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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周口地区教育，渊源流长。相传，公元前40世纪，伏羲氏就在古宛丘

(今淮阳)教民织网捕鱼，公元前30世纪，神农氏就在陈(今淮阳)教民种禾

稼，公元前1122年陈国初设，就有了正式的学校组织——国学，，陈淄公六至

十三年(公元前496"--489年)，孔子来陈三次讲学之后，陈境之内出现了国学、

私学并存局面。与此同时，著称于世的“道学”，也在老子的故乡——鹿邑县

起源。汉代以后，儒学、书院、社学等学校组织，在各县相继出现，私塾也逐

渐增多。清末废科举后，教育迅速发展，经过民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40余年，周口地区出现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俱全，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大好形势。据1990年底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已达

8723所(不含扫盲班)，在校生180．53万人。
’

周口地区教育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教育史的一个缩影。

对周口地区境内上下6000年的教育发展史，历史上尚无一次系统的记述

和总结。这次国家号召编写教育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委党组把这件事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计划，于1990年下半年抽调6位同志专职修志，并建

立(恢复)了地、县两级修志机构，组织了一支强大的修志队伍，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修志工作。但由于本区境内地级机构时分时合，资料散失严

重，加上既无样本可仿，又无经验可学，给修志工作造成了种种困难。但在地

区行署的重视和省、地史志部门的指导下，修志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历时3年

多时间，终于编写出了这部志稿。

全书虽只有六七十万字，但内容涉及数千年，重点记述了清末至1990年

本区境内教育的兴衰起伏、经验和教训，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教育的发展规律，

为周口地区教育工作者借鉴历史、发展以后教育提供了依据，是一部良好的教

育工具书。我相信，它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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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的《新编

地方志工作暂行条例》和上级修志部门的要求编写。

二、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注八种体例，以志为主。各专志

“横排竖写，以事分类"，平列机构、儒学书院、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

育、普通中等技术教育、一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体

育卫生、教师、经费、勤工俭学、集资办学、教学设备、教育改革、．人物、教

育世家、桃李之家、县市教育概要21章。将概述、大事记、综录列出章外。

三、下限1990年，上限原则上到清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堂，，但对清代

儒学、书院、社学、私塾也作了介绍，在概述、大事记中，对教育的渊源根据

资料拥有情况适当向上追溯。

四、“详今略古"。从清末建立新式学堂至1990年，逐渐详细，重点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教育事业。’

五、撰写范围，以地区教委直接领导下的教育事业为主，同时涉及其他部

门开办的各类教育。

六、本志资料主要源于各县、市教育部门提供的志稿和地区教委档案室及

各业务科室、‘省教委计财处、省地档案馆、省地统计局和一些老教育工作者的

口述等。采用数据以地区教委编印的《周口地区教育统计资料》(1950,-一

1990)和河南省教委编印的《教育统计资料》(1950,--．,1990)为主，兼用地区

教委部分科室的统计表和各县、市报表。

七、对任何阶段的成绩，不夸大、不缩小，对失误不回避，按“一分为

二"的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撰写。

八、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加注公元纪年，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1912,--,1990年全部用公元纪年，1912"--1949年，加注民国纪年，如：1919

年(民国8年)"。

九、志中所有数字，凡表示统计数据和年、月、日、时的，均用阿拉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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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引文除外)，如：“4441所小学"、“1980年3月25日”、“扫盲班每晚上课

2小时"。

十、人物章分传略、简介、各表三部分。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传略主

要收录事迹突出、贡献较大、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稍次

和成绩卓著的在世人物及中小学特级教师列入简介。名表收录地、县、乡教育

行政部门主要领导、副教授、高级讲师、中学高级教师、大中专校长(主要学

校收到副校长)、周口籍在外地工作的教育名人。另外，在1990年中小学、幼

儿园校名表中设立“校长”一栏。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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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目

序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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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7)

第一章机构⋯⋯⋯⋯⋯⋯⋯⋯⋯⋯⋯⋯⋯⋯⋯⋯⋯⋯⋯⋯⋯⋯⋯⋯⋯⋯⋯⋯(47)

·第一节行政机构⋯⋯⋯⋯⋯⋯⋯⋯⋯⋯⋯⋯?⋯⋯⋯⋯⋯⋯⋯⋯⋯⋯⋯⋯”(47)

一、沿革⋯⋯⋯⋯⋯⋯⋯⋯⋯⋯⋯⋯⋯⋯⋯⋯⋯⋯⋯⋯⋯⋯⋯⋯⋯⋯(47)

附地级教育行政机构沿革图⋯⋯⋯⋯⋯⋯⋯⋯⋯⋯⋯⋯⋯⋯⋯”(49)
二、职责⋯⋯⋯⋯⋯⋯⋯⋯⋯⋯⋯⋯⋯⋯⋯⋯⋯⋯⋯⋯⋯⋯⋯⋯⋯⋯(50)

第二节业务、附设机构⋯⋯⋯⋯⋯⋯⋯⋯⋯⋯⋯⋯⋯⋯⋯⋯⋯⋯⋯⋯⋯⋯(54)

一、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54)

二、工农教育教学研究室⋯⋯⋯⋯⋯⋯⋯⋯⋯⋯⋯⋯⋯⋯⋯⋯⋯⋯⋯⋯(54)

三、教学仪器供应站⋯⋯⋯⋯⋯⋯⋯⋯⋯⋯⋯⋯⋯⋯⋯⋯⋯⋯⋯⋯⋯⋯(55)

四、教育生产公司⋯⋯⋯⋯⋯⋯⋯⋯⋯⋯⋯⋯⋯⋯⋯⋯智⋯⋯⋯⋯⋯⋯·(55)

五、函授站⋯⋯⋯⋯⋯⋯⋯⋯⋯⋯⋯⋯⋯⋯⋯⋯⋯⋯⋯⋯⋯⋯⋯⋯⋯⋯(56)

六、电化教学馆⋯⋯⋯⋯⋯⋯⋯⋯⋯⋯⋯一⋯⋯⋯⋯⋯⋯⋯⋯⋯⋯⋯⋯(56)

七、招待所和劳动服务公司⋯⋯⋯⋯⋯⋯⋯⋯⋯⋯⋯⋯⋯⋯⋯⋯⋯⋯⋯(57)

八、中共周口地区教委纪检组⋯⋯⋯⋯⋯⋯⋯⋯⋯⋯⋯⋯⋯⋯⋯⋯⋯⋯(57)

九、教育工会⋯⋯⋯⋯⋯⋯⋯⋯⋯⋯⋯⋯⋯⋯⋯⋯⋯⋯⋯⋯⋯⋯⋯⋯⋯(58)

十、教育志编纂办公室(临时)⋯⋯⋯⋯⋯⋯⋯⋯⋯⋯⋯⋯⋯⋯⋯⋯⋯(58)

附地区教育委员会组织机构示意图⋯⋯⋯⋯⋯⋯⋯⋯⋯⋯⋯⋯⋯⋯⋯(59)

第二章儒学书院社学私塾⋯⋯⋯⋯⋯⋯⋯⋯⋯⋯⋯⋯⋯⋯⋯⋯⋯⋯⋯⋯(61)

一、儒学⋯⋯⋯⋯⋯⋯⋯⋯⋯⋯⋯⋯⋯⋯⋯⋯⋯⋯⋯⋯⋯⋯⋯⋯⋯⋯‘(61)

二、书院⋯⋯⋯⋯⋯⋯⋯⋯⋯⋯⋯⋯⋯⋯⋯⋯⋯⋯⋯⋯⋯⋯⋯⋯⋯⋯(62)

三、社学⋯⋯⋯⋯⋯⋯⋯⋯⋯⋯⋯⋯⋯⋯⋯⋯⋯⋯⋯⋯⋯⋯⋯⋯⋯⋯(63)

四、私塾⋯⋯⋯⋯⋯⋯⋯⋯⋯⋯⋯⋯⋯⋯⋯⋯⋯⋯⋯⋯⋯⋯⋯⋯⋯⋯(64)
。

附清代科举制度简介⋯⋯⋯⋯⋯⋯⋯⋯⋯⋯⋯⋯⋯⋯⋯⋯⋯⋯⋯⋯⋯(64)

第三章幼儿教育⋯⋯⋯⋯⋯⋯⋯⋯⋯⋯⋯⋯⋯⋯⋯⋯⋯⋯⋯⋯⋯⋯⋯⋯⋯⋯⋯(67)

第一节状况⋯⋯⋯⋯⋯⋯⋯⋯⋯⋯⋯⋯⋯⋯⋯⋯⋯⋯⋯⋯⋯⋯⋯⋯⋯⋯(67)

一、幼儿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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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前班⋯⋯⋯⋯⋯⋯⋯⋯⋯⋯⋯⋯⋯⋯⋯⋯⋯⋯⋯⋯⋯⋯⋯⋯⋯⋯(68)

第二节学制课程⋯⋯⋯⋯⋯⋯⋯⋯⋯⋯⋯⋯⋯⋯⋯⋯⋯⋯⋯．．．⋯⋯⋯⋯(70)

第三节教学⋯⋯⋯⋯⋯⋯⋯⋯⋯⋯⋯⋯⋯⋯⋯⋯⋯⋯⋯⋯⋯⋯⋯⋯⋯⋯(70)

第四节管理⋯⋯⋯⋯⋯⋯⋯．．．⋯⋯⋯⋯⋯⋯⋯⋯⋯⋯⋯⋯⋯⋯⋯⋯⋯⋯(71)

一、组织管理⋯⋯⋯⋯⋯⋯⋯⋯⋯⋯⋯⋯⋯⋯⋯⋯⋯⋯⋯⋯⋯⋯⋯⋯⋯(71)

二、后勤管理⋯⋯⋯⋯⋯⋯⋯⋯⋯⋯⋯⋯⋯⋯⋯⋯⋯⋯一·“⋯⋯⋯⋯⋯(71)

第五节幼儿园选介⋯⋯⋯⋯⋯⋯⋯⋯⋯⋯⋯⋯⋯厶⋯⋯⋯⋯⋯⋯⋯⋯⋯⋯(72)

一、地直机关幼儿园和地区实验幼儿园⋯⋯⋯⋯⋯⋯⋯⋯⋯⋯⋯⋯⋯⋯(72)

二、育苗幼儿园⋯⋯．．．⋯⋯⋯⋯⋯⋯⋯⋯⋯⋯⋯⋯⋯⋯⋯⋯⋯⋯⋯⋯“(73)
三、陈贾幼儿园⋯⋯⋯⋯⋯⋯⋯⋯⋯⋯⋯⋯⋯⋯⋯⋯⋯⋯⋯⋯⋯⋯⋯⋯(73)

四、地区运输公司幼儿园⋯⋯⋯⋯⋯⋯⋯⋯⋯⋯⋯⋯⋯⋯⋯⋯⋯⋯⋯．．．(74)

第四章小学教育⋯⋯⋯⋯⋯⋯⋯⋯⋯⋯⋯⋯⋯⋯⋯⋯⋯⋯⋯⋯⋯⋯⋯⋯⋯⋯⋯(75)

第一节状况⋯⋯⋯⋯⋯⋯⋯⋯⋯⋯⋯⋯⋯⋯⋯⋯⋯⋯⋯⋯⋯⋯⋯⋯⋯⋯(75)

第二节学制课程⋯⋯⋯⋯⋯⋯⋯⋯⋯⋯⋯⋯⋯⋯⋯⋯⋯⋯⋯⋯⋯⋯⋯⋯(78)

第三节教学⋯⋯⋯⋯⋯⋯⋯⋯⋯“⋯⋯⋯⋯⋯⋯⋯⋯⋯⋯⋯⋯⋯⋯⋯⋯·．(80)

第四节招生考试毕业⋯⋯⋯⋯⋯⋯⋯⋯⋯⋯⋯⋯⋯⋯⋯⋯⋯⋯⋯⋯⋯(81)

第五节普及小学教育⋯⋯⋯⋯⋯⋯⋯⋯⋯⋯⋯⋯⋯⋯⋯⋯⋯⋯⋯⋯⋯⋯⋯(83)

第六节管理⋯⋯⋯⋯⋯⋯⋯⋯⋯⋯⋯⋯⋯⋯⋯⋯⋯⋯⋯⋯⋯⋯⋯⋯⋯⋯(85)

一、组织管理⋯⋯⋯⋯⋯⋯⋯⋯⋯⋯⋯O·O O Z e⋯⋯⋯⋯⋯⋯⋯⋯⋯⋯⋯⋯(85)

二、教学管理⋯⋯⋯⋯⋯⋯⋯⋯⋯⋯⋯⋯⋯⋯⋯⋯⋯⋯⋯⋯⋯⋯⋯⋯⋯(86)

三、学生管理⋯⋯⋯⋯⋯⋯⋯⋯⋯⋯⋯⋯⋯⋯⋯⋯⋯⋯⋯⋯⋯⋯⋯⋯⋯(87)

四、后勤管理⋯⋯⋯⋯⋯⋯⋯⋯⋯⋯⋯⋯⋯⋯⋯⋯⋯⋯⋯⋯⋯⋯⋯⋯⋯(88)

第七节小学选介⋯⋯⋯⋯⋯⋯⋯⋯⋯⋯⋯⋯⋯⋯⋯⋯⋯⋯⋯⋯⋯⋯⋯⋯⋯(88)L

一、扶沟城关红旗小学⋯⋯⋯⋯⋯⋯⋯．．．⋯⋯⋯⋯⋯⋯⋯⋯⋯⋯⋯⋯⋯(88)

二、周口市六一路小学⋯⋯⋯⋯⋯⋯⋯⋯⋯⋯⋯⋯⋯⋯⋯⋯⋯⋯⋯⋯⋯(89)

三、沈丘县槐店镇回民小学⋯⋯⋯⋯⋯⋯⋯⋯⋯⋯⋯⋯⋯⋯⋯⋯⋯⋯⋯(89)

四、淮阳县实验小学⋯⋯⋯⋯⋯⋯⋯⋯⋯⋯⋯⋯⋯⋯⋯⋯⋯⋯⋯⋯⋯⋯(90)

第五章中学教育⋯⋯⋯⋯⋯⋯⋯⋯⋯⋯⋯⋯⋯⋯⋯⋯⋯⋯⋯⋯⋯⋯⋯⋯⋯⋯⋯(93)

第一节状况⋯⋯⋯⋯⋯⋯⋯⋯⋯⋯⋯⋯⋯⋯⋯⋯⋯⋯⋯⋯⋯⋯⋯⋯⋯⋯(93)

第二节学制课程⋯⋯⋯⋯⋯⋯⋯⋯⋯⋯⋯⋯⋯⋯⋯⋯⋯⋯⋯⋯⋯⋯⋯⋯(98)

第三节教学⋯⋯⋯⋯⋯⋯⋯⋯⋯⋯⋯⋯⋯⋯⋯⋯⋯⋯⋯⋯⋯⋯⋯⋯⋯⋯(99)

第四节招生考试毕业⋯⋯⋯⋯⋯⋯⋯⋯⋯⋯⋯⋯⋯⋯⋯⋯⋯⋯⋯⋯⋯(101)

第五节管理⋯⋯⋯⋯⋯⋯⋯⋯⋯⋯⋯⋯⋯⋯⋯⋯⋯⋯⋯⋯⋯⋯⋯⋯⋯⋯(103)

一、组织管理⋯⋯⋯⋯⋯⋯⋯⋯⋯⋯⋯⋯⋯⋯⋯⋯⋯⋯⋯⋯⋯⋯⋯⋯⋯(103)

二、教学管理⋯⋯⋯⋯⋯⋯⋯⋯⋯⋯⋯⋯⋯⋯⋯⋯⋯⋯⋯⋯⋯⋯⋯⋯⋯(104)

三、学生、学籍管理⋯⋯⋯⋯⋯⋯⋯⋯⋯⋯⋯⋯⋯⋯⋯⋯⋯⋯⋯⋯?⋯”(105)

四、后勤管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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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效益⋯⋯⋯⋯⋯⋯⋯⋯⋯⋯⋯⋯⋯⋯⋯⋯⋯⋯⋯⋯⋯⋯⋯⋯⋯⋯

第七节中学选介⋯⋯⋯⋯⋯⋯⋯⋯⋯⋯⋯⋯⋯⋯⋯⋯⋯⋯⋯⋯⋯⋯⋯⋯⋯

一、河南省淮阳中学⋯⋯⋯⋯⋯⋯⋯⋯⋯⋯⋯⋯⋯⋯⋯⋯⋯⋯⋯⋯⋯⋯

二、周口市第三中学⋯⋯⋯⋯⋯⋯⋯⋯⋯⋯⋯⋯⋯⋯⋯⋯⋯⋯⋯⋯⋯⋯

三、扶沟县高级中学⋯⋯⋯⋯⋯⋯⋯⋯。⋯⋯⋯⋯⋯⋯⋯⋯⋯⋯⋯⋯⋯

四、商水县高级中学⋯⋯⋯⋯⋯⋯⋯⋯⋯⋯⋯⋯⋯⋯⋯⋯⋯⋯⋯⋯⋯⋯

五、项城县高级中学⋯⋯⋯⋯⋯⋯⋯⋯⋯⋯⋯⋯⋯⋯⋯⋯⋯⋯⋯⋯⋯⋯

六、郸城县高级中学⋯⋯⋯⋯⋯⋯⋯⋯⋯⋯⋯⋯⋯⋯⋯⋯⋯⋯⋯⋯⋯⋯

七、太康县第一中学⋯⋯⋯⋯⋯⋯⋯⋯⋯⋯⋯⋯⋯⋯⋯⋯⋯⋯⋯⋯⋯⋯

八、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九、西华县高级中学⋯⋯⋯⋯⋯⋯⋯⋯⋯⋯⋯⋯⋯⋯⋯⋯⋯⋯⋯⋯⋯⋯

十、鹿邑县老君台中学⋯⋯⋯⋯⋯⋯⋯⋯⋯⋯⋯⋯⋯⋯⋯⋯⋯⋯“⋯⋯

十一、淮阳县朱集高级中学⋯⋯⋯⋯⋯⋯⋯⋯⋯⋯⋯⋯⋯⋯⋯⋯⋯⋯⋯

十二、黄泛区农场高级中学⋯⋯⋯⋯⋯⋯⋯⋯⋯⋯⋯⋯⋯⋯⋯⋯⋯⋯⋯

十三、沈丘县骥才中学⋯⋯⋯⋯⋯⋯⋯⋯⋯⋯⋯⋯；⋯⋯⋯⋯⋯⋯⋯⋯”

第六章师范教育⋯⋯⋯⋯⋯⋯⋯⋯⋯⋯⋯⋯⋯⋯⋯⋯⋯⋯⋯⋯⋯⋯⋯⋯⋯⋯⋯

第一节初等师范教育⋯⋯⋯⋯⋯⋯⋯⋯⋯⋯⋯⋯⋯⋯⋯⋯⋯⋯⋯⋯⋯⋯⋯

第二节中等师范教育⋯⋯⋯⋯⋯⋯⋯⋯⋯⋯⋯⋯⋯⋯⋯⋯⋯⋯⋯⋯⋯⋯⋯

第三节高等师范教育⋯⋯⋯⋯⋯⋯⋯⋯⋯⋯⋯⋯⋯⋯⋯⋯⋯⋯⋯⋯⋯⋯⋯

第四节学校介绍⋯⋯⋯⋯⋯⋯⋯⋯⋯⋯⋯⋯⋯⋯⋯⋯⋯⋯⋯⋯⋯⋯⋯⋯⋯

_、淮阳师范学校⋯⋯⋯⋯⋯⋯⋯⋯⋯⋯⋯⋯⋯⋯⋯⋯⋯：⋯⋯⋯⋯⋯一

二、．沈丘师范学校⋯⋯⋯⋯⋯⋯⋯⋯⋯⋯⋯⋯⋯⋯⋯⋯⋯⋯⋯⋯⋯⋯．．．

三、西华师范学校⋯⋯⋯⋯⋯⋯⋯⋯⋯⋯⋯⋯⋯⋯⋯⋯⋯⋯⋯⋯小⋯⋯

四、周口师范专科学校⋯⋯⋯⋯⋯⋯⋯⋯⋯⋯．．．⋯⋯⋯⋯⋯⋯⋯⋯⋯⋯

第七章普通中等技术教育⋯⋯⋯⋯⋯⋯⋯⋯⋯⋯⋯⋯⋯⋯⋯⋯⋯⋯⋯⋯⋯⋯⋯

一、河南省周口农业学校⋯⋯⋯⋯⋯⋯⋯⋯⋯⋯⋯⋯⋯⋯⋯⋯⋯⋯⋯⋯

二、河南省周口水利学校⋯⋯⋯⋯⋯⋯⋯⋯⋯⋯⋯：⋯⋯⋯⋯⋯⋯⋯⋯一

三、周口地区卫生学校⋯⋯⋯⋯⋯⋯⋯⋯⋯⋯⋯⋯⋯⋯⋯⋯⋯⋯⋯⋯⋯

第八章职业教育⋯⋯⋯⋯⋯·：⋯⋯一⋯⋯⋯⋯⋯⋯⋯⋯⋯⋯一⋯⋯⋯⋯．．．．⋯⋯“

第一节农职业教育⋯⋯⋯⋯⋯⋯⋯⋯⋯⋯⋯⋯⋯⋯⋯⋯⋯⋯⋯⋯⋯⋯⋯⋯

一、状况⋯⋯⋯⋯⋯⋯⋯⋯⋯⋯⋯⋯⋯⋯⋯⋯⋯⋯⋯⋯⋯⋯⋯⋯⋯⋯

二、学制课程⋯⋯⋯⋯⋯⋯⋯⋯⋯⋯⋯⋯⋯⋯⋯⋯⋯⋯⋯⋯⋯⋯⋯⋯

三、招生毕业⋯⋯⋯⋯⋯⋯⋯⋯⋯⋯⋯⋯⋯⋯⋯⋯⋯⋯⋯⋯⋯⋯⋯⋯

四、教学⋯⋯⋯⋯⋯⋯⋯⋯⋯⋯⋯⋯⋯⋯：⋯⋯⋯⋯⋯⋯⋯⋯⋯⋯⋯一

五、管理⋯⋯⋯⋯⋯⋯⋯⋯⋯⋯⋯⋯⋯⋯⋯⋯⋯⋯⋯⋯⋯⋯⋯⋯⋯⋯

六、效益⋯⋯⋯⋯⋯⋯⋯⋯⋯⋯⋯⋯⋯⋯⋯⋯⋯⋯⋯⋯⋯．．．⋯⋯⋯⋯

第二节工交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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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职业教育⋯⋯⋯⋯⋯⋯⋯⋯⋯⋯⋯⋯⋯⋯⋯⋯⋯⋯⋯⋯⋯⋯⋯

二、交通职业教育⋯⋯⋯⋯⋯⋯⋯⋯⋯⋯⋯⋯⋯⋯⋯⋯⋯⋯⋯⋯⋯⋯⋯

第三节卫生职业教育⋯⋯⋯⋯⋯⋯⋯⋯⋯⋯⋯⋯⋯⋯⋯⋯⋯⋯⋯⋯⋯⋯⋯

一、状况⋯⋯⋯⋯⋯⋯⋯⋯⋯⋯⋯⋯⋯⋯⋯⋯⋯⋯⋯⋯⋯⋯⋯⋯⋯⋯

二、学制课程⋯⋯⋯⋯⋯⋯⋯⋯⋯⋯⋯⋯⋯⋯⋯⋯⋯⋯⋯⋯⋯⋯⋯⋯

三、招生毕业⋯⋯⋯⋯⋯⋯⋯⋯⋯⋯⋯⋯⋯⋯⋯⋯⋯⋯⋯⋯⋯⋯⋯⋯

四、管理⋯⋯⋯⋯⋯⋯⋯⋯⋯⋯⋯⋯⋯⋯⋯⋯⋯⋯⋯⋯⋯⋯⋯⋯⋯⋯

第四节其它职业教育⋯⋯⋯⋯⋯⋯⋯⋯⋯⋯⋯⋯⋯⋯⋯⋯⋯⋯⋯⋯⋯⋯⋯

一、周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

二、周口地区艺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第九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状况⋯⋯⋯⋯⋯⋯⋯⋯⋯⋯⋯⋯⋯⋯⋯⋯⋯⋯⋯⋯⋯⋯⋯⋯⋯⋯

第二节教学⋯⋯⋯⋯⋯⋯⋯⋯⋯⋯⋯⋯⋯⋯⋯⋯⋯⋯⋯⋯⋯⋯⋯⋯⋯⋯

第三节招生毕业⋯⋯⋯⋯⋯⋯⋯⋯⋯⋯⋯⋯⋯⋯⋯⋯⋯⋯⋯⋯⋯⋯⋯⋯

第四节管理⋯⋯⋯⋯⋯⋯⋯⋯⋯⋯⋯⋯⋯⋯⋯⋯⋯⋯⋯⋯⋯⋯⋯⋯⋯⋯

第五节效益⋯⋯⋯⋯⋯⋯⋯⋯⋯⋯⋯⋯⋯⋯⋯⋯⋯⋯⋯⋯⋯⋯⋯⋯⋯⋯

第六节学校选介⋯⋯⋯⋯⋯⋯⋯⋯⋯⋯⋯⋯⋯⋯⋯⋯⋯⋯⋯⋯⋯⋯⋯⋯⋯

一、周口地区教育学院⋯⋯⋯⋯⋯⋯⋯⋯⋯⋯⋯⋯⋯⋯⋯⋯⋯⋯⋯⋯⋯

二、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周口地区分校⋯⋯⋯⋯⋯⋯⋯⋯⋯⋯⋯⋯⋯⋯⋯

三、十所县市教师进修学校“⋯⋯⋯⋯⋯⋯⋯⋯⋯⋯⋯⋯⋯⋯⋯⋯⋯⋯·

四、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周口地县分校⋯⋯⋯⋯⋯⋯⋯⋯⋯⋯⋯⋯⋯

五、西华、郸城两所农民中等专业学校⋯⋯⋯⋯⋯⋯⋯⋯⋯⋯⋯⋯⋯⋯

六、周口公安干部学校⋯⋯⋯⋯⋯⋯⋯⋯⋯⋯⋯⋯⋯⋯⋯⋯¨⋯⋯⋯⋯’

七、周口地区财经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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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周口地区位于豫东平原，北靠开封，南近驻马店，西和许昌、漯河毗邻，东与商丘、

安徽接壤，总面积11637平方公里。原始社会为伏羲氏、神农氏领地，夏代属豫州之域，

殷、周分别为虞遂、妫满封地。秦统一中国后，历代建置不一，曾为豫州、北扬州属地，

唐、宋、元、明及清初为陈州(今淮阳)管辖。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归陈州府，民

国时期，先后属豫东道、开封道、豫东行政区和河南省行政第七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为淮阳专区。1953年淮阳专区撤销，淮阳、太康、郸城、项城、沈丘、鹿邑

6县划归商丘专区I 1958年商丘专区撤销，又归开封专区；1961年开封专区撤销，复归

商丘。1953,'--1965年，西华、扶沟、商水为许昌专区管辖。1965年6月15日建立周口

地区专员公署(1979年10月31日改为行政公署)，辖周口市和淮阳、太康、项城、沈丘、

郸城、鹿邑、扶沟、西华、商水9县(兼管黄泛区农场和五二劳改农场)，总人口923．67

万①。

周口地区教育渊源流长。相传，“伏羲氏都宛丘(今淮阳)”就“教人网罟”，“神农

氏都于陈(今淮阳)”，就教人识五谷，种禾稼。奴隶制社会中期西周大约已有学校教育

(公元前1122年，周置陈国，设国学)，但“学在官府”，而民间无学。道学创始人老子，

晚年回到故里(今鹿邑县太清宫镇)开始教授乡邻。春秋陈滑公六年(公元前496年)、

十年、十三年，孔子曾三次来陈，“广招弟子，设坛施教”，开辟了陈地私人讲学之风。孔

子死后，其弟子颛孙师(子张)等，继续于陈从事讲学活动，使陈地出现了官学、私学

并存局面。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了儒学。隋实行科举取仕，唐、宋、元、明、

清历代沿袭。一些知识分子为谋求功名，终生苦读，一定程度地刺激了教育的发展。

在科举教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儒学及其后来的书院、社学、私塾担负着为科举提

供生员的任务。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境内尚有府儒学1处，县儒学8处，书院

19处，还有少量社学和较为普遍的私塾。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旨在培养

供朝廷使用的封建统治人才。不完全统计，清代267年间，全区8县共考中进士103名

(见人物章清代进士表)，举人378名。随着清末政治腐败、列强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科举教育越来越显得落后，众多平民子弟没有求学机会。

在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下，清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先后3次下诏废科

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区儒学、书院全

部停办或改为新式学堂。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教学原则，教育学生“忠君”、

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旧

一■■孽



·2· 周口地区教育志

“尊孔”。同时，开始注意社会教育(成人教育)和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宣统三年(1911

年)，全区中等学堂3所，小学堂132所，乙种(初等)蚕桑学堂2所，甲种(中等)蚕

桑学堂2班(附设在项城县柏庄铺中学堂内)，成人简易识字学塾140余处。

1912年(民国元年)，改学堂为学校，教学内容全部废除“四书”、“五经”，对学生

注重“道德”和“实利尚武”教育。此后十多年，因战争较多，政局不稳，教育一直在

困难中徘徊。

1927年(民国16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各县教育出现了稳定局面。次年，国民政府

为巩固政权，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各县所有学校增设“党义”课。1934年(民国23

年)，又倡导以“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为主要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各校遂以“礼、义、廉、耻”为校训，培植“忠于三

’民主义，建我中华”的“通才”。1935年(民国24年)，省政府又令：“自民国二十四年

起，本省高中以上学生，实行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行童子军训练；并一律实行军

事管理”。各校遵令均增设了相应课目。

在北伐到抗日战争前的10年问，政局比较稳定，各县教育发展较快。1934年(民国

23年)，境内8县共有师范学校8所，在校生1061人，教职员75人(兼职17人)，年经

费6．8万元；初级中学8所，在校生1377人，教职员118人，年经费6．3万元；完全小

学、高初等小学共1382所(不含8所教会学校)，在校生6．90万人，教职员2688人，年

经费38．3万元；中等职业学校1所，在校生88人，教职员11人(兼职1人)，年经费

·4000元；民众学校97所(不含项城)，在校学员3600人，年经费7334元；民众教育馆

7个(不含项城)，年经费1万元。

1938年(民国27年)以后，日本侵略军相继侵占太康、淮阳等县，加上水灾、旱灾、

蝗灾，多数学校停办或辗转迁徙。只有南部的沈丘、项城、商水3县未被日军侵占，北

部5县部分学校迁入此3县，教育出现畸形发展。解放战争期间，教师工资“朝发夕

贬”，学校有减无增。1938～1948年(民国27～37年)的10年间，教育走向衰退。致使

·80％以上的学龄青少年失去了上学机会而成为文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淮阳专署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为新

民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方针，优先吸收工农子女入学。1950

年，636333名学龄儿童，入学214436人，入学率达33．7％①。在教学中紧密结合抗美援

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

生产救荒教育，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同时，把开展工农业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

作的重大任务之一。1951年，冬学、民校、职工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学员达68．26

万人。

经过1950"-"1952年3年的经济恢复，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1957年，普通高、完中

由1950年的1所发展到9所，在校生由97人增加到2555人；初中由1950年的9所发

①全省学龄几童入学率为43．7％。陕州地区最高68．6％。潢川专区最低13．7％，淮阳专区在当时12个

专，市中倒数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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