热心人士积极筹备，梅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

师）在梅县董忠德、崇实两所女子学校的基础上合并成立，这是当时广东梅州

第一所师范教育学校，校址在梅城北隅培民书院（今梅城周增路尾）。

嘉应大学的创办 叶
t;.$ 

1923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廖道传卸任后回到家乡梅县，与父老乡 4劳左
亲共同商议岭东建设问题，认为韩江流域及闽粤赣数十县每年中学毕业生很 吨 iy"'
多，读大学须远赴穗、申、京、津，无力支付学费的子弟往往失学。因此， ,j 皇

他与刘志陆、卢耕父、钟鲁斋、周辉甫等10多人商议筹办嘉应大学，并于当

年冬成立了嘉应大学筹委会。此举得到梅县基督教会牧师汲平和美国人） �5:, 

及华侨、地方工商界人士的支持，经报请广东省教育厅和梅县政府批准，征

用梅县东郊天宇先（离城三里许，现为梅州农业学校）为校址。由中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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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新建校舍两座，可容学生300人，还有礼堂（由江夏堂黄氏捐建）、教

员室、理化实验室、学生运动场。此外有接待室（梅县熊幼霖捐建），是嘉

大理事会的办公地址。1924年8月呈请省政府备案，9月开学，招收文、林预

科各1班，学员来自闽粤赣边区，有50多人。由黄慕罗（宇墨村）任校长，黄

逝世后，由廖道传接任校长。

嘉应大学创办之初，董事会组织不分国界与教派，故会内董事有汲平

如、惠文、包立基、姚宝德、梁道明及基督教徒赖竹岩等。教员有9人，廖道

传任教务委员兼文科学长，校务委员由5人组成，执行校内一切行政事务。当

时，嘉应大学学生会还出版有《嘉应大学杂志》。

1926年年底因时局动乱，嘉应大学的办学经费无法筹措，不得不于

1927年春停办。

师范教育的发展

1929年（民国十八年）秋，奉省当局令，
“

梅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

更

名为
“

梅县县立女子中学
”

，改制办初中，鉴于当时师资需要迫切，当任校

长张淑琼还是招收了乡村师范科一班；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省当局又以
“

经费支约
”

，办学困难为由，下令撤销女师并入梅县县立中学，幸而当时

社会人士和国内外校友极力反对，当局才收回成命，学校才得免夭折。在地

方人士的支持下，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当任校长黄春英联络海内外校友，

集资建起了部分校舍，整修了校道（培风路）；同时以
“

为各县提供小学师

资
”

的理由，多次报请省当局，要求复办师范，终于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

年）秋经省当局核准，升格改名为广东省立梅州女子师范学校，并确定十月

十二日为女师成立纪念日。不料，1939年日寇入侵潮汕，滥炸梅城，而女师

地处城区，威胁甚大，为使办学得以继续，只好迁校至西厢堡角塘（今梅江

区城北镇曾龙先）租赁曾氏屋宇为校舍。次年敌势已挫，梅城恢复安定，再

迁回培风路原址继续办学。

3吧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秋，男师创办了，全称为广东省立梅州师范学

校。初办头四年（即至1941年），校舍设备俱无，校长一职亦由农校校长黄

遵庚兼任，形如农校附设。从1941年（民国卅年）4月1日起，才奉令开始独



立设置，委任廖英华为校长，但仍用农校整座西楼为教室，另搭竹篷为厨

房。其时男师已设有师范班、附小和小学教员进修班。1942年，选择定梅县

城东饶公桥附近地段为校址，筹备兴建新校。1944年7月，叶贤接任校长后，

在抓好对学生的培养、培训工作的同时，抓紧了新校的建设、教学设备的充

实和环境整饰等项工作。1946年获省当局拨给饶公桥东岸十七亩土地供建校

之用。及至1947年（民国卅六年），新校初具规模，为学校此后的发展奠下

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秋，梅县解放。由中共梅州地委领导的梅州文教会派出侯璜、何

锦章、陈彬宗、吕家琢、古公尧、吴佩莲、王正烈等人接管了梅州师范。同

年10月6日，根据梅县军管会的命令，
“

男师
”

与
“

女师
”

合并，以
“

广东梅

州师范
”

为校名（简称
”

梅师
”

），
“

男师
”

所在地饶公桥畔为校址，侯璜

为校长。接管和并校后，即行取消了国民党时期设置的政治课程和训育制

度，积极解决办学经费、校舍、设备、教材和师资等实际问题，使梅师很快

恢复和建立了正常教学秩序。

建国后头四年，特别在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精神贯彻后，梅师明

确了面临的紧迫任务；办好正规师范教育和开展短期师资培训工作，尽快输

送人才，以适应师资的迫切需要和支援国家建设。1950年8月，侯璜校长调离

梅师到他校任职，由何锦章接任校长。

梅师由于贯彻了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实行了人民助学金的政

策，正规的师范教育和师资培训工作都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当时，梅师声望

较高，被誉为
“

小学教师的摇篮
”

，是省重点师范之一，1958年省教育工作

会议决定收缩重点面时，梅州师范和长沙师范（开平县）仍保留为省重点。 将
1958年遵照省教育厅指示，培训工作转为培训初中师资，面向汕头专区 夫3

19个市县，连续三年办了三期，培训结业215人。同年50名应届毕业生奔赴福 4劳元
建龙岩专区，支援山区发展教育。由于

“

大跃进
” 影响，教育也

“

大发 吨g吩

展
”

，急需师资。1958年秋，梅师奉令采取
“

提前毕业
”

做法，以适应需 珩

要。1960年，大埔、蕉岭在
“

大发展
”

时办起的师范学校下马，部分学生并

入本校，梅县办的艺术学校、体育学校也下马，部分学生也并入本校。根据♂ι
省教育厅饶璜湘副厅长指示，梅师开展了学制改革试验，设置四年制中师

（文理科），以培养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师资。当年秋，面向汕头专区



将

各县招收四年制中师6班，三年制中师2班，接受梅县委托招收幼师1班。

1962年，按梅县教育局意见，寄设梅县教师进修学校，并由梅师领导人兼任

校长。

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
“

文化大革命
”

浪潮，梅师无例外地

受到了冲击，处于
“

停课闹革命
”

实际上是瘫痪的状态。至1968年秋，当梅

师68届（实际上也是最后一届）毕业生离校后，学校实 存 一个空架子。 同年

11月根据梅县专区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梅师、梅农、卫校和专区政法系

统合并组成
“

梅县专区第二干校
”

，教师和干部成为在干校劳动、
“

学习
”

的学员。此后几年，梅师这个空架子都不独立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师范学校遭到了极大的摧残：1966年至1969年，四年

停止招生、办学，教职员工全部被编入
“

五七干校
”

参加劳动。按照当时的

“伟大战略部署

用，教学设备、仪器、图书、档案、资料散失严重，至1970年后才开始逐步

恢复。

1970年4月12日，成立了
“

梅县专区师范学校筹备领导小组
”

。5月18

日，任命黄一清为校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开始复办师范。鉴于当时的教育形

势，复办师范只能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要任务，这就偏离了中等师范以培养

小学教师为主的方向。 同年7月22日，
“

梅县专区师范学校革命委员会
”

成

立，由黄一清任校革委主任。11月5日，改名为
“

梅县地区师范学校革命委员

会
”

（简称
“

地师
”

）。

1972年5月，地师迁回饶公桥畔原址。

朱启 梅州高教新开端

才怂3 r 1977年冬，全国高校招生恢复统考。 地师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珩 下，经省高教局核准，开始招收师范大专新生，办起了师范大专班。1978年

7月，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派钟恕来地师大专班任副校长，主持办学。1980年

3吃 1月，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派陈望平任地师大专班校长。在此期间，地师全力以

赴办好师范大专班，补充师资力量，充实教学设备，改善办学条件。

1982年4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嘉应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嘉应师专）成



立，为省属地区性的高等学校，主要面向本地区招生，以培养初中教师为主

要目标。它的成立，标志着梅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梅县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开端。

嘉应师专成立后，进行了 一系列的基本建设。首先，加强了管理机构的

建设。师专成立时的行政管理机构是由地师大专班承接过来的，属普教系

统，由地区 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师专属高教系统，由省地双重领导。为了适

应师专发展的需要，地区经报请省主管部门批准，1982年12月委派黄桐任师

专副校长，主持师专工作，并提任梁普卿为副校长。1983年7月，地委批准师

专成立校党委会，由书记杨元，副书记黄桐，委员梁普卿、钟鸣组成。校级

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人事科、教务科、总务科。1984年秋增设成人高等教

育科和党委宣传科。1985年冬增设保卫科、档案室。1986年初增设党委纪检

组。经过管理体制改革， 已建立和健全了管理制度，各项管理工作在实施中

不断完善。

专业设置逐步齐全。师专成立时，设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英语

五个专业科。1983年秋增设政史、生物两个专业。1984年夏专业科改为专业

系的设置。 1985年秋增设 地理系。以上八个系学制均为三年。 1985年和

1986年开设了中文干部专修科。1985年秋，经报省高教局同意开设夜大和函

授部，开始招生，并于1986年4月经国家教委正式核准。教师队伍经过调整和

补充，不断得到扩大和提高；校舍和设备也得到扩建和充实。1983年起编辑

出版了《嘉应师专学报》。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贯彻后，梅县地区对普及九年

制教育作了规划，对师资的需求量更多。为适应这 一需求，师专的办学规模

还需扩大。同时根据省高教主管部门意见，师专自1986年起，把中文、英

语、数学、地理四个系改为二年制；生物、化学合并为生化系，和政史、物

理一样仍实行三年学制。

1985年4月，在各界人士的倡议、积极奔走下，于1924年创办、1927年停

办的
“

嘉应大学
”

复办，1988年秋，嘉应大学与嘉应师专合并，统称嘉应大

学。2000年3月，教育部发文批准，嘉应大学与嘉应教育学院合并升格为普通

本科院校，定名为嘉应学院。

2000年升本以来，嘉应学院在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注重走内涵发

爷
知你
g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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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路，多管齐下提高办学质量。

2006年，学校以广东省同层次同类型高校的最好成绩即良好等级通过了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09年，正式启动申请硕士学位建设单位的

工作，确定了汉语言文学、化学、历史学等三个学科为
“

申硕
”

建设学科。

2008年，成立了大陆首家客家学院，把优秀客家文化传统教育融入到本

科生、研究生教育的课堂。

2011年12月，成立客商研究院，并筹备申报广东省示范性软件学院，将

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与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更好地服务梅州经济

发展需要。

为振兴梅州
“

足球之乡
”

，2012年，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运动训练（足

球）专业。 与梅州市合作成立
“

足球文化研究中心
”

，探索
“

省队校办
”

体

教结合新模式，与广东省体育局共建广东省女子足球队，为
“

足球之乡
”

培

养和输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同年12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专业委

员会在嘉应学院挂牌，标志着该校成为全国客家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今天的嘉应学院是一所环境优美、设施齐备的现代化本科大学。 学校占

地面积1700亩，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教仪设备总值1.8亿元，拥有设备先进

的实验室35个，藏书200多万册。 现有专任教师1150人（教授108人、副教授

350人，博士101人、硕士610人），面向全国17个省（市、区）招生，在校全

日制学生22983人、成教学生15131人。 共设19个二级学院、2个公共教学部、

50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

史学、农学、医学和艺术学等11大学科门类，是广东省同层次、同类型高校

中学科专业门类最为齐全的高校。 学校还设有40多个研究所，其中客家研究

院被列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省客家学研究基

地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百载春秋，铸就辉煌。 回望百年，嘉应学院走过一段风雨兼程跨越发展

的办学路，以主动的姿态闯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目前，学校遵循

d吃 “

教学服务型
”

办学定位，积极实施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努力办好应用型

优秀本科教育，尽快取得硕士学位授权资格，创建国内知名特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