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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弹指一挥间。

从1991年到2001年，南汇教育书业进入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教育系统的

广大教职员工坚持以发展为本，使南汇教育营业的发展与南汇经济发展相适应，进一

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这十一年，南汇教育书业发展迅速，成

绩显著。 2001年，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亿元，占县财政收入的21％，是1991年的

9．7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为3882人，是1991年的1．8倍；在校高中学生9715

人，为1991年的2倍，高考录取率为63．7％，远高于1991年的34．6％，成人学校在校

生21284人，为1991年的3倍；民办教育和高等教育也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南汇

县教育志·续》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盛世当修志。2003年1月始，教育局局志办公室着手编纂《南汇县教育

志·续》，志书上承《南汇县教育志》(清末——1990年)，下至2001年，既包括

教育机构、党派团体、教育经费，师资队伍，校舍设备、校办产业等，又涵盖了中小

幼教育、职成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类教育，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南汇教育

书业在11年间的发展轨迹。

全书以“概述”为纲，以述，记、志、传为主要记载形式，通过图，像，表、录

等辅助表达形式，恰当地反映了南汇教育事业的总体面貌，上篇总共17章，20余万

字。下篇为校吏汇编，30余万字。志稿经多次修改，几易其稿，现正式付印出版，作

为对南汇教育每业1 1年间发展历程的记述，着实令人欣慰。编纂人员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当书则书，述而不论，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数据翔

实，可信可读。为南汇教育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因此，本志是我们沟

通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的一座桥梁。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南汇区(县)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专家，同行，社会贤达给

予了热情的关心和指教，编纂人员更为出色完成编纂任务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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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始成功。值此出版之际，我向为《南汇县教育志·续》编纂工作提供指导，帮助

和作出贡献的有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进入二十一世纪， “两港一城”的开发建设，使南汇成了上海经济中心东移战略

的主战场，南汇教育迎来了干载难逢的战略发展机遇。《南汇县教育志·续》的出

版，既是对过去11年历史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南汇教育再创辉煌的期待。我衷心希望

全区教育工作者，以史为鉴，勇于实践，以志为镜，敢于创新，坚持实施素质教育，

切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用自己的才智，书写南汇教育明天的辉煌篇章。

南汇区教育局局长 李伟民

2004年5月



南汇县教育志·续

(1991——2001)

凡例

一、 本志为行业志，是《南汇县教育志》的续篇，定名为《南汇县教育志·续》

(1991～2001)。

二、 本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解放思

想、实书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南汇教育事业在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的发展轨迹。

三、 本志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内容分类展开，前有概述，后有附录，中间按类

别编排，以条目展现。条目既沿承前志，也有新设和对旧条目的补正。所有条目按时

间顺序分为两类： (一)1991——2001年为新编写之条目。原《南汇县教育志》止

于1990年12月，本志止于2001年12月。(--)对《南汇县教育志》的补正条目。

补正条目不受时限的限制。另外，为保持某些事件叙述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也不受时

限的限制。为了使读者能对南汇区2002——2003年的教育概貌有所了解，在本志附

录中增加了相关内容。下篇内容为校史汇编，各校史除正文外均附有学校校长和学校

党支部书记更迭表。

四、本志以述、记，志，传为主要记载形式，以图，像，表，录等为辅助表达形

式。表达形式为内容服务，凡能恰当反映时代特点和本地区特色的表达形式均利用

之。

五、 本志年代用公元年号；各数据大多使用阿拉伯数字符号，少数使用中国数字

符号；各计量单位以国务院的规定为准；人物、地域名称等均沿用当时称渭。

六， 本地区在2001年10月撤县建区，作为原《南汇县教育志》之续本，时间应

止于此时，但因统计技术原因，本志止于2001年12月，少数相关内容中会出现

“区”的称渭。



七、 本志所列举的各数据来源于区统计局，区档案局、区教育局及其所属部门与

学校。由于统计口径等技术原因，反映同一事物的有关数据不尽相同，编者通过分析

比较予以筛选采用。

八、 本志的时间跨度为十—年(1991～2001)。在这十—年，中国社会沿着改革

开放的道路迅猛前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诸如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香港澳门回归

祖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战胜特大洪灾和金融风暴等，对教育改革和发展

影响巨大。在此大背景下，南汇的教育事业也有大的发展。

限于编者水平，本志的记述必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敬请指正，并盼望在以后的

《南汇区教育志》中得以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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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2001年家园迎新活动。

2001年新场镇幼儿园胡宏芳摄

★可爱的“小白兔”一家 市课程教

材改革试点园的科研课题《讲讲做做再

实践的研究》进行汇报展示活动。

2001年4月实验幼儿同陆晴摄

★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1999年10月摄新场幼儿同供稿

1



★幼儿英语教学展示活动 1 998年．

上海市低幼班英语研讨活动在周浦镇幼

儿园举行。

】998年10』J 20¨杨*隋摄

校阅掠影

★爱劳动——人生教育又一课

199)年)月1 8¨ ，、吲镇幼儿闻

‘i建新据

2

★动手动脑珠心算 周浦镇幼儿园开

展幼儿珠心算教学研究．图为向县教研

室和姐妹园开放教学活动。

2000年1月】2 H杨蒂芾摄



校I，寸拐i影

★“爱我家乡大团镇”备课 一根稻草．一片芦叶．都渗透出浓浓的乡情。图为

教师们做好用稻草编织工艺品的准备工作。

2001年)月17日大团镇幼儿园孙锦芳摄

★小手摸摸家乡的甜瓜 ★自培基地 周浦镇东南幼儿园是市级示范幼儿园，图为教

1997年4月16日 惠南镇两门幼儿园 师培训自培基地挂牌仪式。

姜水珍摄 2000年9月18日顾林芳摄



★围墙添新花幼儿园把美术教育渗透

在一日活动中，图为孩子们在作壁画。

2001)年)门20¨ 删“H铤14：南幼儿同

孙艳摄

，一’ 门

校阅掠影

W葺■

★民间艺术教育活动打腰鼓，民间舞

蹈．剪纸．蜡染．草编、扎风筝等都是

民间艺术教育活动的内容。

2001年澧溪幼JLi,il周静摄

★儿童的乐园澧溪幼儿固．地处周浦

一隅．是孩子们理想的乐园。

2001年周静摄



校I，亡|拐i影

★小朋友．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青年

教师在引导孩子们识别盆景中的植物名

称。

2000年12月1)日荡湾幼儿同

沈华摄

★民间游戏 1994年开始．澧溪幼儿

园教师收集整理及创编了《新民间游

戏》和“中国民间游戏*两书，由上海

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为孩子们在玩

民间游戏。

2001年周静摄

★扮演角色同志．我们的点心味道怎

么样?请您提出宝贵的意见。

2000年4，j汤湾幼』LN沈华摄



★欢乐的“小海娃” 生长在海边的

孩子．载歌载舞欢庆“六一”国际儿童

节，小海娃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2000年6月1 11 J‘7i朝港幼儿同

求鸽摄

校旧掠影

★灵巧的小手利用废旧材料制作有趣

的装饰品。

1998年)』! 删女j幼儿矧陈燕携

6
__

★竹竿舞 芦潮港幼儿园家长学校成

立于1993年。图为家长和师生跳起欢乐

的竹竿舞。

1998年10月2I口，番华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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