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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教育作为社会现象，古往今来都受政治经济以及执政者诸

多因素的制约。教育的所有方面，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以

及执政者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曲于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路南彝族自治县的社会、

政治，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对“囤

家强盛和民族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的统一认识，重

视教育，使自治县的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民族教育尤为突出，

为盛世修志创造了良机。 一

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教育，从它产生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

岁月，有兴也有衰，有成功也有失误。一切关心教育，和有志

于研究路南教育的人，研究其兴衰相得失，探索其发展规律。

但过去都因苦无良机和缺乏资料，每每成为空想。如今，通过

全体编纂人员4年的努力，《路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终于成

书了，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路南县教育的大事。全

书记述了500多年路南教育的发展状况，展示了一摇纵横广阔

的画面，提供了较为全面而翔实的史料，借助这些史料，可以

进一步研究出路南教育一些带规律性：{句东西。

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这给教育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又指出： 搿继续贯彻教育必须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入一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

把坚定正确的改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韵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殷切希望全县教育工作者，朝着

这个目标，沿着前人千辛万苦开辟出来的道路，披荆斩棘，开

拓进取，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

献。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一

何光炽
： ．1991年4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以下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存真求实，民族平等的精神，

充分利用所收集到的资料，反映路南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起“资治、教化、存一

史，，的作用。

二、本志上限为明朝成化17年(1481年)，下限为

1987年，内容广泛，史实连续。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

足当代，突出专业、时代、地方和，民族特点。
‘

三、本志包括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分

章、节、目，用语体文横排纵写，图，表分附于有关章节之后。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本末结合体。时有顺序，事有始终。

五、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局内各股室，各中、小学

和幼儿园“校志"，部份来自省、地、邻县图书馆的藏书及民

间口碑。

六、明、清、民国纪年书均用全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年。

七、校名，机构，官职，均沿用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

人物称谓，除有特殊需要外，一般直呼其名。

八、度量衡以国家通行的公制和市制为准。历史上的旧计

量单位一般照实记载，能换算为公、市制的尽力换算注释。

九，名词术语一般用全称，需要缩写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注

明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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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南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总面积．

1725平方公里。全县除汉族外，有彝族，苗族，壮族，白族，

回族等十多种少数民族。据1987年底统计，全县辖9区2镇，共

80个乡，4个区辖镇，6#-办事处，1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193405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60191人，占总人口数的31．1％。

路南教育，据载始于明朝成化17年(148i年)，其时知州鲁厚

在学地山(今县一中内)创办社学一所，教“闯巷子弟”。后嘉

靖35年(1556年)，署知州周耿在学地山(今县一中内)创

办黉学。万历年间(1573年至1619年)，知州李洁在路南城内

万寿亭(今鹿阜小学内)始建敬一书院，乾隆32年更名为

鹿阜书院，乾隆52年更名为南阳书院。清朝康熙45年

、(1706年)，’知州金廷献于关圣庙(今小乐台旧)始建义学

一馆，到咸丰4年，全县共设义学20馆。光绪23年(1897

、年)，法国传教士邓明德于路美邑创设教会学校一所。咣绪2墨

。(1899年)，法国传教士韩光济于海邑中寨创设教会学校

一所。光绪31年(1905年)，废除书院，改办学堂，在文

昌宫(今县一中内)创办高等小学堂。宣统3年(1911年)，

邓明德又于青山口设立教会学校一所。据载芭茅、紫处、糯衣、

糯黑、天生关，城区杨氏祠，徐氏祠，赵氏祠及全县各大村寨

均办过私塾。明朝和清朝时，以“崇儒重道"， “忠君，尊

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实行科举制度。路南共有文进

士6人，武进士4人，文举人59人，武举人42人，拔贡18人；

副贡7人，岁贡33人，封赠7人。‘
。



中华民国建立后，教育以聒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

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和“养成健全之人

格，发展共和精神万为宗旨，采取废科举办新学，小学教育将

清朝时期的小学堂一律改为小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张致

和奉令在城隍庙创办女子初等小学校。民国2年在黉学内附设

Z‘种蚕业学校(后改为农业学校)‘。因军事影响，制度不善，

学生毕业不切社会需要，招生困难而停办j民国3年在劝学所

内举办师范讲习所，招收一年制新生1个班，后学校迁至现路

南县第一中学内，先后更名为师资训练所≮县立乡村师范学校、，

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共计毕业10个班，毕业学生565人。民国4年

初等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开始新建多级学校。民国6年，全县

有小学校65所，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小学校只有8所。民国

8年劝学所统计。全县有县，区公立高，初级国民学校51所，私

立初级小学3所，在校学生1377人(其中高级小学学生83人)，

教职员79人(其中职员13人)’，毕业学生313人(其中高级小

学学生20人)。民国24年至民国29年，全县具体组织实施义务

教育，采取不同学制，强迫学龄儿童入学。民国24年，县长张

卓元根据各界人士会议议决案，开办县立初级中学，招收新生

一班65人。民国25年奉令将未经省教育厅批准的路南县立初级

=中学并归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所招学生改称简易乡村师范

第四班。民国26年，云南省教育厅指令将路南县立简易乡村师

范学校改办为县立初级中学，招收新生i班，学生65人。同年

统计，全县共有县立0区立、乡立，私立、巡迥教学等小学

251所，在校学生7997人，教师272人。同年，在维则开始筹建

省立圭山小学。7民国27年，在县城开办新民幼稚园，教职-Y3

人，招生60人，省立圭山小学招收初级小学2个班，高级小学

1个班，每班50人，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由昆明搬迁到路南。教

师和学生积极宣传抗日，传播革命思想，对路南的教育事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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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29年，省立圭山小学附设简易师范班。先后

2个、二年制初师班2个，三年制初师班3个，共

80人。主要招收路南、泸西，陆良、弥勒、宜

族学生入学。民国30年，全县开始组织实施国

镇办了12所中心学校。154所初级小学改称保

学生8439人，并在有条件的学校中开办成人班

33个，在校学生1404人，教师389人。同年，路南、宜良、陆

良三县在路南北古城(现划归宜良县)联合举办三庠中学，每

年招1个班，在校学生保持在100余人。民国32年，云南大学

附属中学由路南迂回昆明。民国33年，路南初级中学始招高中

1个班，办学不到一年，因经费、教师，设备不足而停办。民国

36年，全县有13所中心学校，138所保国民学校，‘小学班603

个，在校学生10865万人(其中女学生1782入)，成人班no

个，在校学生2242人(其中女学生423人)，教师435人(其中

女教师1人)。
’

’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舀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

成了国家的主人，政治地位有了提高，经济收入逐年增加，人

民生活不断改善，教育事业迅速恢复发展。1950年，人民政府

贯彻“恢复和发展’’的文教工作方针，首先恢复14所小学，接

管39所小学，。新办小学7所；设民办小学113所，共有在校学

生8081人。1951年，创办省立圭山初级中学，原省立圭山第一

小学隶属中学领导。同年，改海邑小学为省立圭山第二小学。‘

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小学169所，279个班，在校学生1：1432

人，入学率39．8％。在校学生中有女学生L025人，少数民族

学生3774人。有初级中学2所，10个班，在校学生396人，其中

女学生74人，少数民族学生69人。1953年，在云南省立圭山中

学增设师范班，招收初师1个班，学生44人。这一段时期，学

校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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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教育工作总方针，组织教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学习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学

习政治时事，组织教师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肃反运动骨、

“三反五反运动”和“整改运动”，使教师认清形势，提高觉

悟，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学校为工农开门的重要意

义。为了发展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一部份坝区或外

地的汉族教师到山区民族地区任教。1956年，全县有小学18D

所，254个班，在校学生11826人，入学率为49．4％。在校

学生中，女学生3765人，少数民族学生3339人。有初级中学z

所，12个班，在校学生644人，其中女学生146人，少数民族学

生192人。。省立圭山中学附设初师班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富源．

沾益，马龙，宜良等县任教。1957年，在全县中．小学中开展

“整风反右劳，1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38人受到处理。

1958年，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校开展“教育革命"。教师学生俸

课参加农业大协作，教师参加修公路、修水利，炼钢铁，片面

强调“实践出真知”。由于教师学生劳动过多，影响了办学质

量。同年，圭山中学招收第一个高中班和第二个四年制初师

班。全县在路南县第一中学和两所小学附设农业中学班各l

班。1961年，全县学校贯彻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纠正了前一段时期盲目发展和片面执行教育方针的倾向。

1 962年贯彻《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和《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学校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中，小学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

展。1963年，全县中，小学教师、学生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

各学校呈现出学雷锋，做好事的崭新局面。1964年，。在县城举

办机关幼儿园，招收幼)L30人，教师1人。据1965年统计，全

县有幼儿园1所，幼JL94人，教师4入。有小学校243所，教职

；32311人，在校学生15659人，入学率73．2％，在校学生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少数民族学生4980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0％。有初级中学

16所(其中普通中学2所)，25个班，教职T．81人，在校学生

1235人，其中女学生362人，少数民族学生345人。

1966年至1976年，中、小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全县中、

小学教师136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和揪斗对象。在运动中，有的

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开除公职，学校的正常秩序

遭到破坏。1968年开始，在小学附设了初中班。1969年，有小

学附设初中班35所，45个班，在校学生L670人，其中少数民族

学生392人，教师90人。1970年，在海邑，石林、板桥三处筹

建中学。1971年9月，路南县第一中学附设一个红师班，学生

50人。新办3所中学开始招收高、初中学生。全县5所普通中

学，有初中12个班，在校初中学生693人，其中女学生246人，

少数民族学生211人，有高中7个班，在校高中学生415人，其

中女学生95人◆少数民族学生132人，初，高中教职T_92人。有

小学附设初中45所，69个班，在校学生2269人，其中少数民族

学生661·人，教职T138人。同年，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挫伤了教师积极性。继“清

队"， “一打三反一之后，又在学校中开展批林批孔，学朝阳

农学院，学无产阶级专政经验。频繁的政治运动，使教师变绳

谨小慎微，上课照本宣科，不敢多言。1974年9月，路南民族

中学附设曲靖师范路南第一班，学生38人。1976年，创办亩竹

箐公社“五·七一中学，维则公社“五·七一农校。农业学校

三次兴起，但都没有顺利地办下去，开办后不长时间就又停

办。 ～

1978年，创办县教师进修学校，原附设在路南民族中学的

曲靖师范路南班并入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教育被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教师队伍被

列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上提高了教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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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资，从经济上提高了教师的待遇。清理平反了历次

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36件，妥善解决了“文化大革命’’

中受冲击的131人，被打伤和打伤致残的37人，被捆绑的45入，

被打死的1人的问题，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教师

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采取措施，调整和压缩了小学附设初中班，

加强了小学教育，群策群力，发展了路南教育事业。

1980年，中国共产党路南县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路南县

委)决定，建立公社中心学校体制，小学以公社建立党支部，

第二中学被省定为全省40所寄宿制民族中学之一，全县在山区

民族地区小学增设学前班，抓好语言过渡。学前班通过丰富多

采的游戏，灵活多样的活动，让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语拼音，

阅读幼儿读物，顺利地从民族语过渡到汉语，开发TJL童的智

力。1982年，分别在维则、北大村、亩竹箐3所小学开办寄宿

制民族高小班各1个班，每班50人，每生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5

元，同时享受初中生人助金标准。．1983年，除在3所小学继续

招收寄宿制民族高小班各1个班外，又在圭山、西街口两所小

学各招1个班，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质量，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同年，成立县中，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会。1984

年，全县开办半寄宿制高小班29个点(含原民族高小班的5个

点)，招生1170人，每生每月补助生活费7元(原5个点的民族

高小班的学生，每生每月由5元增至12元)，解决了少数民族

地区，特困地区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促进了全县普及初等

教育的实现。同年9月在石林小学进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伊

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

1985年，全县小学入学率99％，年巩固率98．6％，毕业率

97．7％，普及率96．6％，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检查验收已达到了

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并颁发了“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书’’。

’9月10日，县人民政府拨1．5万元，隆重庆祝第一个教师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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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了先进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调动了全县教师的积极性。

12月29日，成立全县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1986年，新建3

米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加强学校电化教育。同年9月在鹿阜

小学1个一年级班，语文采用搿注音认字，提前读写弦教材，

数学采用《马芯兰教改实验教材》进行教改实验，路南县第一

中学从1983年11月至1986年7月成功地进行为期三年的《六课

型单元教学法》的实验。 ．

1987年，鹿阜小学，紫玉小学、城镇中学举办家长学校，

传授教育子女的方法，对家长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省定圭山民

族中学全部搬迁到路南县城，为少数民族梦出人才，快出人才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在圭山民族中学原校址，创办了“路

南彝族自治县圭山民族职业中学，，为“科技兴县，"培训人才。，

全县中小学校公办教师进行了技术职称评定。评出小学高级教

师124人，一级教师345人，二级教师234人，三级教师113人，

中学高级教师14人，一级教师59人，二级教师99人，三级教师

28人。全县有小学校304所，1118个班，在校学庄37574人，其

中女学生16498人，少数民族学生11568人。小学入学率98．9％、

年巩固率98．4％，毕业率99．7％，普及率98．5％。全县有普通

中学9所，初中97个班，在校学生4738人，其中女学生2030人}

高中14个班，在校学生757入，其中女学生293人。在校初、高

中学生中有少数民族学生1358人。全县有职业中学2所，其中

初中12个班，在校学生679人，高中4个班，在校学生199人，教

职：E59人。有县教师进修学校1所，中等师范1班，在校学生29

人。同年停止招生。

教育的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各级人民政府对教育很重视，投资兴学，校舍面貌大为改观。

1987年，市，县、乡，村共投资144．5万元建校。据同年统计，

全县校舍建筑面积159070m2，其中有危房4109m2。公办教师



住房，中学有9208m2，每人平均24．29m2，小学有15603．08

t112，每人平均18．7m2。学生课桌凳，中学做到人人有课桌

凳，小学学生37574人，有课桌凳14141套。全县各校教师、学

生有床5276张，尚缺1136张。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人民政府尽力投：资办教

育。但是，教育面广线长，历史欠债太多，尽管最近几年教

育投资逐年增加，但教育经费仍然显得紧缺，校舍和设备不足

的问题还很突出。现在，全县正在积极做好巩固和发展普及初

等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采取切合路南教育的特殊措施，

逐步在每个乡(镇)办1所中学，为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创造

条件；抓紧建设适应路南教育事业发展的教师队伍，全面贯彻

落实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

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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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
。．1。

一

明朝成化17年(1481年)，知州鲁厚(四川内江人)，创办

“社学"教口闾巷子弟秒。，

嘉靖35年(1556年)，知州周耿于学地山建“黉学斗，即

“庙学’’(现路南一中内)。

万历年问(1573年至1619年)，知州李洁于城内东门街设

“敬一"书院。 ， ．．

‘

清康熙45年(170S年)，知州金廷献于关圣庙建义学1馆

(今小乐台旧小学内)。 ．
r

乾隆32年(1767年)，知州殷壬臣重修“敬一书院万，

更其名为“鹿阜书院黟。。 ．

乾隆48年(1783年)，知州周鉴改建“鹿阜书院"更其名

为“南阳书院"。 ，

．

．

成丰4年(1854年)，创设私立小学4所，即设北门街正

觉寺．北门街城隍庙，北门街徐氏家庙和东门街赵氏祠堂。

+咸丰6年(1856年)，知卅冯祖祥新定书院章程碑记，岁

共收租谷京石八百石。咸丰年间(1851至1861年)，盘黉学一毁

于兵燹。 ．

光绪46年(1890年)，知州陈光溶重建“黉学黟。

光绪23年(1897年)，天主教传教士神甫邓明德(法国

人)于路美邑村创设教会学校1所。 ·

光绪31年(1905年)，诏令废除书院，改办学堂。修

缮旧文吕宫创办高等小学堂。原“南阳"书院旧址改为劝学

1



J开。

光绪32年(1906年)，根据劝学所章程，设总董兼视学一

员，李映乙(字莲舟)任劝学所所长。

民国元年41912年)，、前清所设小学堂一律改称小学校。

同年张致和(字乾垓)奉令举办女子初级小学。校址在城隍庙。

民国2年41913年)，于黉宫学堂内附设乙种农业学校(即

-乙种蚕业学校)。 · ⋯

民国3年(1914年)，遵照教育部令，将初等小学的名称

改为国民学校，。小学教员讲习所改称师范讲习所。张致和奉令

开办一年制师范讲习所，招收60人。县长罗赞元(湖南人)破格录

取杞如柏等5个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毕业后分到圭山地区办学。

民国4年(1915年)，于万寿亭(现鹿阜小学)遗址新建多级学

校。 j i。、¨-’ 一

一民国10年(1921年)，根据全国第八届教育联合会会议议

决，。路南劝学所改为教育局。
⋯二 。’ 一‘4

民国12年41923年)，李秉钧奉令在东门街创办女子高级

小学。
‘

。．

一

。㈡‘一-一 一 。

民国13年(1924年)，李秉钧奉令开办二年制师范讲习

所，招收新生一班(现鹿阜小学内)。
1’

民国14年(1925年)，路南教育会成立，张致和任会长，

黄昆任副会长，楚国安，杨登云，汪廷献、张钟毓、李士彦、

金用砺，苏国昌，李风章、祁开远，李树滋为评议员。1。

民国18年(1929年)，教育局长施祜奉令在武庙内办民众

教育。 ： 一’、
’一、 ·、

。

，

民国19年(1930年)，实施普及义务教育和国民教育。

民国24年(1935年)，县长张卓元根据各界人士会议议决

案。二令施祜开办县立初级中学，招收第一班新生。同年，全县

15所小学校附设短期小学班。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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