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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嗡言

编篡〈阜新市教育科研志〉的想法始于 1996 年。 是年 4 月，

首届〈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大会暨阜新教育科研现场会〉在阜新

召开。 大会的召开，是辽宁省教委、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对阜新市教育科研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它为阜新地区的教育科

研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部分兄弟院校和地区的朋友，诚恳地

希望阜新市能把教育科研工作，系统地总结一下，写成一本书，

以便交流和提高。 写不写这本书?怎么写?能写到什么程度?是

经过长期、反复、慎重考虑的。 主要考虑的是，有没有东西可

写?写的东西，能不能站得住脚?经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历史

的推敲?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如果不具备

这些条件，既使写出书来，也是空洞无物，遗笑于人。

综观阜新二十余年的教育改革和实验，可以看到阜新地区教

育科学研究，起点高，立意新，成果丰。 概括起来，阜新地区教

育科研有三个特点，取得了四个效益，形成了一个模式。 三个特

点是 1、群体性。 阜新市教青科研，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

而是一支强大的科研大军。 从研究课题来看，科科有课题，校校

有课题，部分学校人人有课题，而且具有校、 县、区、市、省、

国家等不同层次的课题。从教育研究范围来看，有幼儿教育、小

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到大学教育等都有研究课题:

课题内容更是丰富多彰，从学科课题到综合课题，从教育教学实

践到教育科学理论探讨……应有尽有。 2、规范性。"八五"的实

' 验课题为"规划课题经过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审批。

阜新市教育科学研究实验课题，有可操作的实验方案，有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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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有阶段性的中期实验成果，有终结性的课题成果专家

鉴定验收，有课题成果的转化、使用和推广。 3、科学性。阜新

市教育科研实验课题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心理

学、学习科学等科学理论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教

育科学研究实验中，充分发挥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精髓

作用。从而使教育科学研究更具有现代化的科研含量。四个效益

是 1、社会效益。 "阜新市农村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实验研究" 、

"阜新市目标教学实验研究"、"阜新市中小学学习指导实验研究"

等重要课题，不仅在本地区、本省有较大的影响，得到省、市等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的公认和好评，而且在

国内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 2、经济效益。 阜新地区教育

科研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服务，为阜新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取得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982 年，阜新市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14.02

亿元，到了 1992 年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则达到55 . 3 亿元。 10 年

时间，工农业生产总值纯增长41.28 亿元。 特别是农村. 1982 年

农村人均收入仅百元左右. 1992 年农村人均收人则达到 667 元

在人均收入飞快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科研是其中重要因素之

一。 3、人才效益。阜新地区的教育科学研究，培养出一大批教

育科研人才。 涌现出 12 名市级优秀专家. 47 名特级教师. 33 名

教育拔尖人才。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科研骨干教师队伍。 培养

出一大批适应工农业经济发展的初、 中级技术人才和科研素质较

高的劳动者。 4、质量效益。教育科研，推动和促进了全市教育

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全地区不仅全部扫除

了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而且，全地区小

学、初中的及格率、优秀率，也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高考录取

人数逐年增加。 1982 年，阜新地区高考录取 619 人(本、专科

生下同); 1988 年，高考录取 1232 人 1995 年，高考录取 1627

人 1999 年高考录取 2244 人。一个模式是:阜新地区多年的教



前言

育科研实验，形成了一个专家主持一一骨干实验一一整体开花的

教育科研模式。 专家主持:阜新市教育系统委属 12 名市优秀专

家、 47 名特级教师、 33 名市教育系统拔尖人才，都是各级各类

教育科研实验课题的主持人和主要实验人员。 他们之中有阜新市

优秀专家、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

阜新市"成才品质全向发展教育" (素质教育)实验课题主持人

艾荫范;市优秀专家、特级教师、阜新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阜

新市"目标教学"实验课题主持人张晖;市优秀专家、特级教

师、市教青科学研究所所长、"阜新市中小学学习指导实验"课

题主持人牛玉发等。 这些专家不仅在阜新地区，就是在国内外也

都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 专家的参与提高了阜新市教青科学研

究的档次和水平。 使阜新市的教育科研始终居于高层次、有新

意、有特色地向前发展。 骨干实验:全市参加教育科研课题实验

研究大都是中小学中青年骨干教师。 他们之中有学校领导、教研

组长、 班主任、学科教学骨干等。他们的实验带动了广大教师队

伍，形成了一支教育科研大军。 整体开花:阜新市的教育科研不

是局部地区、部分学校、少数骨干教师的研究和实验，而是整体

开花、全面结果。 全地区两县五区 1460 所普通中小学(幼儿园)

校校有实验，人人有课题。教育科学研究，内化为广大中小学教

师自觉的行动和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大中小学教

师，把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看做是提高自身教青素质和教学质量

的必由之路。

鉴于上述情况， 1999 年阜新市教育志编寨委员会经过反复

研究，一致认为阜新市教青科学研究是阜新地区教青改革和经济

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阜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大特色。 它充分

体现了阜新地区教育改革的主流和方向。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总结

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阜新地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规律和经验。 有必要使阜新的教育科研走出阜新，面向全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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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将阜新教育科研成果献给二十一世纪，为"科教兴市"、建

设"教育科研强市"做出贡献。 因此，决定编寨〈阜新市教育科

研志〉。

教青科学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而

教育科研志，则是记述教育科学研究的活动状况、发展过程和科

研成果的体系化了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 撰写教育科研志，是前

无古人的盛事。 既没有现成的模式或可参照的样本，又无撰写此

类志书的经验。 而且教育科研志属特色志一类，有其特殊的形

式、内容、特点和规律。 撰写教育科研志，可以说是修志工作的

一个改革和创新。 因此，撰写教育科研志，既要体现普通教育志

书的共性，即普遍性;更要体现教青科研志书的个性，即特殊

性。要把二者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选准切人点，把握 "科

研"这一主攻方向，以教育科研为主线，以重要教育科研实验课

题为龙头，以资料事实为依据，以专家组鉴定为结论。 组织资

料，写好教青科研志。

〈阜新市教育科研志〉在体例结构上为篇、 章、节三个层次。

在内容上，设"综述、"科研机构"、"科研管理" 、 "科研活动"、

"课题实验"、"科研成果"、"科研示范校"、 "科研论文选萃"、

"教育科研大事记"等。 这样编排的意图，一是尽量突出教育科

研的特点，揭示教育科研的规律;二是努力探索出一条编篡教育

科研志的新路子，构建编寨教育科研志的新模式，为教育科研事

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这本志书正式出版发行了。 尽管她还很稚气，很不丰

满，很不完善，甚至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但她必竟是一个尝

试，一个创新。我们相信，她一定会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史志

工作者的欢迎和厚爱，也一定会得到同仁们的鼓励和支持。 恳切

希望教育界和史志界的专家、学者、同仁的赐教和斧正。 不胜感

谢。



儿例

凡例

一、〈阜新市教育科研志〉是阜新市教育史上第一部全面地

系统地记述阜新市教育科学研究的大型教育科学研究资料工具

书。

二、〈阜新市教育科研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为统帅，以科学

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阜新地区教育

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全面揭示阜新地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和

规律，为"科教兴市繁荣和发展阜新地区教育事业服务，为

建设"教育科研强市"服务。

三、〈阜新市教育科研志〉设篇、章、节三个层次结构，节

内条目融于内容之中，不再单设，用分段形式表述。全志设科研

机构、科研管理、科研活动、课题实验、科研成果、 科研示范

校、科研论文选萃、教育科研专著、教青科研大事记等 9 篇 18

章 81 节，另设附录等。

四、〈阜新市教育科研志〉设"综述"置于篇、章之前，系

统介绍阜新地区教育科学研究的发生、发展和活动过程，揭示阜

新地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和规律。

五〈阜新市教育科研志〉以文件资料为主，报刊资料为辅，

资料翔实、真实可靠、权威性强。

六、〈阜新市教育科研志〉时限起于 1977 年，止于 2001 年。

七〈阜新市教育科研志〉的教育科研人物，不单设篇，放在

"人才成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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