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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序

古人云：“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这是慨叹修志之难。经过数载筹备，历时两年半的

紧张编修，第二届《郑州市教育志》终于玉成付梓了。可喜可贺!因以为序t

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市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以

来，郑州市教育事业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开拓进取，面貌日新月异。近年来，全市教育系

统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抢抓机遇，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

师待遇和地位明显提高，教育投入结构趋向合理，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办党放心的

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已成为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和奋斗目标。盛世修志，鉴往知

今。为了认真总结20年来我市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科学认识教育发展的规律，在首
'{

届《郑州市教育志》的基础上，我们编修了第二届《郑州市教育志》。
。’

：

第二届《郑州市教育志》是对20年来我市教育事业的全景式描述。志书记述了卓有

成效的教育改革经验、管理经验和教育教学方法，可充分发挥传播先进经验，促进教育改

革，为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提供借鉴的作用，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必备的教育学教材，也是后

人研究郑州教育的珍贵资料。

本届修志，由市教科所承修组织，市教育局教育志编辑室具体负责，市教育局机关各

处室和有关单位承担相应的编修任务。他们在修志过程中做到了认真反思、科学总结，

体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必将对今后的工作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司马迁认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培根认为：“读史使人明智”，还有古人常

说的“国以史为鉴，郡以志为鉴”，这都说明“存志、读志、用志”的重要性。作为新时代教

育工作者，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努力谱写郑州市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胡祁亍
2005年6月8日

乙歹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为第二届郑州市教育志，承接前志。原则上时间上限1978年，下限2001

年，’中间有交叉。

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记述改革开放以来郑州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采用条目式结构，篇中设章，章下有节，节中设条

目。采用述、记、志、表、录体裁，横分竖写、横竖结合，以横为主的写法。

四、采用公元纪年，使用规范的语体文、简化字，用第三人称。

五、本志所记地域范围，包括市区六区：中原、金水、管城、二七j惠济(邙山)、上街；辖

县(市)六县(市)：新密、荥阳、巩义、新郑、登封、中牟。

六、本志反映整个郑州地区的教育全貌。但以记述市教育局所属单位、学校的教育

史实为主。

七、本志人物篇的“人物简介”所收录范围原则限市教育局(教委)及其所属单位、学

校。



综 述

1978年—2001年，郑州市的教育事业发展经历了恢复、规范与发展改革三个阶段。1980年以前，

主要是恢复教育秩序、实施常规教学；逐渐规范教育行为，做到规范化；开启教育改革的步伐。1980年

以后，郑州市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与省委、省政府各项重要精神与举措，教育改革开放力度逐步加大，

取得巨大成绩，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郑州教育系统清理江青反革命

集团帮派体系，肃清极“左”思潮在教育教学中的流毒，重建学校常规制度，学校教学秩序逐步得到恢

复。1978年，贯彻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树立“尊重知识、尊重教师”的新风尚。撤

销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恢复教学常规制度。开

展讲文明礼貌、树新风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省市委和

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建设。1979年郑州市召开大会，郑重宣布推翻江青反革命

集团炮制的“两个估计”，把广大教师从极“左”路线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为在

“文革”中受害的教职员工平反，纠正冤、假、错案，改正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同年，大、中、小

学贯彻国家教育部重新修订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和《教育部

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高等院校逐步完善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体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郑州基础教育工作、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工学校、高等院校得到迅速恢

复和发展。1978年，郑州大学等6所高等院校27个专业经国务院批准有权授予硕士学位，开始开设

研究生教学班，郑州高等院校从此开始了研究生教育，结束了郑州的高等院校没有条件培养研究生的

历史。中等学校和小学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教学为主，为“四化”建设培

养“四有”人才的轨道上。市教育局健全了教学研究机构，各学校恢复和健全了学科教研组，开展对教

材、教法的研究活动。中等学校普遍成立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1982

年郑州师范分校改建为郑州师范学校、郑州幼儿师范学校恢复重建，1984年筹建郑州伊斯兰经学院，

1985年在郑州第四中学附设河南西藏中学班。至1985年，基本形成多门类、多层次、多学科的教育网

络，小学教育得到普及，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各级各类学校达966

所，在校生41．34万人。

1978年至1980年中，中等专业学校恢复、新建7所，包括郑州师范在内共有中等专业学校24所。

中等技校新成立14所，达到17所。高等院校恢复了郑州粮院和郑州市教师进修学院，新建了郑州轻

工业学院，改郑州师范学校为郑州师范专科学校(保留中师班)，成立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分校(后改

名郑州走读大学)。郑州畜牧兽医学校等3所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大专学校，高等院校达13所，在校

生达到153337人，为文化革命结束时的3．6倍。在这两年中，原来办的“政治夜校”改办起扫盲班、小

学班、中学班，并建立起6所农业技术学校。在市区，干部、成人及职工教育发展很快。1979年成立了

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及郑州分校、黄委会分校、郑州铁路分校。1980年市委加强干部教育的领导，郑

州有9所高等院校31个专业开设了干部专修班。至1980年成人高校共新建6所。郑棉一厂至六厂

办的“七·二一”大学，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检查验收，确认为合格的职工高等学校。职工业余

教育也重新恢复，学员近万名。

1981年，教育局在将普通中学的完中体制分别改为单设初中、单设高中与完中并存的普通中学体

制的同时，开始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当年有5所普通中学开办职业班。郑州市内普通高中开始由2

·1．



年制向3年制过渡。市教育局成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组，指导各校进行改进和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工

作。是年，河南医学院的病理解剖和耳鼻喉专业首获博士学位授予权。郑州大学与美国堪萨斯州立

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郑州的职工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

1982年一1984年，郑州师范、郑州幼儿师范、郑州荥阳师范学校的规模都超过1966年，3所学校

的在校生为1966年的3倍。郑州市的中等师范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一1984年间，郑州中

小学的内部改革逐步展开a各学校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主要内

容，开展改革教学活动，并以培育“四有”人才为目标，全面改进学校工作。1984年，市教育局对市管

中等学校提出改革教学的6项原则和10条要求，各科教学开展突破传统教学的框框，以加强“双基”、

培养能力、发展爱好为主题，积极探索改革教学的新途径，进行改革课堂教学方法的实验。如物理“四

课型单元教学法”、外语“全英教学法”、语文“七步读书法”、化学“五种阅读法”等实验。大多数学校

成立了学科兴趣小组，培养和发展学生特长。市教育局和各校与此同步贯彻“把德育放在首位”的办

学思想，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学普遍成立了政教处，改革政治课教学，研究和探索思想教育

系列化、科学化的新途径，深入的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在中、小学评选特级教师，在大、

中、小学分批发展先进分子入党，推选教师参加各级“人大”、“政协”；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尊师重教活

动；各学校狠抓师德建设开展“为人师表”活动，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恢复和充实市教师进

修学院，建立县(区)教师进修学校。多渠道、多层次、分期分批安排教师到大专、师范院校进修和参加

“电大”、函授业余学习。在大面积调整教师工资的同时，市、区人民政府，分批解决了中小学教师家属

的“农转非”，兴建教职工宿舍楼，教师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1984年，市、县(市)、区对中小学的领导

班子进行了调整和改革。选拔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担任学校党、政主要领导。下半年以郑州

回民中学和郑州十六中为试点，试行校长负责制。开始了学校领导体制改革。

高等院校增设新专业，增补了缺门专业，更新和改革原有专业内容，狠抓重点专业建设。河南医

学院、郑州工学院等6所院校又有16个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各院校把科研工作摆在重要地

位。有相当数量的科研成果与生产部门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先后投入生产。郑州大学、郑州工学

院、郑州粮院、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等院校改革过去的单一化办学模式，开始转向多样化的办学体

制，形成多种形式、多种规格和多种层次的办学格局。 ，

1984年，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继续增建新校，扩大规模。中等专业学校增设了6所，中等职业教

育增加14个办学单位(学校)，中等技工学校增加10所。市内新成立了郑州市干部学校，各种职工学

校发展到8l所。市管各县的农民教育迅速铺开，有占半数的乡(镇)成立了农业技术学校。

1985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郑州教育加快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郑州

市教育局将郑州第三十中学、郑州第五十中学、郑州第十中学、郑州第三十三中学，分别改办为郑州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中等职业学校，当年4校共招收新生20个教学班790名。开设有幼教、美术、音

乐、统计、会计、电子、化工、计量、文秘、物资管理、家电、食品工业等12个专业。是年，市区已有13所

普通中学和36个单位(含企业、机关、高等院校)开设92个职业班，共设81个专业，在校生达4519

名，连同4所职业中专在校生合计5309名，占是年在校高中生的30％。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的招生

比例已接近1比1的比率。中等专业学校新建5所，郑州的中等专业学校共达41所，相当1976年的

4倍。在校生21890名，为1976年的7．3倍。中等技工学校新建10所，至年底郑州的技工学校共有

32所。新成立了河南省商业专科学校、河南省财税专科学校。上年筹备今年成立的黄河大学，开始招

收研究生。至此，郑州的普通高等院校达到17所，在校生达到27478名，相当于1976年高等学校在校

生的4．7倍，占河南省高等院校1985年在校生的60％以上。7所院校在校研究生达到583名，其中博

士、硕士研究生464名。是年，省教育学院、市教育学院在校生1300余名，成人教育中仅职工大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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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在校学员达3866名。1979年创办的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郑州分校，是年共开设工科、财经、文

科、党政4个种类20个专业。

由于中等专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生育计划控制，1985年全市公立普通中学较1976年

减少21所，市区小学(不含市管县)较1976年减少16所。是年底，市区幼儿园共有164所，入园幼儿

41825名。特殊教育中郑州市盲聋哑学校从1958年建校后招收的第一届盲生27名，发展到是年的18

个教学班。1980年1月创建的郑州市工读学校，由最初的1个班8名学生，发展到1985年的4个教

学班，在校生78名。是年底创办郑州市二七区辅读学校，开始有了辅读教育。

1981年以来，干部教育加快速度继续发展壮大，截止1985年干部学校发展到23所。社会力量办

学迅速兴起，办学的部门、形式、层次、科类，多种多样，至1985年在市教育局登记备案并开始上课的

学校共有32所，学员13120余名。在市内各区和6个县教育部门登记开办的学校共达227所。

1985年后，郑州市教育局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纲要》重要精神，落实《教育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加强以法治教的强度，新的举措

不断出台，逐步开启教育对外开放之门，本市教育事业月新年异，向建设教育强市目标迈进，取得前所

未有的成就，开创建国以来教育新局面。在省、市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精神指导下，积极调整教育结

构，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各级各类教育加快改革步伐，改善办学条件，逐步提高为现代化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1985年至2001年，郑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名称改换2次，领导班子换届四任。1989年由郑州市教

育局改为郑州市教育委员会，2001年又恢复为郑州市教育局。1989年一1994年刘振中任市教委主

任，1994年一1999年任中央任市教委主任，1999年—2001年魏书彦任市教委主任，2001年起司福亭

任市教育局局长。每次换届后都对局属机构进行相应调整。1993年、1996年、1999年三次郑州市教

育工作会议的召开，适时制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规划，勾画出建设教育强市蓝图。教育行政管理实行

以法治教与领导班子工作年度考核制，实行教育督导制与教育审计，引进竞争激励机制，实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有效地扭转了教育不规范行为，使市教委连续获市公仆金银杯。

郑州市教育经费总额总体讲是连续增长。1986年2月27日，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联

合下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1990年4月25日下发的《中共郑州

市委关于进一步发展我市教育事业的决定》都强调：要保证教育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性收支的增长，

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加，市、县(区)每年要拿出不少于百分之十五的机动财力用

于教育。筹措教育经费坚持“两条腿走路”，以财政拨款为主渠道，以国家办学为主体，充分调动集体、

单位和个人办学、助学积极性。实现了教育经费筹措的多元化，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紧张局面，改善了

办学条件，提高了教师的福利待遇，稳定了教师队伍。实现中央提出的“一无两有”、“六配套”和“标

准化”，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切实解决经费问题，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集资办学

和私人办学。郑州市人民政府对全市集资办学的范围和资金的使用作出了规定，坚持哪一级筹集的

资金由哪一级安排使用，对集资办学突出的部门和个人予以奖励，该项经费只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

维修中小学危房，扩建、新建中小学校舍，购置课桌凳及教学设备，改善办学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1990年，设立郑州市人民教育基金，同时成立市人民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进一步解决我市教育

经费短缺的问题，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2001年，全市财政性教育投入已基本实现“三个增

长”，但两个比例距国家、省、市要求依然有差距。

干部选用与教师聘任改革的力度逐步加大。校长任命制改为年度考核竞争上岗，副校长实行考

核选优、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女干部与青年干部比例逐年加大。学校中层干部的任命权下放给学

校。1988年开始在16所学校试行校长负责制，1992年又在12所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至1996年，

市属43所学校均实行校长负责制。与此同时，教师的铁饭碗逐步打破，在实行聘任制试点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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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4年开始实行中小学教师年度考核，2000年全部实行年度考核聘任制。于1996年对本市符合

条件的4万余名教师颁发教师资格证书，实行教师任职资格证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工作、生活条

件逐步改善，教师工资待遇也逐步提高。1986年，《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规定：全社会要尊重教师。各级领导和部门积极为教师办实事，解决教师实际问题。是年，市区教师

“农转非”2602人。1988年开始，对全市在编民办教师进行招教考试，进行为时三个月的强化培训，而

后按公办教师分配到原单位任教。1992年至1995年的民师选招工作适当追加转正指标。到1999年

底，郑州市共有16392名计划内民办教师通过选招、招教途径转为公办教师，在全省率先实现计划内

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使计划内民办教师从此在郑州市成为历史。

1988年，积极筹建省会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1989年，全市共表彰800名优秀教师和优

秀教育工作者，其中80名由国家颁发“全国优秀教师奖章”、“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7名全国教

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部级劳模待遇，颁发“人民教师奖章”。157名省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和3名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由省里颁发“河南省优秀教师奖章”、“河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和“河

南省人民教师奖章”。1990年，郑州市表彰了119名优秀班主任和296名“三育人”先进个人。1991

年，市教委、市教育工会联合表彰了202名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为全市

338名从教30年以上的老教师颁发了“三十年荣誉证书”。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每年9月lO日为教师节。市教委、市人事局联合表彰了200名优秀班

主任、100名优秀青年教师和12名高校教学新秀。1997年，市政府公布了郑州市第一批跨世纪学术

技术带头人414人，此项活动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1998年，经省政府批准，郑州评选了30名特级教

师，还将1947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推荐公布了30名市级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50名教委级

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1999年，为517名从教30年的老教师办理了“三十年教龄荣誉证书”。2000

年，表彰了280名优秀教师和120名优秀教育工作者。当选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者有178

人。

198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改革。主要是建

立新的工资制度，初步理顺工资关系，按照工资的不同职能，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奖金

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对中小学教师先采取套改新工资标准的办法。实行新工资制度的时间从1985

年1月1日开始。市教育、财政、人事局于8月19日先后决定9月5日前分别给教职工每人(在增资

额内)预发50元、100元。全市中小学教职工20782人升了级。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单位实行

新工资制度的时间，从1985年7月1日开始。企业办的普通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幼儿园

的工资改革，随同本企业的工资改革进行。全市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3年11

月，国务院决定从1993年10月起，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这是建国以

来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人均增资达86元／月。与此同时，河南省对民办教师工资调整也

作了部署，调整幅度一般不低于当地公办教师增资幅度的2／3。

1997年9月，国家决定从当年7月1日起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相应提高机关

事业单位新参加工作人员的见习期的工资标准和初期工资标准。1999年9月，决定从当年7月1日

起较大幅度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人均增资达137．6元／月。于上述两个时间，河

南省对计划内民办教师的工资标准也作了调整。从1993年10月1日起，对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

作了相应规定，退休人员按照同职务在职人员平均增资额的90％增加退休费。1997年7月，国家增

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退职人员离退休费：离休人员按照同职务在职人员的增资额增加离休费。

从1996年9月1日起，特级教师补贴标准调整为每月80元。河南省从1997年1月起，对从事西藏班

教育工作的教职工予以适当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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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底，开始了经常化的首次职称评审工作，此后每年一次的职评工作走上了正规，相关的政策

也逐步完善。对成绩显着、贡献突出者可不受学历、资历的限制，可以破格评聘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1992年，对高教系列申报正高、副高专业技术职务者提出了外语等级考试的要求。1994年，进一步明确

了凡高校、中专、中小学教师具备达标学历和相应任职年限之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业绩条件，而且这些业

绩条件还将作为评委会评审的依据。199r7年，将高校教师条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改。在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的申报和推荐程序上实行“一公开、二展示、三考核、四评议、五监督”制度，同时上报实行该

制度的情况和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民主测评结果。1998年，对原有《评审条件》进行了修改，作为政策依

据执行至今。从1999年开始，高校、中专系列申报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须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后方可参加当年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1990年至2001年，全

市中专高级教师187人，一级教师138人。全市中学高级教师3717人，一级教师6561人。小学高级教师

11669人，小中高教师170人。特级教师两年评定一次，共计5次119人。

1985年，郑州市普通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较河南省(抽查)平均数高10．74％，接近省高水平地

区。普通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虽然也高于河南省(抽查)平均数，但与《规定》要求必须达到的学历

标准差距大。当年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市教育局拟定了教师队伍建设规

划，采取函授、进修等措施，改变普通初中教师队伍文化业务水平偏低的状况。1990年，教职工队伍规

模逐步扩大。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总数97514人，其中专任教师65480人。专任教师学历达标

情况逐年提高。至2001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总数共有176158人。专任教师学历达标普通

高中78．1％，比上年下降了O．6个百分点；普通初中89．O％，小学98．7％，幼儿园(含学前班)96．9％，

职业高中47．1％，职业初中88．2％，普通初中专任教师本科以上的比率为19．7％，小学专任教师专科

以上的比率为33．9％。教师学历达标率有提高，显示出多年来坚持师资培训的效果。

1989年到1998年十年间，为适应“普九”工作要求，实现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在郑州市进行

了“三沟通”培训工作。(“三沟通”指卫星电视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教育相互沟通)分期分批共

培训“三沟通”学员9233人，已有8651人取得本、专科毕业证。“三沟通”学员中涌现出一大批教学骨

干。2000年广播电视大学联合举办电大视听生小教专业专科班，全市共办23班，在校生11350人。

郑州市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始于1994年，包括新教师的上岗培训、教师岗位培训、骨干教师培

训和计算机培训。2000年，郑州市教委制定了《中小学新任教师培训方案》，1994年—2001年总计培

训结业10043人。教师岗位培训：1994年一1999年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结业26766人。初中教师

岗位培训，截止2001年参训人数8738人。高中教师培训自1999年开始，参训人数1641人。幼儿教

师岗位培训1999年全面推开，现已培训并结业登记834人。为解决在职中小学教师的学历问题，举

行了《专业合格证书》培训考试——学历补偿教育。培训形式有脱产(2年)、业余(3年)、卫电(3年)

等三种形式，从1994年，对本市的高中教师、初中教师、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分四个层次，按所任专业

进行培训，并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全市共参加培训13029人，有12691人获得专业合格证书，有8501

人获得免试证书。截止2001年，总计24925人参加培训并达标。

1998年以来，郑州先后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

等省内外高校，面向中学教师、中小学省级骨干教师举办硕士研究生进修班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截

止2001年底入学人数850人，研究生结业620人，获得硕士学位41人。到2001年底，全市小学教师

29707人，达到中师及以上学历29335人，达标率98．8％，同时取得大专以上学历10065人，占

33．9％；全市初中教师19391人，达到大专及以上学历17257人，占90％，达到本科及以上学历3815，

占14．7％；全市高中教师4544人，达到本科及以上学历3550人，占78．1％；全市幼儿教师3450人，

达到中师及以上学历3344人，占96．9％。

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实施的“跨世纪园丁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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