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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践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推进四川师大跨越式发展
——庆祝四川师范大学建校 sO周年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高林远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 封小超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前

夕 ,四 川师范大学迎来 了建校 50周 年纪念 日。50

年来 ,特 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四 川师范大

学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大胆创新 ,努 力开创学校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不

断开拓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境界 ,奋力推进四川

师大跨越式发展 ,为 国家特别是四川的教育事业、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抚今追昔 ,我们师大人感慨万千 :如果没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没有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指引 ,就没有在艰难中奋起的四川师大 ,

就没有四川师大今天这样令高等教育界瞩目的跨越

式发展成就。

一 四川师大的昨天与今天

四川师大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人文资

源 ,其前身是 1923年成立于沈阳市的东北大学。抗

日战争时期 ,东 北大学迁 至 四川省三 台县。1946

年 ,东北大学迁回东北 ,该校部分留川师生在三台建

立了川北大学。1952年 ,人 民政府以川北大学为主

体 ,合并川东教育学院以及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的

部分专业 ,在 南充正式成立了四川师范学院。1956

年 ,四 川师范学院迁到成都。1985年 ,经 四川省人

民政府批准 ,学校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现有教职工 3000余人 ,教授、副

教授 1000余人 ,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的青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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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占相当大的比重。现有文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

院、历史与旅游学院、经济学院、政治教育学院、教育

科学学院、艺术学院、数学与软件科学学院、物理与

电子工程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学

院、资源与环境学院、信息科学系、体育系、成人教育

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南洋学院刂舞蹈学院、开元学

院、初等教育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文

化传播学院、国际商学院、现代艺术学院、视觉艺术

学院、外事学院、生态旅游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

分院、英华美学院、草堂校区、航空港校区和幼师教

学部等 36个 院系和教学单位 ,设 有 ⒛ 个研究所

(室 )、21个教学研究中心、钔 余个本科专业。有科

学硕士授权点 32个 ,并拥有招收在职硕士、教育硕

士和同等学力研究生资格。另外 ,还有 30个省级以

上的重点学科、重点课程、重点实验室和基地。现有

各类在册学生 56000多名 ,其 中全 日制学生 37000

余名。以全国本科大学最少的国家生均投人(发达

地区的 1/10、 全国平均的 1/4、 四川省的 1/2),取 得

了最快的发展 ,10年招生增加 12倍 ,1992年 新生

1IO0人 ,⒛02年全 日制新生 13000多人。

迄今为止 ,四 川师大已经走过 了 50年的历程。

5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三届 四中全会 以来 ,在 四川

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和四川省教育厅的领导下 ,四

川师大广大师生员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按

照江泽民同志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要求 ,坚持以发

展为主题 ,以 专业结构调整和学科建设为主线 ,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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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动力 ,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校

的精神 ,紧紧抓住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特别是西

部大开发的机遇 ,努力拓展学校发展空间 ,在 比较短

的时间内 ,实 现了办学规模大发展、办学条件大改

善、办学层次大飞跃 ,教 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稳步提

高 ,学校一跃成为四川省属院校中规模最大、学科门

类最为齐全的重点师范大学。

二 跨越式发展的路径

四川师大在近 10年的发展历程中 ,准确把握时

弋特征和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 ,确 立学校发展的指

导思想和原则。四川师大发展的显著特点是 ,立 足

于学校实际 ,以 育人为中心 ,以 改革为动力 ,各 项工
·
=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这 10年 ,成为四川师大

霆亥以来学校发展最快、综合办学能力最强的历史

玎甲 ,成为四川师大学校面貌变化最大、办学条件改

譬最好的历史时期 ,成 为四川师大全体师生员工得

三买惠最多、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历史

玎手 ,成 为干部和教职员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开

≡亡~舌 、发奋工作、精神面貌最好的历史时期c经过

∶∶÷年的辛苦探索与不懈努力 ,四川师大走出了一

景L会公认的低成本、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道路。

=川
师大的跨越式发展 ,是 指四川师大在适度

莛π歹张办学规模的基础上 ,通过观念转变、体制改

≡ Ⅱ刮创新 ,聚集并发挥同类型省属大学所不具有

或丁≡全具有的办学规模之比较优势、后发优势 ,抢

三鬲孚教育发展的制高点 ,在全新的起点上 ,超越某

些文展玢段 ,用 相对 比较短的时间全面提升办学的

贡量

^涵
,稳步提高办学的效益和质量 ,加快发展速

贾:辽 是符合学校实际的内涵式发展模式 ,这 是校

茭妥 灰行政深刻分析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学校面

艋万弓蒡和任务作出的战略决策。沿着这一思路 ,

匹 丽丈探索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显著师大特

Ι万挎逆式发展路径。

一 多渠道合作办学 ,超常规健康发展

≡Ti、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 ,四川师大党政领

导吏于鼓J前瞻的视觉 ,确 定了运用多种办学模式

歹Ⅰt芋△摸的发展思路。1995年 ,四川师大经过

多T亏讧 .在 尚无先例的情况下 ,大胆尝试 .探索了
—泗新

=△
学模式 ,与 当时一个没有品牌优势但有

箨贤皮管理优势的社会力量办学单位—— 四川影视

=丈
过嗲芋技联合办学 ,在 公办大学下面创建了一

k蛋 民冖i制运行的二级学院—— 四川师大电影电

视学院 ,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一个编制 ,填补了西

南地区影视学院的空白。至今该院七届毕业生都非

常抢手 ,从 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到处都有四川

师大影视学院的学生。此举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

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同志在视察后给予了

充分肯定 :“ 这是对现有办学体制的一次突破 ,事 实

证明它是成功的。
”
以后 ,学校又与一些企业 以及其

他学校合作 ,陆续创办了一批按照新机制运行的二

级学院。这些学院 ,不仅没有增加政府的投人和学

校的经济负担 ,而且还盘活了社会和校 内的一部分

教育资源 ,降低了办学成本 ,为学校扩大办学规模和

办学优势提供了重要条件。1992年 ,四 川师大每年

招收的新生只有 1100人 ,在校生总数不到 5000人
,

而到 ⒛02年 ,学校招收的学生已达 13000多人 (不

含成教学生 ),在 校全 日制学生达 37000多人。从

办学条件上看 ,学校大幅度地加大了投人 ,仅最近两

年的教学设各经费投人就超过了过去 钾 年的总和。

学生公寓总面积从 3万多平方米增加到 zO多万平

方米 ,学校占地面积从 500亩扩大到 3000亩。学校

图书馆藏书量达到近 ⒛0万册 ,是 四川省第三大图

书馆。

如今 ,四 川师范大学已形成校本部、其它校区以

及二级学院三大办学板块 ,完 成 了整体发展思路中

的第一步跨越—— 扩大规模。

(二 )大规模扩大招生 ,高质量培育人才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教学管理难度的增加 ,

如何在规模扩大和新生录取线下降的情况下稳步提

高教学质量就成了四川师大党政班子和全校师生员

工十分关注的问题。为此 ,学 校召开
“
进一步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动员大会
”
,提 出了《四川师大教育质

量行动计划》,进一步修改、完善和制定了有关的制

度和规定。以此为标志 ,学校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

移 ,从做大转向做强 ,开始了第二次新跨越。

为了把学校做强 ,全校教职员工牢固树立起以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质

量观和人才观 ,确 定了
“
培养具有基本素质、基本理

论、基本技能 ,为基础教育服务和适应多元化社会发

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
的培养 目标。为此 ,学校采

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建立起以学校党政一把手和

各院系一把手为教学质量第一责任人的教学质量保

证体系和新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由于制度健全 ,

措施有力 ,极大地激发了各教学单位的积极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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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各显神通 ,创 造性地采用了许多新的手段 ,大力

培育学校的学术氛围 ,使学生养成"精研学术、立志

成才"的 内在品质。高质量的课堂教学、高水平的

学术讲座、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不 仅拓宽了学

生的知识领域 ,而且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 ,

考研人数大幅度增加。⒛02年 ,报考研究生的学生

人数和被录取的学生数 比上一年增长了 90%以 上。

同时 ,四川师大学生参加各类 比赛也取得了骄人的

成绩 ,仅 ⒛01年 ,就获得了包括全国挑战杯科技论

文一等奖、三等奖 ,全 国高校外语竞赛一等奖 ,爱立

信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西南赛区第一名等奖

项。此外 ,一些学生还在专业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学

术论文 ,显 露了我校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能力和

水平。

(三 )大 幅度专业调整 ,多 学科交融发展

近 ⒛ 年来 ,特别是最近几年 ,在 改革开放路线

的引导下 ,四 川师大充分整合原有教育资源 ,已 建成

为融专科、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成人教育、高校师

资培训、全 日制教育和其它教育形式为一体 ,文 、理、

工、艺、体、职教 (经济、法学、管理等学科齐全的综合

型师范大学。1992年 ,四川师大只有 10个系 10个

单一的师范专业 ,现在已经发展到 32个 院系、40余

个师范和非师范专业。

四川师大党政班子就认识到 :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 ,在 需求多样化的社会 ,特 色就是质量 ,

特色就是水平 ,特色就是生命。四川师大的办学特

色就是
“
重基础与多元化

”
。在此思路的统摄下 ,四

川师大加大了专业调整力度 ,在 进一步巩固师范专

业传统优势、加大教师教育力度的基础上 ,又根据四

川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相 继办了一大批非师范专

业 ,从而实现了多学科交融发展的办学理念 ,并 为学

校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奠定 了坚实的基

础。

三年前 ,学 校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 ,创 建了
“
按

类招生、分流培养
”
的

“2+2” 人才培养模式 ,即 凡是

既有师范又有非师范的本科专业的院系 ,学 生进校

后 ,先不分专业和专业方向,也不分师范和非师范 ,

前两年 ,集 中学习共同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公共

必修课 ,后 两年 ,再根据人才市场的导向和学生的学

习情况、兴趣特长 ,按 师范、非师范以及非师范中不

同的专业和专业方向 ,进行分流培养。这种做法不

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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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家长、社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也 有利于

提高学校的办学活力与办学质量。

(四 )高 素质师资队伍 ,高 水平科研成果

高水平的大学需要高水平 的人才来构建和支

撑。在四川师大 ,师 资队伍建设历来是学校的
“
一

号工程
”
。

“
九五

”
以来 ,四 川师大在认真总结 以往

师资队伍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对学校师资队伍的学

历结构 、职称结构、年龄结构以及整体水平作了细致

的分析和诊断 ,提出了
“
构筑教育人才高地

”
的战略

目标 ,并 采取
“
内稳外引、注重培养

”
等强有力 的措

施 ,努 力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一方面 ,学校把培

养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作为四川师大师资队伍建设

的
“
龙头

”
,出 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鼓励 中青年教

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和到国内著名大学的重点学

科 、重点实验室学习深造。另一方面 ,学校还以优惠

的政策 ,广引高层次人才。通过努力 ,如 今的四川师

大已经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不少教师在相关学科

领域颇有建树 ,还有不少是 闻名全 国的学者。
“
教

育人才高地
”
正在四川师大崛起。

高素质的师资 ,必然形成高层次的学科建设和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经过教职员工多年来的不懈努

力 ,学校已经拥有了较强的学术力量和科学研究能

力 ,研究生授权点的数 目达到原来的 4倍 ,省 级以上

重点学科和重点课程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据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核查报道 ,四 川师大在过去 10

年间 ,按 被《SCI(科 学引文索引 )》 收录科技论文数

排位 ,居 全国高校第 67位 ,居 全 国高等师范院校第

8名 ,居 四川省高校 (不 含重庆市 )第 4名 ;应用科技

研究《金属有机研究高分子磁体的制造方法》于

I994年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 ,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

学校和其它单位联合开展的科研课题《大熊猫 DNA

指纹探针及 DNA提取方法的建立》;1998年 获国家

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设在四川师大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是全国少

数几个省属学校中,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人文社科研

究基地之一。

(五 )大力度基建投人 ,高质量校园环境

近年来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高校基

础设施与办学要求之间的矛盾日见突出。如何在扩

大办学规模的同时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不

仅是令许多高校头疼的问题 ,而 且还使高校扩招面

临尴尬处境。但在四川师大 ,学 生的学习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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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没有因扩大办学规模而降低 ,反 而得到了极大

妁改善。

前几年 ,四 川师大的教室、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

在四川省的高校中是比较差的。如何在经费紧缺和

扩招的双重压力下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 ,成 为

学校工作的一项
“
重头戏

”
。几年间 ,在 四川省人民

政府的关怀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 ,学校借助高校后

勤社会化的东风 ,通过多渠道集资 ,在校内校外新建

和改建学生公寓 zZ】 万多平方米 ,新建和改建教室

10多 万平方米 ,新建和改建学生食堂 3万多平方

米。在此基础上 ,学校一次性拆除六幢旧学生宿舍 ,

建成了近 15000平 方米的生态广场 ;拆 除旧的老年

活动中心和基建处库房 ,建成了绿化地和运动休闲
^场

;围绕 3000吨 蓄水池墙体 ,建成了史卷性的长

夏达 150多米的青石雕爱国主义艺术墙 ;学生宿舍

三讠职工住宅区随着物业管理的推进加大了环境建

11=力度 ,新建了一批绿化地和园林景点。今年学

I左环境建设上又进一步加大了投入 ,已 拆除一批

三亏。修建南校门生态广场 J匕校门绿化地。又启动
¨
t彩工程

”
,对全校道路、主干道路灯 ,建 筑物装饰

t丁 ≡≡改造。对流经校内的两条沟渠进行疏淘和绿

∷∶手此同时 ,学 校还将进一步加强同地方政府的

耻手。莰善校园周边环境 ,以 求校内校外协调一致 ,

t字三妁成长创建一个优美宁静的外部环境 ,为 学

可 △≡妁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氛围。

六)普教与成教并举 ,境 内与境外共生

=誓
通高等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 ,四川

汗Ⅰ父 k教 育事业也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学校

理可
=`教

育类学生 16000多名 ,专业基本覆盖了

晋通吾羊教育各个专业。四川师大还拥有中国西部

班三:1票 一个成人教育硕士点 (全 国第三家 ),同

∷ .二  I范 大学还是四川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 ,

正 差≡i师资培训中心和四川省高校干部培训中

~上 ≡美左四川师大 ,这 两个中心依托四川师大的

丽I廴 孛t享 条件 ,几年来为在川高校培训了不少领

导二≡≡圣人选 ,成为四川省培养高校教师和高校

颈寻二
==摇篮之一。

≡二三国内办教育的同时 ,四川师大还广泛开

雯玎小士·
=办 学与学术交流。学校于 1979年聘请

莩一Ι氵·罨教师来校讲学 ,标 志着对外交流的开始。

￡t二 :多 年的发展 ,四川师大已成为全国 27所招

<t夭 手奎孛主的大专院校之一和外国留学生攻读研

究生学位的学校。在过去的 ⒛ 多年中 ,四 川师大招

收了长、短期留学生数千名 ,先后聘请了上百名外籍

教师和专家来校工作。今年 ,四 川师大进一步拓展

对外合作领域 ,分别与美国托伊州立大学、东新墨西

哥大学、匹兹堡大学等大学签订《1-2-1中 美人才

培养计划》协议。四川师大学生在学校学 习一年

后 ,再到美国学习两年 ,第 四年又回到学校学习 ,可

以同时获得四川师大和美国的大学本科文凭与学士

学位 ,所 获文凭及学位为中美两国政府及国际承认。

四川师大的对外交流合作随着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

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态势。

三 跨越式发展的经验昭示

四川师大之所 以能在短短几年实现跨越式发

展 ,取得较大成就 ,就在于四川师大人始终坚持
“
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
”
的思想路线 ,与 时俱进 ,改革创

新 ,求 真务实 ,真抓实干。

(一 )转 变观念 ,坚持以发展为主题

四川师大在发展过程中 ,不断总结办学经验 ,重

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带领学

校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和江泽

民同志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并 紧密结合思想和工

作实际 ,深刻分析学校面临的新情况 ,解 决新问题 ,

特别是深刻认识到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的丰富内涵。

校觉政班子一致认为 ,只 有解放思想 ,紧 紧抓住机

遇 ,开拓创新 ,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 ,坚 持用发

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 中的问题 ,学校才能在社会上

立于不败之地。同时 ,学校的发展不仅是学生数量

的增长、校园面积与建筑面积的扩大 ,而且更应是教

育质量的提高、专业结构的优化和办学效益的增长。

而在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矛盾统一体中 ,各 方面

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 ,在 工作方法上不能不分

主次地齐头并进 ,学 校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

矛盾 ,确 定工作重心。前几年 ,四 川师范大学发展的

主要问题是学校规模小、办学成本高、综合效益差。

因此 ,学校当时就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大办学规模、降

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增强学校的经济实力方

面 ,改变
“
以条件定发展

”
的观念 ,树立

“
用发展创造

条件
”
的新观念。近几年来 ,随着

“
做大

”
这一战略

目标的基本实现 ,主要矛盾也随之变化 ,学校又及时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学校正

确处理学校发展的若干重大关系如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 ,数量规模 、结构与效益和质量的关系 ,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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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等等 ,大力提高教

育质量 ,开始了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的第二

次跨越式发展。

(二 )锐意进取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 ,全校师生员工

深人学习 ,认真领会。结合 自身实际 ,川 师大党政班

子意识到 ,把学校做大做强 ,最根本的动力是要改革

创新。如果不妥善解决观念问题、体制问题、教师知

识的更新问题 ,学校的发展就将受到制约。这三个

问题归根结底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来解决。在全国尚

未明确提出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的时候 ,四 川师范大

学已经先行一步 ,每年稳步扩大招生规模 ,不断完善

学校的软、硬件办学条件 ,从而使学校在后来全国高

校的大规模扩招中避免了陷人设施不齐、师资不足

的困境。同时 ,自 199S年 起 ,学校就开始探索新的

办学模式。在当时 ,建立二级学院在高校中间还 尚

无先例 ,但四川师大领导班子以前瞻的思路、大胆创

新的气魄 ,探索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多元化办学模式 ,

走出了一条具有显著四川师范大学特色的 ,并得到

社会公认的低成本、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道路 ,在

短短 8年时间里 ,四 川师大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

近几年 ,学校在机构、干部、人事、后勤、分配制

度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改革 ,精 简了机关管理

机构 ,实行了对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全员聘任制 ,

从
“
身份管理

”
转变为

“
岗位管理

”
,实行了

“
按劳分

配为主体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分配制度。体制

的改革和制度的创新 ,调 动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激发了广大教职员工
“
热爱川师大、建

设川师大、发展川师大
”
的⊥作热情和实干精神 ,开

创了学校工作的新局面。

(三 )求 真务实 ,扑 下身子抓工作

四川师范大学历经 50年风雨洗礼 ,形 成了
“
重

德、博学、务实、尚美
”
的校训。校训着意强调

“
务

实
”
的重要性 ,把

“
务实

”
作为办学方向和其它各项

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

在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培养对象方向 ,学校注意

联系师范教育的特征和中国实际 ,力 争办出高师教

师教育特色。50年来 ,四 川师范大学为中等教育培

养了大批优秀的高素质人才 ,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

中等教育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干部。

在各项具体工作 中 ,四 川师大人也本着实事求

是的原则 ,调查研究 ,掌 握情况 ,一 切从实际出发。

进人 90年代后 ,四 川师大领导班子进一步强调 ,要

把学校改革发展的 目标变为现实 ,最重要的就是要

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观。因此 ,四 川师大在实现校

风、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根本好转上采取了切实有

效的措施。一方面 ,学校通过思想教育使广大师生

员工清楚地认识到树立 良好作风的重要性。四川师

大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非 常注意发挥思想政治

工作在更新观念、统一认识、凝聚力量、促进学校发

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为师

生员工释疑解惑 ,引 导师生员工分析、解决现实和认

识上的问题 ,统一思想。另一方面 ,学校通过科学的

建章立制、规范的管理来促进 良好作风的形成 ,通过

改革内部管理体制 ,构 建起 了一个鼓励教职工奋发

上进、求真务实的运行机制。学校对基层单位 ,建立

了单位 目标考核责任制 ,对个人 ,建立了岗位考核责

任制 ,把 工作业绩 与津贴挂钩 ,营 造 出了
“
勤人多

得、懒人少得 ,能人受奖、庸人 出局
”
的 良好局面 ,充

分调动了广大教职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的积极性。

且持梦笔书奇景 ,日 破云涛万里红。已经驶上

快车道的四川师范大学正在描绘新的发展蓝图。依

据国家新世纪发展战略 ,洞悉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把

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是 四川师大进一步加快发展的

必然要求。四川师大决心在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指导下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弘 扬
“
重德、博学、

务实、尚美
”
的优 良办学传统 ,以 育人为中心 ,全 面

推进素质教育 ;适应 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需要 ,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的需要 ,优化人才培养

结构 ,大力加强学科建设 ;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机

制创新 ,构建并完善权责分明、管理有序、运转协调、

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不断加强与政府、

企业、兄弟院校及社会各方面的合作 ,努力拓展学校

发展空间。我们坚信 :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的辛勤努

力 ,仰 赖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 ,承蒙广大校友和社会

各界朋友的鼎力相助 ,四 川师范大学必将在跨越式

发展的历史征程中 ,为 把学校建设成一所西南地区

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齐、师范性和非师范专业并举

的名牌省属大学再书新华章 ,再创新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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