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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考察团柱德州师范专科学校考察

国家教委副主任土明达为济阳十中题词



◆：煺魄圜匮罐{ 德州地区教育局办公接

德州师范专科学校

醴州农村发展学院



帅范学幢

隐州纺织，帆学较

悠州粮食学憧



簿州第一中学

藩州第二中学

陵县第一中学



薷州一中学生在语音室上英语澡

陵县职业中专学生在养兔场实习

平原县恩城镇农民文化技校



井=E职业中专幼教专业学生进行技能

表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薄

德州地区的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初，科举制度

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开办，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兴起。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以来，德州地区的教育事业有较

大的发展，为振兴德州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

全区教育工作者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探索教育的基本规律，

而全面了解德州地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正是深入探讨这种规

律的出发点。《德州地区教育志》的编纂，其重要意义也正在此。

1983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开始组建德州地区教育志编纂领

导小组和办公室，着手编纂《德州地区教育志》。在编纂过程

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地、客观地记述和评价

人与事。

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外，正文包括教育行政机构、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高等教育、

成人教育、教师队伍、教学研究、大中专学校招生、教育经费与

设备及人物等l 3章。记述了建国以来德州地区教育事业在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走过的改造、建设、发展、改革的全部历程

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德州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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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本志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支持与帮

助。华应民、李子彬等同志在志书史料的提供与订正以及确定体

例、评价人物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有力的指导。在志书

行将付梓之际，谨向他们及其他对本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表示由衷的谢忱。

由于德州地区区划几经变化，致使档案资料不全，加上编写

人员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德州地区教育局局长 马胜奎

一九九。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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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体，横

排竖写，事以类从，按类设章，以章统节，共计13章。

二、本志上起1950年德州地区建区，下讫1985年，个别章节

根据情况适当上溯或下延。如“大事记”为反映1985年后德州地区

教育事业的重大变化和重要活动，而下延至1989年。。

三、本志资料主要依据档案、’图书和口碑，在材料的甄选上力

求时代性、专业性和地方性的统一。

’四、本志人物以对德州地区教育的贡献和影响的大小而定，根

据生不立传、因人记事的原则，收录了下列人物：“人物传"收录已

故的对德州教育有较大贡献或本籍为德州而在外地有影响的教育工

作者；“教育闻人简介”收录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从事教育工作时

间较长、对德州教育较有影响的科级以上干部；“人名录”收录特级

教师和模范人物，凡地区级以上先进工作者均予收录。

五、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公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目 录

目 录

概 述””¨”··”⋯⋯¨⋯⋯一¨．．”¨¨一⋯一⋯?“¨一．．．．一．．⋯”‘(1J)

第一章地方教育行政机构⋯⋯⋯⋯⋯⋯⋯⋯⋯⋯⋯⋯⋯⋯(12)

第一节地区教育局⋯⋯⋯⋯⋯⋯⋯⋯，⋯⋯⋯⋯⋯⋯“(12)

第二节地区教育局党组⋯⋯⋯⋯w⋯⋯⋯⋯Ⅲ⋯⋯⋯(14)

第三节地区教育局组织规程⋯⋯⋯⋯⋯⋯”⋯⋯一⋯”(16r)

第四节县(市)教育局⋯oee oooop 9⋯⋯⋯⋯ww，、O·．0⋯0“(19)

第三章学前教育Ⅲ，⋯⋯⋯⋯⋯⋯⋯⋯”OOOp@O⋯，⋯⋯”⋯1 0 D∥O 0(35)

第_节发展概况⋯⋯⋯⋯?⋯⋯⋯⋯⋯⋯⋯⋯ww”册(35)

‘第二节学前教育的侄务与课程设置⋯⋯⋯⋯⋯⋯⋯”，(37)

．第三节领导管理和师资培训p··o o．e··o．o．o D⋯⋯⋯?⋯”，⋯⋯(39)

第三章小学教育⋯⋯⋯．．．⋯．”Ⅲ，⋯⋯w⋯⋯⋯⋯“0 0 0，o qJ⋯(41)

第一节发展概况W⋯w州⋯Ⅲ．⋯⋯⋯⋯⋯．⋯⋯⋯⋯⋯(41)

第二节办学形式⋯⋯．”⋯⋯，?ww?w”．⋯⋯⋯⋯⋯⋯·(45)

第三节学制和课程设置⋯w⋯”．w⋯⋯⋯⋯，．．¨⋯⋯·(49)

第四节重点小学川oap·，D ow⋯O．0；0⋯0 0 0．0”．w∥⋯⋯．_．．．．⋯．⋯·(54)

第翼节特殊教育川j⋯⋯”ww坩?∽?∥⋯．⋯¨⋯w⋯(58)

第四章中学教育⋯，"⋯_⋯⋯w⋯⋯w．．，．”w⋯_-．．．二．．⋯‘61)

第一节发展概况，⋯⋯⋯．．．⋯¨⋯。0 0 00 o o⋯⋯⋯⋯”．⋯⋯(61)

第三节学制)课程和教材w⋯·”，w⋯⋯⋯．．．．％0·⋯0·e，．．”(71)

·第圣节重点中学∥w⋯⋯中w∥⋯⋯⋯O·．O⋯⋯⋯⋯⋯(73)

第四节尽想政治教育肼∥⋯⋯⋯⋯．．．⋯·0 0

0，0

00⋯⋯⋯⋯(80)

第五章中等职业教育”·o o o oe e,o e e”．⋯⋯⋯⋯⋯⋯⋯⋯⋯．．．．⋯·(83)

第一节中等技术学校。w川⋯⋯⋯⋯⋯”⋯⋯¨⋯⋯⋯”(84)



目 录

第二节技工学校⋯⋯⋯⋯⋯⋯⋯⋯⋯⋯⋯⋯⋯⋯⋯⋯(90)

第三节职业技术教育⋯⋯⋯⋯⋯⋯⋯⋯⋯⋯⋯⋯⋯⋯(93)

第六章中等师范教育⋯⋯⋯⋯⋯⋯⋯⋯⋯⋯⋯⋯⋯⋯⋯⋯(98)

．第-_节发展概况⋯⋯⋯⋯⋯⋯⋯⋯⋯⋯⋯⋯⋯⋯⋯⋯(98)

第二节学校类型和课程设置⋯⋯⋯⋯⋯⋯⋯⋯⋯⋯⋯(100)

第三节学生⋯⋯⋯⋯⋯⋯⋯⋯⋯⋯⋯⋯⋯⋯⋯⋯⋯⋯(105)

第四节政治思想工作⋯⋯⋯⋯⋯⋯⋯⋯⋯·÷⋯⋯⋯⋯·(106)

第五节教师⋯⋯⋯⋯⋯⋯⋯⋯⋯⋯⋯⋯⋯⋯⋯⋯⋯⋯(107)

第六节管理体制⋯⋯⋯⋯⋯⋯⋯⋯⋯⋯⋯⋯⋯⋯⋯⋯。(108)

第七节学校简介⋯⋯⋯⋯⋯⋯⋯⋯⋯m⋯⋯⋯⋯⋯⋯(109)

第七章普通高等教育⋯⋯⋯⋯⋯⋯⋯⋯⋯⋯⋯⋯⋯⋯⋯⋯(116)

第一节德州师范专科学校⋯⋯⋯⋯⋯⋯⋯⋯j”／7．．．r．⋯·(116⋯)

第二节山东农业大学德州农学专科班⋯⋯⋯⋯⋯⋯⋯(119)

第八章成人教育⋯⋯⋯⋯⋯⋯⋯⋯⋯⋯⋯⋯⋯⋯⋯⋯⋯⋯(120)

第一节职工教育⋯⋯⋯⋯⋯⋯⋯⋯⋯⋯⋯⋯⋯⋯⋯⋯’(120)

第二节农民教育⋯⋯⋯⋯⋯⋯⋯⋯⋯⋯⋯⋯⋯·’⋯⋯”(132)

第三节函授教育⋯⋯⋯⋯⋯⋯⋯⋯⋯⋯⋯小⋯⋯⋯⋯(130)

第四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31)

第五节成人高等学校简介⋯⋯⋯⋯⋯⋯⋯·。⋯⋯⋯⋯”(133)

第九章教师队伍⋯⋯⋯⋯⋯⋯⋯⋯⋯⋯⋯⋯⋯⋯⋯⋯⋯⋯(138)

第一节教师队伍的发展⋯⋯．．．⋯⋯⋯⋯⋯⋯⋯⋯⋯⋯(138)

第二节教师的社会地位⋯⋯⋯⋯⋯⋯⋯⋯⋯⋯．．．．，．．⋯(14’1)

第三节党群组织⋯⋯⋯⋯⋯⋯⋯⋯⋯⋯⋯⋯⋯⋯⋯⋯(·145)

第四节工资待遇⋯⋯⋯⋯⋯⋯⋯⋯⋯⋯⋯⋯⋯⋯⋯⋯(146)

第五节培训与提高⋯⋯⋯⋯⋯⋯⋯⋯⋯⋯⋯⋯⋯·．⋯”(152)

第十章教学研究⋯⋯⋯1 0 Q'O g g⋯⋯⋯⋯⋯⋯⋯⋯⋯⋯⋯⋯⋯(160)

第一节教研组织⋯⋯⋯⋯⋯小⋯⋯⋯⋯⋯⋯⋯⋯⋯⋯’(1．60)

第二节教研活动⋯⋯⋯⋯⋯OIID Q1 0 e⋯⋯⋯⋯⋯⋯⋯⋯⋯(163)



目 录

第三节电化教育⋯⋯⋯⋯⋯⋯⋯⋯⋯⋯．⋯⋯⋯⋯⋯⋯(169)

第十一章大、中专学校招生⋯⋯⋯⋯⋯⋯⋯⋯⋯⋯⋯⋯⋯(172)

第一节招生机构的沿革⋯⋯⋯⋯⋯⋯⋯⋯⋯⋯⋯⋯小．(172)

第二节招生工作⋯⋯⋯⋯⋯⋯⋯⋯⋯⋯⋯⋯⋯⋯⋯⋯(175)

第三节新生录取工作⋯⋯⋯⋯⋯⋯⋯⋯⋯⋯．．．⋯⋯⋯(177)

第十二章教育经费与设备⋯⋯j⋯⋯⋯⋯⋯⋯⋯⋯⋯⋯⋯”(179)

第一节教育经费⋯⋯⋯⋯⋯⋯⋯⋯⋯⋯⋯⋯⋯⋯⋯⋯(179)
’

第二节勤工俭学⋯⋯⋯⋯⋯⋯⋯⋯⋯⋯⋯⋯⋯⋯⋯⋯(182)

第三节校舍改造⋯⋯⋯⋯⋯⋯‘⋯⋯⋯⋯⋯⋯⋯⋯⋯⋯．(185)

第四节实验室建设⋯⋯⋯⋯⋯⋯．．．⋯⋯⋯⋯⋯⋯⋯⋯(188)

第十三章人物⋯⋯⋯⋯⋯⋯⋯⋯⋯⋯．．．⋯⋯⋯⋯⋯⋯⋯(193)

)))

)

3

O

6

2

9

1

1

3

l

2

2

2，．，(／_／／-，

一介～

～

一简～

一

～人～

～

传闻录

一

物育名

一

人教人

～

节节节

记

一

二三

事第第第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