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篓缴唯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学校坐落在具有“徽风皖韵、’千潮之城”美

誉的国家级开放城市——芜湖，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建设高校。学校前身为1928年创建于安庆市的省立安徽大学，1946年

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后又经历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工农大学等

几个办学阶段。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安徽师范大学。2005年，芜湖师范专科

学校整体并入安徽师范大学。在8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刘文典、周建人、郁达夫、朱光潜、

王星拱、杨亮功等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先后在此著书立说、弘文励教。

学校现有各类在籍学生37400余人。其中研究生3800余人、普通本科生21600余人、留学

生220余人、成人本专科生11700余人。现有教职工25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660余人、副高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750余人，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6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7人。

学校现有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5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5个博士后流动站、

2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8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学校拥有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8个

省级和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中心)。

为迎接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学校正在围绕“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

建设目标，在更高的起点上大力实施“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学科领校、开放活

校、依法治校、文化荣校”战略，坚持科学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学校的核

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好安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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