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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 2000 年《嘉兴市教育志~ (古代一1990 )问世以来，嘉兴教育又走过了 20 年

的发展历程。为系统记载这 20 年的教育事件，2009 年 10 月，嘉兴市教育局决定成

立编委会，续编《嘉兴市教育志》。经过编慕人员两年多的努力， ~嘉兴市教育志》

(1991-2010 )巳编慕完成，面对书稿，由衷高兴，也十分感谢为教育志给编工作付出

辛勤劳动的老师和间事。

这 20 年，嘉兴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普及到提高的过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嘉

兴基础教育从解决最基本的条件问题( "一无二有"即校校元危房、班班有教堂、人

人有课桌凳)转入追求普及，实现"两基"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 1994 年 10 月，嘉卅在全省率先通过了省政府的"两基"检收，这意味着九年

义务教育普及目标基本实现了，普及教育目标随之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巩固

提高"两基"水平的基础上发展"两高" (高中段教育和高等址育)。至 20 世纪末，全

市高中段教育毛入学卒已达 80% ，嘉兴学院、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等高校巳组建或开始筹建，可以说高中段教育实现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步子巳经开启。新世纪以后的十年，嘉兴教育发展重点在基础教育的提高和高等教

育的大众化方面。大舰模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实现了高中集中在中心城市和县城、初

中布，点在中心镇、小学布点在镇和中心村的目标;教育城乡一体化的实施有坟地推

进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一批义务教育的标准化学校，标准化的普通高中学校和

达到罔家及省重点标准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全市基础教育的发展

水平;嘉戎学院升本后迅速扩张，嘉J冷职业技术学院迁建新址，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得

到扩建，同济大学浙江学院落户嘉戎，海宁、桐乡允后引人浙江财经学陇东方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这些高校的发展使嘉兴走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

这 20 年，嘉兴教育发展可圈可点的业绩很多，每一点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各

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人大、政协的重视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得益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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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两级历届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干部的不懈努力;更得益于合市各级各类学校、教

育机构的广大干部、教职员工的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历史将会铭记每一位为嘉兴

教育作出贡献的人。

盘点过去，成绩使人欣喜连连，问题也使人憾意锦均。教育内涵发展的任务繁

重，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学前教育、新居民子

女教育薄弱……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不容任何一个教育人有任何懈怠的，教育发展

任重道远!好在国家、省和我们嘉兴市都已确定教育改革发展后 20 年的规划，提出

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随着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相信现在的许多问题都会

得到很好的解决，教育会办得让人民史满意。

1983 年 10 月，28 岁的我从湖州的嘉兴地区教育局教研室走进嘉兴市教育局工

作，至今正好又是一个 28 岁。回首往事，忠绪万千。人生能有几个 28 岁，但教育

一千秋事业却拥有无数个 28 岁，她的成长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接力. ~嘉

兴市教育志》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击续编、暴写。愿嘉兴教育的明天史美好，再次续

编的《嘉兴市教育志》将呈现更加摒煌的篇章。

}马家俊

2011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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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

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真实、客观、全剧反映 20 年来

嘉兴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_.........、本志上承 2000 年出版的《嘉兴市教育志~(古代→1990) ，下迄 2010 年的嘉

兴教育。记述范围以嘉兴市本级(包括南湖、秀灿|两区)为主，顾及全市其他县(市、

区)。

一、本志横排纵叙，分为 21 章。前4 京系总述嘉兴教育的发展概况及管理部门

的工作，后 17 章分别从基础教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不间层面记述 20 年的发展

状况。章下分节，重要事件等内容设条目专门介绍。根据生不列传的原则，本志不

设人物传记。后面附有嘉兴教育 20 年大事记。

四、在时间、单位名称、文件、事物等记述上，遵循志书编写规范要求。

五、以文字记载为主，适当配以图表。

六、资料来濒于嘉兴市教育局档案室档案材料。县(市、区)及学校、单位的材

料由各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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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嘉兴教育 20 年发展
概况 (1991-2010)

第一节 以实现"两基"为甫点的
发展期(1991-1994)

1983 年后，嘉兴市上下进→步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强推进全市教

育上新水平的紧迫感，嘉兴的教育事业得到飞速发展。 1985 年 11 月，市委、市政府

召开全市科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蒲实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把九年制义务教

育办好，调整中等教商结构，加快职业教商步伐。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颁布， 1987 年 5 月 15 日，摇兴市颁发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经过努力，

1990 年 5 月，通过省督导检查组评估，确定全市实施九年制义务教窗的条件基本具

备，争取到 1995 年全市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至 1994 年 10 月，嘉兴在全省率先

通过了省政府的"两基"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全市

义务教育入学率 99.8% ， 17 周岁少年韧中毕、结业率 859毛以上，青壮年非文盲率达

到 96.5% 。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占高中段比例59.5% ，在校生达1. 7 万人，比 1984 年

增加 4.2 倍， 10 年培养毕业生 3.2 万人。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成人教育，成教事业得

到发展，每年开展各种培训，培训人员达 40 多万人次。高等教育从元到有，新建 3

所高等院校， 1994 年在校生达 2914 人已培养毕业生 9800 多人。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嘉兴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

制改革;学校~步实现以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为重点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

等教育进行结构改革，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行办学体制、招生、分配制度等改

O 教商投入增大，;jJ、学条件明显改静。 1988 年全市基本消除中小学危房， 1989 年

开始大规模改造农村破旧校舍，从 1989 1999 年的 10 年间共修缮小学校舍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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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新建校舍 150 多万平方米。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重视德育，

蓝视全面发展。

而对新的教育形势，而对嘉兴教育存在的问题， 1994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召开改革开放以米第二次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分析教育发展的形势，制定军 20

世纪末的嘉兴教育发展规划。

{第工次金市教育工作会议]

1994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召开第二次全市教育工作会议。这是嘉兴市

实现"两基"后进入新的教育发展转折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议题是传达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嘉兴实际，确定到 20 世纪末的教育发展目标，动员一切力

量，推进嘉兴市教育实现新发展

嘉兴市市长杜云吕作题为《加大教育力度，促进我市教育上新的水平》的报告，

分析全市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到 20 世纪末教育发展的目标:

实施"高标 27410"工程，即商标准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建设好两个"7"(7 所重点中

、7 所示范性职业巾学) ，四个"10" (10 所示范性小学、 10 所示市性初中、 10 所示

范性成校、10 所省级文明学校) ，以全面提高全市教育的总体水平。具体目标如下:

1.商标准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普及特殊教育，发展商中段教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初中分流，逐步形成职业教育、普通教商共同发

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背体系，建设好 7 所重点职业学校或培训中心，办好中

专和技校，使初中升高中的比例达到 70% ，确保 60% ，并使其中的 60% 升入职业

高中。

2. 发展成人教育，高标准扫盲，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 98% 以上。加快县(市、

区)成教中心的建设，实现"三教沟通"。建 10 所省级示范性成校，推进"燎原计

划"。

3. 市属高等教育坚持以内涵发展为盏，积极探索联合办学，扩大规模，增加招

生，为地方经济服务。

4. 提商教育现代化水平，全市中小学基本普及实验教学、电化教育，仪器设备

基本达到回家、省的配备标准。

5. 校办企业总产值、税金全年递增 20吭，分别达到 30 亿元和 7400 万元。

为实现目标，提出要严格执行和落实有关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大教育投入力

度;深入贯彻《教师法~ ，建设好师资队伍;深化教商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搞好"主制

一包" (校长负责制、教职员岗位聘任制、学校和员I定期评估考核制及经费包干) ; 

加强教育督导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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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i 嘉兴教育"年发展概况(1991-2010)

报告强调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要加强和改进学

校德育工作;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规念，促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增进学生劳动观念和技能。要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保证各项措

施稽到实处。

第二节 以普及高中段教肖和十五年教育

为带点的发展期(1995-2000)

根据 1994 年全市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教育目标，全方位深化教育改革，以普及

高中段教育和十五年教育为重点，商标准、高质量"普九"抓好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成人教育，嘉兴教育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形势。为促进教育事业全国发展，在

1997 年及 1998 年，根据浙江省关于创建"教育强县"、"教育强乡(镇) "的要求和标

准，全市积极开展台IJ建活动。

1996 年，制定"九五教育发展规划"提出高标准"普九"目标，实现"四高两化"

(普及程度高、师资合格率高、经费投入高、教育质最高，学校布局合理化、办学条件

标准化) j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思路是:精心规划，合理布局，扩大规模，提高质最，

椎动高中教育发展;加快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认真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 ，抓好示

范性职校建设;市属高等教商稳步发展，积极探索高校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

制等改革;嘉兴高等专科学校与爵兴教育学院实行紧密型联合办学，优势互补，资源

，提高办学整体效益等。

针对教育事业发展出现的教师缺口问题，全市认真贯彻落实《教师法~ ，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加大师资培养力度，拓宽师资补充渠道。制订了"九五"师资队伍建设

规划。新建悔宁师范学校竣工，加强原有平湖师范学校的建设。嘉兴教育学院与嘉

兴高等专科学校实行联合办学，加强了师资培养和培训工作。通过委培、引进、举办

高师预科班、向社会招聘、招收代课教师等，解决了师资紧缺问题。各地全面推进依

法治教，依法治校，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市政府组织《教师法》执法检蕉。

进一步完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在初中段教育中理顺关系，明确

县、乡(镇)两级办学责任，适度加大县(市、区)对教育经费的统筹力度。深化办学

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包揽办学格同，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个人依法办

，积极探索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完金民办、一校两制等多种办学形式。属兴私立

实验高中、二十一世纪外国语学校等民办学校建立。洪破中学实行"一校两制"探

索，筹建市政协主办的秀水经济专修学院。同时不断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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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学校活力。市届学校"三制一钮" (校长负责制、教职员聘任制、学校和

员工定期评估考核制及经费包干)逐步完善、深化。市区学校余部实现分配制度

改革。

抓教学改革，学习泪罗教改经脸，推进素质教宵的实施。加强教科研，实现"经

验型教学"向"科学型教学"的转轨，做到"五个落实" (教科研机构、教科研组织网

络、教科研人员、教科研经费、教科研任务) ，各县(市、区)成立教科所，不少学校建

立教科室。推进招生制度的改革，解决"择校"问题，出台了问个文件，改革重点

中招生制度(60% 指标分到各初中) ，初中招生严格执行"划分学旺，就近人学"的原

则。抓好中小学布周调整，改造薄弱学校，形成规模优势，提高教育质量。准备用 5

年时间完成调整，达到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初中(不少于 12 班) ，农村小学布点相对集

中(平均覆盖面 4000 人以上，每校学生 250 人以上)。桐乡、海宁、平湖被授予全省

"两基"先进县(市) ，平湖被授予全国"两基"先进县(市) 0 1996 年全市率先通过省

中小学普及实验教学验收。平湖、桐乡、海宁三市被评为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县

(市)。

1998 年出台《关于加快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全市已有高中段中

等职业学校 36 所(普通中专 9 所、独立设置职业中华: 21 所、技工学校 6 所)，在校生

29429 人，占高中段招生比例的 61. 379毛，占向中段在校生比例的 61.62% 0 建立各

类培训机构 100 个，受训人数每年达 3 万余人。提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的比例

达到 70% ，其中升入职业学校达到 60% 的目标。重点建设好 7 所符合本地区发展

的销合性省级重点职业由中成职教中心。重视发脱离等职业教商。加强职业

培训，努力提高职业学校师资学历合格率。积极推行"先培训，后就业"、"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依法建立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等。

1999 年 8 月，召开第三次全市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成绩，确定 21 世纪初的教育

发展目标。

2000 年，嘉兴市教委作了工作总结报告，概括了几年来取得的成绩。

(…)教育现代化蘸设全面推进，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叉上新台阶

1.商标准实施义务教育取得新进展。义务教育人学率进一步提商，达到

99.9% ，小学升初中比例 99.75% ，巩罔率分别为 100% 、99.76 0;毛。残疾儿童入学率

94.6% 0 中小学布周调整工作力度继续加大，又减少小学 133 所，小学、初中在校生

分别达到 376 人、946 人，覆盖因为 4758 人、23741 人。办学条件你准化和教学手段

现代化不断推进，各项指标名列全省前茅。召开了全市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工作

会议，印发了全市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工作意见。召开了首次全市幼儿教

育工作会议，出台推动幼儿教育发展的《关于加快我市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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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意|高兴教育却年发脆概况(1991-2010)

件。嘉兴被推荐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市(地)。

2. 高中段教育快速发展。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嘉兴市高中段教育发展的

意见} ，初中升高中的比例 1999 年达到 70.06% ， 2000 年达到 79.949毛，增加 9. 88 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五位。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2000 年全市普高招生 10896 人，在校

生达到 30976 人。中职招生 10866 人，在校生达到 21017 人。普高和中职招生比例

为 1: 10 高中段学校建设不断加快，嘉兴一中、秀州中学易地建造启动;新建的悔盐

元济高级中学、平湖当湖商银中学已经招生;海盐高级中学、平湖商锁中T 、

级中学、桐乡茅盾高级中学、梅宁…中等在建。 1999 年菇兴市职教中心学校等 5 所

职校被命名为省一级重点职业学校，并申报国家级鼓点。以嘉兴市职教中心学校为

龙头，联合全市 7 所职校、63夜企业组建了嘉兴市第一职教集团。嘉兴建筑工业学

校扩建，新建桐乡职教中心投入近亿元。海盐 4 所学校联合建成职教中心。

3. 高等教宵新体系基本形成。嘉兴学院与嘉兴匹学院相继成立，嘉兴职业技

术学院已经省政府批准招生，嘉兴广播电视大学、嘉兴工贸专修学院、嘉兴秀水经济

信息学院不晰发展。 2000 年嘉兴高校招生 4489 名，比上年增加 39.8% 。嘉兴医学

院首批招大专生 400 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招生 714 人，嘉兴高校在校生巳达

9025 人(普通高校 5389 、成人高校 2332 、高职 794 、专修 510)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

名 38456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 1. 7% ， 1500 多人获得大专以上证书。 14 个乡镇被命

名为市级示范性乡镇自考工作站。嘉兴市被推荐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市

(地)。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相互配套、协调发展的高等教

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4. 成人教育广泛开展。成人中专招生 2338 (包括函授和普通班) ，普通班在校

生达 1600 人。积极探索成人高中向农村拓展的新路子，以促进农村劳动力文化素

质的提高，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非学朋证书的自学考试有所突破 ， m教委下

文规越发展，参考人员达 4597 人。农村成人文化教商不断强化，培训各类人员达 6

万多人次，非文盲背壮年达 98% 以上。农村劳动力培训达人口总数的 359毛。乡镇

成校与大中专院校联合，开展高中段以上的教育，2000 年招生 1491 人，毕、结业 979

人，在校生 4251 人。积极实施"燎原计划"广泛开展农村科技培训，2000 年培训

34765 人次，对那个科技项目实施培训。开展以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为重点的职工

教育，职工年培训率达到 38% 以 to

(工)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教商质最再制新高

1.强化学生德育工作。召开全市大中专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审视中小学

生行为规范养成教宵。开展"JJ名教师进万家"油动，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全市

56 所学校被评为市级文明学校， 15 所学校被评为省级文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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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过程。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趣的谈

话》精神，嘉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嘉

兴市教委就学生"减负"提出卡项规定要求。举办"南湖之春"教学观摩活功、普涌

中学教学成果展示活功。加快招生改革，实行初中申业、升学两考合一。英语增加

昕力测试，体商突出身体销合素质要求。罔家教商部和国家体育总周在嘉兴市召开

了"全国学生健康评价标准调整"的研究课题培训工作会议。

3. 狠抓教宵科研，实践教育创新。开牒主次大规模的科研培训，600 多人参加。

加强教科研基地建设，对 29 个基地进行全面检查评估。申报课题 408 工资，立顷 316

顷， 15 项省级规划课题、84 项市级课题通过结题。 2 个单位被评为省级重视教科研

先进集体，5 所学校被评为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 8 位教师被评为先进个人，6 项课

题获省奖励。课堂教学评比获省级以上奖项 51 个，嘉兴一中被省教科院确定为"浙

江省创新教育试点学校"。

4. 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全市普商会考 9 门课程综合评价

分连续 4 年届全省第一。 2000 年高考录取 6010 人.高职录取 774 人，比上年增加

61. 52% ，上线率全省第一。全回中学生各类竞赛中获个人奖 513 个，集体奖 3 个。

5. 加强对外交流，有 4 个教育阳出访，接待 5 个外国友好访问团。多所学校与

国外学校建立友好学校关系。

(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新的提高

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学习马健"廉洁从政，干净干事"。开展以"爱

生爱校，为人师表"为主题的师德培训，24000 多名教师参加。教师业务素质不断提

O 全面实施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l

94.90% 、93.93% 、82.26% 。小学教师中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达到 17.85% ，初中教

师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册的达到 16.719毛 O 有 1 名教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13 名教

师被评为浙江省第七批特级教师，8 名教师入选市级跨世纪专业技术带头人，45 名

教师人选市级跨世纪专业技术后备人才O 教师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实施教职

工全员聘任制。全市吸纳 1499 名大中专毕业生进入教师队伍(本科 427 人、专科

459 人、中专 519 人、引进 94 人)。

(四)多渠i葳筹措教宵经费，切实增加教商投入

依法保障教育投入的法定增长。抓好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工作。健全农村农业

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督查通报制度，定期对教育费附加征收情况进行督导通报。健全

城乡教育费附加征收专项审计制度，依法确保足额征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市

政府出台政策，推进民办学校发展。全市社会力量办学机构 134 个，资产 2 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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