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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虽起自汉代，但主要是记述明代以来遵义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部分篇

章起自民国，个别篇章起自解放后，下限为1996年。

二、遵义地区行政辖区历史上曾多有变更，本着写进不写出的原则，进行记述。

三、叙事存真求实，详今略古，去微取著，详独略同。编纂方法，横排竖写，以类系事，

以事系人，述而不评。

四、遵义解放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文中称“解放后”，即自遵义解放(1949

年11月21日)起。

五、专志门类繁多，本志个别章节与其他志因事业相互联系，记述内容有交叉重复之

处，采取各有侧重，详略有别的方法进行记述。以保持本志的相对完整。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口碑材料。个别事实史料有

不同的说法，而又无法予以肯定或否定，则采取注明出处诸说并存，以备存查。

七、志中称谓，沿用不同历史时期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使用当时年

号括注公元；使用旧地名括注今名，旧制度量衡括注新制。

八、本志使用规范的汉语行文，引文和附录概用原文。

九、习惯用语和表述性语言中数字，用汉语书写。叙文中的数字、表列统计数字与公

元纪年。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鉴于《遵义地区志》有《人物志》专志，教育界的突出人物都统一写入《人物志》中，

故本志不列人物篇，只在记述中以事系人。

十一、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中的一类教育，应列篇进行记述，但遵义地区的特殊教育

起步较晚，规模不大，资料不多，故未列篇，只附列于小学教育之后。



目 录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11)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篇官学书院私塾

官学 书院⋯⋯⋯⋯⋯⋯⋯⋯⋯⋯⋯⋯⋯⋯⋯⋯⋯⋯⋯⋯⋯⋯⋯⋯⋯(46)

府、州、县学⋯⋯⋯⋯⋯⋯⋯⋯⋯⋯⋯⋯⋯⋯⋯⋯⋯⋯⋯⋯⋯⋯⋯⋯⋯(46)

书院⋯⋯⋯⋯⋯⋯⋯⋯⋯⋯⋯⋯⋯⋯⋯⋯⋯⋯⋯⋯⋯⋯⋯⋯⋯⋯⋯⋯(49)

社学与义学⋯⋯⋯⋯⋯⋯⋯⋯⋯⋯⋯⋯⋯⋯⋯⋯⋯⋯⋯⋯⋯⋯⋯⋯⋯(51)

私塾⋯⋯⋯⋯⋯⋯⋯⋯⋯⋯⋯⋯⋯⋯⋯⋯⋯⋯⋯⋯⋯⋯⋯⋯⋯⋯⋯⋯(53)

演变⋯⋯⋯⋯⋯⋯⋯⋯⋯⋯⋯⋯⋯⋯⋯⋯⋯⋯⋯⋯⋯⋯⋯⋯⋯⋯⋯⋯(53)

办学形式⋯⋯⋯⋯⋯⋯⋯⋯⋯⋯⋯⋯⋯⋯⋯⋯⋯⋯⋯⋯⋯⋯⋯⋯⋯⋯(55)

教学内容⋯⋯⋯⋯⋯⋯⋯⋯⋯⋯⋯⋯⋯⋯⋯⋯⋯⋯⋯⋯⋯⋯⋯⋯⋯⋯(56)

教学方法⋯⋯⋯⋯⋯⋯⋯⋯⋯⋯⋯⋯⋯⋯⋯⋯⋯⋯⋯⋯⋯⋯⋯⋯⋯⋯(56)

第二篇学前教育

第一章 发展概况⋯⋯⋯⋯⋯⋯⋯⋯⋯⋯⋯⋯⋯⋯⋯⋯⋯⋯⋯⋯⋯⋯⋯⋯⋯⋯(61)

第一节‘清代及民国时期⋯⋯⋯⋯⋯⋯⋯⋯⋯⋯⋯⋯⋯⋯⋯⋯⋯⋯⋯⋯⋯⋯⋯(61)

第二节解放后⋯⋯⋯⋯⋯⋯⋯⋯⋯⋯⋯⋯⋯⋯⋯⋯⋯⋯⋯⋯⋯⋯⋯⋯⋯⋯⋯(62)

第二章 教育教学与管理⋯⋯⋯⋯⋯⋯⋯⋯⋯⋯⋯⋯⋯⋯⋯⋯⋯⋯⋯⋯⋯⋯⋯(66)

第一节教育教学-⋯⋯⋯⋯⋯⋯⋯⋯⋯⋯⋯⋯⋯⋯⋯⋯⋯⋯⋯⋯⋯⋯⋯⋯··(66)

第二节管理⋯⋯⋯⋯⋯⋯⋯⋯⋯⋯⋯⋯⋯⋯⋯⋯⋯⋯⋯⋯⋯⋯⋯⋯⋯⋯⋯⋯(71)

附：遵义地区行署机关幼儿园简介⋯⋯⋯⋯⋯⋯⋯⋯⋯⋯⋯⋯⋯⋯⋯⋯⋯⋯⋯⋯(74)

第三篇小学教育

第一章 发展概况⋯⋯⋯⋯⋯⋯⋯⋯⋯⋯⋯⋯⋯⋯⋯⋯⋯⋯⋯⋯⋯⋯⋯⋯⋯⋯(76)

一l一



遵义地区志·教育志

第一节清末的小学教育⋯⋯⋯⋯⋯⋯⋯⋯⋯⋯⋯⋯⋯⋯⋯⋯⋯⋯⋯⋯⋯⋯⋯(76)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77)

第三节解放后的小学教育⋯⋯⋯⋯⋯⋯⋯⋯⋯⋯⋯⋯⋯⋯⋯⋯⋯⋯⋯⋯⋯⋯(83)

第二章课程教学⋯⋯⋯⋯⋯⋯⋯⋯⋯⋯⋯⋯⋯⋯⋯⋯⋯⋯⋯⋯⋯⋯⋯⋯⋯⋯(93)

第一节课程设置⋯⋯⋯⋯⋯⋯⋯⋯⋯⋯⋯⋯⋯⋯⋯⋯⋯⋯⋯⋯⋯⋯⋯⋯⋯⋯(93)

第二节教学⋯⋯⋯⋯⋯⋯⋯⋯⋯⋯⋯⋯⋯⋯⋯⋯⋯⋯⋯⋯⋯⋯⋯⋯⋯⋯⋯⋯(103)

第三章思想品德教育⋯⋯⋯⋯⋯⋯⋯⋯⋯⋯⋯⋯⋯⋯⋯⋯⋯⋯⋯⋯⋯⋯⋯⋯⋯(107)

第一节清末及民国时期⋯⋯⋯⋯⋯⋯⋯⋯⋯⋯⋯⋯⋯⋯⋯⋯⋯⋯⋯⋯⋯⋯⋯(107)

第二节解放后⋯⋯⋯⋯⋯⋯⋯⋯⋯⋯⋯⋯⋯⋯⋯⋯⋯⋯⋯⋯⋯⋯⋯⋯⋯⋯⋯(108)

第四章体育与卫生⋯⋯⋯⋯⋯⋯⋯⋯⋯⋯⋯⋯⋯⋯⋯⋯⋯⋯⋯⋯⋯⋯⋯⋯⋯⋯(110)

第一节体育教学与体育活动⋯⋯⋯⋯⋯⋯⋯⋯⋯⋯⋯⋯⋯⋯⋯⋯⋯⋯⋯⋯⋯(110)

第二节卫生教育与卫生保健⋯⋯⋯⋯⋯⋯⋯⋯⋯⋯⋯⋯⋯⋯⋯⋯⋯⋯⋯⋯⋯(114)

第五章 管理⋯⋯⋯⋯⋯⋯⋯⋯⋯⋯⋯⋯⋯⋯⋯⋯⋯⋯⋯⋯⋯⋯⋯⋯⋯⋯⋯⋯(118)

第一节行政管理⋯⋯⋯⋯⋯⋯⋯⋯⋯⋯⋯⋯⋯⋯⋯⋯⋯⋯⋯⋯⋯⋯⋯⋯⋯⋯(118)

第二节教学管理⋯⋯⋯⋯⋯⋯⋯⋯⋯⋯⋯⋯⋯⋯⋯⋯⋯⋯⋯⋯⋯⋯⋯⋯⋯⋯(120)

附：遵义地区特殊教育概况⋯⋯⋯⋯⋯⋯⋯⋯⋯⋯⋯⋯⋯⋯⋯⋯⋯⋯⋯⋯⋯⋯(123)

遵义地区盲聋哑学校简介⋯⋯⋯⋯⋯⋯⋯⋯⋯⋯⋯⋯⋯⋯⋯⋯⋯⋯⋯⋯⋯(125)

遵义市文化小学简介⋯⋯⋯⋯⋯⋯⋯⋯⋯⋯⋯⋯⋯⋯⋯⋯⋯⋯⋯⋯⋯⋯⋯(125)

第四篇 中学教育

，

第一章 学校⋯⋯⋯⋯⋯⋯⋯⋯⋯⋯⋯⋯⋯⋯⋯⋯⋯⋯⋯⋯⋯⋯⋯⋯⋯⋯⋯⋯(129)

第一节 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中学⋯⋯⋯⋯⋯⋯⋯⋯⋯⋯⋯⋯⋯⋯⋯⋯⋯⋯⋯⋯(129)

第二节解放后的中学⋯⋯⋯⋯⋯⋯⋯⋯⋯⋯⋯⋯⋯⋯⋯⋯⋯⋯⋯⋯⋯⋯⋯⋯(133)

第二章 学生⋯⋯⋯⋯⋯⋯⋯⋯⋯⋯⋯⋯⋯⋯⋯⋯⋯⋯⋯⋯⋯⋯⋯⋯⋯⋯⋯⋯(144)

第一节入学⋯⋯⋯⋯⋯⋯⋯⋯⋯⋯⋯⋯⋯⋯⋯⋯⋯⋯⋯⋯⋯⋯⋯⋯⋯⋯⋯⋯(144)

第二节学习毕业⋯⋯⋯⋯⋯⋯⋯⋯⋯⋯⋯⋯⋯⋯⋯⋯⋯⋯⋯⋯⋯⋯⋯⋯⋯(148)

第三章 学业⋯⋯⋯⋯⋯⋯⋯⋯⋯⋯⋯⋯⋯⋯⋯⋯⋯⋯⋯⋯⋯⋯⋯⋯⋯⋯⋯⋯(155)

第一节课业⋯⋯⋯⋯⋯⋯⋯⋯⋯⋯⋯⋯⋯⋯⋯⋯⋯⋯⋯⋯⋯⋯⋯⋯⋯⋯⋯⋯(155)

第二节德育⋯⋯⋯⋯⋯⋯⋯⋯⋯⋯⋯⋯⋯⋯⋯⋯⋯⋯⋯⋯⋯⋯⋯⋯⋯⋯⋯⋯(159)

第三节体育⋯⋯⋯⋯⋯⋯⋯⋯⋯⋯⋯⋯⋯⋯⋯⋯⋯⋯⋯⋯⋯⋯⋯⋯⋯⋯⋯⋯(162)

第四章 管理⋯⋯⋯⋯⋯⋯⋯⋯⋯⋯⋯⋯⋯⋯⋯⋯⋯⋯⋯⋯⋯⋯⋯⋯⋯⋯⋯⋯(166)

第一节行政管理⋯⋯⋯⋯⋯⋯⋯⋯⋯⋯⋯⋯⋯⋯⋯⋯⋯⋯⋯⋯⋯⋯⋯⋯⋯⋯(166)

第二节学业管理⋯⋯⋯⋯⋯⋯⋯⋯⋯⋯⋯⋯⋯⋯⋯⋯⋯⋯⋯⋯⋯⋯⋯⋯⋯⋯(171)

第三节生活管理⋯⋯⋯⋯⋯⋯⋯⋯⋯⋯⋯⋯⋯⋯⋯⋯⋯⋯⋯⋯⋯⋯⋯⋯⋯⋯(177)

附：遵义航天中学简介⋯⋯⋯⋯⋯⋯⋯⋯⋯⋯⋯⋯⋯⋯⋯⋯⋯⋯⋯⋯⋯⋯⋯⋯(181)

遵义市第四中学简介⋯⋯⋯⋯⋯⋯⋯⋯⋯⋯⋯⋯⋯⋯⋯⋯⋯⋯⋯⋯⋯⋯⋯(184)

一2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遵义市第一中学简介⋯⋯⋯⋯⋯⋯⋯⋯⋯⋯⋯⋯⋯⋯⋯⋯⋯⋯⋯⋯⋯⋯⋯(185)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简介⋯⋯⋯⋯⋯⋯⋯⋯⋯⋯⋯⋯⋯⋯⋯⋯⋯⋯⋯⋯⋯⋯(187)

第五篇 中等师范教育

第一章 发展概况⋯⋯⋯⋯⋯⋯⋯⋯⋯⋯⋯⋯⋯⋯⋯⋯⋯⋯⋯⋯⋯⋯⋯⋯⋯⋯(189)

第一节清代师范传习所与师范学堂⋯⋯⋯⋯⋯⋯⋯⋯⋯⋯⋯⋯⋯⋯⋯⋯⋯⋯(189)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师范学校⋯⋯⋯⋯⋯⋯⋯⋯⋯⋯⋯⋯⋯⋯⋯⋯⋯⋯⋯⋯⋯(190)

第三节解放后的师范教育⋯⋯⋯⋯⋯⋯⋯⋯⋯⋯⋯⋯⋯⋯⋯⋯⋯⋯⋯⋯⋯⋯(193)

第二章 培养目标与任务⋯⋯⋯⋯⋯⋯⋯⋯⋯⋯⋯⋯⋯⋯⋯⋯⋯⋯⋯⋯⋯⋯⋯(195)

第一节培养目标⋯⋯⋯⋯⋯⋯⋯⋯⋯⋯⋯⋯⋯⋯⋯⋯⋯⋯⋯⋯⋯⋯⋯⋯⋯⋯(195)

第二节教育任务⋯⋯⋯⋯⋯⋯⋯⋯⋯⋯⋯⋯⋯⋯⋯⋯⋯⋯⋯⋯⋯⋯⋯⋯⋯⋯(196)

第三章 领导体制及管理⋯⋯⋯⋯⋯⋯⋯⋯⋯⋯⋯⋯⋯⋯⋯⋯⋯⋯⋯“⋯⋯⋯-(199)

第一节领导体制⋯⋯⋯⋯⋯⋯⋯⋯⋯⋯⋯⋯⋯⋯⋯⋯⋯⋯⋯⋯⋯⋯⋯⋯⋯⋯(199)

第二节学校的管理⋯⋯⋯⋯⋯⋯⋯⋯⋯⋯⋯⋯⋯⋯⋯⋯⋯“⋯⋯⋯⋯⋯⋯⋯·(200)

第四章 课程设置及教学工作⋯⋯⋯⋯⋯⋯。⋯⋯⋯⋯⋯⋯⋯⋯⋯⋯⋯⋯⋯⋯··(202)

第一节课程设置⋯⋯⋯⋯⋯⋯⋯⋯⋯⋯⋯⋯⋯⋯⋯⋯⋯⋯⋯⋯⋯⋯⋯⋯⋯⋯(202)

第二节教学工作⋯⋯⋯⋯⋯⋯⋯⋯⋯⋯⋯⋯⋯⋯⋯⋯⋯⋯⋯⋯⋯⋯⋯⋯⋯⋯(205)

第五章 学生⋯⋯⋯⋯⋯⋯⋯⋯⋯⋯⋯⋯⋯⋯⋯⋯⋯⋯⋯⋯⋯⋯⋯⋯⋯⋯⋯⋯(208)

第一节学生来源及招生办法⋯⋯⋯⋯⋯⋯⋯⋯⋯⋯⋯⋯⋯⋯⋯．．．⋯⋯⋯⋯⋯(208)

第二节学生待遇⋯⋯⋯⋯⋯⋯⋯⋯⋯⋯⋯⋯⋯⋯⋯⋯⋯⋯⋯⋯⋯⋯⋯⋯⋯⋯(210)

第三节毕业生的分配⋯⋯⋯⋯⋯⋯⋯⋯⋯⋯⋯⋯⋯⋯⋯⋯⋯⋯⋯⋯⋯⋯⋯⋯(211)

第六篇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普通中学中的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专业学校⋯⋯⋯⋯⋯⋯⋯⋯⋯⋯⋯⋯⋯⋯⋯⋯⋯⋯⋯⋯⋯⋯⋯

医药、护理学校⋯⋯⋯⋯⋯⋯⋯⋯⋯⋯⋯⋯⋯⋯⋯⋯⋯⋯⋯⋯⋯⋯

农业、农机学校⋯⋯⋯⋯⋯⋯⋯⋯⋯⋯⋯⋯⋯⋯⋯⋯⋯⋯⋯⋯⋯⋯

工业学校⋯⋯⋯⋯⋯⋯⋯⋯⋯⋯⋯⋯⋯⋯⋯⋯⋯⋯⋯⋯⋯⋯⋯⋯⋯

财税学校⋯⋯⋯⋯⋯⋯⋯⋯⋯⋯⋯⋯⋯⋯⋯⋯⋯⋯⋯⋯⋯⋯⋯⋯⋯

2

2

2

2

2

2

育一

一

一

一

～

教～

～

～

～

～

术～

～

～

一

一

技一

～

～

～

～

业～

～

一

一

一

职～

～学～

一

的～

一中～

一

期～

一业～

一

酣㈤数勰～
～民堂业的学学及学职后中中代桑他放业业清蚕其解农职



遵义地区志·教育志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体育学校⋯⋯⋯⋯⋯⋯⋯⋯⋯⋯⋯⋯⋯⋯⋯⋯⋯⋯⋯⋯⋯⋯⋯⋯⋯⋯

各类中专学校的学生⋯⋯⋯⋯⋯⋯⋯⋯⋯⋯⋯⋯⋯⋯⋯⋯⋯⋯⋯⋯⋯

技工学校⋯⋯⋯⋯⋯⋯⋯⋯⋯⋯⋯⋯⋯⋯⋯⋯⋯⋯⋯⋯⋯⋯⋯⋯⋯⋯

学校及其类属⋯⋯⋯⋯⋯⋯⋯⋯⋯⋯⋯⋯⋯⋯⋯⋯⋯⋯⋯⋯⋯⋯⋯⋯

管理 教学⋯⋯⋯⋯⋯⋯⋯⋯⋯⋯⋯⋯⋯⋯⋯⋯⋯⋯⋯⋯⋯⋯⋯⋯⋯

学生⋯⋯⋯⋯⋯⋯⋯⋯⋯⋯⋯⋯⋯⋯⋯⋯⋯⋯⋯⋯⋯⋯⋯⋯⋯⋯⋯⋯

第七篇全日制高等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迁学校⋯⋯⋯⋯⋯⋯⋯⋯⋯⋯⋯⋯⋯⋯⋯⋯⋯⋯⋯

国立浙江大学⋯⋯⋯⋯⋯⋯⋯⋯⋯⋯⋯⋯⋯⋯⋯⋯⋯⋯⋯⋯⋯⋯⋯⋯

私立大夏大学⋯⋯⋯⋯⋯⋯⋯⋯⋯⋯⋯⋯⋯⋯⋯⋯⋯⋯⋯⋯⋯⋯⋯⋯

解放后的大专院校⋯⋯⋯⋯⋯⋯⋯⋯⋯⋯⋯⋯⋯⋯⋯⋯⋯⋯⋯⋯⋯⋯

1958年的专科学校⋯⋯⋯⋯⋯⋯⋯⋯⋯⋯⋯⋯⋯⋯⋯⋯⋯⋯⋯⋯⋯

遵义医学院⋯⋯⋯⋯⋯⋯⋯⋯⋯⋯⋯⋯⋯⋯⋯⋯⋯⋯⋯⋯⋯⋯⋯⋯⋯

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第八篇成人教育

扫除文盲⋯⋯⋯⋯⋯⋯⋯⋯⋯⋯⋯⋯⋯⋯⋯⋯⋯⋯⋯⋯⋯⋯⋯⋯⋯⋯

民国时期的扫盲学校、班⋯⋯⋯⋯⋯⋯⋯⋯⋯⋯⋯⋯⋯⋯⋯⋯⋯⋯⋯

对非农业人口的扫盲⋯⋯⋯⋯⋯⋯⋯⋯⋯⋯⋯⋯⋯⋯⋯⋯⋯⋯⋯⋯⋯

对农民的扫盲⋯⋯⋯⋯⋯⋯⋯⋯⋯⋯⋯⋯⋯⋯⋯⋯⋯⋯⋯⋯⋯⋯⋯⋯

脱盲后的农业技术培训⋯⋯⋯⋯⋯⋯⋯⋯⋯⋯⋯⋯⋯⋯⋯⋯⋯⋯⋯⋯

初等、中等教育⋯⋯⋯⋯⋯⋯⋯⋯⋯⋯⋯⋯⋯⋯⋯⋯⋯⋯⋯⋯⋯⋯⋯

中小学阶段的文化补习⋯⋯⋯⋯⋯⋯⋯⋯⋯⋯⋯⋯⋯⋯⋯⋯⋯⋯⋯⋯

职工岗位培训⋯⋯⋯⋯⋯⋯⋯⋯⋯⋯⋯⋯⋯⋯⋯⋯⋯⋯⋯⋯⋯⋯⋯⋯

职工中专⋯⋯⋯⋯⋯⋯⋯⋯⋯⋯⋯⋯⋯⋯⋯⋯⋯⋯⋯⋯⋯⋯⋯⋯⋯⋯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函授中专与自学考试⋯⋯⋯⋯⋯⋯⋯⋯⋯⋯⋯⋯⋯⋯⋯⋯⋯⋯⋯⋯⋯

高等教育⋯⋯⋯⋯⋯⋯⋯⋯⋯⋯⋯⋯⋯⋯⋯⋯⋯⋯⋯⋯⋯⋯⋯⋯⋯

成人高等院校⋯⋯⋯⋯⋯⋯⋯⋯⋯⋯⋯⋯⋯⋯⋯⋯⋯⋯⋯⋯⋯⋯⋯⋯

本、专科自学考试、函授⋯⋯⋯⋯⋯⋯⋯⋯⋯⋯⋯⋯⋯⋯⋯⋯⋯⋯⋯⋯

第九篇教 师

(230)

(231)

(232)

(232)

(233)

(234)

(236)

(236)

(241)

(242)

(242)

(243)

(246)

第一章 队伍⋯⋯⋯⋯⋯⋯⋯⋯⋯⋯⋯⋯⋯⋯⋯⋯⋯⋯⋯⋯⋯⋯⋯⋯⋯⋯⋯⋯(282)

·-——4·-——

?j{j

、，、，、，、，、，、，、，、，、，、，、，、，、，、，

4

4

7

0

6

9

9

0

l

3

4

6

6

9

5

5

5

6

6

6

6

7

7

7

7

7

7

7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L，●、，L，●、，L，～，I，L／L，k，k，L，L，L



目 录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人数⋯⋯⋯⋯⋯⋯⋯⋯⋯⋯⋯⋯⋯⋯⋯⋯⋯⋯⋯⋯⋯⋯⋯⋯⋯⋯⋯⋯

文化构成⋯⋯⋯⋯⋯⋯⋯⋯⋯⋯⋯⋯⋯⋯⋯⋯⋯⋯⋯⋯⋯⋯⋯⋯⋯⋯

师资⋯⋯⋯⋯⋯⋯⋯⋯⋯⋯⋯⋯⋯⋯⋯⋯⋯⋯⋯⋯⋯⋯⋯⋯⋯⋯⋯⋯

认定⋯⋯⋯⋯⋯⋯⋯⋯⋯⋯⋯⋯⋯⋯⋯⋯⋯⋯⋯⋯⋯⋯⋯⋯⋯⋯⋯⋯

培勘¨⋯⋯⋯⋯⋯⋯⋯⋯⋯⋯⋯⋯⋯⋯⋯⋯⋯⋯⋯⋯⋯⋯⋯⋯⋯⋯⋯⋯

考核⋯⋯⋯⋯⋯⋯⋯⋯⋯⋯⋯⋯⋯⋯⋯⋯⋯⋯⋯⋯⋯⋯⋯⋯⋯⋯⋯⋯

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

社会地位⋯⋯⋯⋯⋯⋯⋯⋯⋯⋯⋯⋯⋯⋯⋯⋯⋯⋯⋯⋯⋯⋯⋯⋯⋯⋯

经济待遇⋯⋯⋯⋯⋯⋯⋯⋯⋯⋯⋯⋯⋯⋯⋯⋯⋯⋯⋯⋯⋯⋯⋯⋯⋯⋯

第十篇教育行政

第一章 教育方针政策制度⋯⋯⋯⋯⋯⋯⋯⋯⋯⋯⋯⋯⋯⋯⋯⋯⋯⋯⋯⋯(332)

第一节教育方针政策的实施⋯⋯⋯⋯⋯⋯⋯⋯⋯⋯⋯⋯⋯⋯⋯⋯⋯⋯⋯⋯⋯(332)

第二节学制⋯⋯⋯⋯⋯⋯⋯⋯⋯⋯⋯⋯⋯⋯⋯⋯⋯⋯⋯⋯⋯⋯⋯⋯⋯⋯⋯⋯(334)

第二章 教育行政机构⋯⋯⋯⋯⋯⋯⋯⋯⋯⋯⋯⋯⋯⋯⋯⋯⋯⋯⋯⋯⋯⋯⋯⋯(336)

第一节地区教育行政机构⋯⋯⋯⋯⋯⋯⋯⋯⋯⋯⋯⋯⋯⋯⋯⋯⋯⋯⋯⋯⋯⋯(336)

第二节县(市)教育行政机构⋯⋯⋯⋯⋯⋯⋯⋯⋯⋯⋯⋯⋯⋯⋯⋯⋯⋯⋯⋯⋯(341)

第三节区、乡(镇)教育行政机构⋯⋯⋯⋯⋯⋯⋯⋯⋯⋯⋯⋯⋯⋯⋯⋯⋯⋯⋯(342)

第三章 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责⋯⋯⋯⋯⋯⋯⋯⋯⋯⋯⋯⋯⋯⋯⋯⋯⋯⋯⋯⋯⋯(343)

第一节地区级⋯⋯⋯⋯⋯⋯⋯⋯⋯⋯⋯⋯⋯⋯⋯⋯⋯⋯⋯⋯⋯⋯⋯⋯⋯⋯⋯(343)

第二节县(市)级⋯⋯⋯⋯⋯⋯⋯⋯⋯⋯⋯⋯⋯⋯⋯⋯⋯⋯⋯⋯⋯⋯⋯⋯⋯⋯(345)

第三节 区、乡(ttl)级⋯⋯⋯⋯⋯⋯⋯⋯⋯⋯⋯⋯⋯⋯⋯⋯⋯⋯⋯⋯⋯⋯⋯⋯(347)

第四章 教育视(督)导与辅导⋯⋯⋯⋯⋯⋯⋯⋯⋯⋯⋯⋯⋯⋯⋯⋯⋯⋯⋯⋯⋯(348)

第一节视(督)导组织⋯⋯⋯⋯⋯⋯⋯⋯⋯⋯⋯⋯⋯⋯⋯⋯⋯⋯⋯⋯⋯⋯⋯⋯(348)

第二节视(督)导方式及内容⋯⋯⋯⋯⋯⋯⋯⋯⋯⋯⋯⋯⋯⋯⋯⋯⋯⋯⋯⋯⋯(349)

第三节辅导制度⋯⋯⋯⋯⋯⋯⋯⋯⋯⋯⋯⋯⋯⋯⋯⋯⋯⋯⋯⋯⋯⋯⋯⋯⋯⋯(353)

第五章 教育经费⋯⋯⋯⋯⋯⋯⋯⋯⋯⋯⋯⋯⋯⋯⋯⋯⋯⋯⋯⋯⋯⋯⋯⋯⋯⋯(353)

第一节来源⋯⋯⋯⋯⋯⋯⋯⋯⋯⋯⋯⋯⋯⋯⋯⋯⋯⋯⋯⋯⋯⋯⋯⋯⋯⋯⋯⋯(353)

第二节用途⋯⋯⋯⋯⋯⋯⋯⋯⋯⋯⋯⋯⋯⋯⋯⋯⋯⋯⋯⋯⋯⋯⋯⋯⋯⋯⋯⋯(359)

第三节勤工俭学⋯⋯⋯⋯⋯⋯⋯⋯⋯⋯⋯⋯⋯⋯．．．⋯⋯⋯⋯⋯⋯⋯⋯⋯⋯⋯(361)

第四节集资办学⋯⋯⋯⋯⋯⋯⋯⋯⋯⋯⋯⋯⋯⋯⋯⋯⋯⋯⋯⋯⋯⋯⋯⋯⋯⋯(367)

后记⋯⋯⋯⋯⋯⋯⋯⋯⋯⋯⋯⋯⋯⋯⋯⋯⋯⋯⋯⋯⋯⋯⋯⋯⋯⋯⋯⋯⋯⋯⋯⋯⋯(372)

一5一

、，、，、，、，、，、，、，、，、，

2

6

2

2

3

5

7

7

1

8

8

9

9

O

1

1

1

2

2

2

2

2

3

3

3

3

3，～，L，～，●、，L，I、，L，L，L



产 ：
；
i

l
：

I

概 述

概 述

遵义地区古属梁州南徼，春秋战国时期为鳖县，自秦至南北朝虽称为县。但未能“变

夷为夏”。隋、唐称群舸、郎州、播州，以后即为杨氏土司世袭领地。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实行“改土归流”，废播州。分其地为遵义军民府、平越军民府，前者隶四川，后者属

贵州。遵义军民府辖遵义、桐梓、仁怀、绥阳及真安州(今正安县)。康熙二十六年(1687)

改遵义军民府为遵义府；雍正五年(1727)遵义府改隶贵州(一说是雍正六年隶贵州)。清

雍正八年(1730)置仁怀厅，乾隆四十一年(1776)改为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降为赤

水厅隶遵义府。民国2年(1913)撤遵义府，原府属州、县、厅均直隶于省。民国24年

(1935)贵州设11个督察区，黔北为第五行政督察区，辖遵义、桐梓、仁怀、绥阳、正安、赤

水、习水七县。民国25年(1936)增辖湄潭县，26年(1937)又增辖务川、德江、凤冈、后坪、

余庆5县(民国30年撤销后坪县，其地分别划归务川、沿河县；余庆于1950年划入镇远专

区，1956年复划属遵义专区)。1958年、1963年息烽、开阳两县先后划入遵义专区，1965

年两县均划归安顺专区。今遵义地区行政公署辖遵义、赤水、仁怀三市和遵义、桐梓、绥

阳、正安、道真、务川、湄潭、凤冈、余庆、习水10县。全区境界，北及西北以大娄山脉及赤

水河为界与四川毗邻；西南与毕节地区接壤；南跨乌江楔入安顺地区；东界铜仁地区。东

西长274．5公里，南北宽232．5公里，总面积为30753平方公里，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

17．7％，人口600余万。

遵义最早设学授徒的是东汉尹珍。尹珍字道真。东汉群舸郡毋敛县(今贵州独山、荔

波县境内)人，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20岁时，即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他深

感家乡没有学校，文化落后，奋奔京都洛阳，拜经学大师和文字大师许慎为师，受学五经，

学成后来到正安、绥阳县境设帐授徒，传播中原文化。从此，“南域始有学焉”。

7； 尹珍之后，千余年间文教方面没有出现显闻人物。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历代王朝虽在

道设郡(州)、县，但未能直接行使其权力，多以土著豪酋为郡、县长官，而各豪酋之间，各部

族与中央王朝之间，不时发生战争；豪族内部的斗争亦时缓时紧，战火不断。这一切都严

重影响经济及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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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遵义)原属四川，直至清雍正五年(1727)始隶贵州。唐代晚期一度被南诏攻占，

僖宗乾符三年(876)，杨端率部人播，驱走南诏，归附中央王朝，独领播州。其子孙世代相

袭，历经九传250余年，文教事业寂焉无闻。直到南宋初年，杨端的第11世孙杨选执掌播

州。从他开始，杨氏领主才开始注重文教事业。

杨选，字简夫，好学，聘请名师来教授经史百家之书。又喜欢与文人交往，只要听到有

贤能人才，不惜重金招聘。其时，每年入播之文士近百人。

选之后，轸、轼、粲、阶、文至17世杨汉英，相继建学养士，请开科举，建学官，修孔庙，

兴儒学。这是杨氏领播725年间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可惜其后裔日益骄横，

轻贱文士，进而迫害有才学的读书人。自此至29世杨应龙当政的300多年间，文教复陷

沉寂。

明万历二十年(1592)，明朝廷命李化龙调各省官军、土司兵计24万人发动平播之役，

兵分八路，围攻杨应龙。几经激战，官军斩关破囤，杨应龙自缢。官军杀戮甚重，播地化为

废墟。据《平播全书》记载“播州之民十不存一、二，田地荒芜，百里无烟，路绝行人”，生产

力遭到严重破坏，教育受到的破坏可想而知。

平播后，实行“改土归流”，明朝廷从四川I、江西、湖广等地移民来播垦殖，生产逐渐恢

复。随着政治稳定，经济复苏，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万历三十六年(1608)，知府孙敏政

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至明亡，遵义府属各州、县办起社学87所，有社师

90人，另府学1，县学5。

清代，遵义文教更盛于前，乾隆年问，知府陈玉鐾输引山蚕入遵义饲养，使遵义蚕丝

业得到很大发展。此后百余年间，地瘠民贫的乡村，一变而为富甲全省之区，仅遵义县一

县，“赋税几敌全省半”。那时遵义农村，“纺织之声相闻，獬林之荫迷道路”；蚕丝及丝织

品，引来了省外商贾，使“遵绸之名，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甚而“出嘉峪关远贩西域南

洋”。蚕丝业的发展，不仅给遵义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促进了

文化教育的发展。其时，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学校次第兴起。各州、县、厅除官学外，并

争办书院。
’

清代275年间，今遵义地区先后办有府学2，州学2，直隶厅学1，县学8，书院26，义学

73，私熟无数可稽。从道光《遵义府志》知府平翰在该书的序言中“径行虽辟，无一二里无

塾童声”来看，私熟之普及程度之高，不言而喻了。

科甲鼎盛，不仅反映了教育的发展，更反映了教育质量的水平。从康熙二十三年

(1684)甲戌科李先立首中进士至光绪三十年(1904)陈正猷举最后一科，全区共中进士66

人，其中遵义县人杨兆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殿试摘取了“探花”桂冠，与状元及

第夺魁天下的青岩赵以炯、麻哈夏同和并称黔中“三鼎甲”。道光《遵义府志》谓：“省试举

48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进学文生(秀才)，府、州、厅俱无具体记载。贵州学政严修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岁考时，在其所著《婚香馆使黔日记》中记有各地赴考人数，计遵义、

桐梓文童到者801人，绥阳、正安、仁怀、仁怀直隶厅到745人。当时属平越府的余庆、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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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分别到79人和223人，当时属石阡府的龙泉(今凤冈)到30人，总计已近2千人。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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