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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j七师禹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十四所大学之一。

其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学校是国务院首批确定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现有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个博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7个博士二级授权专业，3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64个硕士二级授权专业；1个专业

博士学位授权类别，1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77个普通本科专业(9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学位授权体系涵

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0个学科门类。

西北师范大学被誉为西北教育人才的摇篮。已培养各类毕业生逾23万人，现有在校生三万余人。现设27个二

级学院(65个系、3个教学部)，1个独立学院。3个孔子学院。两千余名教职员工中有双聘院士4人，国家“万人

计划”领军人才3人，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

学校在中国古代文学、西北历史与地理、课程与教学论、民族教育、古籍整理、敦煌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优

势突出、特色鲜明，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教育技术等领域研究深入，化学、材料

科学两个学科进入ESl全球排名前1％。

回望百年历程，不忘育人初心。走进新时代，西北师范大学全面启动“新师范”教育创新行动计划，以培养

具有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和引领教育发展的优秀教师为己任。

秉承“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弘扬“爱国进步、诚信质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师大精神，践行

“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努力开启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全国高水平大学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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