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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延安大学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大学、陕西省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中国革命圣地延
安杨家岭下，延河之滨。
学校依山傍水，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古老的窑洞群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风景独异。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成立于1941年9月，先后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
学、泽东青干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等8所
院校合并而成，校名由毛泽东确定。
延安大学的历史从陕北公学成立之日算起，可上溯到1937年9月。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大学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努力贯彻学用一致，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服务的方针，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艰苦办学，培养了数
以万计的具有献身精神和专门技能的优秀人才，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著名教育家吴玉章、周扬、江隆基、李敷仁等先后担任过学校校长；陈云、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
、徐特立、成仿吾、强晓初、李强、艾思奇、何思敬、刘泽如、刘春、陈康白等先后担任过延安大学
前身及所属院校的校院长；茅盾、于光远、张如心、何其芳、尹达、冼星海、范长江、周巍峙、何干
之、力群、沙可夫、周立波、艾青、萧军、沙汀、吴伯萧、钟敬之、舒群、陈荒煤、严文井、崔嵬、
田方、曹葆华、孙犁、沃渣、王式廓、张宗麟、张水华、袁文殊、张仃、王朝闻、荣孟源、吕骥、贺
渌汀、马可、江丰、石鲁、孙鸿儒、武衡、恽子强、赵飞克、杨作材、屈伯川、林华、华寿俊、武可
久、乐天宇、林迪生、郭琦、刘端菜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在这所学校任教、任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延安大学史>>

内容概要

延安大学是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大学生延安精神教育基
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和教育部机关党校培训基地。
学校依托六大教育基地，创办“窑洞大学”和“泽东干部学院”，充分发挥面向全国的革命历史和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功能，使其成为新时期延安精神的传播中心。
    延安大学在七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作风，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贯彻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向，努力建立健全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
、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贯彻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开展教育工作；实
行文化教育中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少而
精的教学原则；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法，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加强政治工作，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提倡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和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等等。
这些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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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延安大学在中国现当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大学
（1937-1949）　第一章　从陕北公学到延安大学的成立　　第一节　抗战初期延安干部教育的兴起　
　第二节　陕北公学　　第三节　中国女子大学　　第四节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第五节  中共中
央对三校的支持　　第六节　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第二章　延安大学在整风运动中的调整与壮大
　　第一节　延安大学的整风运动　　第二节　两次合并与延安大学的发展壮大　　第三节　延安大
学在整风中的审干　　第四节　延安大学的大生产运动　第三章  陆续并入延安大学的五所院校　　
第一节　鲁迅艺术文学院　　第二节　自然科学院　　第三节　民族学院　　第四节　新文字干部学
校　　第五节　行政学院　第四章　教育改革后的延安大学　　第一节　行政体制与组织机构　　第
二节　教育方针与教学制度　　第三节　社会活动和文体活动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民主管理
　　第五节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大学的办学成就与特色　第五章　解放战争中的延安大学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延安大学的变迁和教育活动　　第二节　转战陕甘晋，实施战时教育　　第三节　重返
延安后学校的恢复与发展　　第四节　制定建校新方针、恢复新型正规教育　　第五节　延安大学分
校　　第六节　党团组织与校长负责制　　第七节　延安大学附属单位　　第八节　解放战争时期延
安大学的办学成就与特色第二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延安大学（1949-1977）　第六章　延安大学的
恢复重建　　第一节　延安大学易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第二节　恢复重建初期的延安大学　　第
三节　延安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第四节　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
延安大学　  第一节　在曲折中发展  　第二节　动荡不安的岁月  　第三节　教学与工作秩序的逐步恢
复第三编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延安大学（1977-2007）　第八章　健康发展的延安大学　　第一节　拨
乱反正、确立教学科研工作的中心地位　　第二节　教学与科研　　第三节　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
作　　⋯⋯　第九章　稳步发展中的延安大学　第十章　快速发展中的延安大学　第十一章　突破性
发展的延安大学附录　校史人物及附属单位、独立学院　一、校史人物（以建国前为限）　二、附属
单位　三、独立学院：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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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大学（1937-1949）　　第一章　从陕北公学到延安大学的成
立　　第一节　抗战初期延安干部教育的兴起　　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与延安干部教育　　中
国共产党肩负起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就必须造就千百万合格的德才兼备的干部。
对于这一点中共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源于由共产国际而来的苏俄革命理论影响。
列宁曾认为，“我们公开声明，所谓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践行了列宁的主张，在教育活动的开展中始终强调“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
”，“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不能脱离生活”。
19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学，首次开始探索党支持教育、创办学校的道路。
1933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创建了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校
等，以培养各类干部与人才为革命服务。
　　当长征至陕北且形势稳定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明确将国防教育，即抗日教育，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当时时局进行分析。
分析中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
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矛盾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在分析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策略方针。
随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曾说：“政治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迫切地将干部教育放在工作的首位，在当时既有现实需要的迫切性，也有其实现
的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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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延安大学史》中的延安大学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大学、陕西省重点综合性大学，坐
落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杨家岭下，延河之滨。
学校依山傍水，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古老的窑洞群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风景独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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