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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第个教师符，福贡县中心完小

部分历届毕业生送给母枝的匾额

福贡县文教局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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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贡县利沙底民族完小全景





序

《福贡县教育志》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下，终于同大家见

面了。《福贡县教育志》是反映福贡县从1 9 l 6年(民国五年)创办学校以来七十年

的教育史，反映了我县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记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福贡教育的盛衰

起伏、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全书内容翔实，结构严谨，观点正确，体例完善，文字精

炼，资料丰富，实事求是，既写成绩又写失误，是我县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它

不但对激励今人而且对启发教育后代都有深远的意义，在资政，存史、教化各方面将发

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福贡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社会内部虽然已出现阶级分

化，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阶级社会。由于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文化教育十分落后，

生活在这里的傈僳族、怒族人民，长期处于刻木结绳记事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国家采取大力扶持的方针政策，发展教育

事业，国家从内地派来多批教师，支援边疆民族教育事业。在内地教师的辛勤耕耘下，

傈僳族、怒族青少年茁壮地成长起来。

光阴荏苒，流水如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经历了1958年到1961年的起伏和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摧残破坏，福贡县民族教育事业仍然得到很大的发展，昔日刻木

记事的民族，今日有了自己的教师、医师、工程师，许多青年锻炼成长为各级领导干部

和各行各业的骨干，职工、干部文化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有大批有文化的新型农

民，他们肩负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实践证明，要振兴民族经济，使边疆少数民族进入

现代先进民族的行列，就必须加速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我县教育事业已走上了稳步健康

发展的道路，也必须明确前一站的到达仅仅是后一站的起点。我们一定要沿着中国共产

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指引的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在工作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为加速发展我县的民族教育事业作出新贡

献。

最后，谨向为我县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辛勤园丁们，以及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教育

工作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致以衷心的感谢。

和立新 于1 9 9 O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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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民国元年(1 9 1 2年)，下限至1 9 8 6年，以两篇分别叙述。

二、为了尊重历史，年代记述，民国时期沿用旧称，注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用公元纪年。引用及存文，忠实原文，注明出处，有疑讹处附以说明。附录资

料，根据志书需要，略有删节。

三、人物称谓，直书姓名，必要称职称，不加褒贬词语。历史政治机构、官名、政

治事件，依历史习称，使用全称，不用简称或俗称，以免年代久远，后人混淆不清。地

名随变革而异，必要时夹注，其中区即公社，乡即大队，不另说明。

四、数据使用、表格统讨‘、时间记述概用阿拉伯字。文字记述、夏历年月日及单独

使用的个位数，概用汉字。度量衡单位一律以全国通行的公制和市制单位为准。

五、内容以记、志、传、图、表、录按需排列，文体一律用语体文，结构以篇、

章、节贯之，节下分一、二、三⋯⋯，以下再分1、2、3⋯⋯。



《福贡县教育志》篇目

福贡县学校分布图(1 9 8 6、

序

凡 例

大事记

第一篇 民国时期的福贡教育

第一露民国时期幅黉教育概况⋯⋯⋯⋯⋯⋯⋯⋯⋯⋯⋯⋯⋯⋯⋯⋯⋯⋯⋯⋯f

第一：常数育行政捌，构沿革⋯⋯⋯⋯⋯⋯⋯⋯⋯⋯⋯⋯⋯⋯⋯⋯⋯⋯⋯⋯f

一、 县数青行政机构的演变

附一、历任教育局(科)长

附二、福贡设治局办事规则(摘录)

二、 乡、保、陵教育行政机构

三、 其它教育行政机构

四、 政教联系情形

五、 国民义务教育区的划分

第二节小学教育⋯⋯⋯⋯⋯⋯⋯⋯⋯⋯⋯⋯⋯⋯⋯⋯⋯⋯⋯⋯⋯⋯⋯⋯r

一、 教育宗：专及方针

二、 办学形式

附一、 民国时期福贡设治局小学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
附二、 1 9 4 1年歪1 9 4 4年省立福贡小学概况

三、 学制、课程、教材、教学 一

1、 学制

2、 教材

3、 课程

附、 比酮i卜匕年度f i f{4 8年)下学期
龙’弓乡；f r心}；I民学校课程表

4、 毂。二

附一、 民国二卜六‘F度施政汁划(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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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福贡社会调查》摘录

第三节教育经费⋯⋯⋯⋯⋯⋯⋯⋯⋯⋯⋯⋯⋯⋯⋯⋯⋯⋯⋯⋯⋯⋯⋯⋯(27)
一、 教育经费的来源

附、 民国三十六年度施政计划(摘录)

二、 教育经费的收支情况

三、 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

第四节教员的任用、待遇、生活⋯⋯⋯⋯⋯⋯⋯⋯⋯⋯⋯⋯⋯⋯⋯⋯⋯(32)
一、 教员的任用

附一、 民国三十年至民国三十四年福贡小学教师的考核情况表
附二、 民国三十七年设治局长规定教育人员之任用标准

二、 教员的待遇

三、 教员的生；开

附一、 省立小学校长周键的报告(摘录)

附二、 省立小学校长周键的辞职报告(摘录；

四、 教员参与党政活动情况

第五节学校的管理⋯⋯⋯⋯⋯⋯⋯⋯⋯⋯⋯⋯⋯⋯⋯“⋯⋯⋯⋯⋯⋯⋯．(38)
一、 省立福贡小学的管理

二、 地方小学的管理

第六节简易师范⋯⋯⋯⋯⋯⋯⋯⋯⋯⋯⋯⋯⋯⋯⋯⋯⋯⋯⋯⋯⋯⋯⋯⋯(39)

第二章教会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40)

第一节基督教传入福贡⋯⋯⋯⋯⋯⋯⋯⋯⋯⋯⋯⋯⋯⋯⋯⋯⋯⋯⋯⋯⋯(40)

第二节老傈僳文的推广、使用⋯⋯⋯⋯⋯⋯⋯⋯⋯⋯⋯⋯⋯⋯⋯⋯⋯⋯(41)

第三节教会对教育工作|．j勺影n向和作用⋯⋯⋯⋯⋯⋯⋯⋯⋯⋯⋯⋯⋯⋯⋯(42)
附、 往事回忆～一火烧洋教堂

笫二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福贡教育

第一章概述⋯⋯⋯⋯⋯⋯⋯⋯⋯⋯⋯⋯⋯⋯⋯⋯⋯⋯⋯⋯⋯⋯⋯⋯⋯⋯⋯⋯(47

第=章教育行政机构⋯⋯⋯⋯⋯⋯⋯⋯⋯⋯⋯⋯⋯⋯⋯⋯⋯⋯⋯⋯⋯⋯⋯⋯(51

第一节县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演变⋯⋯⋯⋯⋯⋯⋯⋯⋯⋯⋯⋯⋯⋯⋯(51
第二节县教育局历届行政、事业机关负责人⋯⋯⋯⋯⋯⋯⋯⋯⋯⋯⋯⋯(51

一、 局长、副局长

二、 1 9 8 4一一1 9 8 6年各股室负责人

三、 县教育局行政组织系统图

第三节共产党、共青团组织⋯⋯⋯⋯⋯⋯⋯⋯⋯⋯⋯⋯

一、 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二、 教育系统的共青团组织

第四节教育工会、中国少年先锋队、语文教学研究会⋯
一、 教育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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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福贡县第一届教育工会及基层教育工会负责人名单

二、 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
三、 福贡县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第三章县教育局的组织规程⋯⋯⋯⋯⋯⋯⋯⋯⋯⋯⋯⋯⋯⋯⋯⋯⋯⋯⋯⋯⋯(60)

第一节县教育局的基本任务⋯⋯⋯⋯⋯⋯⋯⋯⋯⋯⋯⋯⋯⋯⋯⋯⋯⋯⋯(60)

第二节各股室的职责⋯⋯⋯⋯⋯⋯⋯⋯⋯⋯⋯⋯⋯⋯⋯⋯⋯⋯⋯⋯⋯⋯(61)

第三节县教育局工作的一般原则和方法⋯⋯⋯⋯⋯⋯⋯⋯⋯⋯⋯⋯⋯⋯(63)

附一、中共福贡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教育工作的几点指示(1 9 8 4年1 2月)

附二、福贡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守则(1 9 8 4年4月)

附三、福贡县教育系统总务、财会人员守则

第四章区、乡教育行政组织⋯⋯⋯⋯⋯⋯⋯⋯⋯⋯⋯⋯⋯⋯⋯⋯⋯⋯⋯⋯⋯(66)

第一节区、乡教育行政组织的演变情况⋯⋯⋯⋯⋯⋯⋯⋯⋯⋯⋯⋯⋯⋯(66)

第二节区教育组的任务⋯⋯⋯⋯⋯⋯⋯⋯⋯⋯⋯⋯⋯⋯⋯⋯⋯⋯⋯⋯⋯(67)

附一、1 g 8 4一～1 9 8 6年各区教育组组艮、剐组长、扫盲千事

附二、各区历任教育组长(文教助理员)

第三节乡教育管理委员会任务⋯⋯⋯⋯⋯⋯⋯⋯⋯⋯⋯⋯⋯⋯⋯⋯⋯⋯(68)

第四节福贡县教育局关于《福贡县中小学教育工作管理条例》
(1 9 8 5年3月)⋯⋯⋯⋯⋯⋯⋯⋯⋯⋯⋯⋯⋯⋯⋯⋯(69)

第五章解放初期对i日学校的接管⋯⋯⋯⋯⋯⋯⋯⋯⋯⋯⋯⋯⋯⋯⋯⋯⋯⋯⋯(72)

第一节 民国时期遗图下来的学校情况⋯⋯⋯⋯⋯⋯⋯⋯⋯⋯⋯⋯⋯⋯⋯(72)

第二节改造整顿旧学校情况⋯⋯⋯⋯⋯⋯⋯·⋯⋯⋯⋯⋯⋯⋯⋯⋯⋯⋯(72)

第六章小学教育⋯⋯⋯⋯⋯⋯⋯⋯⋯⋯⋯⋯⋯⋯⋯⋯⋯⋯⋯⋯⋯⋯⋯⋯⋯⋯(74)

第一节小学教育的发腱概况⋯⋯⋯⋯⋯⋯⋯⋯⋯⋯⋯⋯⋯⋯⋯⋯⋯⋯⋯(74)

一、l 9 5 o一一1 9 5 7年期间的情况

二、l 9 5 8一一1 9 6 6年期问的情况

三，毪生l 6 6一一1 9 7 6年期问褂睛况

四．1 9 7 6一一1 g 8 6年期间的情况

第二节方针、任务与始养}=：j标-，⋯⋯⋯⋯⋯⋯⋯⋯⋯⋯⋯⋯⋯⋯⋯⋯⋯·(83)

第三节小学的学制⋯⋯⋯⋯⋯⋯⋯⋯⋯⋯⋯⋯⋯⋯⋯⋯⋯⋯⋯⋯⋯⋯⋯(85)

第四节课程、教材⋯⋯⋯⋯⋯⋯⋯⋯⋯⋯⋯⋯⋯⋯⋯⋯⋯⋯⋯⋯⋯⋯⋯(8e?

附一、 教育部1 9 5 1年锄l布的“四，二”制 ．

小学教学科目和时间表
附二、 教育部1 9 5 4年颁布的“四、二”制

小学教学iI卜划(修订草案)

附三 教育部1 9 5 5年颁布的小学(四二制j

放学计划(草桊)

酣四、 教育部l 9 6 o年制汀的五年一贯制

小学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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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 云南省农村全日糊小学教学计曳1j(草案)1 9 6 3年修订

附六、 1 9 7 7年7月云南省教育厅制订的中小学课程表

附七、 1 9 T 8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

教学计划试行草案》

附八、 1 9 8 1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

学计划(修订草案)》

附九、1 9 8 4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教学计划

第五节小学教学工作⋯⋯⋯⋯⋯⋯⋯⋯⋯⋯⋯⋯⋯⋯⋯⋯⋯⋯⋯⋯⋯⋯(98)

第六节校历与课程安排⋯⋯⋯⋯⋯⋯⋯⋯⋯⋯⋯⋯⋯⋯⋯⋯⋯⋯⋯⋯⋯(100)

附、 福贡县中小学1 9 8 5一一1 9 8 6学年

上学期日程安排袭

第七节小学教育统计表(部分年度)⋯⋯⋯⋯⋯⋯⋯⋯⋯⋯⋯⋯⋯⋯⋯(100)
一、1 9 5 0年福贡县小学概况表

=、1 9 5 6年福贡县小学教育现状综合统计表

三、l 9 6 1年福贡县小学基本情况表

四、 1 9 5 0一一1 9 6 2年福贡县教育发展情况统计表

五、1 g 7 4学年下学期小学学生和教职工数

六、福贡县l 9 8 2年小学学生情况表

七、福贡县人口普查资料摘录(1 9 8 2年)

1、福贡县居民文化程度

2、福贡县1 9 8 2年人口数

3、福贡县1 9 8 2年人口文化千分比

八、福贡县1 9 8 2年小学教职工基本情况

九、福贡县1 9 8 4学年第一学期

小学在校学生数统计表

十、福贡县1 9 8 5学年小学校布点情况

十一、福贡县小学教育发展情况统计表

第八节民办小学和耕读小学⋯⋯⋯⋯⋯⋯⋯⋯⋯⋯⋯⋯⋯⋯⋯⋯⋯⋯⋯(125)

附； 民族青年耕读学校

第九节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128)

附一、 l。9 8 1年鹿马登校区工作总结(摘思想政治教育部分)

附二、 福贡县上帕完小评比文明班级条例

附三、小学生守贝Ij

第十节中小学的体育卫生工作⋯⋯⋯⋯⋯⋯⋯⋯⋯⋯⋯⋯⋯⋯⋯⋯⋯··(134)
附一、省立福贡第二小学1 9 5 5年上半年工作计划(摘录)

附二；福贡县教育局、福贡县体委关于我县学扮体育工作

的实施意见(1 9 8 3年) 1。{

附三、福贡县中小学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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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福贡县首届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

竞赛获奖集体(1 9 8 4年8月)

附五、各中学、完小体育“达标”情况

附六、福贡县中学生运动员在历届省、州

体育竞赛中取得名次者名单

附七、福贡县第二届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

竞赛获奖集体(1 9 8 6年8月)

第十一节省立小学、民族小学简介⋯⋯⋯⋯⋯⋯⋯⋯⋯⋯⋯⋯⋯～⋯．．(143)
一、上帕中心完小简介

二、利沙底中心完小简介

三、马吉民族完小简介

四、鹿马登中心完小简介

第七章中学教育⋯⋯⋯⋯⋯⋯⋯⋯⋯⋯⋯⋯⋯⋯⋯⋯⋯⋯⋯⋯⋯⋯⋯⋯⋯．．(150)
第一节中学教育的发展概况⋯⋯⋯⋯⋯⋯⋯⋯⋯⋯⋯⋯⋯⋯⋯⋯⋯⋯·(150)

一、 发展概况

附一、1 9 7 7一一1 9 8 6年福贡县中学历年升学情况

附二、福贡县中学教育发展情况一览表

附三、1 9 7 8年福贡县各中学情况简表

附四、1 9 8 6年福贡县各中学情况简表

二、少数民族中学生情况

附一、1 9 8 0一一1 9 8 6年在校中学生中

本地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统计表

第二节方针、任务及培养目标⋯⋯⋯⋯⋯⋯⋯⋯⋯⋯⋯⋯⋯⋯⋯⋯⋯·．(158)
第三节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158)

附一、中学教学计划(草案) 1 g 6 2年1 0月

附二、1 9 6 4年省教育厅修订的初中教学计划(草案)

附三、福贡一中1 9 7 2一一1 9 7 5年教学计划

附四、1 9 7 7年福贡县农业技术中学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

附五，1 g 8 1年4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

(试行草案)

第四节中学学制改革⋯⋯⋯⋯⋯⋯⋯⋯⋯⋯⋯⋯⋯⋯⋯⋯⋯⋯⋯⋯⋯(165)
第五节 l 9 6 6一一1 9了6年期间的中学教育⋯⋯⋯⋯⋯⋯⋯～⋯·．(165)
第六节中学教育走向正规化⋯⋯⋯⋯⋯⋯⋯⋯⋯⋯⋯⋯⋯⋯⋯⋯．．．⋯··(166)
第七节各中学简介⋯⋯⋯⋯⋯⋯⋯⋯⋯⋯⋯⋯⋯⋯⋯⋯⋯⋯⋯⋯～⋯··(167)

一、福贡县第一中学

附、福贡一中1 9 7 2一一1 9 8 6年发展情况表

二、福贡县第二中学

附、福贡二中发展情况统计表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