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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人类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源远流

长，记载中国历史的典籍、文献、著述，宛若一座丰富

的宝库。走进其中的人，都为这座璀璨的宝库惊叹、倾

倒。如今，这座宝库又增加一分子，她也许很不出众，

微不足道，但她为这座宝库填加了新的成分、新的活

力，她就是《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

盛世修史。接到编纂《龙潭区教育志(1986—

2002)》的任务，我们感到对历史的忠实记载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编撰者不辞劳苦，查档伏案，用

时数月，得成此书。每一朵教育浪花，都是我们龙潭人

智慧的折射，每一颗教育硕果，都是我们龙潭人拼搏的

奖励；每一次过程回放，对今天都是珍贵的叮咛，每一

次历史回顾，对未来都是殷切的嘱托。捧读《龙潭区教

育志(1986—2002)》，这种感受更加刻骨铭心。

尽管看法各有不同，有一点可以肯定：读了《龙潭

区教育志(1986--2002)》，我们充分了解龙潭教育的

真实历史，对龙潭教育的发展壮大感到自豪和振奋，我

们坚信龙潭教育的未来更加辉煌。

相信《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会引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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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祖国之心、热爱家乡之情，激发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中国的斗志，继而引来对龙潭区教育史的充实和
研究。

牛或

2003年仲秋



凡 例

一、《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的编纂，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记载龙潭区教育

的历史和现状。 ．

二、《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记事时间，

原则上以1986年1月1日为上限，以2002年12月31

日为下限。

三、《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记事空间，

以2000年1月吉林市行政区划为准。依此难以处理

的，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

四、《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为记叙文

体。

五、《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依据教育内

容分类，兼顾教育分工，采用章节体，设章、节。

六、《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使用的主要

数据，以龙潭区教育局统计部门认定为准，业务部门提

供的数据均经过核实。

七、《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使用国名、

地名、机构名、文化名、各类专用名称均写全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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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时，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历史地名均写原名，在括

号内注明今名。对人物的称呼，除引用原文外，均直书

其名，不加职衔。

八、《龙潭区教育志(1986--2002)》纪年采用公

元纪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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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吉林市龙潭区位于吉林市区东北部，北接舒兰、西

连九台、东临蛟河。龙潭区下辖11个街道、8个乡镇、

5个管理区。龙潭区是个老工业区，事业办学与企业办

学同步发展达半个世纪之久；两次区划(1992年、2000

年)调整之后，龙潭区农业人口迅速增加，城市与农村

教育同步发展。

龙潭区教育起步较早。1920年区内就有吉林省立职

业学校。1931年、1937年已有江北棋盘街普通学校

(现龙潭区朝鲜族实验小学)和龙潭区三小等学校。据

1947年5月统计，吉林市江北地区就有密什哈、棋盘

街、大屯、北口钦、七家子等五所公立初等学校。1948

年，又成立了龙潭小学、龙潭七小等学校。在两次区划

后的八个乡镇中，自1907年开始，也已陆续成立了多

所官办学校。
。

建国后龙潭区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1949年一1966年，建国初期教育。在党和国

家教育方针指引下，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努力建设发展

龙潭教育。
’

在建国后十年中，龙潭区教育事业完成了起步阶段，

学校数量增加较快，学校格局基本形成。期间先后成立

了龙潭四小、龙潭中心小学、龙潭九小、市十二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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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中、龙潭十小、龙潭十一小、龙潭五小、龙潭十二

小、市十四中、市五十中等学校。此时随着驻区各大厂

矿的建立，吉林机电技术学校、吉林化工学院、吉林省

火电公司子弟中学、吉化公司机械厂子弟中学、吉化化

肥厂子弟中学等学校也先后成立。厂矿学校与区属学校

同步发展。

1958年，龙潭区各类学校在开展教学工作的同时，

普遍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一定程度的改善了办学条

件。1960年，进行学校体制改革，将市十二中与龙潭区

中心校改制成九年一贯制学校。

1965年，龙潭区部分小学开始实行五年一贯制教

学。

二、1966年一1976年，“文革”时期教育。根据上

级精神，进行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实行“停课闹革命”，各校

教学受到影响，部分学生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联”活

动。1968年，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

校，“工人阶级登上讲台"，教师开始走“五七’’道路。

学生学工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10月，市里将中学管理权下放到区级。在

管理小学教育工作的基础上，龙潭区接受了市十二中、

市十六中、市三十七中、市四十四中等学校。从1970

年10月到1978年前，龙潭区文教局共管理上述四所中

学及市三十五中、市五十中、市四十九中等七所中学。

1970年10月后，龙潭区教师进修学校除对区属学

校有业务指导的职能外，还对吉化(8所中学、9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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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江机(1所中学、3所小学)、火电(1所中学、1

所小学)、吉林机电子弟校、5515厂子弟校等厂矿学校

有业务指导的职能。1980年，吉化公司成立中小学总校

后，其对吉化的业务指导职能取消。

1980年11月，市里把中学的管理权收回后，龙潭

区教师进修学校对江机、火电、吉林机电子弟校等厂矿

学校的小学业务进行指导。

三、1977年--2002年，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在党

和国家教育方针指引下，更新观念，锐意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分为两个阶段：

1、改革开放阶段(1977—1985年)。

2、快速发展阶段(1986—2002年)。1992年第一

次区划后，位于江北乡的市二十中、金珠乡的市二十四

中等学校划归龙潭区教育局管理。同年，吉林市教委将

市十六中学管理权下放给龙潭区。龙潭区教育局同时对

江机、火电、55 15厂子弟校等厂矿学校中小学业务进行

指导。

1986年一2002年，龙潭区教育发展迅速。

17年来，龙潭区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更新教育观

念，遵循教育规律，坚持“五育’’并举，坚持因材施

教，大力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掌握新的教育信息，转变

教育思想，做到与时俱进。全面落实《教育法》、《吉林

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精神，大力实施六年、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和发展“两基"成果，不断改进办学

条件，尽力为学生学习提供便利条件。全区小学适龄儿

童入学年龄实现6周岁，入学率保持在100％以上；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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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格率100％；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100％；毕业合

格率达到100％；全区3．5岁幼儿入园率明显提高；三

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为100％；初中毕业生升入高

中比例逐年增大。1990年起，全区全面施行素质教育。

1998年9月，龙潭区教育局开展“龙潭区‘素质教育特

色校’评选活动"；1999年10月25日，龙潭区教育局

制定出台《全面推进区域性素质教育第二阶段实施方

案》；2000年4月19日，在吉林地区教育科研工作会议

上，推广了龙潭区素质教育办学模式《“五三”管理框

架》；2000年，吉林地区减负提质现场会在龙潭区召

开，会议向全地区介绍了龙潭区等教育经验；2001年9

—11月，龙潭区教育局组织教学副校长学习落实《课

程改革纲要》、《新课程标准》听课、评课调研等活动：

2001年3月，龙潭区中小学“想一手～‘学一手”“练一

手’’“露一手”素质教育系列活动全面展开：2002年9

月26日，吉林市中小学学生“露一手”素质教育系列

活动现场会在龙潭区召开。《江城日报》、《江城少年

报》、《江城晚报》等分别给予报道。《教育研究》2002

年第五期(封四)做了刊载。一个时期以来，龙潭区教

育事业发展迅猛，特别是“九五”期间，切实加大基础

教育改革的力度，取得了显著成绩。“两基”工作分别

于1994年、1997年顺利通过省初检复检验收后，区教

育局又以“减负"为突破口，转变教育观念，规范办学

行为；以“提质’’为导向，培训“特长加特能”教师，

培养“合格加特长”学生：以推进素质教育为核心，创

办“规范加特色”学校，提高教学水平。“九五”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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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全国自学考试先进单位”、吉林省优秀课改试验

区、吉林省“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科普”、“继续

教育"、“校舍建设”、“勤工俭学"先进区等称号。在

2000年、2001年全地区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评比第一名基础上，2002年又一次取得第一，同时获得

义务教育、职业与成人教育、信息化建设、依法治教和

教育督导、安全工作五个单项奖，是获得单项奖最多的

县(市)区。

龙潭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增强学校德育教

育的实效性，普遍提高了学生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思想，丰富多彩的学习和实践活动，使学生得

到了全面发展。

龙潭区体育卫生教育发展很快，成绩优异。，

1989年6月，龙潭区小学田径训练队参加吉林市第

九届运动会，获市区小学组田径总分第二名。1991年6

月，龙潭区小学生田径训练队参加市中小学生运动会，

获总分第二名。1992年6月，龙潭区体委组队参加吉林

市第十届运动会，龙潭-4,代表基层队参加小学组比

赛，获总分第一名。除区培智学校学生获得第三届全国

“特奥会”喜获两金牌三银外，近几年龙潭区学生在历

年全区运动会上，有近百人次打破区记录，十人次打破

市记录。全区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机能持续提高，为学

生持续发展提供了体质保障。

龙潭区艺术教育成绩显著，硕果累累。

1989年10月，由龙潭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沈干

荣辅导的音乐课获吉长两市一等奖。沈干荣与教师展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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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代表吉林省参加了全国音乐教学交流会。2000年，吉

林地区举办第六届中小学艺术节，龙潭区艺术实验小学

摘取了本次艺术节桂冠，并荣获优秀组织奖，该学校的

器乐合奏多次代表区市参加表演，在2001年7月1日

全省庆祝建党81周年文艺汇演上得到省委书记、省长

的亲切接见。2001年6月，吉林市艺术节上，龙潭区教

育局获吉林地区总分第一名，并获优秀组织奖。2002年

6月20日，龙潭区举办“首届中小学生合唱节”，在全

市中小学艺术节上取得优异成绩。2002年5月，吉林市

艺术教育现场会在龙潭区召开。几年来龙潭区学生有大

量美术作品获得国家省市奖励。

龙潭区信息技术教育起步早、发展快，为教育发展

提供了物质支持。

1999年，教育网络化工程“龙潭区教育网络化"工

程实施。1999年12月，在吉林省率先实现了龙潭区

“校校通’’，同时建立了“龙潭区教育信息中心”网

站。2000年3月1日，龙潭区教育行政、业务管理实现

“网络化”、办公“无纸化"。2001年3月，全区有63

个单位实现“校校通”。2002年末，龙潭区已有95％的

初中署n80％小学开设了信息技术课，城区中小学、乡

(镇)中学和中心小学全部开设了信息技术教育课，开

课率达到100％。2002年末，龙潭区教师计算机初级培

训、骨干教师中级培训和计算机专任教师培训的合格率

均达到100％。“校校通"工程与信息技术教育课的开设

均比省提出的发展目标提前了两年多。“校校通"工程

已经向村小延伸。、《江城日报》、《江城晚报》、《江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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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等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吉林市电视台录制

了专题片。2000年10月，吉林省教育学院在区属学校

吉林市第十六中学召开“吉林省语文多媒体教学研讨

会”。2002年5月，吉林地区初高中化学、生物课件展

示展评会在龙潭区十六中学召开。2002年末，龙潭区已

有“省级电教示范校"5所。

龙潭区民族教育得到良好充分发展。

1992年，区划调整后，龙潭区有朝鲜族小学4所，

有教I)币49名，学生368名。朝鲜族中学2所，有教师

45名，有学生408名。龙潭区开展民族中小学双语文字

硬笔书法基本功、朝鲜族小学《教案设计》、“三语’’

(即民族语文、汉语文、外语)基本功竞赛活动及朝鲜

族小学教师评优课活动。1996年，在吉林市朝鲜族中小

学教师“教学全能”竞赛活动中，龙潭区成绩显著。龙

潭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开设了民族常识

教育课。2001年6月，龙潭区教育局被吉林省民族委员

会、吉林省教育委员会授予“民族团结教育先进单位”

称号。

龙潭区特殊教育发展稳定，稳中求存，存中求精。

1985年4月，龙潭区弱智儿童(辅导班)建立，地

点在龙潭五小校内。1990年，正式成立龙潭区弱智小

学，定名为龙潭区第六小学校。1993年，龙潭区教育局

把龙潭六小迁至龙潭十--d,，独立成校，更名为龙潭区

培智学校。1999年6月，龙潭区培智学校进入吉林省首

批“特殊教育示范校"行列。1999年6月，龙潭区培智

学校题为《自评机制的建立，促进了我校办学水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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