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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惠师的前世今生
李玉德 于林山

千古不绝的黄河，哺育了亿万黄河儿女，滋养了如诗
如画的名山大川，也孕育了一座文脉传承不绝的历史文
化名城——武定府。名河育名城，名城育名校。惠民师
范学校就在此创立。

武定师范讲习所（1904 年）→武定初级师范学堂
（1909 年）→惠民县单级教员养成所（1912 年）→惠民县
立师范讲习所（1916 年）→山东省立第六乡村师范学校

（1931 年）→山东省立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3 年）
→渤海公学（师范班）（1945 年）→渤海后期师范学校

（1948 年）→山东省立惠民师范学校（1950 年）→山东省
惠民师范学校（1952年）→东方红学校（1967年）→山东省
惠民师范学校（1971 年）→滨州师范专科学校惠民分校

（2003 年）→滨州学院初等
教育学部（2005 年）→滨州
学院初等教育学院（2006
年）→滨州学院教师教育学
院（2013 年）→山东航空学
院教师教育学院，百余年
来，惠民师范随着时代演进
不断改革调整，师道传承弦
歌不辍，终成鲁北名校。

对广大惠师人而言，
那是知识的殿堂，也是梦
想起航的地方。

百年文脉传承

惠民师范，坐落于惠民县城东
南方位，正是黉门的最佳位置。

惠民县城，地处华北平原，有
着悠久的历史，夏属兖州，商为蒲
姑国地，秦为厌次之邦，西汉时为
平阳公主封地，东汉设乐安郡，隋
唐为棣州城。北宋崇宁元年，加修
棣州，重划市井，定民居，建衙署，
前后九年时间建成了形制宏伟、功
能齐全，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军事
重镇——棣州城。棣州城呈矩形，
设东南西北四门及瓮城，以十字街
为轴线，采用棋盘式格局，构成街
道网，城墙坚固耐用，巍巍峨峨。
明初改为乐安州，并建汉王府，成
为华北重镇。明宣宗武力平定汉
王朱高煦叛乱后，棣州更名为武定
州。清雍正十二年，武定州升格为
武定府。解放战争时期设渤海区，
解放后为惠民专署驻地。

惠民师范文脉肇始于 1904 年
设立的武定师范讲习所，讲习所前
身是明清时代的武定试院。此地
人杰地灵，武定试院走出了很多名
人，比如清代大学士李之芳、儒学
大家劳乃宣。

武定师范讲习所，是惠民一带
第一所师范学校，在清末民初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为当地教育事
业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推 动 作 用 。
1909 年（宣统元年），武定初级师
范学堂建立，校址在原敬业书院西
面房舍（东面房舍为中学堂校址）。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民
国政府将武定府师范讲习所改建
为惠民教员养成所（校址在今老县

委处），由高昌荫任所长、宋连芬等
为教习。1916 年更名为惠民县立
师范讲习所，校址在文庙戟门前院

（今老县委处），高昌荫仍为校长。
1931 年6 月，又改立为山东省立第
六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惠民县城

（原惠民县粮食局处），由常子中任
校长。1933 年，又更名为山东省
立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又称惠
民乡师，校址在府衙，原惠民县粮
食局处），由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
王绪兴任校长。其间，在山东开展
乡村建设实验的梁漱溟和时任省
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曾亲临指导。

1937 年“七七事变”，日军大
举南侵。同年 9 月，国民政府山东
省教育厅通知全省各县教育科及
各中等以上学校组织师生南下流
亡，目的地暂定河南许昌。1941
年，中共清河区抗日民主政府决定
恢复师范教育，借用惠民乡师滞留
下的师资力量在博兴一带创办清
河师范学校（校址在博兴境内），由
相炜任校长。1942 年7月，为纪念
抗日英烈马耀南，清河区将清河师
范学校改为耀南中学（校址仍在博
兴境内），刘冠甲任校长。

1944 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
区合并为渤海区。为加强干部教
育，渤海区委决定，将耀南中学与
建国中学合并，改称“耀南公学”

（校址在博兴境内）。1945 年 8 月
全区解放后，为发展教育、培养师
资，耀南公学迁往惠民中学（地址
为原惠民师范校址），改称“渤海公
学”，陈梅川任校长，刘冠甲任副校

长，设师范班。
1948 年 6 月，中共华东局在青

州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师
范教育，由渤海区负责实施。渤海
区积极落实这一重大决策，并派行
署教育科科长关锋及李青田、王
靖，还有渤海公学副校长刘冠甲等
负责筹建。经数月紧张筹备，于
1948年10月暂借惠民城东北马画
匠村旧庙和民房作为临时校址，正
式开课。12 月 17 日举行开学典
礼，校名初为“渤海后期师范学
校”，由关锋任校长，李青田任党支
部书记，刘冠甲任副校长，王靖任
教务主任。因此，这一天被定为惠
民师范“校庆日”。入学后，学生学
习及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初招 6
个班，学生 312 人，学制分为一年
制和二年制。学生所用教材，部分
使用晋察冀边区初中课本，部分自
编。

1949 年春，渤海后期师范学
校迁至惠民县城内西门街，6 月迁
至渤海公学校址，至 2003 年并入
滨州师专前，校址未变。

1950 年 5 月，惠民专区成立
后，“渤海后期师范学校”更名为

“山东省立惠民师范学校”。1952
年春又改为“山东省惠民师范学
校”。1967 年曾改为“东方红学
校”，1971年恢复原名。到1998年
底，该校有教职工 119 人、在校生
970 人，为鲁西北地区第一所规范
化中等师范学校，跨入省级先进学
校行列。

建校后，学校实行校长负责

制；1968 年后，实行工宣队指导下
的革委会主任负责制；1976 年后，
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革委会主任
负责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增设
校长办公室；1980 年恢复党支部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设教务
处、总务处和校长办公室。

2002 年，滨州市委、市政府根
据形势需要，作出对滨州中高等学
校整合的决定。2003年2月，根据
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惠民师范
学校和博兴师范学校并入滨州师
专提上议程，首次提出教育学院、
电视大学及惠民师范、博兴师范等

“由五点办学为一点（滨州师专）集
中办学”。2003 年 6 月，惠民师范
变更为滨州师专惠民分校。2004
年 5 月，滨州师专升格为滨州学
院。

2004 年 10 月，惠民师范学校
和博兴师范学校整体迁入滨州学
院。2005年2月，原惠师和博师组
建滨州学院初等教育学部。同年，
教育科学系成立。2006年9月，初
等教育学部更名为初等教育学院。
2011 年6月，滨州学院成立教师教
育学院。2013 年 12 月，初等教育
学院并入教师教育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的院训为指导，以教师教育理论和
实践研究为己任，统筹兼顾教师教
育学术性和师范性，探索新型开放
的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基础教育输送“爱教、能
教、乐教”的合格师资。

红色血脉流淌

中共建党初期就为惠民师范
种下了红色基因。

1926 年 7 月，济南第一师范学
生、共产党员苏亦农（又名苏登元，
惠民县朱苏庄人）受中共山东地方
执行委员会派遣，到惠民县立师范
讲习所任教，开展党的工作。苏亦
农和省立四中学生邵之镜共同创
办不定期油印刊物《红光》，以歌颂
光明、抨击黑暗为办刊宗旨。《红
光》创刊号一问世，就以鲜明的主
题、深刻的笔调展现在读者面前：
封面上刻印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
日，象征着光明即将到来；刊内发
表了邵之镜写的小说，以明快的笔
触、细腻的情节，描写了一位农村
姑娘的悲惨命运。字里行间揭示
了这样一个哲理：唯有不怕邪恶，
同黑暗抗争，才能握住本来属于自
己的命运，到达光明的彼岸！《红
光》的出刊，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
响。1930 年代初，上海谭正璧编
纂的《全国刊物简介》，将《红光》收
录其中，并注明出版地址为山东惠
民。

山东省立第六乡村师范学校
创设之后，正处于东北沦陷时期，

是时师生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有
一名教师是东北人，每到“九·一
八”这天，不出房子、不吃饭，含泪
怀念家乡。1933 年春，学生建立
了“读书会”“新文字学会”“学生
会”等进步组织，阅读革命书籍，
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6 年，乡
师学生踊跃参加各地开展的援绥
抗日活动，组织街头宣传募捐，慰
问察绥抗日将士等。“西安事变”
发生后，学生奔走相告，连夜开展
辩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
声遍及全校。教师杨震亭在学生
中宣讲国共合作的背景及重大意
义。在各进步团体组织影响下，学
生中的进步力量逐渐扩大。

1936 年秋，因校方翻查进步
书籍，监视阻挠师生进步活动，师
生极大愤慨，当即罢课，在校内、街
头张贴标语，向学校当局提出质
问。校方面对学生的正义言辞，哑
口无语，但仍继续采用暴力，开除
学生张建勋等两人学籍，另有几名
学生被记过。学校当局为尽快平
息学潮，是年冬提前放寒假，1937
年初开学时又勒令几名进步学生
退学。

1937 年夏，国民政府山东省
教育厅为破坏惠民乡师和平原乡
师革命活动，下令将两所学校教师
对调。熊秀山带着张寿民等一批
教师由平原来到惠民，中共党员刘
顺元、刘青林、马霄鹏相继到惠民
任教，在中共鲁北特委领导下进行
抗日宣传，发展党的组织。马霄鹏
于当年 9 月在惠民乡师建立了“民
先”组织和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
记。这是惠民县第一个中共党支
部。不久，刘洪恩、万晓塘、吴可
杰、孙泉祥、刘桂阳、于镜清、李书
亭、聂兴汉、王大昌、刘思清等十余
人被发展为党员。

1937 年9月，惠民乡师南下流
亡。流亡前，中共地下党组织于
一 天 深 夜 在 学 校 礼 堂 内 召 开 会
议，鲁北特委赵明新传达了中共
北方局的指示，号召“共产党员脱
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会后，万
兴诗、刘洪恩、孙泉祥、李书亭、于
镜清、王大昌、聂兴汉、刘桂阳、刘
青林、姚思清诸人分赴惠民、阳信
等地，组织乡农学校，筹备武装，积
极开展游击战争。

流亡中，惠民乡师、惠民四中

等学校组建临时党支部，马霄鹏任
书记。1937 年 11 月 11 日，马霄鹏
按照党组织指示，将“民先”队员孙
殿甲、李元清、杨震霆、吴可杰(地下
党员)、王仁恭、聂兴汗等青年学生
共九十余人送往山西临汾，进入我
军军校学习。刘锡庚、李秉剑、牛
斐然、孟昭义等 24 位同学先逃到
徐州，再逃往开封，同难民一起在
街头流浪。12月中旬，他们在开封
龙亭经前任校长王绪兴介绍，由八
路军西安办事处组织送往泾阳县
安吴堡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从此
走上了革命道路。

南下期间，冯子彬和部分同学
弃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学习。其余大部分师生西迁，与山
东其他流亡中等学校合并为国立
第六中学，校址在四川绵阳、梓潼
等县区，在梓潼的为国立第六中学
第一分校，学生均为山东流亡学校
中师范学校的流亡生。流亡中，有
的师生奔赴延安，有的在当地参加
抗日游击队，有的参加党的地下组
织。

在革命斗争中，师生们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鲁北基础教育中坚

惠民师范从 1904 年创立之初
就高度重视教师品德培养。尤其
是 1948 年恢复师范教育后，中共
渤海区委和学校注重强化师德教
育，全面提高教师职业素养，逐渐
形成良好的师德师风。众多毕业
生谨遵“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校
训，努力成为教书育人践履笃行典
范。

从恢复师范教育到今天，惠民
师范培养了众多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名师、山
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特级教师、
齐鲁名校长、齐鲁名班主任、优秀
企业家等优秀人才。学校培养的
众多优秀中小学教师至今仍是鲁
北基础教育的中坚。很多优秀毕
业生担任中小学甚至高中校长、副
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成为支撑
基层教育大厦的“栋梁”，有的还担
任党政领导职务。

惠民师范并入滨州师专，是滨
州市委、市政府站在新世纪新高

度，顺应趋势，抢抓机遇，面对滨州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优化滨州教育结构的重大举
措。今天的山东航空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仍在摸索中前进，在某些领
域已取得了不菲成绩。

惠民师范的百年发展历程告
诉我们，教育改革的道路虽然艰
难，但只要坚持初心，就一定能够
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优秀人才，
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作者简介：
李玉德，男，山东阳信人，就读

于惠民师范82级生物专业班，毕业
后从事一线教育工作，现为山东省
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协会员、
阳信县作协名誉主席。

于林山，男，山东航空学院副
教授，1981 年毕业于惠民师范，后
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发展
中心学习，现为中国心理学会会
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二级人
力资源管理师。

西江月•端午闲坐
马明德

室外骄阳如火，新蝉树上轻歌。忆
思早岁白河波，是日争先龙舸。

崖岸骤闻锣响，旗亭对酌颜酡。无
名岛上竚青娥，品赏沈公名作。

晨逢秋雨后所见
仇树勇

晨来疏雨望天寒，叶落西风寝未安。
一目残荷霜染鬓，两方奇石雾飞峦。
拈词信步真如是，着意精神似这般。
陌上无尘君且住，今秋胜比早春看。

沁园春•赞南水北调工程（新韵）
韩淑静

调水传说，世纪风云，际会梦成。望
江流北上，直达京冀；川河东进，延引潍
青。 春鸟啼深，秋实获盛，如锦江山画里
行。应须念，这蓝图谁赋，建设谁兴。

推称东线工程，最应绘一腔水利情。
忆开渠提水，冒寒连暑；攻艰设计，同振
相承。迷雾终开，烟霞将聚，誓把青春铸
令名。凭谁问，赞水天叠翠，文旅纷呈。

一丛花•栀子花开
卢玉莲

幽香忽趁晚风来，疑自月中开。梨
云冉冉描难就，问谁人、植此仙胎。扮我
轩窗，传他佳事，无意巧安排。

也宜清赏也宜钗，脉脉共澄怀。数
年相对如初见，露华凝、又染眉腮。忘却
炎嚣，携将永日，和韵寄新裁。

沉积岩（新韵）
唐海民

一层一景若年轮，亘历高压得铸魂。
原是散沙无硬骨，今成坚体有强筋。
辉煌未忘劫和难，落寞犹明惠与恩。
何以谦谦卑自牧，崇山不过聚微尘。

送儿赶考
王广峰

老树抽芽向密林，几经霜雪始来今。
何须探首谢家院，犹自怜儿寸草心。
辗转三城千里远，奔忙两地五年沉。
贤愚已是浮云散，从此天涯展逸襟。

临江仙•垂钓（新韵）
王涛

碧水清芦翠柳，和风丽日微云。池塘
边上养精神。短竹擎钓趣，青眼探浮沉。

长线抛开琐事，弯钩钓起童心。依稀
昨日眼前真。鱼儿今负我，我负旧时春。

暮春徒骇河公园遐思
郭希良

倏忽已春暮，心中百感浮。
无风花自落，恋蕊蝶还忧。
追逐燕声乱，轻飘杨絮稠。
闲人依柳下，遥望水东流。

巫山一段云•冯家海产市
场书所见

李建玉
商贾联翩至，鱼虾四海来，马龙车水

满长街，春意已盈怀。
富庶都钦羡，操劳孰可挨。休嗟命

数恁般乖。砥砺出英才。

西董大杨庄油菜花
布汝奎

只此青山角，逢春变画廊。
村东人邂逅，路畔客徜徉。
有约何愁远，多情不畏忙。
风经油菜地，散落满城香。

山东省惠民师范学校的
校门承载着众多惠师人的青
春记忆。

山东省立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
校，又称惠民乡师，校址在原惠民县粮
食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