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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沈渤印范大学

誊譬囊
二i囊挺√ij

沈阳师范大学隶属于辽宁省人民政府，是一所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九大门类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始建于1951年，其前身为东北教育学院，1953年更名为沈阳师范学院，

1965年更名为辽宁第一师范学院，1978年恢复沈阳师范学院校名，2002年省政

府决定并经教育部批准，沈阳师范学院与辽宁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沈阳师范大学。

学校现占地面积1 888．69亩，建筑面积76．36万平方米，藏书1 80余万册。学

校共有全日制本、专科生22000余人，硕士研究生3000余人，每年招收留学生

450余人。

学校现有26个二级学院和14个校属馆部中心及附属机构。现有本科专业72个，

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18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1 28个，专业学位授权

点9个。具有国家级特色专业4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国家级卓越法

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1个，国家级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2个，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

2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示范性专业9个，省级教学团队8个。辽宁省

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辽宁教育行政学院、辽宁电化教育馆设在我校。

学校拥有一支职称结构优化、学历层次较高、科研能力较强、年龄结构合理

的优质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1617人，其中二级教授24人，教授269人、副教

授61 1人，涌现出一批有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的著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学校聘

请了多名“两院”院士和学术造诣精深的国内外专家担任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

现有30余名外籍教师受聘于我校。

下一步，学校将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把学

校建设成为“教师教育独具特色，服务基础教育贡献突出，支柱性学科专业省内

一流。标志性学科专业全国一流的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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