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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赵绪

初审：伍洹昆杨序庭 ．、

主审：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定稿：赵小鹏

批准印刷：新晃侗族自治县文化局、



《．新晃

料，’1 9 8 5

进行修改。

志全面初阅

《送审稿》报县志编纂委员会审阅，并分送学校、有关单位或个

人征求意见。是年6月，县志编纂办公室、县教育委员会联合召

开了有7 0多人参加的志稿评议会。根据各方面反馈意见，又进

行了增删调整，现在与读者见面了。

《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志》，上限乾隆五年(1 7 4 0)，

’下限1 9 8 7年(有的延伸到1 9 8 8年)，记述了跨越清朝、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性质社会制度的2 4 7年教育史

料。除志首的《大事记》、《概述》，志尾的《附录》外，共分

1 2章，6 l节，约2 5万字o 、

在资料搜集上，清道光五年(1 8 2 5)编修的《晃州厅

志》，虽有学署、学额，学田的记载，但只寥寥数语，且都是表。

面现象，对教师、学生、课程、教法等实质性的内容全无反映。

清末，民初的教育史料，由于民国1 0年(1 9 2 1)前后，晃

县连年兵燹，县署两次被劫，档案资料，毁损殆尽。以后各个时

期的档案，亦残缺不全。不少资料系从浩如烟海的古旧图书，报



章杂志中搜集到的。例如乾隆五年设义学的资料，是从《芷江县

志·附录》中查到的；民国2年创建女子小学堂的资料，是从

《湖南教育公报》第3 9期中得到的；民国时期，晃县第一个大

学生的资料，是从民国7年的《政府公报》中发现的。

对搜集入志的资料，我们都尽可能地进行了鉴别，考证j以

存信史。例如：晃州厅劝学所成立时间，按省图书馆存民国3 6

年的《晃县教育调查表》(系晃县县政府报省教育厅的)记载，’

是光绪二十七年。但《中国近代教育史》载，清末废学署、设劝

学所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后从《湖南省民情风俗报告书》

(原书存省图书馆)中查到，晃州厅劝学所系“光绪三十二年五

月成立”。此说符合《中国近代教育史》所记，是可信的。又

如：新晃县第一所小学——晃州厅官立高等小学堂的首任堂长，

按民国3 6年的《晃县教育调查袭》记载： “第一任校长舒

润"，l 9 8 4年，新晃镇第一完小自编的《校史》记载： “首任

堂长是金庆麟”。经查到民国1 3年的《晃县学校视察表》所

载： “首任堂长杨序穆’’。该《视察表》距学堂成立的时间仅

2 0来年，应是可信的资料。 ，

在编纂方法上，我们按照详今略古，详异略同，详本略枝、

详此略彼的原则，尽可能地把每一类(或每一所)学校，每一个

事项发生、发展，经过、现状(或消亡)的来龙去脉记述清楚。

对解放前的史料，需要着重记述的也不惜笔墨。例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晃县民族教

育事业的发展是记述的重点，但民国时期是晃县中，小学教育的

初兴阶段，是旧的私塾趋于消亡，新式学校艰难发展的重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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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记述得就较多一些，不如此，解放后的许多内容就会是空中楼

阁，不能体现出今天民族教育发展的繁荣景象，不能看出今天人

民教师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的显著提高，也就不能反映出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和共产党领导的伟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高瞻远瞩地把教育列为

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并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

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要办好教育，提高教育质量，须

要掌握教育事业各方面的情况，例如事业的发展，人才的输送，

智力投资，智力开发，历史比较等等，《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

志》翔实而又全面地汇集了这些方面的资料，可供借鉴。

《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志》的编写，得到县党政领导，县志

办的殷切关注，得到省，地、县三级档案馆，省图书馆，县统计

局的大力支持；教育界许多老前辈如贵州大学图书馆负责人杨作

新等同志提供了文字或实物资料，原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杨清栋

同志自始至终给予了指导，谨此一并致谢。

限于笔者水平，在编目设置，资料取舍，语言锤炼，文风严

谨以及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等，可能有不当之处，其斟

酌损益、纠错补缺工作，则有待于续修后贤了。

编 者



凡 例

l，《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志》的编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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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秉笔直书o

2，本志断限，上不封顶，溯到可见资料记载的时间，下限

到1 9 8 7年底，有的延伸到1 9 8 8年o

3，本志按“章"、“节，，分层，横列项目，纵述史实。节

以下需设子目的，则用一、二、三，······l、2，3，·!····标

示。没有子目的，写到节止。

4、本志志首设大事记、概述，正文分行政机构、儒学教

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师

范教育．．教育研究(教学改革)．．学校管理，教师、经费(校舍)、

人物等章及附录，插以图、表、照、录，组成全志。

5、新晃县尚未开办师范学校。解放前，县立中学，县立小

季曹附设简师班；解放后，教师进修学校既负责在职教师培训，

也招收中等师范班，故教师进修与师范教育合章。

6，民国时期，晃县民众教育馆属教育科，兼管社会教育，民

众教育、文化艺术，体育活动。解放后，县文化、教育，体育、

卫生行政机构，几度分合。本志不收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及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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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体育活动，只简述中，小学体育，卫生。

7，新晃县名，几次变更。本志记述，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称

谓。清嘉庆二十二年(1 8 1 7)以前，称晃州驿；嘉庆二十二

年起，称晃州直隶厅(简称晃州厅)，民国时期称晃县。解放后

至1 9 5 5年，仍沿称晃县。1 9 5 6年起，称新晃侗族自治县

(简称新晃县、本县)o

8，本志纪年，清朝年号，用汉文数字书写，加注公元年

号；民国年号，用阿拉拍数字书写，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公元年号。

9、本志引用的民族语言或生僻字词，均加注括号，用汉语

·拼音、注音并释义o

1 0，本志所收全县性的统计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的，系用晃县县政府或教育科的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目成

立后，采用县统计局核定的年报资料。有明显出入的，加注说明。

1 1，旧政府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有剥削阶级的偏见，有

颠倒是非的论断，有只说未行的规章，有以讹传讹的误记。解放

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也有不实之作。入

志时，通过鉴别、核证，错者改之，误者正之，伪者删之。有疑

不能释而又必须用的，文后用(?)存疑入志。

1 2，凡为新晃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过较大贡献的教师，

生者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其事迹或在《教师》章中列表入志，

已经作古的，则将其事迹，立传入人物章。’

1 3，本县解放前后，有关教育的重要文件，图照，以及无

类可归，弃之可惜的资料，均收入附录，俾资查考。



日 ‘录

前言⋯⋯⋯⋯·⋯⋯⋯⋯⋯⋯⋯⋯⋯⋯··⋯⋯⋯⋯⋯⋯⋯⋯⋯⋯⋯⋯⋯⋯⋯(1)

凡 例⋯·“⋯·-··一⋯”一···一⋯·”···”···-”··”“”⋯·······⋯-····⋯·⋯一⋯·⋯””(4>

1986年学校分布图

照片 、

大事记⋯⋯⋯⋯⋯⋯⋯⋯⋯⋯⋯⋯⋯⋯⋯⋯⋯⋯⋯⋯⋯⋯⋯⋯⋯⋯⋯⋯⋯⋯(1)

概述⋯⋯⋯⋯⋯⋯⋯⋯⋯⋯⋯⋯⋯⋯⋯⋯⋯⋯⋯⋯⋯⋯⋯⋯⋯⋯⋯⋯⋯⋯(18)

第一章行政机构⋯⋯⋯⋯·．．⋯⋯⋯⋯⋯⋯⋯⋯⋯⋯⋯⋯⋯⋯⋯⋯⋯⋯OI QOt![24)

第一节儒学署⋯⋯⋯⋯⋯⋯⋯⋯⋯⋯⋯⋯⋯⋯⋯⋯⋯⋯⋯⋯⋯⋯⋯⋯⋯(24)

第二节劝学所⋯⋯⋯⋯⋯⋯⋯⋯’⋯⋯⋯⋯⋯⋯⋯⋯⋯⋯⋯⋯⋯⋯⋯⋯⋯(24)

第三节教育局(科)⋯⋯⋯⋯⋯⋯⋯⋯⋯⋯⋯⋯⋯⋯⋯⋯⋯⋯⋯⋯⋯⋯(25)

第四节教育委员会⋯⋯⋯⋯⋯⋯⋯⋯⋯⋯⋯⋯⋯⋯⋯⋯⋯⋯⋯⋯⋯⋯⋯(27)

附t①教育行政机构沿革及历届负责人任职时间表⋯⋯⋯⋯⋯⋯一：⋯⋯(28)

。， ，③教育委员会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姓名表⋯⋯⋯⋯⋯⋯⋯⋯⋯⋯⋯⋯(32)

第二章儒学教育⋯⋯⋯⋯⋯·j⋯⋯⋯⋯⋯⋯··：⋯⋯⋯⋯⋯⋯⋯⋯⋯⋯⋯⋯·(33)

第一节义学．．．⋯⋯⋯⋯⋯⋯⋯⋯⋯⋯⋯⋯⋯⋯⋯⋯⋯⋯⋯⋯⋯⋯⋯⋯⋯(33)

第二节学宫⋯⋯⋯⋯⋯⋯⋯⋯⋯⋯⋯⋯⋯⋯⋯⋯⋯⋯⋯⋯⋯⋯⋯⋯⋯⋯(33)

第三节i舞阳书院⋯⋯⋯⋯⋯⋯⋯⋯⋯⋯⋯⋯⋯⋯⋯⋯⋯⋯⋯⋯⋯⋯⋯⋯(34)

第四节科举考试⋯⋯⋯⋯⋯⋯⋯⋯⋯⋯”⋯⋯⋯⋯⋯⋯⋯⋯⋯⋯⋯⋯⋯·(34)

一，学额⋯⋯⋯⋯⋯⋯⋯⋯⋯⋯⋯⋯⋯⋯⋯⋯⋯⋯⋯⋯⋯⋯⋯⋯⋯⋯⋯(34)

二，考棚⋯⋯⋯⋯⋯⋯⋯⋯⋯⋯⋯⋯⋯⋯⋯⋯⋯⋯⋯⋯⋯⋯⋯⋯⋯⋯⋯(35)

三，考试规则⋯_⋯⋯⋯⋯⋯⋯⋯⋯⋯⋯⋯⋯⋯⋯⋯⋯⋯⋯⋯⋯⋯⋯⋯(35)

附。历届科举考试中榜名单⋯⋯⋯⋯⋯⋯⋯⋯⋯⋯⋯⋯⋯⋯⋯⋯⋯⋯⋯(36)

第五节私塾⋯⋯⋯⋯⋯⋯⋯⋯⋯⋯⋯⋯⋯⋯⋯⋯⋯⋯⋯⋯⋯⋯··：⋯⋯⋯(37)

一，形式⋯⋯⋯⋯⋯⋯⋯⋯⋯⋯⋯⋯⋯⋯⋯⋯⋯⋯⋯⋯⋯⋯⋯⋯⋯⋯⋯(37)

二，特点⋯⋯⋯⋯⋯⋯⋯⋯⋯⋯⋯⋯～⋯⋯⋯⋯⋯⋯⋯⋯⋯⋯⋯⋯⋯⋯(38)

三，塾师⋯⋯⋯⋯⋯⋯⋯⋯⋯⋯⋯⋯⋯⋯⋯⋯⋯⋯⋯⋯⋯⋯⋯⋯⋯⋯⋯(38)

四、塾师待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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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童⋯⋯⋯⋯⋯⋯⋯⋯⋯⋯⋯⋯⋯⋯⋯⋯⋯⋯⋯⋯⋯⋯⋯⋯⋯⋯⋯(39)

六，教材⋯⋯⋯⋯⋯⋯⋯⋯⋯⋯⋯⋯⋯⋯⋯⋯⋯⋯⋯⋯⋯⋯⋯⋯⋯⋯⋯(39)

七，教法⋯⋯⋯⋯⋯⋯⋯⋯⋯⋯⋯⋯⋯⋯⋯⋯⋯⋯⋯⋯⋯⋯⋯⋯．．．⋯⋯(39)

八、取缔私垫⋯⋯⋯⋯⋯⋯⋯⋯⋯⋯⋯⋯⋯⋯⋯⋯⋯⋯⋯⋯⋯⋯⋯⋯⋯(40)

九，改良私垫⋯⋯⋯⋯⋯⋯⋯⋯⋯⋯⋯⋯⋯⋯⋯⋯⋯⋯⋯⋯⋯⋯⋯⋯⋯(41)

_。十，私塾消亡⋯⋯⋯⋯⋯⋯⋯⋯⋯⋯⋯⋯⋯⋯⋯⋯⋯⋯⋯⋯⋯⋯⋯⋯⋯(42)

第三章幼儿教育⋯一：⋯⋯⋯⋯⋯．．．⋯⋯⋯⋯⋯⋯⋯⋯．．．⋯⋯。⋯⋯⋯⋯”(43)

第一节幼教概况⋯⋯⋯⋯⋯⋯⋯⋯⋯⋯⋯⋯⋯⋯⋯⋯⋯⋯⋯⋯⋯⋯⋯⋯(43)

第二节县幼儿园⋯⋯⋯⋯⋯⋯⋯⋯⋯⋯⋯⋯⋯⋯⋯⋯⋯⋯⋯⋯⋯．．．⋯⋯(44)

第三节厂矿、企事业单位幼儿园⋯⋯⋯⋯⋯⋯⋯⋯⋯⋯⋯⋯⋯⋯⋯⋯⋯(4 6)

第四节城镇幼儿园⋯⋯⋯⋯⋯⋯⋯⋯⋯⋯⋯⋯⋯⋯“，．．⋯⋯⋯⋯⋯⋯⋯·(46)

第五节私立幼儿园⋯⋯⋯⋯⋯⋯⋯⋯⋯⋯⋯⋯⋯⋯⋯⋯⋯⋯⋯⋯⋯⋯⋯(47)

附：1988年幼儿园一览表⋯⋯⋯⋯⋯⋯⋯⋯⋯⋯⋯⋯⋯⋯⋯⋯⋯⋯⋯⋯(47)

第六节幼儿学前班⋯⋯⋯⋯⋯⋯⋯⋯⋯⋯⋯⋯⋯⋯⋯⋯⋯⋯⋯⋯⋯⋯⋯(48)

第七节幼师培训⋯⋯⋯⋯⋯⋯⋯⋯⋯⋯⋯⋯⋯⋯⋯⋯⋯⋯⋯⋯⋯⋯⋯o(49)

附；新晃县幼教事业发展概况表⋯⋯⋯⋯⋯⋯⋯⋯⋯⋯⋯⋯⋯⋯⋯⋯⋯(50)

第四章普通教育⋯⋯⋯⋯⋯⋯⋯⋯⋯⋯⋯⋯⋯⋯⋯⋯⋯⋯⋯⋯⋯⋯⋯⋯⋯(52)

第一节小学⋯⋯⋯⋯⋯⋯⋯⋯⋯⋯⋯⋯⋯⋯⋯⋯⋯⋯⋯⋯⋯⋯⋯⋯⋯⋯(52)

一、公办小学⋯⋯⋯⋯⋯⋯⋯⋯⋯⋯⋯⋯⋯⋯⋯⋯⋯⋯⋯⋯⋯⋯⋯⋯⋯(52)

1，思想教育⋯⋯⋯⋯⋯⋯⋯⋯⋯⋯⋯⋯⋯⋯⋯⋯⋯⋯“⋯⋯⋯⋯·(64)

2，调整学校布局⋯⋯⋯⋯⋯⋯⋯⋯⋯⋯⋯⋯⋯⋯⋯⋯⋯⋯⋯⋯⋯(64)

3，恢复加强中心完小⋯⋯⋯⋯⋯⋯⋯⋯⋯⋯⋯⋯⋯⋯⋯⋯⋯⋯⋯(65)

4，整顿教师队伍⋯⋯⋯⋯⋯⋯⋯⋯⋯⋯⋯⋯⋯⋯⋯⋯⋯⋯⋯⋯⋯(65)

5、学制，课程⋯⋯⋯⋯⋯⋯⋯⋯⋯⋯⋯⋯⋯⋯⋯⋯⋯⋯⋯⋯⋯⋯(66)

6，规章制度⋯⋯⋯⋯⋯⋯⋯⋯⋯⋯⋯⋯⋯⋯⋯⋯⋯⋯⋯⋯⋯．．⋯·(67)

7，教学改革⋯⋯⋯⋯⋯⋯⋯⋯⋯⋯⋯⋯⋯⋯⋯⋯⋯⋯⋯⋯⋯⋯⋯(68)

8，提高“三率"⋯⋯⋯⋯⋯⋯⋯⋯⋯⋯⋯⋯⋯⋯⋯⋯⋯⋯⋯⋯⋯(68)

9，规定体育锻炼达标奖⋯⋯⋯⋯⋯⋯⋯⋯⋯⋯⋯⋯⋯⋯⋯⋯⋯⋯(68)

二、私立小学⋯⋯⋯⋯⋯⋯⋯⋯⋯⋯⋯⋯⋯⋯⋯⋯⋯⋯⋯⋯⋯⋯⋯⋯⋯(69)

三、女子小学⋯⋯⋯⋯⋯⋯⋯⋯⋯⋯⋯⋯⋯⋯⋯⋯⋯⋯⋯⋯⋯⋯⋯⋯⋯(72)

附l民国2年省教育司批复一件⋯：⋯⋯⋯⋯⋯⋯⋯⋯⋯⋯⋯⋯⋯．．(73)

四、短期小学⋯⋯⋯⋯·：⋯⋯⋯⋯⋯⋯⋯⋯⋯⋯⋯⋯⋯⋯⋯⋯⋯⋯⋯⋯·(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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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弟小学⋯⋯⋯⋯⋯⋯⋯⋯⋯⋯

六，难童小学⋯⋯⋯⋯⋯⋯⋯⋯⋯⋯

七，民办小学⋯⋯⋯⋯⋯．．．⋯⋯⋯⋯

八，耕读小学⋯⋯⋯⋯⋯⋯⋯⋯⋯⋯

附；①，八所完全小学沿革简介⋯⋯

②、1986年全县小学一览表⋯⋯

◎，小学发展概况表⋯⋯⋯⋯⋯

第二节中学⋯⋯⋯⋯⋯⋯⋯⋯⋯⋯⋯

一，公办中学⋯⋯⋯⋯⋯⋯⋯⋯⋯⋯

=，民族中学简介⋯⋯⋯⋯⋯⋯⋯⋯

附：①，晃县初级中学募捐册序⋯⋯

②、舒润致教育厅长朱经农的信

③，晃县县立中学校歌⋯⋯⋯⋯

三、私立中学⋯⋯⋯⋯⋯⋯⋯⋯⋯⋯

四，民办中学⋯⋯⋯⋯⋯⋯⋯⋯⋯⋯

五，考试人才⋯⋯⋯⋯⋯⋯⋯⋯⋯

附：①、七所中学沿革简介⋯⋯⋯⋯

②．1986年中学一览表⋯⋯⋯⋯⋯⋯⋯⋯⋯⋯⋯⋯⋯⋯⋯⋯⋯⋯

’③，中学发展概况表⋯⋯⋯⋯⋯⋯⋯⋯⋯⋯⋯⋯⋯⋯⋯⋯⋯⋯⋯

④，1977—1988年高校录取人数表⋯⋯⋯⋯⋯⋯⋯⋯⋯⋯⋯⋯
第五章职业教育⋯⋯⋯⋯⋯⋯⋯⋯⋯⋯⋯⋯⋯⋯⋯⋯⋯⋯⋯⋯⋯⋯⋯⋯

第一节第一职业中学⋯⋯⋯⋯⋯⋯⋯⋯⋯⋯⋯⋯⋯⋯⋯⋯⋯⋯⋯⋯⋯

第二节卫生进修学校⋯⋯⋯⋯⋯⋯⋯⋯⋯⋯⋯⋯⋯⋯⋯⋯⋯⋯⋯⋯⋯

第三节农业机械化学校⋯⋯⋯⋯⋯⋯⋯⋯⋯⋯⋯⋯⋯⋯⋯⋯⋯⋯⋯⋯

第四节其它各类专业技术学校⋯⋯⋯⋯⋯⋯⋯⋯⋯⋯⋯⋯⋯⋯⋯⋯⋯

第五节农业中学⋯⋯⋯⋯⋯⋯⋯⋯⋯⋯⋯⋯⋯⋯⋯⋯⋯⋯··?⋯⋯⋯⋯

第六节农业学校⋯⋯⋯⋯⋯⋯⋯⋯⋯⋯⋯⋯⋯⋯⋯⋯⋯⋯⋯⋯⋯⋯⋯

第六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民众教育⋯⋯⋯⋯⋯⋯⋯⋯⋯⋯⋯⋯⋯⋯⋯⋯⋯⋯⋯⋯⋯⋯⋯

第二节农民识字教育⋯⋯⋯⋯⋯⋯⋯⋯⋯⋯⋯⋯⋯⋯⋯⋯⋯⋯⋯⋯一

第三节农民文化技术教育⋯⋯⋯⋯⋯⋯⋯⋯⋯⋯⋯⋯⋯⋯⋯⋯⋯⋯⋯

第四节职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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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职工文化补课⋯⋯⋯⋯⋯⋯⋯⋯⋯⋯⋯⋯⋯⋯⋯⋯⋯⋯⋯⋯⋯(1 5 4)

第六节干部教育⋯⋯⋯⋯⋯⋯⋯⋯⋯⋯⋯⋯⋯⋯⋯⋯⋯⋯⋯⋯⋯⋯⋯(1 5 5)

第七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 5 7)

附l 1984——1988年报考人数及考试成绩表⋯⋯⋯⋯⋯⋯⋯⋯⋯⋯⋯(1 5 7)

第八节电视大学⋯⋯⋯⋯⋯⋯⋯⋯⋯⋯⋯⋯⋯⋯⋯⋯⋯⋯⋯⋯⋯⋯⋯(1 5 8)

第九节农业广播学校⋯⋯⋯⋯⋯⋯⋯⋯⋯⋯⋯⋯⋯⋯⋯⋯⋯⋯⋯⋯⋯(1 5 8)

第七章师范教育教师进修⋯⋯⋯⋯⋯⋯⋯⋯⋯⋯⋯⋯⋯⋯⋯⋯⋯⋯⋯(1 5 9)

第一节小学附设师范班⋯⋯⋯⋯⋯⋯⋯m⋯⋯⋯⋯⋯⋯⋯⋯⋯⋯⋯⋯(1 5 9)

第二节初中附设师范班⋯⋯⋯⋯⋯⋯⋯⋯⋯⋯⋯⋯⋯⋯⋯．．．⋯⋯⋯⋯(1 6 O)

第三节教师进修⋯⋯⋯⋯⋯⋯⋯⋯⋯⋯⋯⋯⋯⋯⋯⋯⋯⋯⋯⋯⋯⋯⋯(1 6 O)

第四节函授⋯⋯⋯⋯⋯⋯⋯⋯⋯⋯⋯⋯⋯⋯⋯⋯⋯⋯⋯⋯⋯⋯⋯⋯⋯(1 6 2)

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教师统计表⋯⋯⋯⋯⋯⋯⋯⋯⋯⋯⋯⋯⋯⋯⋯(1 6 4)

第八章教育研究、教学改革⋯⋯⋯⋯⋯⋯⋯⋯⋯⋯⋯⋯⋯⋯⋯⋯⋯⋯⋯(1 6 5)

第一节教研机构⋯⋯⋯⋯⋯⋯⋯⋯⋯⋯⋯⋯⋯⋯⋯⋯⋯⋯⋯⋯⋯⋯⋯(1 6 5)

第二节教研，教改活动⋯⋯⋯⋯⋯⋯⋯⋯⋯⋯⋯⋯⋯⋯⋯⋯⋯⋯⋯⋯(1 6 6)

第三节 “三算”结合教学⋯⋯⋯⋯⋯⋯⋯⋯⋯⋯⋯⋯⋯⋯⋯⋯⋯⋯⋯(1 7 1)

第四节侗语辅助教学⋯⋯⋯⋯⋯⋯⋯⋯⋯⋯⋯⋯⋯⋯⋯⋯⋯⋯⋯⋯⋯(1 7 2)

一，教学汉语拼音⋯⋯⋯⋯⋯⋯⋯⋯⋯⋯⋯⋯⋯⋯⋯⋯⋯⋯⋯⋯⋯⋯(1 7 2)

=、教学词语⋯⋯⋯⋯⋯⋯⋯⋯⋯⋯⋯⋯⋯⋯⋯⋯⋯⋯⋯⋯⋯⋯⋯⋯(1 7 3>

第五节电化教学⋯⋯⋯⋯⋯⋯⋯⋯⋯⋯⋯⋯⋯⋯⋯⋯⋯⋯⋯⋯⋯⋯⋯(1 7 3)

第六节课外小组活动⋯⋯⋯⋯⋯⋯⋯⋯⋯⋯⋯⋯⋯⋯⋯⋯⋯⋯⋯⋯⋯(1 7 7)

第七节复式教学⋯⋯⋯⋯⋯⋯⋯⋯⋯·lO o·⋯⋯⋯⋯⋯⋯⋯⋯⋯⋯⋯⋯(1 7 8)

附l课堂手势哑语符号⋯⋯⋯⋯⋯⋯⋯⋯⋯⋯⋯⋯⋯⋯⋯⋯⋯⋯⋯⋯(1 7 9)

第九章学校管理思想政治工作⋯⋯⋯⋯⋯⋯⋯⋯⋯⋯⋯⋯⋯⋯⋯⋯⋯(1 8 O)

第一节学校组织系统⋯⋯⋯⋯⋯⋯⋯⋯⋯⋯⋯⋯⋯⋯⋯⋯⋯⋯⋯⋯⋯(1 8 O)

第二节管理体制⋯⋯⋯⋯⋯⋯⋯⋯⋯⋯⋯⋯⋯⋯⋯⋯⋯⋯⋯⋯⋯⋯⋯(1 8 2)

一，小学⋯⋯⋯⋯⋯⋯⋯⋯⋯⋯⋯⋯⋯⋯⋯⋯⋯⋯⋯⋯⋯⋯⋯⋯⋯⋯(1 8 2)

附；1985年新晃镇第一小学校组织系统表⋯⋯⋯⋯⋯⋯⋯⋯⋯⋯⋯⋯(1 8 2)

二、中学⋯⋯⋯⋯⋯⋯⋯⋯⋯⋯⋯⋯⋯⋯⋯⋯⋯⋯⋯⋯⋯⋯⋯⋯⋯⋯(1 8 3)

附：1985年民族中学组织系统表⋯⋯⋯⋯⋯⋯⋯⋯⋯⋯⋯⋯⋯⋯⋯⋯(1 8 3)

第三节教职工职责管理⋯⋯⋯⋯⋯⋯⋯⋯⋯⋯⋯⋯⋯⋯⋯⋯⋯⋯⋯⋯(1 8 4)

附。①、《1986年小学目标管理细则》考核内容第三部分⋯⋯⋯⋯⋯(1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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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米贝中学各类工作人员工作细则》试行稿⋯⋯⋯⋯⋯⋯⋯(1 8 5)

’第四节校产管理⋯⋯⋯⋯⋯⋯⋯⋯⋯⋯⋯¨⋯⋯⋯⋯⋯⋯⋯⋯⋯⋯⋯(1 8 6)

第五节学生常规管理⋯⋯⋯⋯⋯⋯⋯⋯⋯⋯⋯⋯⋯⋯⋯⋯⋯．．．⋯⋯⋯(1 8 7)

第六节学籍管理⋯⋯⋯⋯⋯⋯⋯⋯⋯⋯⋯⋯⋯⋯⋯⋯⋯⋯⋯⋯⋯⋯⋯(1 8 9)

一，学籍一⋯“⋯⋯⋯⋯⋯⋯⋯⋯⋯⋯⋯⋯⋯⋯⋯⋯⋯⋯⋯⋯⋯⋯⋯(1 8 9)

二、成绩考核⋯⋯⋯⋯⋯⋯⋯⋯⋯⋯⋯⋯⋯⋯⋯⋯⋯⋯⋯⋯⋯⋯⋯⋯(1 8 9)

三，升留级制度⋯⋯⋯⋯⋯⋯⋯⋯⋯⋯⋯⋯⋯⋯⋯⋯⋯⋯⋯⋯⋯⋯⋯(1 9 O)

第七节思想政治工作⋯⋯⋯⋯⋯⋯⋯⋯⋯⋯⋯⋯⋯⋯⋯⋯⋯⋯⋯⋯⋯(1 9 O)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1 9 O)

二、教育工会⋯⋯⋯⋯⋯⋯⋯⋯⋯⋯⋯⋯⋯⋯⋯⋯⋯⋯⋯⋯⋯⋯⋯⋯(1 9 2)

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 9 3)

四，中国少年先锋队⋯⋯⋯⋯⋯⋯⋯⋯⋯⋯⋯⋯⋯⋯⋯⋯⋯⋯⋯⋯⋯(1 9 4)

五，团、队活动⋯⋯⋯⋯⋯⋯⋯⋯⋯⋯⋯⋯⋯⋯⋯⋯⋯⋯⋯⋯⋯⋯⋯(1 9 4)

第十章教师⋯⋯⋯⋯⋯⋯⋯⋯⋯⋯⋯⋯⋯⋯⋯⋯⋯⋯⋯⋯⋯⋯⋯⋯⋯⋯(1 9 8)

第一节教师队伍⋯⋯⋯⋯⋯⋯⋯⋯⋯⋯⋯⋯⋯⋯⋯⋯⋯⋯⋯⋯⋯⋯⋯(1 9 8)

附：1986年教师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统计表⋯⋯⋯⋯⋯⋯⋯⋯⋯⋯⋯(2 0 1)

第二节教师考核⋯⋯⋯⋯⋯⋯⋯⋯⋯⋯⋯⋯⋯⋯⋯⋯⋯⋯．．．⋯⋯⋯⋯(2 0 1)

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标准表⋯⋯⋯⋯⋯⋯⋯⋯⋯⋯⋯⋯⋯⋯⋯⋯(2 0 4)

第三节教师的社会地位⋯⋯⋯⋯⋯⋯⋯⋯⋯．．．⋯⋯⋯⋯⋯⋯⋯⋯⋯⋯(2 0 5)

第四节教师节⋯⋯⋯⋯⋯⋯⋯⋯⋯⋯⋯⋯⋯⋯⋯⋯⋯⋯⋯⋯⋯⋯⋯⋯(2 0 8)

附：①，历届县党代会教育战线代表名单⋯⋯“⋯⋯⋯⋯⋯⋯⋯⋯⋯(2 l O)

②，历届县人民代表大会教育战线代表名单⋯⋯⋯⋯⋯⋯⋯⋯．．．(2 l 1)

◎，教育战线历届县政协委员名单⋯⋯⋯⋯⋯⋯⋯⋯⋯⋯⋯⋯⋯(2 l 2)

④、被评为地区以上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册⋯⋯⋯⋯⋯⋯⋯⋯⋯⋯(2 l 4)

第五节教师的经济待遇⋯⋯⋯⋯⋯⋯⋯⋯⋯⋯⋯⋯⋯⋯⋯⋯⋯⋯⋯⋯(2 1 6)

第十一章经费校舍⋯⋯⋯⋯⋯⋯⋯⋯⋯⋯⋯⋯⋯⋯⋯⋯?⋯⋯⋯⋯⋯”(2 1 9)

第一节经费收支⋯⋯⋯⋯⋯⋯⋯⋯⋯⋯⋯⋯⋯⋯⋯⋯⋯⋯⋯⋯⋯⋯⋯(2 1 9)

附；①、民国20——28年，20—36年晃县教育经费收支情况表⋯⋯，(2 2 3)

②，1952——1988年教育经费支出比较表⋯⋯⋯⋯⋯⋯⋯⋯⋯⋯(2 2 6)

⑨，．1985年教育经费支出分项计算比较表⋯⋯⋯⋯⋯⋯⋯⋯⋯⋯‘2 2 7)

第二节经费管理⋯⋯⋯⋯⋯⋯⋯⋯⋯⋯⋯⋯⋯⋯⋯⋯⋯⋯⋯⋯⋯⋯⋯(2 2 9)

第三节校舍建设⋯⋯⋯⋯⋯⋯⋯⋯⋯⋯⋯⋯⋯⋯⋯⋯⋯⋯⋯⋯⋯⋯⋯(2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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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s①、1977—1986年基建投资金额表⋯⋯一．．．．．．．．．．．．⋯⋯⋯⋯⋯(2 3 6)

②，19 7，6——1988年修建的主要建筑物统计表⋯⋯⋯⋯⋯⋯⋯⋯(2 3 6)

第四节勤工俭学⋯⋯⋯⋯⋯⋯⋯⋯⋯⋯⋯⋯⋯⋯⋯⋯⋯⋯⋯⋯⋯⋯⋯(2 8 9)

第五节教学仪器厂⋯⋯⋯⋯⋯⋯⋯⋯⋯⋯⋯⋯⋯⋯⋯⋯⋯⋯⋯⋯⋯⋯(2 4 1)

第十二章人物⋯⋯⋯⋯⋯⋯⋯⋯⋯⋯⋯⋯⋯⋯⋯⋯⋯⋯⋯⋯⋯⋯⋯⋯⋯(2 4 4)

杨楚珍⋯⋯⋯⋯⋯⋯⋯⋯⋯⋯⋯⋯⋯⋯⋯⋯⋯⋯⋯⋯⋯⋯⋯⋯⋯⋯⋯⋯(24 4)

杨茂森⋯⋯⋯⋯⋯⋯⋯⋯⋯⋯⋯⋯⋯⋯⋯⋯⋯⋯⋯⋯⋯⋯⋯⋯⋯⋯⋯⋯(24 5)

田鲤登⋯⋯⋯⋯⋯⋯⋯⋯⋯⋯：⋯⋯⋯⋯⋯⋯⋯⋯⋯⋯⋯⋯⋯⋯⋯⋯⋯“(2 4 6)

‘吴舜卿⋯⋯⋯⋯⋯⋯⋯⋯⋯⋯⋯⋯⋯⋯⋯⋯⋯⋯⋯⋯⋯⋯⋯⋯⋯⋯⋯⋯(2 4 8)

杨冠南⋯⋯⋯⋯⋯⋯⋯⋯⋯⋯⋯⋯⋯⋯⋯⋯⋯⋯⋯⋯⋯⋯⋯⋯⋯⋯⋯⋯(2 4 8)

杨东瀛⋯⋯⋯⋯⋯⋯⋯⋯⋯⋯⋯⋯⋯⋯⋯⋯⋯⋯⋯⋯⋯⋯⋯⋯⋯⋯⋯⋯(2 4 8)

龙希圣⋯⋯⋯⋯⋯⋯⋯⋯⋯⋯⋯⋯⋯⋯⋯⋯⋯⋯⋯⋯⋯⋯⋯⋯⋯⋯⋯⋯(2 5 o)

姚必涛⋯⋯⋯⋯⋯⋯⋯⋯⋯⋯⋯⋯⋯⋯⋯⋯⋯⋯⋯⋯⋯⋯⋯⋯⋯⋯⋯⋯(2 5 1)

吴本容⋯⋯⋯⋯⋯⋯⋯⋯⋯⋯⋯⋯⋯⋯⋯⋯⋯⋯⋯⋯⋯⋯⋯⋯⋯⋯⋯⋯(2 5 1)

钟康宁⋯⋯⋯⋯⋯⋯⋯⋯⋯⋯⋯⋯⋯⋯⋯⋯⋯⋯⋯⋯⋯⋯⋯⋯⋯⋯⋯⋯(2 5 2)

附录⋯⋯⋯⋯⋯⋯⋯⋯⋯⋯⋯⋯⋯⋯⋯⋯⋯⋯⋯⋯⋯⋯⋯⋯⋯⋯⋯⋯⋯(2 5 5)

第一部分明，清时期教育资料⋯⋯⋯⋯⋯⋯⋯⋯⋯⋯⋯⋯⋯⋯⋯⋯⋯(2 5 5)

一、(明)洪武卧碑全文⋯⋯⋯⋯⋯⋯⋯⋯⋯⋯⋯⋯⋯⋯⋯⋯⋯⋯⋯(2 5 5)

=、(清)卧碑全文⋯⋯⋯⋯⋯⋯⋯⋯⋯⋯⋯⋯⋯⋯⋯⋯⋯⋯⋯⋯⋯(2 5 6)

三，学额资料⋯⋯⋯⋯⋯⋯⋯⋯⋯⋯⋯⋯⋯⋯⋯⋯⋯⋯⋯⋯⋯⋯⋯⋯(2 5 6)

四、建修湃阳书院引⋯⋯⋯⋯⋯⋯⋯⋯⋯⋯一⋯⋯⋯⋯⋯⋯⋯⋯⋯⋯(2 5 8)

五、i；舜阳书院记⋯⋯⋯⋯⋯⋯⋯⋯⋯⋯⋯⋯⋯⋯⋯⋯⋯⋯⋯⋯⋯⋯⋯(2 5 8>

第二部分民国时期资料⋯⋯⋯⋯⋯⋯⋯⋯⋯⋯⋯⋯⋯⋯⋯⋯⋯⋯⋯⋯(2 5 9)

一，历年之教育计划⋯⋯⋯⋯⋯⋯⋯⋯⋯⋯⋯⋯⋯⋯⋯⋯⋯⋯⋯⋯⋯(2 5 9)

二、晃县县长李奉三《出巡日记》摘抄⋯⋯⋯⋯⋯⋯⋯⋯⋯⋯⋯⋯⋯(2 6 2)

三，晃县县立小学新建校舍碑记⋯⋯⋯⋯⋯⋯⋯⋯⋯⋯⋯⋯⋯⋯⋯⋯(2 6 4)

四、晃县县政府第三科向晃县人民政府移交的《业务报告书》⋯⋯⋯(2 6 5)

附：各教育机关名称，地址，主管人姓名册⋯⋯⋯⋯⋯⋯⋯⋯⋯⋯?“(2 6 7)

五，其它⋯⋯⋯⋯⋯⋯⋯⋯⋯⋯⋯⋯⋯⋯⋯⋯⋯⋯⋯⋯⋯⋯⋯⋯⋯⋯(2 7 4)

第三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2 7 5)

一，小学生守则⋯⋯⋯⋯⋯⋯⋯⋯⋯⋯⋯⋯⋯⋯⋯⋯⋯⋯⋯⋯⋯⋯⋯(2 7 5)

二，中学生守则⋯⋯⋯⋯⋯⋯⋯⋯⋯⋯⋯⋯⋯⋯⋯．．．．．．⋯⋯．．．一，⋯“(2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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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三)-=0二三t?羔：

杏。亨．。_i：粤’

乾隆五年，．‘1．7=．0≥～_
‘．，

·· ，
． ， 一；’，，! ．

柳林譬柳寨j‘?，凉伞各警墨掌·所。m．哆． t：

毛

嘉庆二十二年。(1’8 l 7)
’。

～

-
‘，● ，’●J

晃州直隶厅建立，设立学署，规定每科录取文武生童名额。

f：=|。一 ，．。：?· ．．’

!·4 i i

道光元年(1 8 2 1)
． ，”，；：．“：：■j’；?：，‘．’j，：：：．，

停办义学．设立j舞阳书院。 ．·： j：‘。：一’

、 道光十九年，!：(?1零8～．-1

募捐集资建修辨阳书院院令．．道光≠十蹬年(量8 4 4I)建成。，’j．．。

光绪士等(1-，8．M8粤)：j·

。孚州!；31}譬考翅o，4∥：0二，o 1“jF‘o：：．7-，。．．j．‘．：：寸：j二j。-；j，，·r

!‘'蹲疆j毫?’，。，。，⋯-剃三莩阵‘‘．(f：9 o。∥’“_f_-：__一。。
c：：二。

七月，废漭阳书院，创建高等小学堂。

(．I￡,-o(≥．：)苹L．!：叠蠹

．∥：趟戛莪≯粼1趔9曼，譬一i--勰．∞I，翠炽互
晃州厅学署改名“劝学所一，全县六个区各设挚学员一人。

。

(2 2 o j=>挚立主露月 、

宣统二年(1 9 1 0)
。

。磕!?：二。2i- jj。。’o一’!二j‘t÷0：‘，一：乏j‘‘?乏参1皇：!j·?》’I乏一，：：

四月，黄公庙(今老晃筠鸯河街羞．却笺少警程娈f泛歹y：髯jj：’≥：。t|}’
t



宣统三年(1 9 1 1)

八月，老晃城观音阁．鱼市啸天洞．中寨计寨相继创建小学。

●矿

民国元年(i 9 1龛)‘

2月，龙市公立两等小学开办。

民国2年(1 9 l 3)‘

元月，晃州厅改名晃县，高等小学堂更名晃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

2月，知事公署设第三科，管理全县教育事宜．劝学所架空。

同月，县立女子小学开办。

民国4年(1 9 1 5)
●

全县初等小学堂均改称“国民学校一。 。

1 2月。劝学所恢复行政职能。 ．

民国e年(1白l。々》

9月，全县六个区分别成立学务娄员会，原劝学员改称学董。

民国§年1(1，9包O，

5月2 9日，县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及第一次运动会，全县6e所学校参加。

1 2月，湘滇军阀在晃混战，劝学所公物被毁，县立高等小学，女子小学被迫

停课。
’

¨ 一

民国1 o年(1 9 2 1)

全县大旱，盗匪蜂起，人民死亡枕藉，‘城乡学校大多停课。
，

民国1 1年(1 9 2 2)

县立高等小学校校舍被军队占据，先迁城隍庙，再迁文庙。

5月，五区圭洞村民募集经费修建圭悯国民学校∥j_
”

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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