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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学书院私塾

县学即墨县有文字记载的县学建于1270年(南宋威淳六年)，位于县署东。明清时期，设教

谕、训导各1人。入学学员称生员。清初县学额定廪生20名，增生20名，岁、科两试各取进附生15

名。明代置鳌山卫学，额定廪生20名，增生20名，岁、科两试各取进附生8名。清代卫学仍存a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因废止科举，县学随之废除。

书院 明朝有康戚书院、华阳书院、下书院等书院多处。1 787年(清乾降五十二年)，在县治东

建崂山书院。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改崂山书院为皋虞学堂。清道光年蚓，即墨举人江恭先建青

峪书院，另有清代即墨县官绅课士所设之石屋书院。

社学县级儒学之下原有社学，位于县城西北关。1 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兑为民居。1 586年

(明万历十四年)修社学3所，消时均一i存。

私塾清代，私塾遍及即墨城乡。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全县有私塾241处，塾师262人，

人鹄学生4651人。1 919年，有私塾350处。1937年有460处，学生乃余人。抗U战争时期，私塾大R

恢复，仅即墨城附近就有私旗80余处。教授内容有《二字经*、《阿家姓一、《下字文*以及“四

n”、“五经”等儒家经典。

义学167751i(清J采熙h、、年)，清县署在县城西北关残建义学所。1746qf(清乾降卜年)，义

n-，J寿t’f后(今H寿冉体舟场北)修建义学一所。两所学校倾圮后，1872印(}llf_脚治f ㈣，和lI城阳

I】外重建义学。私人出资必，J、的打聃义‘粒义+}取I敏啊j‘#义’。扎

附：明清即墨书院

庵成书院在不其山东麓的书院村。公元188年(汉是帝中平五年)冬十月，经学家郑玄与门人崔

琰等，到不其山下筑庐授徒近一年。I 512年(明正德七年)，在郑玄筑庐授徒处，重建院宇，书匾额

“康成书院”。重建后的康成书院坐北朝南，东西略呈长方形，占地亩余，圃有院墙，门南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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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高约5米，宽约12米，南北深约4米，重粱起架，檐下4根未柱撑顶，柱基座为青石鼓形。木质

门窗平开，雕以云图。清柳，即圣城开设县学，康成书院无人经菅，渐圮。

华阳书院位于华楼山南麓。明崇祯年间出版的0崂山志#载 “华阳书院据山之半，少司寇

蓝心建置于此。”蓝套即蓝章，1484年(明成化二十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1517年(明正

德十二年)告退归里，建书院。书院占地亩余，东西排建两幢木砖结构平房各3阃，因处地高且哥色

秀丽，取名“望月楼”、“紫霞阁”。用固刻石颇丰，如“松关”、“天然碑”、“枕石漱流”、“曲水

流觞。、“谈经地”等。

下书院位于石门山西麓J·谷中。明嘉靖年间，即圣望族黄氏于此筑院宇，设家垫，习称“书

院”。隆庆年间，在原址东上3里石门山主峰下建屠3问，白天读书，夜晚回原处就宿，故有上、下书

院之名。该书院为木砖结构，T贞苫草。下书院正、厢房各3问，筑院墙，占地约I亩。清初始魔。

书院原名南茔，民国时始称“书院”，位于崂山区北宅街道中部，南天门山西麓山谷中。明

崇祯柬年，蓝氏十世孙南京神威营左昔都司蓝琚潜“南茔”，构茅庐3问，隐于经书、宇画间，取名

“读书楼”。1934年，青岛市长沈鸿烈视察崂山，定名“书院”。

石屋书院位于现崂村，清代是即墨县官绅课士乏所，有草房10间，环境十分幽静，故村名

。官老石屋”。

青峪书院位于夏庄东北的青峪村，即里举人江恭先于清道光年间在此筑舍，请即墨举人黄念

昀教其二子读书，书院环境幽雅，山环水绕，林未青翠，景色秀丽。

幼儿教育

发展概况1942年，即墨城考院小学附设幼稚旧I处，

敦IJr]_i2人，入园幼JL55名，1945年停办。

1 952年，即墨县成立机关幼儿问，招[k8人，敦职16

人。1957。"l，成扩即墨县教T幼儿同。两所幼儿园在园幼

JL80人，敦职1124人。是年3 JJ，县教育局、县纠联联合举

，』、两期农忙幼儿冈教养员训练班，参A日学习】oo采人。】958

年，全县农}f幼儿园骤增‘{326处，任11：iI幼JLl 8801人；1959

年为823处，在卜d幼JL4I 755人。这衅幼儿【刊多为托管孩子的

家庭作坊式，办同条件f一分简陋，1960年，符公社有一名小
即圣市机关幼儿园

’≠公办教师舱任劫儿教育辅导员，负责全公社幼儿教育工作。1961年，困生活困难，农村幼儿同全部

停办，全县仪剩机关昶I企事业单位所办幼JLN±b处，1 962年仅有3处。“文化大革命”期间，只剩县

直机关幼儿回，1969年，被迫解散。

1970年，农村兴办农忙幼儿园“育红班”，农忙过后随即解散。1972年，幼儿教育得以政复发

展。址年，全县恢复和新建幼儿园12处，在园幼JL420人，教职工j4A。1975年，全县劫儿圆发展到

74处，在园幼JL2737人，救职_r=135人。1976年，戚立即墨县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发动社会多渠道、

多层次地兴办托幼组织，全县幼儿园迅速增加。1977年，幼儿园发展垒461处，在罔幼3[．22209人，教

职工950人．1978年对幼儿园进行调整，1979年全县有幼儿固156处，枉园幼JL725s人，敦职12248人。

1980年，111东省教育乃。要求“把6掏岁劫儿组织到幼儿园或小学进行学前教育”。全县许多乡镇、村

采取集体投资和发动群众集资捐物侑结台的办法，加强幼儿园r学前班)同台建设，并统一配备桌倚、

风琴、大中掣玩具等，改善办同条件。县商业局、县粮食局、县供销联社、县人民医院、县第二中

学相县地毯厂、化吧J等企事业单位也先后建成标准较高的幼儿园。1980年，全县187处小学办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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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班192个，招收幼JL3492人。1985年，全县幼儿园发展至1J386处，484个班，在园幼儿达至tJl5087人，

教职_工606人。1988年，建乡镇中心幼儿园9处。

1990年，即墨市将托幼工作划归市教育局主管。1991年，全市投资75．5万元新建幼儿园81处，全

市幼儿园达至／J642处，学前班128处，中心幼儿园17处。1993年秋，市“机关实验幼儿园”成立。1997

年，全市投资260万元，新建园舍1 56间，翻建、扩建园舍1．97j平方米。至此，全市共有市实验幼儿园

2处，乡镇中心幼儿园26处，村办幼儿园981处，基本形成城区有实验幼儿园、乡镇有中心幼儿园、村

有幼儿园(班)的三级格局。1998年，全市学前教育一年幼儿入园率达95％，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达到

86．6％，提前完成了国务院《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55规定的指标。1999年6月，全面调整农

村幼儿园布局，改善办园条件。2000年，全市总投资1147．1万元，新建、扩建园舍730间，并创办1处

局属实验幼儿园——师范幼儿园(2003年7月停办)，全市幼儿园由1999年初的591处调并为416处。2001

年，全市又新建、改建幼儿园6处、撤并幼儿园60处，镇级中心幼儿园全部达青岛市一类幼儿园标

准。是年，全市共有幼儿园360处，办园规模3个班以上的38处，占32．6％；办园规模2个班的86处，占

20．3％，初步实现了“办园规模、分班教学”。2003年，全市共有幼儿园340处，其中山东省示范幼儿

园2处、青岛市示范幼儿园6处、青岛市农村一类幼儿园81处、局属幼儿园3处。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

达90％以上，学前一年幼儿入园率达100％。

教学与保育1985年前，幼儿园一般设有唱歌、舞蹈、讲故事、体操等教学内容，根据年龄大

小，分班指导活动。1985年后，幼儿园以使用《山东省幼儿园教材》为主，学前班根据招生情况决

定教材的使用。青岛市一类幼儿园可根据本园师资、教育教学情况自行选编教材，报市托幼工作办

公室批准。2002年始，使用《青岛市幼儿园教材》。按照《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开展的教育

活动有：语言、计算、音乐、美术、常识、体育等。幼儿园内开展的游戏主要有：角色游戏、结构

游戏、表演游戏、智力游戏、音乐游戏、体育游戏等。

1988年前，幼儿园的保育内容主要有幼儿卫生、幼儿生活一日安置等，注重幼儿习惯养成教

育。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合理安排幼儿一日活

动，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教育，使之初步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1988年始，卫生部

门(市妇幼保健站)每年对全市托幼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健康查体，合格者发健康合格证，持证上岗。

1991年，即墨市人民政府颁布《即墨市托幼机构消毒工作常规55，各托幼儿园所根据《常规》的要

求加强园所消毒卫生工作，市卫生防疫部门联合市教育局定期进行检查、指导。1995年后，执行

《青岛市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实施细则》，加强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保障和促进幼儿的身

心健康。

体制与管理1976年始，村集体所办的幼儿园在农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80年，开始发展小

学附设学前班。1988年，全县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53处。1990年后，市政府按照国家、集体、个人相

结合的原则，鼓励各单位、乡镇、村民委员会以及公民个人兴办幼儿园。1992年，登记注册的个人办

幼儿园2处。1994年，发展到17处。此后，逐年有所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有、集体企业实

行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大部分企业办幼儿园或改制或撤销。1998年，全市企事业单位办幼

儿园仅剩9处。1999年，实施《即墨市个体幼儿园办园标准》和《即墨市个体幼儿园、托儿所管理办

法》，放宽办园审批手续，加强师资配备。至2001年，全市有股份制幼儿园7处，个体办幼儿园77处，

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园为示范，镇、村办园为主体，个人或股份制办园为补充”的多元化办园体制。

1991年，市、镇两级托幼管理机构对兴办幼儿园、托儿所实行登记注册制度。市教育局、乡

镇人民政府会同卫生等有关部门对幼儿园进行验收，合格的颁发“幼儿园登记注册证书”。1993年

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对考核合格的幼儿教师发放任教资格证书。1998年始，镇、村办幼儿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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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教师的待遇，按同类小学的校长、教师待遇执行；公民个人办幼儿园聘用的幼儿教师工资待

遇，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

小学教育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崂山书院改为官立皋虞学堂。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考院(今考

院旧村)设公立育才高等小学堂，招收30名自费生，组成一个班。是年冬，皋虞学堂迁入考院，招收

30名官费生，组成一个班，两校招生对象均为原私塾学生，学制4年，春季始业。课程均设修身、经

学和西学。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全县有高等小学堂两处，初等小学堂49处。

1912年，即墨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与县公立高等小学堂合并，改称即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15

年，全县有县立高等小学1处，公立高等小学1处，县立及公立初等小学93处，私立初等小学12处，

共有教职员125人，学生2047人。是年11月，教育部令各地将初等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学制4年，设国

文、算术、修身、唱歌、体操等课程。1916年在青中埠建立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18年，全县城乡先

后设立6处县立高等小学，在城里成立女子高等小学。这些高等小学，学制3年，课程设国文、算术、

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唱歌、英文、体操、图画等。1923年，教育部确定小学学制初级4年，高

级2年。1929年，山东省政府规定国民学校改为初级小学，高等小学改为高级小学。全县有县立小学

15处，区立小学12处，村立小学95处，私立小学203处，学生10690人。1933年，开设短期小学，招收

10-一16周岁的失学少年儿童，修业期限1年，每日课I]'-J'3个小时。1935年，全县有初级小学322处，普通

小学2处，中心小学11处，短期小学63处，共398处。抗日战争时期，县西部即墨县抗日民主政府所辖

的解放区村村设学，以抗日民主政府油印的课本为主要教材。国民党县政府辖区内，1942年后设乡镇

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学校。1945年，中心学校17处，保国民学校200处，学生20843名，教职员571名。日

伪统治区内，1943年有学校89处，学生9557人。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区有中心学校54处，保国

民学校及私立小学126处。到1948年，中心学校缩为26处，保国民学校77处。1949年9月底，即墨和即东

两县共有小学校525处，小学生42409名。

1950年，即墨县有小学359处，在校生34689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4％，教师820名；即东县有

小学268处，在校生2411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8％，教fJ币583名。1956年，政府倡导大办民办(村集

体办)小学，全县小学教育得以迅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达65．8％。1958年，全县掀起“普及小学

教育”的高潮，小学数最骤增，学龄儿童入学率增至95．3％。1961年由于经济极端困难，大部分学校

停办。1963年，恢复和发展村办简易小学535处，入学学生15499人。1966年上半年，全县有小学1566

处(其中工读小学845处)，在校学生140589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1％。1967年，小学教育受到。文化

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学制也由6年制改为5年制。1977年，教育秩序渐复正常，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5．7％。1981年，恢复小学6年制，全县设中心小学146处。1984年全县有小学778处，学龄儿童入学率

98．7％。是年l 1月，即墨县通过省政府验收，被确认为普及初等教育县。1987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5％。1 988年，全市有小学570所、简易小学(教学点)50所，在校学生109768人。1 991年，市政府印

发《即墨市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暂行规定》，提出分级办学、分工管理体制；并按照《青岛市巩固农

村。普九。成果，提高“普九”水平工作计划》提出的。小学，一般5000以上居民设1处”的要求，

加大整合和投入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至2003年，全市共有小学204所，其中实验小学4所，

2146个班，在校学生75511人。全市小学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达100％。全市有2所小学被评为

。山东省规范化学校。，有28所小学为。青岛市规范化学校。，有1 53所小学为。青岛市优秀等级学

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9—1

年度 学校数(所) 班数(个) 学生数(人) ^学宰C％

附：实验小学
即墨市第一实验小学1947年，创办忠恕小学。

1949年，更名为阁里完全小学。1958年，更名为胜利街

小学。1969年，升级并更名为胜利街联办中学，设小学

部。后经过两次易名四次合并后，1985年定名为即墨县

第一实验小学，1989年改称即墨市第一妾验小学。2003

年，有教学班32个，学生1765人，教职工120人，有山

东省特级教师2-／；，山东省教学能手2名。学枝先后获得

“全圆创造教育先进集体5、“山东省规范化学梗5、

“山东省艺术教育示范学校”、“山东省电化教育示范学

校”、。青岛市文明单位标兵”等50余项称号。

教职工数{人

台计 公办 民办

即毒市第一实验小学

即墨市第二实验小学 民国时期建枝，1949年更名为即墨县西关完全小学。1970年附属于坊子

街联办中学。1978年坊子街小学与走同等6处小学合并，成立坊子街中心小学。1985年定名为即墨县

第二实验小学，1989年改称即墨市第二实验小学。2003年，学校占地47)-平方米，建筑面积1 21万平

方米，有教学班59个，在校学生3742A．，教职工181人。学校先后获得“山东省农村小学教学工作先

进单位”、。山东省艺术教育先进示范学枝”、“青岛市文明单位标兵”、“青岛市实验教学优秀学

校4等40余项称号。

即墨市第三实验小学1995年创办即墨市市北小学。1999年更名为即墨市第三实验小学。占地

面积47882平方米，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2003年，有教学班47个，在校学生3251人，教职2Y-140#,．。

学校所进行的“小学生早识字”、“多读写研宄”，具有开创性意义。有山东省教学能手1人，青岛

市教学能手4A．。学校先后荻得“山东省规范化学枝”、4山东省教科研工作先进单位”、“青岛市德

育工作先进单位”、4青岛市艺术教育示范学校”等称号。

即墨市第四实验小学 1999年，即盖市第三实验小学部分班级宾行寄宿制。2000年，寄宿制班

级分析，成立即墨市第四实验小学，是一所公办民助性质的寄宿制小学。2003年，有教学班25个，

在校学生1034人，教职2L96人。

初中教育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德国柏林基督教会在即墨城创办私立萃英书院，1914年停办。1907年

茄焉黧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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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三年)，同盟会会员酆西园等人予蓝村

创办胶莱公学，民国成立后迁往高密，更名为海

右中学。1925年，美国基督教鲁东信义会在萃英书

院旧址设立私立萃英初级中学，课程有圣经、英

文、国文及数学、物理，化学等131'q，学制3年。

1926年，美国鲁东信义会在即墨城东门里考院北头

建私立坤德女子初级中学，1929年改名为私立鲁

东女子初级中学，课程、学制与萃英初级中学相

同。1931年，萃英初级中学与鲁东女子初级中学

合并为私立信义初级中学。同年，在县立师范讲

萃荚书院旧址

习所的基础上成立即墨县立初级中学，设初中、简师两部，初中学制3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

1941年，即墨县国民政府在龙湾头(今属丰城镇)设县立初级中学，初中、简师学生各1个班，共90

人。中间几度解散、复学、迁址，并设松树庄中学、东皋虞初中分班、王圈简师班和初中补习班3个

分校。1946年7月，迁校于南城阳，有学生600人。1949年即墨解放后，称即墨县立初级中学，取消

简师部。1952年7月，即墨县立初级中学改名为山东省即墨第一中学，私立信义中学改为公立中学，

称山东省即墨第二中学；9月，即东县于金口村建立山东省即东中学。3所学校共有学生1598人，

教职员工104人，学制初、高中各3年。1955年，即墨一中划归崂山，即墨二中改为即墨中学。1956

年，即墨、即东两县合并，全县有完全中学1处，初级中学4处。即墨中学改称即墨～中，即东中学

改称即墨二中。1958年，有初级中学8处，民办中学55处。1962年，全县14处初级中学调整为1。史}，

在校中学生2535人。1969年，全县初级中学数茸骤增，达130处，学生28782人。1977年，全县生产大

队联办初中及7年制学校增至255处，这期间，学校、学生虽多，由于受政袷干扰过多，教学质量很

低。1981年，将17处高中改为初级中学。1986年，将14处公办初级中学下放到乡镇管理。1987年，

全县有公办初中2处，联办初中104处。1988年，有初级中学98所，教学班798个，在校学生40390人。

初中入学率一巩固率．按时毕业率，升学率分别达82 8％，86 8％．95．5％和21 9％。20世纪90年代中

期，全市初级中学的布局情况是：各乡镇除设1处中心中学外，另有几处中学同时并存，造成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嗣后，全市开始调整初中学校布局，首先确定2～3万人口的乡镇设1处中学。后

又按照省教育厅提出的。5万人口以上的乡镇设1～2处初中，以下的设1处初中，中学应不少于18个

班’的要求，实施调整，从而使全市初级中学的生均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分别达到4 25平方米和32

平方米，教学仪器器材、设施、图书资料以及校舍、场地基本达到省定标准。2003年，全市有初级

中学39所，87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46270人。有2所初中被评为4山东省规范化学校”，5所初中为

“青岛市规范化学校”，1 5所初中为4青岛市义务教育标准工程学校”。

表29 2

年度 堂棱i剜

949～2003年即墨市部分年度初级中学规模情况表

班敛f个

950 ll 1980 107 943 43272

1177 l| 1985 97 669 34955

t600 ¨ 1990 82 754 39577

2601 ff 1995 49 锕 f 50910

3573 |_ 舢 4， B舯 45488

22795 |【 2003 39 ．876 46270

33605 |l



附：初中学校选介
即墨市第二+八中学1 967年，城关公社坊子街

联办中学建枝。1979年，迁至市实验二小校址。1985年8

月，更名为即墨县第二十八中学，隶属县教育局。1989

年，改称即墨市第二十八中学。2002年，总投资7000万

元，占地1 3公顷的新校区在城区西南部开工建设。2003

年，有教学班55个，在枝学生31 56A．。学枝先后获“山东

省规范化学枝”、“山东省初中教学工作先进单位”、“山

东省德育工作先进单位”、“青岛市教育改革十面红旗”

学校和。全国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等称号。

■巴蜀曩雹
}擎

即墨市实验学校1999年8月，即墨市教委利用原即墨师范学枝枝舍创办。学校占地6 737)"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3 87万平方米。2001年，青岛市教育局批准学校的“公办民助’改制方案，实行资产国

有，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主。学校除按规定设置课程外，另设艺术、体育、科技、学科4类，

16门专业课(书法、绘画、唱歌、舞蹈、表演、撮彰-科技制作、琴类、民乐、管乐、写作等)。2001年

被评为“青岛市规范化学校”。2003年，成为“山东省规范化学校4，有教学班40个，学生2153,A．。

高中教育
1941年，即墨县私立信义初级中学招收高中班。1949年即墨解放后，只有私立信义中学招收高

中班1个，学生31人。1952年，信义中学改为公立中学，称山东省即墨第二中学，为完全中学，在校

高中生2个班81人。1955年，即墨一中划归崂山，即墨二中改为即墨中学。1958年，设即墨一中、即

墨二中两处完全中学。1960年下半年，即墨一中试行5年(三二分段)制，文理分科。1963年高中学制

为3年。1968年高中学制改为缉。1969年，全县高级中学增至17处，6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3028人。
1971年，高中23处，在校学生5695人。1977年，全县高中及联办中学办高中班的学校增至89处，在校

学生76666人。1980年，有高中27处，在校学生9502人。1981年，将”处高中改为初级中学，保留Io

处高中。1987年，高中降至8处。1996年，即墨市市北中学始招高中班。1999年始，组织发动社会力

量兴办高级中学，1999～2002年，先后办起青岛兴华学校、青岛创新学校、青岛市国基外语学校3所

民办高中。2003年，全市有普通高中11处(其中社会力量兴办3所)，32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8477人，

入学率8440／0。1999～2003年，全市先后有4所高中被评定为“青岛市优秀等级学校’。

1953年始，即墨县组织高中毕业生参加大专院校录取考试，至1965年全县共有841名学生被大专

院校录取。“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制度被废止。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至2003年，全市

高考考取大学本科生16327名，考取大学专科生12880名。

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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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4

1 988～2003年即墨市高级中学基本情况表

1 977～2003年即墨市普通中学历年升入大中专院校情况统计表
表29—5 单位：人

年度 本科 专科 高中中专 初中中专———
1977 61 一 177

1978 226 220

1979 245 506 73

1980 254 —— 一483 117

1981 184 — 268 170

1982 194 —— 346 170

1983 222 74 275 215

1984 160 96 217 160

1985 188 124 96 203

1986 206 173 117 264

1987 261 235 44 413

1988 296 542 76 450

1989 238 423 110 493

1990 363 307 109 381
●___---。。。。。。。。’。●。。。。一 ⋯

1991 370 383 157 478

1992 386 614 129 526

1993 440 1084 170 817

1994 529 877 210 1050

1995 660 900 182 1168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806 623 134 1197

814 454 1 II 1048

1023 469 189 1184

1459 ’496 260 1699

1635 868 259 1386

1771 11盯 一 935

1771 1278 一 一

1565 1673 一 一



卷=九教育

附：高中学校选介
即墨市第一中学原为即墨县私立信义初

级中学，1952年改为公立学枝，名为山东省即

墨第二中学，1953年改称即墨中学，1956年更

名为山东省即墨第一中学。1989年lo月改为即

墨市第一中学。2003年，学校占地面积82538平

方米，建筑面积41158平方米，有教学班70+，

学生4506人。

I 992年，学校通过了山东省规范化学枝

验收。1999年，首批通过了青岛市办学水平
即墨市第一中学百年校庆

等级学校评估。有全国骨干教师1人，有7人荻全国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有17A．获山东

省级称号。学校所开展的“高中生自主学习研究”，开青岛市高中生改革学习方法研究之先河。

1990～21)03年，有5名学生在南考中分剐获山东省文理科“状元”。中画井学院海洋研宄所研宄受、

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敦欣，中国第一位赴南极考察的女科学察解思梅，曾任青岛海洋大学教授、国际

太平洋学会副主席的侯国本等均在该校修完高中学业。

即墨市第二中学 1952年，即东县政府在金口村创办即东中学。1954年，迁王即东县驻地(夸店

篥填)，时为初级中学。1956年，更名为山东省即墨县第二中学。1958年开始招收高中班，成为完垒中

学。1989年，改称即墨市第二中学。2003年，学枝占地面积73527平方米，建筑面积34066平方米，有

教学班68个，在枝学生4109-'％。1981年，被确定为青岛市重点中学。1997年，被评为山东省规范化学

校。学校有省级特级教师3A．，全国优秀教师5人。t经创造过一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本科选线590-,％的

青岛市纪录。著名科学家孙方臻、刘克禹度解放军某部娥延进将军等均在馥棱修完高中学业。

即墨市第三中学1956年，即墨县在蓝村建山东省即墨第三中学，为奎日制初级中学。1968年改

为高级中学。1971年，学枝停止招收高中生，1972年恢复。1985年初中部停止招生。1989年，改称为

即墨市第三中学。2003年，学校占地面积84138平方米，建筑面积20450平方米，有教学班42十，学生

2568A．。学校先后被评为。山东省普通高中办学优秀等级学枝’、4青岛市文明单位标兵”、“青岛市

规范化学校”等。

即墨市第四中学1956年建于现是山镇。2(923年，学杖占地面积62455平方米，建筑面和,20768

平方米，有教学班34个，学生1942]x．。1999年始，学校本科年录取人数均逾100A．。学校在青岛市督

导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等级”学校。

即墨市市北中学1989年，即墨市市北中学建枝，始招初中学生。1996年，开始招高中班。

2003年，高中部迁往电视大学枝内，有教学班"个。学生1634A．。

特殊教育
市特殊教育中心 即墨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前身为。即墨县盲聋哑学校”。1959年冬，由即墨县

民政局主办，成立县盲聋哑学校1所，招收盲聋哑学生24人。1973年，学校只设聋哑班，由教育局主

办，改称县聋哑学校，学制6年，毕业后达初级小学文化程度。1979年于即墨师范学校(现即璺市实

验学校)西侧新建校舍，1988年始，每年招生1个班，全校共设6个班，学生74名。1994年，其设5个

班，学生52名。1990年，市聋哑学校在读学生67人，入学率48'|2％。1998年12月，学校更名为。即墨市

特殊教育中心。。1999年秋，学校增设初中部，学制9年。2001年，因市区部分学校布局调整。学校迂

至原即墨师范学校进修部。2003年，中心有教职工34人，7个教学班，学生56人，其中初中班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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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前，教师均来源f普通师范学校，到校任教后洱学爿下语，边学边敦。嗣后，特殊教

育师范的毕业生陆续分配争学校任敦。至2003年底，f『专业教师20人，其中12人毕业j。特殊教育

师范。

建校来，学校共向社会输送毕业牛160余人，牛业生多数被市内福利T J聘崩。2002年，柯3人

被山东省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5‘卜制服装设计与T_Z夫专班录取，为全市白批聋哑“大学生”。

弱智教育1986年9)q，即墨镇东关中心小学内附}殳弱镏‘儿童班1个，在县城范围内招生12名，

教师2名，学制8年，毕业后可迭小学文化程度。

1989年，即墨市把特殊教育纳八几年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开始存全市推广“弱智儿童辅读班”

和“随班就读教学点”，全市，J、弱智儿童辅馥班3个，随班就读学点100余个。琏年，七级、南泉镇

分设弱智儿童辅谜班。全市弱智儿壹辅读班增争3个，学生29人。此后，大官』I、段汕岚、普东乡和

火信村镇也桕继开设弱智儿蕈辅读班，1990年4月，rf『政府成点r“残疾八事业领导小组”和“二项

慷复办公室”，制定r《即攫市特殊教育三年规划》，规定几年龄在7～16崩岁，基本具备接受能力

的静类残疾儿童、少年都安排入7学。钾力戏疾类由乡镇负责|殳置弱智教育辅读班，集中进行教育，

未能进入辅读班的91lJ就近安置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语言听力残疾类由市谆哑学校丽向争市招串；

视力残疾类统一组织向青岛卣校送生；确属免学对象的，则【{{乡镇政府根据义务教育拭(1勺规定茌发

“免予八7Z证15”。是年，争rfJ泞堪中小’#红校弱智儿童、少年501人，入学半54 54％，1 991年入学

率达至tj74 83％。19 1)2年，进步推行智残儿鹱．少年“辅读班”和“胞班就碡”，仝『f】轻度智残JL

童八学率达100‘％，中度、币度者入学牢为48％。1993q(，全市共开设弱智儿童辅读班5个，学生56

人。辅砖功每班人数均杠10人左』i，配箭教职r：l～2A。后凶学生家长忌讳拔f被称为“弱智”，

学7I-辍。≠或璺求转’7：肯很多。1994年，全rli S]日智儿奄辅读班剩下3个，学生52人。1 995‘E，全市共

q-Jt?八‘#接受义务教疗的残痪儿瞒、少年581人，娃中在校生563人，入学率达96 9％。即埋市被确

定为“争Iq特殊教f}，I、范『旷。1996‘}，贳彻1日家教委《关于，{：展残疾儿奄随班就漤工作旧试行办

法 ，“弱智敦r『牟|1i渍班”全部取消，智残儿童、少年均安排黼普通班就读，蚌忖{据宴际，采取帽

膊的敦々：^法，取得较好效粜。

社会力量办学

即墨的礼会力：l}山、’。}始In20世fdgo年代_j【】J。新人乐雅装培iJ__学桂、州代电f培圳学较等批民

，J、职业技术坫ill悖校往即霉率屯必办。之后，I∈办令H制中小学逐步发联起米。1992年即躞富联公

刮创办r即塌fH南戢武饺，“J年褶l恢小学‘k3q、班，1 52人。大官廿·乡教帅宋玉香，在人Ⅲ}乡驻地

创以、了人官脏武术学饺，当q。招收小学牛43凡；

1993年，陈成英刨，J、了希型电脑培圳学饺，

10亲年来典培圳机关、企事、№币{n学见厅采名；青

岛人鲁金山在青岛温泉于苛；-17荐院创办了青岛逸文

学校；季理先A马山前创建即常市弓山武术学校。

1995年，高克岩、付L兆健等在楼子哺镇歧盯亍南刨建

厂昆山武术学投，5爿更名力私、l即墨r盯r"r才学校。

是年青岛众并实业仃限公口】在鹜山p镇刨山、青岛天

托山武术学接：期间，迁刨办r一批n三办职一毗培圳

学校，勾社会就业培l川提供了山便：

墨罡!锈■F市一一

希望电脑学校

995qi社会力{d以、学形f戊r第：太高峰，全H制寄宿民办中小学发展到6处，冉娄职业技术培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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