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师范大学建于 1954 年，其办学历史可追溯至 1905 年成立的通州师范学校。首都师范大学是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市与教育部“省部共建”高校。学校现有学科专业涵盖文、理、工、管、法、

教育、外语、艺术等，六十多年来已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二十余万名，是北京市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学校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8 个，博士后流动站 1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5 个，1 个博

士专业学位类别，16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学位授予点 18 个，自主设置交叉

学科学位授予点 9 个。学校在 2003 年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被评为“本科教学工作优秀

学校”。

学校占地约 88 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约 75.7 万平方米。学校教学质量高、科研条件优良，教学科

研用仪器设备充足；学校图书馆馆藏基础雄厚。学校建有数字校园建设中心，并已全面开通稳定、完

善、高效的校园网络。此外，学校还建有国家级标准塑胶运动场、体育馆、羽毛球馆、游泳池等体育运

动场地。

学校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可以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之一，也是京港大学联盟校。学校是北京市

属高校中唯一一个教育部授予的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是教育部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

育基地，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入选北京市首批“北京华文教育基地”的四所高校

之一。学校目前已同 48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271 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留学生培养本

硕博全覆盖，并成立了 4 所孔子学院、2 所独立孔子课堂与 1 个孔子课堂协调办公室，分别是俄罗斯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秘鲁皮乌拉大学孔子学院、德国不来梅孔子学

院；匈牙利匈中双语学校独立孔子课堂、埃及卢克索大学独立孔子课堂以及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孔

子课堂协调办公室。

学校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近年来，学校先后被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和北京市

委、市政府评为全国和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并多次获得“首都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单位”“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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