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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纬茳太学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于1954年，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部禾I：IL京市共建大学，现有学

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是北

京市人才培养重要基地。

学校始终坚持首师大姓“师”办学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了全学段、多科性教师

教育体系，着力打造教育家成长的摇篮，撑起首都基础教育半边天。建校68年来，共培养各级各类

人才20余万名，学校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和社会贡献力大幅跃升。

新征程上，首都师范大学将继续秉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育人育才、以高水平学科建设

支撑高水平教师教育、以高标准学校效能服务高标准首都发展”的发展指导思路，释放办学活力、

激发改革动力，在接续奋斗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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