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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指出·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

养，基础在教育。劳党的第十二次伞国代表大会把教育和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

重点之一。可见，教育事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国家和

民族的兴旺发达。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仁寿县《教育志》，总结

仁寿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吸取教育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与掌握教育的

客观规律，对于我们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

代新人，全面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仁寿县教育恚》全面记述了仁寿县从清末封建科举制到旧民主主义教育，从半封

建半殖民地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过程，史料详实，内容丰富，颇有资治、育民、存史

的价值。“文革"前的十七年，仁寿县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贝|j，在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

了根本变化。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受“左力的错误影响，仁寿县教

育事业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动乱中，仁寿县教

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粉碎“四人帮弦后，仁寿县教育战线经过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进入了崭新的历

史时期，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充分发挥了教师的积极性。广大教育工作者，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以苦为乐，以

教为荣，刻苦进修，认真钻研业务，不断改进教育方法，使教育质量逐年提高，狠抓了

师资培训工作，提高了教师素质，为提高教育质最创造了前提条件，加强了小学教育，

提高了小学教学质量，为办好中等教育打好了基础，发动群众集资办学，改善了办学条

件，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物质保证I大力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改变了学校结构，使教

育更加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仁寿县教育志》记述的历史证明l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理解，全面贯纫

党的教育方针，是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唯一方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是办好教育的关键措施；积极进行改革，认真开展教育科学理论研究，按教

育规律办事，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途径。

《仁寿县教育志》现在脱稿出版与全县教育界同志们见谣了。回顾过去，成绩喜

入，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前程似锦。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新的成绩来续写

仁寿县教育事业的薪篇章吧l

《仁寿县教育志≥编写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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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下止一九八五年。

二、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详今略古，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三、本志以工作性质不同的事物独立成篇，横排竖写。各篇按事物内部联系，排列

章、节、目、项。以“事黟为横，以“时”为纵，由远及近，力求完整。

四、本志用现代规范化的语体文记述，以事系人，随文附图，表、照。正文的数字

用汉字，表格、括弧内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所列优秀教师、模范教育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均为地、市以上机关批准，

正式授予称号者。

六、本志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称谓。中华民国称“民国，，l中华人民共和国称

“建国后”。

七、本志记述中的注释，均分别排在各章末。

八、本志各篇内容多少不等，史料少的立章不立节I史科多的按章、节、目排写。



目 录

第一篇教育宗旨

第一章清代教育宗旨⋯⋯⋯⋯⋯⋯⋯⋯⋯⋯⋯⋯⋯⋯⋯⋯⋯⋯⋯⋯⋯⋯⋯⋯(1)

第二章民国教育宗旨⋯⋯⋯⋯⋯⋯⋯⋯⋯⋯⋯⋯⋯⋯⋯⋯⋯⋯⋯⋯⋯⋯⋯⋯(3‘>

第三章建国后的教育方针⋯⋯⋯⋯⋯⋯⋯⋯⋯⋯⋯⋯⋯⋯⋯⋯⋯⋯⋯⋯⋯⋯(4)

第二篇教育行政

第一章教育行政机构⋯⋯⋯⋯⋯⋯⋯⋯⋯⋯⋯⋯⋯⋯⋯⋯⋯⋯⋯⋯⋯⋯⋯⋯(

第一节清代⋯⋯⋯⋯⋯⋯⋯⋯⋯⋯⋯⋯⋯⋯⋯⋯⋯⋯⋯⋯⋯⋯⋯⋯⋯⋯(

第二节民国时期⋯⋯⋯⋯⋯⋯⋯⋯⋯⋯⋯⋯⋯⋯⋯⋯⋯⋯⋯⋯⋯⋯⋯⋯(

第三节建国后⋯⋯⋯⋯⋯⋯⋯⋯⋯⋯⋯⋯⋯⋯⋯⋯⋯⋯⋯⋯⋯⋯⋯⋯⋯(

第二章管理体制⋯⋯⋯⋯⋯⋯⋯⋯⋯⋯⋯⋯⋯⋯⋯⋯⋯⋯⋯⋯⋯⋯⋯⋯⋯⋯(

第一节清末⋯⋯⋯⋯⋯⋯⋯⋯⋯⋯⋯⋯⋯⋯⋯⋯⋯⋯⋯⋯⋯⋯⋯⋯⋯⋯(

第二节民国时期⋯⋯⋯⋯⋯⋯⋯⋯⋯⋯⋯⋯⋯⋯⋯⋯⋯⋯⋯⋯⋯⋯⋯⋯(

第三节建国后⋯⋯⋯⋯⋯⋯⋯⋯⋯⋯⋯⋯⋯⋯．⋯⋯⋯⋯⋯⋯⋯⋯⋯⋯⋯(

第三章学校行政⋯⋯⋯⋯⋯⋯⋯⋯⋯⋯⋯⋯⋯⋯⋯⋯⋯⋯⋯⋯⋯⋯⋯⋯⋯⋯(

第一节校长⋯⋯⋯⋯⋯⋯⋯⋯⋯⋯⋯⋯⋯⋯⋯⋯⋯⋯⋯⋯⋯⋯⋯⋯⋯⋯(

第二节教导，总务等部门⋯⋯⋯⋯⋯⋯⋯⋯⋯⋯⋯⋯⋯⋯⋯⋯⋯⋯⋯⋯(

第三篇各级各类学校

第一章书院、义学，私垫⋯⋯⋯⋯⋯⋯⋯⋯⋯⋯⋯⋯⋯⋯⋯⋯⋯⋯⋯⋯⋯⋯(

第一节鳌峰书院⋯⋯⋯⋯⋯⋯⋯⋯⋯⋯⋯⋯⋯⋯⋯⋯⋯⋯⋯⋯⋯⋯⋯⋯(

第二节义学⋯⋯⋯⋯⋯⋯⋯⋯⋯⋯⋯⋯⋯⋯⋯⋯⋯⋯⋯⋯⋯⋯⋯⋯⋯⋯(

第三节私垫⋯⋯⋯⋯⋯⋯⋯⋯⋯⋯⋯⋯⋯⋯⋯⋯⋯⋯⋯⋯⋯⋯⋯⋯⋯⋯(

第二章小学教育⋯⋯⋯⋯⋯⋯⋯⋯⋯⋯⋯⋯⋯⋯⋯⋯⋯⋯⋯⋯⋯⋯⋯⋯⋯⋯(

39 >

39 )

40 )

44 )

46 )

I

)

)

，、

)

)

)

)、，

)

>

)

7

7

7

8

M

M

H

坫

埔

埔

∞



第一节清末⋯⋯⋯⋯⋯⋯⋯⋯⋯⋯⋯⋯⋯⋯⋯⋯⋯⋯⋯⋯⋯⋯⋯⋯⋯⋯(46)

第二节民国时期⋯⋯⋯⋯⋯⋯⋯⋯⋯⋯⋯⋯⋯⋯⋯⋯⋯⋯⋯⋯⋯⋯⋯⋯(46)

第三节建国后⋯⋯⋯⋯⋯⋯⋯⋯⋯⋯⋯⋯⋯⋯⋯⋯⋯⋯⋯⋯⋯⋯⋯⋯⋯(53)

第三章中学教育⋯⋯⋯⋯⋯⋯⋯⋯⋯⋯⋯⋯⋯⋯⋯⋯⋯⋯⋯⋯⋯⋯⋯⋯⋯⋯(69)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69)

第二节建国后⋯⋯⋯⋯⋯⋯⋯⋯⋯⋯⋯⋯⋯⋯⋯⋯⋯⋯⋯⋯⋯⋯⋯⋯⋯(72)

第四章幼儿教育⋯⋯⋯⋯⋯⋯⋯⋯⋯⋯⋯⋯⋯⋯⋯⋯⋯⋯⋯⋯⋯⋯⋯⋯⋯⋯(83)

第一节民国时期⋯⋯⋯⋯⋯⋯⋯⋯⋯⋯⋯⋯⋯⋯⋯⋯⋯⋯⋯⋯⋯⋯⋯⋯(83)

第二节建国后⋯⋯⋯⋯⋯⋯⋯⋯⋯⋯⋯⋯⋯⋯⋯⋯⋯⋯⋯⋯⋯⋯⋯⋯⋯(85)

第五章专业教育⋯⋯⋯⋯⋯⋯⋯⋯⋯⋯⋯⋯⋯⋯⋯⋯⋯⋯⋯⋯⋯⋯⋯⋯⋯⋯(88)

第一节师范学校⋯⋯⋯⋯⋯⋯⋯⋯⋯⋯⋯⋯⋯⋯⋯⋯⋯⋯⋯⋯⋯⋯⋯⋯(88)

第二节仁寿县教师进修学校⋯⋯⋯⋯⋯⋯⋯⋯⋯⋯⋯⋯⋯⋯⋯⋯⋯⋯⋯(90)

第三节职业中学⋯⋯⋯⋯⋯⋯⋯⋯⋯⋯⋯⋯⋯⋯⋯⋯⋯⋯⋯⋯⋯⋯⋯⋯(90。>

第四节其他专业学校⋯⋯⋯⋯⋯⋯⋯⋯⋯⋯⋯⋯⋯⋯⋯⋯⋯⋯⋯⋯⋯⋯(94)

第六章业余教育⋯⋯⋯⋯⋯⋯⋯⋯⋯⋯⋯⋯⋯⋯⋯⋯⋯⋯⋯⋯⋯⋯⋯⋯⋯⋯(97)

第一节农民业余文化教育⋯⋯⋯⋯⋯⋯⋯⋯⋯⋯⋯⋯⋯⋯⋯⋯⋯⋯⋯⋯(97)

第二节干部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卫02)

第三节广播电视大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03)

第四篇教 师

第一章清末的教师⋯⋯⋯⋯⋯⋯⋯⋯⋯⋯⋯⋯⋯⋯⋯⋯⋯⋯⋯⋯⋯⋯⋯⋯⋯(105)

第一节新学教师⋯⋯⋯⋯⋯⋯⋯⋯⋯⋯⋯⋯⋯⋯⋯⋯⋯⋯⋯⋯⋯⋯⋯⋯(105)

第二节私塾老师⋯⋯⋯⋯⋯⋯⋯⋯⋯⋯⋯⋯⋯⋯⋯⋯⋯⋯⋯⋯⋯⋯⋯⋯(105)

第二章民国时期的教师⋯⋯⋯⋯⋯⋯⋯⋯⋯⋯⋯⋯⋯⋯⋯⋯⋯⋯⋯⋯⋯⋯⋯(107)

第一节编制，资格，聘用⋯⋯⋯⋯⋯⋯⋯⋯⋯⋯⋯⋯⋯⋯⋯⋯⋯⋯⋯⋯(107)

第二节教师地位⋯⋯⋯⋯⋯⋯⋯⋯··：⋯⋯⋯⋯⋯⋯⋯⋯⋯⋯⋯⋯⋯⋯⋯(112)

第三节教师的生活待遇⋯⋯⋯⋯⋯⋯⋯⋯⋯⋯⋯⋯⋯⋯⋯⋯⋯⋯⋯⋯⋯(113)

2 ·



第四节教师的培训与检定⋯⋯⋯⋯⋯⋯⋯⋯⋯⋯⋯⋯⋯⋯⋯⋯⋯⋯⋯⋯(115)

第三章建国后的人民教师⋯⋯⋯⋯⋯⋯⋯⋯⋯⋯⋯⋯⋯⋯⋯⋯⋯⋯⋯⋯⋯⋯(118)

第一节教师编制⋯⋯⋯⋯⋯⋯⋯⋯⋯⋯⋯⋯⋯⋯⋯⋯⋯⋯⋯⋯⋯⋯⋯⋯(118)

第二节教师的管理、任用⋯⋯⋯⋯⋯⋯⋯⋯⋯⋯⋯⋯⋯⋯⋯⋯⋯⋯⋯⋯(119)

第三节教师的来源和素质⋯⋯⋯⋯⋯⋯⋯⋯⋯⋯⋯⋯⋯⋯⋯⋯⋯⋯⋯⋯(120)

第四节提高教师社会地位⋯⋯⋯⋯⋯⋯⋯⋯⋯⋯⋯⋯⋯⋯⋯⋯⋯⋯⋯⋯(126)

第五节工资福利⋯⋯⋯⋯⋯⋯⋯⋯⋯⋯⋯⋯⋯⋯⋯⋯⋯⋯⋯⋯⋯⋯⋯⋯(132)

第六节教师培训和民师整顿⋯⋯⋯⋯⋯⋯⋯⋯⋯⋯⋯⋯⋯⋯⋯⋯⋯⋯⋯(148)

第四章党群组织⋯⋯⋯⋯⋯⋯⋯⋯⋯⋯⋯⋯⋯⋯⋯⋯⋯⋯⋯⋯⋯⋯⋯⋯⋯⋯(152>

第一节民国时期学校中的国民党组织⋯⋯⋯⋯⋯⋯⋯⋯⋯⋯⋯⋯⋯⋯⋯(152)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学校中的建立和发展⋯⋯⋯⋯⋯⋯⋯⋯⋯⋯⋯(152)

第三节教育工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159)

第五篇教学工作

第一章学制，课程，教材⋯⋯⋯⋯⋯⋯⋯⋯⋯⋯⋯⋯⋯⋯⋯⋯⋯⋯⋯⋯⋯⋯(161)

第一节学制⋯⋯⋯⋯⋯⋯⋯⋯⋯⋯⋯⋯⋯⋯⋯⋯⋯⋯⋯⋯⋯⋯⋯⋯⋯⋯(】61)

第二节课程与教材⋯⋯⋯⋯⋯⋯⋯⋯⋯⋯⋯⋯⋯⋯⋯⋯⋯⋯⋯⋯⋯⋯⋯(163)

第二章考试与招生⋯⋯⋯⋯⋯⋯⋯⋯⋯⋯⋯_⋯⋯⋯⋯⋯⋯⋯⋯⋯⋯⋯⋯⋯(181>

第一节清末科举制⋯⋯⋯⋯⋯⋯⋯⋯⋯⋯⋯⋯⋯⋯⋯⋯⋯⋯⋯⋯⋯⋯“(181)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成绩考查和招生制度⋯⋯⋯⋯⋯⋯⋯⋯⋯⋯⋯⋯⋯⋯(182)

第三节建国后的成绩考查和招生制度⋯⋯⋯⋯⋯⋯⋯⋯⋯⋯⋯⋯⋯⋯⋯(183)

第三章教学方法与教学研究⋯⋯⋯⋯⋯⋯⋯⋯⋯⋯⋯⋯⋯⋯⋯⋯⋯⋯⋯⋯⋯(188)

第一节教学方法⋯⋯⋯⋯⋯⋯⋯⋯⋯⋯⋯⋯⋯⋯⋯⋯⋯⋯⋯⋯⋯⋯⋯⋯(188)

第二节教学研究⋯⋯⋯⋯⋯⋯⋯⋯⋯⋯⋯⋯⋯⋯⋯⋯⋯⋯⋯⋯⋯⋯⋯⋯(195)

第四章教具制作，电化教学和教学实验⋯⋯⋯⋯⋯⋯⋯⋯⋯⋯⋯⋯⋯⋯⋯⋯(197)

第一节教具制作⋯⋯⋯⋯⋯⋯⋯⋯⋯⋯⋯⋯⋯⋯⋯⋯⋯⋯⋯⋯⋯⋯⋯⋯(197)

第二节电化教学⋯⋯⋯⋯⋯⋯⋯⋯⋯⋯⋯⋯⋯⋯⋯⋯⋯⋯⋯⋯⋯⋯⋯⋯(198)

第三节教学实验⋯⋯⋯⋯⋯⋯⋯⋯⋯⋯⋯⋯⋯⋯⋯⋯⋯⋯⋯⋯⋯⋯⋯⋯(198)

3



第五章教学质量⋯⋯⋯⋯⋯⋯⋯⋯⋯⋯⋯⋯⋯⋯⋯⋯⋯⋯⋯⋯⋯⋯⋯⋯⋯⋯(201)

第六篇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章请末⋯⋯⋯⋯⋯⋯⋯⋯⋯⋯⋯⋯⋯⋯⋯⋯⋯⋯⋯⋯⋯⋯⋯⋯⋯⋯⋯⋯(205)

第二章民国时期⋯⋯⋯⋯⋯⋯⋯⋯⋯⋯⋯⋯⋯⋯⋯⋯⋯⋯⋯⋯⋯⋯⋯⋯⋯⋯(206)

第一节思想教育内容⋯⋯⋯⋯⋯⋯⋯⋯⋯⋯⋯⋯⋯⋯⋯⋯⋯⋯⋯⋯⋯⋯(2酊6)

第二节军事训练和训导管理⋯⋯⋯⋯⋯⋯⋯⋯⋯⋯⋯⋯⋯⋯⋯⋯⋯⋯⋯(208)

第三节三青团、宣子军团、学生自治会⋯⋯⋯⋯⋯⋯⋯⋯⋯⋯⋯⋯⋯⋯(209)

第三章建国后⋯⋯⋯⋯⋯⋯⋯⋯⋯⋯⋯⋯⋯⋯⋯··：⋯⋯⋯⋯⋯⋯⋯⋯⋯⋯⋯(211)

第一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作法⋯⋯⋯⋯⋯⋯⋯⋯一⋯⋯⋯⋯⋯(211)

第二节班主任工作⋯⋯⋯⋯⋯⋯⋯⋯⋯⋯⋯⋯⋯⋯⋯⋯⋯⋯⋯⋯⋯⋯⋯(218)

第兰节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219)

第七篇体育卫生

第一章民国时期⋯⋯⋯⋯⋯⋯⋯⋯⋯⋯⋯⋯⋯⋯⋯⋯⋯⋯⋯⋯⋯⋯⋯⋯⋯⋯(225)

第二章建国后⋯⋯⋯⋯⋯⋯⋯⋯⋯⋯⋯⋯⋯⋯⋯⋯⋯⋯⋯⋯⋯⋯⋯⋯⋯⋯⋯(227)

第一节推行叠劳卫制秒、“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一

和少年儿童广播体操⋯⋯⋯⋯⋯⋯⋯⋯⋯⋯⋯⋯⋯⋯⋯⋯⋯⋯⋯(227)

第二节培训提高体育教师⋯⋯⋯⋯⋯⋯⋯⋯⋯⋯⋯⋯⋯⋯⋯⋯⋯⋯⋯⋯(229)

第三节体育竞赛⋯⋯⋯⋯⋯⋯⋯⋯一⋯⋯⋯⋯⋯⋯⋯⋯⋯⋯⋯⋯⋯⋯⋯(230)

第四节体育先进学校⋯⋯⋯⋯⋯⋯⋯⋯⋯⋯⋯⋯⋯⋯⋯⋯⋯⋯⋯⋯⋯．．(242)

第五节教职工体育⋯⋯⋯⋯⋯⋯⋯⋯⋯⋯⋯⋯⋯⋯⋯⋯⋯⋯⋯⋯⋯⋯⋯(244)

第六节卫生保健⋯⋯⋯⋯⋯⋯⋯⋯⋯⋯⋯⋯⋯⋯⋯⋯⋯⋯⋯⋯⋯⋯⋯⋯(245)

第七节学生体质状况⋯⋯⋯⋯⋯⋯⋯⋯⋯⋯⋯⋯⋯⋯⋯⋯⋯⋯⋯⋯⋯⋯(247)

第八篇经费、设备、勤工俭学

第一章教育经费⋯⋯⋯⋯⋯⋯⋯⋯⋯⋯⋯⋯⋯⋯⋯⋯⋯⋯⋯⋯⋯⋯⋯⋯⋯⋯(255)

第一节民鼠时期⋯⋯⋯⋯⋯⋯⋯⋯⋯⋯⋯⋯⋯⋯⋯⋯⋯⋯⋯⋯⋯⋯⋯⋯(255)

4



第二节建国后⋯⋯⋯⋯⋯⋯⋯⋯⋯⋯⋯⋯⋯⋯⋯⋯⋯⋯⋯⋯⋯⋯⋯⋯⋯(257)

第二章筹资办学⋯⋯⋯⋯⋯⋯⋯⋯⋯⋯⋯⋯⋯⋯⋯⋯⋯⋯⋯⋯⋯⋯⋯⋯⋯⋯(270)

第一节办学条件⋯⋯⋯⋯⋯⋯⋯⋯⋯⋯⋯⋯⋯⋯⋯⋯⋯⋯⋯⋯⋯⋯⋯⋯(270)

弟二节筹资办学⋯⋯⋯⋯⋯⋯⋯⋯⋯⋯⋯⋯⋯⋯⋯⋯⋯⋯⋯⋯⋯⋯⋯⋯(270)

第三章固定资产⋯⋯⋯⋯⋯⋯⋯⋯⋯⋯⋯⋯⋯⋯⋯⋯⋯⋯⋯⋯⋯⋯⋯⋯⋯⋯(276>

第四章勤工俭学⋯⋯⋯⋯⋯⋯⋯⋯⋯⋯⋯⋯⋯⋯⋯⋯⋯⋯⋯⋯⋯⋯⋯⋯⋯⋯(279)

第一节管理机构⋯⋯⋯⋯⋯⋯⋯⋯⋯⋯⋯⋯⋯⋯⋯⋯⋯⋯⋯⋯⋯⋯⋯⋯(279>

第二节开展情况⋯⋯⋯⋯⋯⋯⋯⋯⋯⋯⋯⋯⋯⋯⋯⋯⋯⋯⋯⋯⋯⋯⋯⋯(279)

第三节收益使用⋯⋯⋯⋯⋯⋯⋯⋯⋯⋯⋯⋯⋯⋯⋯⋯⋯⋯⋯⋯⋯⋯⋯⋯(284)

第四节生产科研⋯⋯⋯⋯⋯⋯⋯⋯⋯⋯⋯⋯⋯⋯⋯⋯⋯⋯⋯⋯⋯⋯⋯⋯(284)

人 物 志

夏育群传略⋯⋯⋯⋯⋯⋯⋯⋯⋯⋯⋯⋯⋯⋯⋯⋯⋯⋯⋯⋯⋯⋯⋯⋯⋯⋯⋯⋯⋯(28T)

刘生文传略⋯⋯⋯⋯⋯⋯⋯⋯⋯⋯⋯⋯⋯⋯⋯⋯⋯⋯⋯⋯⋯⋯⋯⋯⋯⋯⋯⋯⋯(288)

苏世沛传略⋯⋯⋯⋯⋯⋯⋯⋯⋯⋯⋯⋯⋯⋯⋯⋯⋯⋯⋯⋯⋯⋯⋯⋯⋯⋯⋯⋯⋯(289)

鲁淑容传略⋯⋯⋯⋯⋯⋯⋯⋯⋯⋯⋯⋯⋯⋯⋯⋯⋯⋯⋯⋯⋯⋯⋯⋯⋯⋯⋯⋯⋯(290)

李恚远传略⋯⋯⋯⋯⋯⋯⋯⋯⋯⋯⋯⋯⋯⋯⋯⋯⋯⋯⋯⋯⋯⋯⋯⋯⋯⋯⋯⋯⋯(291)

乐绍文传略⋯⋯⋯⋯⋯⋯⋯⋯⋯⋯⋯⋯⋯⋯⋯⋯⋯⋯⋯⋯⋯⋯⋯⋯⋯⋯⋯⋯⋯(292)

高仁惠兄妹捐产助学⋯⋯⋯⋯⋯⋯⋯⋯⋯⋯⋯⋯⋯⋯⋯⋯⋯⋯⋯⋯⋯⋯⋯⋯⋯(293)

袁张氏婆媳捐地办学⋯⋯⋯⋯⋯⋯⋯⋯⋯⋯⋯⋯⋯⋯⋯⋯⋯⋯⋯⋯⋯⋯⋯⋯⋯(293)

滔文华捐资办学⋯⋯⋯⋯⋯⋯⋯⋯⋯⋯⋯⋯⋯⋯⋯⋯⋯⋯⋯⋯⋯⋯⋯⋯⋯⋯⋯(293)

附 录

模范，先进教育工作者简介⋯⋯⋯⋯⋯⋯⋯⋯⋯⋯⋯⋯⋯⋯⋯⋯⋯⋯⋯⋯⋯⋯(294)

一九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乐山市人民政府表彰的优秀教师⋯⋯⋯⋯⋯⋯⋯⋯⋯(297)

建国后省政府以上机关命名的先进集体⋯⋯⋯⋯⋯⋯⋯⋯⋯⋯⋯⋯⋯⋯⋯⋯⋯(298)

编 后 记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 一篇

教育 宗 旨



第一 章

清代教育宗旨

自汉以后，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利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清代亦竭力

推崇孔学，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作为“兴行教化万，“作育人材一的

经典。

清王朝办学，是为了“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力。要求生员搿学为忠臣，清

官一，“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统治者还用“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等天命论欺骗引诱学子。为了培养忠顺于清王朝的奴才，顺治九年(1652年)颁布全国

学校《卧碑》，康熙三十九年(1700)颁《圣谕》十六条，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康熙四

十一年(1702年)颁《训饬士子文》，要求学子“隆重师儒，敦孝悌以事亲，秉忠贞以

立志修’雍正三年(1725年)，皇上制订《朋党论》，乾隆五年(1740年)颁《训饬士

子文》。清代统治者把《圣谕广训》，《朋党论》等作为全体人民必读的“圣经力，也

作为学校训练的标准， “令教官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宣读讲解，永远遵行矽o(注)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廷为维持其统治地位，

不得不接受学西方，办洋务、废科举，行新学的主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以“忠孝一二字为宗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学

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是·“患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力，要求以“中学(经史之学)为

体，西学(知识，艺能)为用"。这两次提出的教育宗旨，既保留了封建的忠君尊儒思

想教育，又从德、日搬来了公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既

有封建买办意识，又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熟悉“洋务黟、效忠清王室的新式官吏。

附。仁寿县儒学署明伦堂左刊刻的晓示生员卧碑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康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

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人立品，所有

教条开列于后。

(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礼，

当再兰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二)，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蹒，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

民之事，更宜留心。

(三)，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

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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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员不可千求官长，交接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

以福。

(五)，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

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六)，为学当尊敬先生，着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

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七)，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

罪。

(八)，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

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洼，清局治版《仁寿县志>卷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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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国教育宗 旨

民国时期的教育，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t初年侧重于封建教育，中期

侧重于买办教育，末期侧重于法西斯教育。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废除了清末“患君’’、“尊儒"的教育宗旨，提

倡公民道德教育。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二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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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民国四年(19卫5年)一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央新定教育纲要》规定t“申明教育

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打“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

纬，以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以实用主义为用。打同年二月，袁世凯又以大总统命令

公布教育宗旨为t“爱国，尚武，崇实、法孔盂，重自治，戒贪争，戒燥进。"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月二十六日，教育部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

方针》中规定教育宗旨为t“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

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

展，以促进世界大同。炒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三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诩词中说t “教育

最基本的任务，在于国民人格的陶冶，但陶冶国民人格必须有一致的标准，即‘忠孝仁

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党员守则，可作为青年学生一致信守的准则。全国各级学校应

以‘礼义廉耻’作为共同的校训"。

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十年，爱国民主运动进入高潮，蒋介石政府一方面提出“国民

教育之实施，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注重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民道德

之培养及身心健康之训练，并应切合实际需要养成自卫自治之能力，授以生活必需之智

识技能’’(见民国二十九年四月教育部公布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一方面又大肆

叫嚣“戡乱建国矽，开展“良师兴国运动秒，发动“清共"，“防共∥，“溶共黟的攻

势，饬令学校对学生进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奴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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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章

建国后的教育方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新中国的

教育较之过去有本质的不同，是崭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

一九五。年初，中央人民政府规定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

建设服务。”九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规定小学教育的施教目标是t(一)、培养儿

童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及普通的科学常识。(二)、注重卫生健康教育，培养儿童健康

身体。(三>、培养儿童爱护人民国家的思想及爱好劳动，民主与守纪律的良好习惯。

一九五一年，党和政府广泛宣传废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教育"。同

年，教育部提出“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与经济、国防、政治，文化等

建设事业密切配合，培养各种建设人才，首先是经济建设人才，坚持教育为工农兵服

务，各级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切实实行教育事业中的公私兼顾与城乡兼顾的原

则力。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八日，教育部颁发试行的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

小学教育的宗旨是t “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给儿童以

全面的基础教育，使他们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自觉的、积极的成

员。黟“中学教育的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的身心获得全面的发展，以便为升入高等学校或

参加建设工作打好基础。黟规定中、小学对学生要“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

发展的教育"。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指

出。 “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

展的成员。中学教育不仅要供应高等学校以足够的合格的新生，并且还要供应国家生产

建设以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新生力量’’。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一文中提出s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

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t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l为了实现

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仁寿各学校纷纷组织师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办工J一、农场，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有一个好的开端。后来，由于受了“大跃进”左”倾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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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影啊，出现了一些偏差，初则片面强调劳动，组织师生停课参加“全民炼钢铁矽，

“大战四秋万等生产运动，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劳动过多，忽视课堂教学，继则

片面强调“知识矽，大搞“四高一大矽(高指标，高速度，高质量、高效果、大面积提

高教育质量)，忽视德育和体育。

针对各地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子一九六O年五月，十二月两次发出关于

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指示，要求“既要鼓舞和保护学生的热情和干劲，使他们刻

苦地学习，热情地劳动，又要使他们在学习和劳动之后能够得到必需的休息，以保证他

们的身体健康。既要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得到教育和锻炼，又要给他们以必要的自由活动

时间，发展他们正当的爱好和特长⋯⋯力。

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

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要求t“在中小学阶段，必须十分注意德育。”

“在智育方面，小学阶段必须注重语文和算术的教学，中学阶段必须注重语文、数学和

外国语的教学。，，“中小学还要适当注意体育，使中小学生具有健全的体质。黟

一九六四年春节，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学校情况发表谈话，要求减少课程，减轻学

生过重负担，反对考试搞突然袭击。同年三月十日和次年七月三日，毛泽东又指出。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

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

发展的。"“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

一九六五年十月，教育部党组对学生的活动总量作出了规定。

通过对以上指示、文件的传达贯彻，仁寿各级学校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向着健康的

方向发展。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黟开始后，毛泽东主席错误地提出t “学生也是这样，以

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

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弦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反革命野心家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疯狂煽动学生停

课“闹革命弦，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造“走资派黟的反，夺“走资

派一的权。一九七一年，他们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抛出臭名昭著的“两

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

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九七四

年他们大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宣扬“自卷英雄”张铁生①和“一个小学生的日

记”③，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学只办一个

“斗走资派的专业，，。一九七五年，他们又刮起“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在教育界搞

所谓“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把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作为“业务挂帅"、“智育第

一"来批判，造成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愿学的混乱局面。

·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仁寿县教育战线和全国一样，掀

起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热潮。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肯定全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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