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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

导下，依靠全区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广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已经建立和逐步完善，各级各类教育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尤为突

出。到2000年，全区各级各类教育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小学为1 1 38．97人，初中为

527．70人，高中为78．35人，职业中学为26．5 9人，普通中专为33．67人，普通高等学校为

25．02人，成人高等学校为2 1．43人；少、数民族在校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也有很大的提高，小学

为36．32％，普通中学为34．31；|；，职业中学为1 6．65jl；，普通中专为43．28％，普通高等学校

为36．22％，成人高等学校为1 7．7 6％，各类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大体

相当，普通中专的比例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

50年来，广西教育战线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在发展中不断探索、不断改革。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

路，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新时期。50年来，教育发展历程曲折，已步通

途；教育成就硕果累累，令人鼓舞；教育经验实为宝贵，教训勿忘。

50年的教育，是不断发展的教育，不断改革的教育，不断创新的教育。教育的发展、改革和

创新，要有正确的领导、科学的思想路线、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教育改革是开创性

的事业，又是复杂而艰难的事业。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原动力，创新是主旋律。我们围绕着“改

革”这个主题编纂志书，就是要突出改革，认识改革，弘扬改革，深化改革，以改革为动力，以改

革促发展，不断创新教育，坚持育人为本，提高教育质量，满足人民大众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新世纪的开始、我国加入WTO和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的要求，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更加迫切。已经到来的新世纪，是更加充满机遇和

挑战的世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乃至思维方式等带来深

刻的影响，从而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

质的劳动者和千万计的专门技术人才，广大教育工作者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已经确定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行科教兴国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教育改革的

力度、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教育发展前景是光辉灿烂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面对这样的历史时刻，客观地记述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历程，展示所取得的成就、成功经验，寻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求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无疑会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认真研究历史经验，面向未来，高举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沿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时

俱进，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广西教育事业定能谱写出灿烂的新篇章!

编 者

2001年1 2月31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全面记述新中国

成立以来广西教育改革的发生、发展历程及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事实及成

就。

二、宗旨 本志是全面、系统记载广西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型地方文

献，以存史、资政、育人为目的，为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了解和研究广西教育

服务。

三、结构按照教育结构和分类，横分门类，纵写始末。采用篇章体，

一般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

四、体裁 以志为主，辅以记、述、图、表、传、录。

五、文体志文，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从远到近竖写，个别

地方纵横结合，图、表穿插其间；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

体；概述，围绕志书主题，介绍有关背景和重大教育改革事实，夹叙夹议；

教育人物，简要记述其主要业绩。

六、断限上限为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下限为2000年，重点在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

七、纪年 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

放之日起；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元

纪年。

八、资料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各种文献、档案、报刊、专著及有关各

类志书，一般不加注释。

九、数字各类统计数字，以教育行政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准。

十、称谓 本志中的“自治区”，指“广西壮族自治区”； “建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文革”，指“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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