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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予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丰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贼，本着

详今略古，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缮合的精神．，运用史实，，实事求是她反映新都县

教育的古今面貌及其发展过程。

二、本志采用一般志书体铡编纂}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各章以类系事，大事记则

用编年体，以时系事。

三、本志上限为清末，下限为1985年(以新都县志为准)，由于本志为新都县第一

部教育志，一些章节的某些内容上湖较远，下延至1989年底。

四、本志为语体文，力求通俗易懂。但有些资料弓}用则保持原交，也略带文胄成

分。

五、本志行文用字以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但

引用古籍文词或名词时，对可能戮起误懈或失去原意韵字，仍酌用原繁体或异体字。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材料，座谈记录，访问记录及今人提供的文字或图片资

料，初稿均有出处，付昏时为节约版面而从略。



序 言

教育是培养人的j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

它具有培养造就人才，促进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多种功能。现

在，中凰霍共产党：的领导；正撕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育肩负着为“四化∥培

养各种专门人才和劳动后备力量的任务，起着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广泛和：莺要的作用b

为此卜新都县委和县政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它列为两个文明建设的

战略重点之一，要求党政部f1钠全县人民高度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尊重教师，尊重人

济啦i避邦，s重教树人，这矮新都翦一冷优良传统。两千多年来¨许多爱国志士献身
教育，造就人才，建树甚多。汉有“弟子三千”，被乡人尊为“文父”的杨厚，还有

“京师教授十余年，，，警言“行尸走肉"流传于今的任末，元有讲学滇中，深受镇人敬

重，西乡‘。靠蜀±双{之游者无薹戳日_’’的清风先生扬敏I明有嘣奉奔．妇据督涝广学政∥所进拔
之人皆一时才俊"，回蜀抽以《易经》教授乡里”，开启新都学《易》风气的杨春，还有

戍滇三十余年，孜孜不倦地兴教讲学，被滇人奉为“夫子”的杨升庵；清有终身教学著

书， ∥江左和楚中许多学士皆受业予门下剪，并著有《原教》‘专论=的费密，还有深明

《易》学，，医术全面，在故乡创办医学班，j培养出年-批各医的杨西山；’近有曾任小学校

长，在故乡聚徒讲学，培养出一批革命志士的钟炳麟，还有反封建文化的勇士，曾任北

大、川大教授，名扬中外的吴虞，还有留学四国，精通六国语言，从事法学教学四十余

年的吴君毅。这一大批学有所成，教有建树的教育家，“育才子桑梓，造福手人类，1门_人

弟子遍天下，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推进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建立了不朽

的功业。

尊师重教，助教育人，这是新都的又一个优良传统。古今不少有识之士，积极捐资

办学，造就治世英才，以促进邦国的文明建设。清道光年间，新都知县张奉书为龙门书

院“捐赈余资"，添置学田，以资膏火(助学金)，清同治年间，新繁知县程祥栋为改

善繁江书院的办学条件， “与职员傅明扬、监生李文选、县民石德清共捐银九百余两，

置田四十八亩，岁收租谷一万八千余斤；稍后，新繁知县吴齐源“捐廉银八十两，，，以

为乡学束褚。不少寺庙、会馆、绅商也积极为学校捐资，支助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国时

期，抗日阵亡将领王铭章夫人周华玉捐资创办“铭章中学”。其“章盛德而兴庠序"的

事迹，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如今广大群众和一些企业家和专业户深知教育为兴邦之

本，继承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积极捐资助学，为发展新都教育事业，造就“四

化”人才作出了贡献。

正因为新都素有育才兴邦、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加上新都得天独厚，出产丰富，

经济发达。为兴教育才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故新都成为有名的人才之乡。不仅有“杨氏



一门七进士"，“费氏-11四世六诗客，，、“吴氏一门五名留学生"、“张氏-tl七教

授∥等人才世家，而且新都籍的各种人才遍及中外各条战线，高级军政人员和著名专家

教授达百人以上，其中有饮誉中外的作家、著作等身的学者、硕果累累的科学家、桃李

争芬的教育家，勇于开拓创新的企业家，才华横溢的管理家、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巧夺

天工的能工巧匠。真是人才济挤，龙腾虎跃。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教育为统治阶级专有的历史，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人都

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教育工作者孜孜j_i乞砣，无私奉献，新都的

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党的十一届三出全会以来，新都教育勇于开拓进取，成绩卓著。截

止目前，全县教师已达4584人(包括民办教师)，县内除拥有师范学校、职业高中外，

24个乡镇都建有初级中学，有的还建了高完中。在1984年普及全县小学教育的基础上，

城镇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正在加速普及初中教育的步伐。1979年至今，全

县向大学中专输送学生3900余人。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在新形势下蓬勃发展。

盛世修志，理固宜然。现在正值直古未有的大治时期， “四化”建设赋予了我们这

一代人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为把历史上兴教育人的得失和教育者的嘉言懿行、经验教

训，总结记载下来，传之于世，以知我县教育源远流长，并为未来提供借鉴，发挥其

“资治、教育、存史”的社会效益。

根据上级的部署，我县从一九八一年冬组建教育志编写组，后因故间断，人员也几

经更迭，时断时续，历时近十个寒暑。编写人员奔涉省内各地，搜览资料，抢录日碑，

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新都县教育志》问世了 这是新都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志，是新都县教育史

上一件大事。我们期望奋战在垒县教育战线的同志们，都认真读一读《新都县教育志》，

了解了解新都教育的昨天与今天，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对各自的工作来一番反思和总

臻，以求扬长避短，不断创新，为我县教育事业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篇章。

新都县文化教育局长 李长衡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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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戳争骑蝈中赶新都地

下特蔓所在地——踏水(今柏
水)翘旃檀小单

新瓤二中桉丹

l 989年著名作蒙奠蒜勰

故辑小学生题弱。



1988年全固人大敬科文

衔委亘曾副主任卿彬(右二)税

察新都教育工作。

1 986年阱台圄敬科文耜

琏官具来新部考察畴和斯上镇

雩同志座懿。



瓤委言盂己唐光全(左二)、

副繇最李宗橹(左三)、宣傅部

最勤鸯才(右 )在文教局最李

最衡(左一)的陪同下，到新都

二中祝察。

l988年日本甲府市敬育

代表圈到新都一中鲁魏茚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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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墙名将障窿燃(中)回母

I 990年新都基丰满除中

小掌危房。国旃省赋府顺盐的

疆善。

1 989年新前糯被省

教委郭鼎“鞴除文盲先

迮豚”。

《新和繇教育志》富稿座猕

曾靼曾人且言彩。(】9904 11

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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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例

J序 言

-．，概述(附表。)一⋯一一一．．!⋯⋯w⋯．．．⋯⋯⋯．．．⋯⋯⋯．．．⋯·⋯⋯。⋯⋯．啪一‘土)

第一章 教育行政机构沿革．．．⋯⋯一⋯⋯⋯一⋯⋯⋯“⋯㈡⋯⋯⋯⋯⋯⋯一-⋯‘11)

第一节 清求和民图时期的载育行政机构⋯⋯⋯⋯⋯⋯⋯⋯⋯⋯⋯⋯·一⋯(11)

笫二节， 建国后的教育行政机构⋯⋯．．．⋯⋯⋯⋯⋯一”⋯”···．．．“n⋯“一⋯(14)

一、机梅设置及其演变⋯⋯．．．⋯⋯⋯．⋯⋯⋯⋯⋯⋯·⋯⋯“⋯⋯⋯⋯⋯⋯(15)

， =。性质。任务和职责⋯⋯“．⋯⋯⋯⋯⋯⋯⋯⋯⋯⋯⋯⋯⋯⋯⋯⋯⋯⋯·(17)

t兰、与有关部门的联系一一一．．⋯⋯⋯⋯⋯⋯⋯⋯⋯⋯⋯⋯⋯⋯⋯⋯⋯·氲璃》

第五章 教育宗旨 方针．．．⋯⋯一一⋯⋯⋯⋯⋯⋯⋯一一⋯⋯⋯⋯⋯⋯⋯⋯‘’20)

第一节 清末和民国时期构救育宗旨。方钟⋯⋯n㈠·-⋯⋯¨．⋯”⋯⋯m⋯t20)

t，第二节 建国后的教育宗旨。，方针·-⋯⋯⋯⋯⋯⋯⋯⋯⋯⋯⋯·4 o e 4⋯⋯⋯·(20)
第矗章 书院义学．私整。。⋯⋯⋯⋯⋯⋯⋯⋯⋯⋯⋯⋯⋯⋯⋯⋯⋯⋯⋯⋯⋯·(23)

第一节 书皖⋯．．⋯··⋯⋯。一⋯⋯⋯⋯⋯．⋯⋯⋯⋯⋯⋯⋯⋯⋯⋯m⋯⋯⋯(23)
第王节 义学⋯⋯巾““一·t“一一⋯⋯．⋯．．⋯⋯⋯⋯．⋯．⋯⋯⋯·⋯⋯⋯⋯·(25)

第互节 私垫⋯．⋯⋯。．．⋯⋯⋯⋯⋯⋯⋯⋯⋯⋯．．．、⋯⋯⋯n⋯。·¨p⋯⋯⋯·(25)

第鞠章 。幼儿教育·～⋯⋯⋯．一⋯⋯⋯⋯⋯⋯⋯⋯⋯⋯⋯⋯⋯⋯．n，⋯⋯⋯⋯··(28)
。

第一节 创办幼稚园⋯⋯⋯⋯．⋯⋯⋯⋯“．．．⋯⋯小⋯⋯⋯·e e D1 w一⋯⋯⋯⋯【28)

第二节‘幼教事业的发展⋯一⋯⋯⋯⋯⋯⋯⋯⋯⋯⋯⋯⋯·t·⋯·¨--⋯··⋯⋯·{‘龄>

新都城关幼儿园⋯⋯⋯⋯⋯⋯～⋯⋯．．⋯⋯一⋯⋯m⋯。⋯一-⋯⋯⋯．．．⋯《31)
新繁馈幼儿匿⋯m．．．⋯⋯．．．⋯⋯．⋯““⋯⋯．m一⋯m⋯⋯”r⋯⋯⋯⋯⋯《32)

隽§盔章 小学教育”⋯”ww⋯⋯⋯⋯⋯⋯⋯⋯⋯⋯⋯“⋯⋯⋯．．⋯⋯⋯⋯⋯”⋯·‘33)

、。第一节 创办小学⋯⋯⋯⋯⋯⋯⋯⋯··⋯⋯⋯⋯··⋯⋯⋯“·-⋯·⋯⋯⋯⋯一《33)

镩二节 小学教育的发展⋯⋯⋯⋯⋯⋯Ⅲ‰⋯．¨⋯⋯⋯·⋯⋯··ml Q·o Qi Q⋯⋯‘“)

一，+新都镇谕亭小学．．⋯⋯⋯⋯⋯⋯⋯⋯⋯⋯⋯⋯⋯⋯⋯⋯一⋯”⋯⋯⋯一”?·《47)

新帮镇西街小学⋯⋯⋯⋯⋯⋯⋯⋯·⋯⋯⋯⋯⋯·一-一·⋯⋯一⋯““⋯⋯⋯’(48)

新都师范儆展小学⋯”⋯⋯·⋯⋯⋯⋯⋯⋯一¨．⋯⋯。⋯一·“··m⋯⋯⋯⋯(48)

柏水乡旃檀小学⋯⋯⋯⋯⋯⋯··⋯⋯⋯⋯⋯⋯⋯·⋯⋯m；-州一一⋯”一一《49)

太兴乡牛心小学、’⋯⋯～nm⋯⋯⋯⋯⋯··⋯⋯⋯⋯-·一⋯～一··寥一?⋯⋯·(50)

清流乡中心小学⋯⋯⋯”⋯⋯⋯⋯⋯⋯⋯⋯⋯⋯⋯⋯⋯·“⋯⋯砷一j¨”(51)

l



第六章 中学教育⋯⋯⋯⋯⋯⋯⋯⋯⋯⋯．．．⋯⋯⋯．．．．．．．．．．．．．．．“⋯·6 6 e 6o e．．．⋯⋯(63)

第一节 创办中学⋯⋯⋯⋯⋯⋯⋯⋯⋯⋯⋯⋯⋯⋯⋯⋯⋯⋯⋯⋯．．．．．．⋯⋯‘53)

第：节 中学的发展⋯⋯⋯⋯··}％譬⋯⋯⋯⋯”}而⋯⋯⋯⋯··⋯。OO&O 0 0 00$⋯⋯‘53)

新都县第一中学⋯⋯⋯⋯⋯⋯．⋯⋯⋯⋯⋯⋯．：⋯⋯⋯．．．⋯．。⋯e⋯⋯⋯：”≮61)

新都县第二中学⋯⋯⋯⋯⋯⋯⋯⋯⋯⋯⋯⋯⋯⋯⋯．．．⋯⋯⋯⋯⋯⋯⋯⋯(62)

新都县大丰中学⋯⋯⋯⋯⋯⋯⋯⋯⋯⋯⋯⋯⋯··．．．⋯⋯．．．⋯⋯⋯⋯⋯⋯，(63)

新都县太兴中学⋯⋯⋯⋯··⋯⋯⋯⋯⋯⋯⋯⋯⋯⋯⋯⋯⋯⋯⋯⋯．7．：⋯⋯(64)

新都县马家中学⋯⋯⋯⋯⋯⋯⋯⋯⋯⋯⋯⋯⋯⋯⋯⋯⋯⋯⋯⋯⋯．．．⋯⋯‘64)

第七章 职业教育⋯⋯⋯⋯⋯⋯⋯⋯⋯⋯⋯⋯⋯⋯⋯⋯⋯⋯⋯⋯⋯⋯⋯⋯⋯⋯(66)

；第一节 创办职业学校Ⅲ⋯⋯一⋯一一一⋯．．．一⋯⋯⋯．．．⋯⋯⋯⋯⋯⋯⋯(66)

’第二节’’职业教育的发展一Ⅲ一一一一⋯⋯⋯⋯．．．··．．．“⋯⋯．．．⋯⋯⋯⋯·(66)

‘新都师范学校··⋯·”⋯．，．．．．⋯一·蹦j呻⋯-国每·?⋯．¨⋯“．．．小⋯⋯⋯⋯⋯·《70)

‘新都县教师进修学校⋯⋯⋯一．．；¨一．“湔搿·0⋯“⋯⋯⋯o．．．一⋯⋯⋯⋯(71)

新都城关职业中学⋯⋯⋯⋯⋯．“⋯··一⋯··⋯⋯⋯⋯⋯⋯⋯⋯⋯⋯⋯⋯··(72)

新民农业中学．．．⋯⋯⋯¨⋯⋯⋯一⋯⋯⋯⋯一“⋯⋯⋯⋯⋯⋯⋯⋯⋯⋯·(72)

第八章。 成人教育·‘⋯⋯·⋯⋯⋯⋯⋯⋯⋯⋯⋯⋯⋯⋯⋯··““一⋯⋯·⋯⋯⋯⋯·(74)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74)

·‘第二节 建国后的成人教育⋯·一¨w··■·!·i碡⋯·⋯⋯m：．．j¨⋯”⋯⋯”⋯·(75)

一、领导机构⋯⋯一⋯⋯⋯⋯⋯⋯⋯⋯t·⋯⋯⋯⋯““·⋯⋯⋯“⋯⋯⋯···Ii【75)

=、农民教育⋯”一”⋯⋯⋯⋯⋯⋯⋯⋯⋯·⋯⋯·⋯⋯⋯·⋯⋯⋯⋯⋯⋯⋯(76>

三、职工、干部教育⋯⋯·⋯⋯⋯⋯⋯⋯⋯⋯⋯⋯⋯⋯⋯”．·÷⋯⋯⋯⋯“(78)
新都县机关千部业余学校和新都县文化补习学校⋯⋯⋯⋯⋯⋯⋯⋯≮79)

清流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_·⋯(79)

新都县总工会职工学校⋯⋯⋯⋯⋯⋯⋯．．，⋯⋯．．．⋯⋯⋯⋯⋯·⋯⋯．．【、80)

成都广播电视大学新都分校⋯⋯⋯⋯⋯⋯⋯．．．。小_⋯⋯⋯⋯⋯⋯⋯(83)

第九章 教师⋯⋯⋯·⋯⋯⋯⋯⋯⋯⋯”⋯⋯⋯””．．-：一⋯⋯⋯：⋯⋯⋯⋯⋯⋯(84)

第一节‘ 教师的选择与任用⋯··⋯⋯⋯一”⋯⋯⋯⋯⋯⋯⋯⋯⋯⋯⋯一⋯⋯·(84)

第二节’ 教师的培训与提高⋯··⋯⋯⋯⋯⋯⋯⋯⋯⋯⋯⋯⋯·⋯-⋯⋯⋯⋯”(88)

第三节 教师的社会地位⋯⋯⋯⋯⋯⋯⋯⋯⋯⋯⋯”··”·⋯”¨。“．··?⋯⋯”(94)

第四节 ’教师的生活待遇⋯⋯⋯⋯⋯⋯⋯⋯⋯⋯⋯⋯⋯⋯⋯⋯·⋯⋯⋯⋯”(97)

第十章 学制课程设置教法成绩考查⋯·⋯⋯．．．_”“⋯一⋯!⋯⋯⋯⋯⋯·(109)

一第一节⋯。学’制⋯⋯⋯⋯⋯⋯⋯⋯⋯⋯⋯⋯⋯⋯⋯”⋯⋯⋯⋯⋯⋯一”⋯(109)

『，一一，。清末和民国时期⋯·⋯⋯⋯⋯⋯⋯一‘．．⋯”⋯⋯⋯一⋯·籼⋯··⋯⋯·(109)

二、巾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一⋯⋯⋯⋯·(110)

第二节’课程设置⋯--·⋯⋯⋯⋯⋯··⋯⋯⋯⋯⋯⋯⋯⋯⋯⋯⋯⋯⋯⋯⋯·(113)

一、清末和民国时期⋯⋯⋯⋯⋯⋯⋯⋯⋯⋯⋯⋯⋯⋯⋯⋯“⋯⋯⋯··“(113)

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一⋯⋯⋯一··一⋯⋯⋯⋯⋯”⋯⋯⋯⋯(116)
2



，第兰节 教学方法⋯⋯⋯⋯“⋯⋯⋯．．．⋯·．．，⋯一⋯⋯一⋯．．．⋯．。⋯t．．⋯．(124)

。 一、清末和民国时期⋯⋯⋯⋯⋯”⋯⋯⋯⋯⋯⋯⋯⋯⋯⋯⋯⋯⋯⋯⋯·(姐4)

二、建国后教学方法的改进⋯⋯⋯⋯⋯⋯⋯⋯⋯⋯⋯⋯⋯⋯⋯⋯⋯⋯(1馥)
．第四节 成绩考查⋯⋯⋯⋯⋯⋯⋯⋯⋯⋯⋯⋯⋯⋯⋯⋯⋯⋯．．．⋯⋯⋯⋯‘(1宕7)

一、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考试制度⋯⋯⋯⋯⋯⋯⋯⋯⋯⋯⋯⋯⋯⋯⋯⋯(127)

二、民国时期的升学考试制度⋯⋯⋯⋯⋯⋯⋯⋯⋯⋯⋯⋯⋯⋯⋯．．⋯·(128)

三、建国后的考试制度⋯⋯⋯⋯⋯⋯⋯⋯⋯⋯⋯⋯⋯⋯⋯⋯⋯⋯⋯⋯(129)

四、关于大中专招生⋯⋯⋯⋯⋯⋯⋯⋯⋯⋯⋯⋯⋯⋯⋯⋯⋯⋯⋯⋯⋯(129)

第十一章 学校组织机构⋯⋯⋯⋯⋯⋯⋯⋯⋯⋯⋯⋯⋯⋯⋯⋯⋯⋯⋯⋯⋯．‘．．(132)

第一节 行政机构⋯⋯⋯⋯⋯⋯⋯⋯⋯⋯⋯⋯⋯⋯⋯⋯⋯⋯⋯⋯⋯⋯⋯。(13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136)

第三节 群众团体组织⋯⋯⋯⋯⋯⋯⋯⋯⋯⋯⋯⋯⋯⋯⋯⋯⋯⋯⋯．．⋯·(140)

一、童子军⋯⋯⋯⋯⋯⋯⋯⋯⋯⋯⋯⋯⋯⋯⋯⋯⋯⋯⋯⋯⋯⋯⋯⋯’⋯(140)

二、学生会⋯⋯⋯．．．⋯⋯⋯⋯⋯⋯⋯⋯⋯⋯⋯⋯⋯⋯⋯⋯⋯⋯⋯⋯⋯(143)

三、共产主义青年团⋯⋯⋯⋯⋯⋯⋯⋯⋯⋯⋯⋯⋯⋯⋯⋯⋯⋯⋯⋯⋯。(145)

四、教育工会⋯⋯⋯⋯⋯⋯⋯⋯⋯⋯⋯⋯⋯⋯⋯⋯⋯⋯⋯⋯⋯⋯⋯’⋯(147)

第四节 教学研究组织⋯⋯⋯⋯⋯⋯⋯⋯⋯⋯⋯⋯⋯⋯⋯⋯⋯⋯⋯··j⋯4(149)

第十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151)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管理⋯⋯⋯⋯⋯⋯⋯⋯⋯⋯⋯⋯”⋯⋯·(151)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152)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157)

一、思想政治课⋯⋯⋯⋯⋯⋯⋯⋯⋯⋯⋯⋯⋯⋯⋯⋯⋯⋯⋯⋯··：⋯⋯(i57)

：二、各种课外教育活动⋯⋯⋯⋯⋯．．⋯⋯：⋯⋯⋯⋯⋯⋯·⋯．．⋯⋯⋯，·‘(158)

第十三章 教学研究⋯⋯⋯⋯“一’，．．⋯⋯⋯．．’!⋯⋯⋯⋯：⋯．⋯⋯”⋯⋯一⋯⋯”(160)

第一节 学校教研组织及其教研恬动j⋯⋯⋯⋯⋯一⋯⋯⋯⋯⋯⋯⋯⋯⋯(160')

第二节 县教研机构的建立健全及活动：⋯⋯⋯“．⋯⋯⋯一⋯·¨⋯⋯⋯⋯(161)

第三节 “三级教研”网络的教研活动⋯⋯·．’·⋯“⋯⋯⋯·⋯．．⋯⋯⋯⋯(164)

第十四章 体育卫生⋯⋯⋯⋯⋯⋯⋯⋯⋯⋯⋯⋯⋯⋯⋯⋯⋯⋯一⋯⋯⋯⋯⋯(183)

第一节 学校体育⋯⋯⋯⋯⋯⋯⋯⋯⋯⋯⋯⋯⋯⋯⋯⋯⋯一⋯⋯‘⋯⋯·“(183)

第二节 学校卫生⋯⋯⋯⋯⋯⋯⋯⋯⋯⋯⋯⋯⋯⋯⋯⋯·?⋯⋯⋯⋯⋯⋯‘(198)

第十五章 勤工俭学⋯⋯⋯⋯⋯⋯⋯⋯⋯⋯⋯⋯⋯⋯⋯⋯⋯⋯一⋯⋯⋯⋯⋯(200)

第一节 开创和发展⋯⋯⋯．-⋯⋯⋯⋯⋯⋯⋯⋯⋯⋯⋯⋯⋯⋯⋯⋯⋯⋯‘(200)

第二节 恢复和发展⋯⋯⋯⋯⋯⋯⋯⋯⋯⋯⋯·：···?⋯⋯一⋯⋯．．⋯．．⋯⋯(201)

清白乡李圆新一小学校办工厂简介⋯⋯⋯⋯⋯⋯⋯⋯⋯·⋯⋯⋯_⋯”(206)

桂湖中学钢窗厂简介⋯⋯⋯⋯⋯⋯⋯··：“，⋯⋯⋯⋯⋯⋯⋯⋯一⋯⋯⋯”(206)

第十六章 经费设备⋯⋯⋯⋯⋯⋯⋯⋯⋯·⋯：⋯⋯一⋯⋯⋯⋯⋯．．⋯“．．⋯’(208)

第一节 经费⋯⋯⋯⋯⋯⋯⋯⋯⋯⋯⋯⋯⋯⋯⋯⋯⋯·’⋯⋯⋯⋯⋯⋯⋯“【208)

3



第二节校舍、设备．．．⋯⋯·⋯⋯⋯⋯·⋯⋯j⋯⋯⋯oj一⋯一⋯⋯⋯⋯(223)
第卒榭人翰⋯⋯⋯．．：⋯⋯⋯⋯⋯⋯．．。．。⋯⋯⋯⋯⋯．．⋯⋯．⋯⋯⋯⋯⋯⋯．．(229)

1第l节 传略⋯⋯⋯⋯··⋯⋯⋯⋯⋯⋯⋯·：：⋯⋯⋯⋯⋯⋯·一⋯“⋯⋯·(229)

哭虞⋯⋯⋯⋯⋯⋯⋯⋯⋯⋯⋯⋯⋯⋯⋯⋯⋯⋯⋯⋯⋯⋯⋯⋯⋯⋯⋯(229)
钟炳麟⋯⋯⋯⋯⋯⋯⋯⋯⋯⋯⋯⋯⋯⋯⋯h⋯⋯⋯⋯⋯⋯”⋯⋯⋯⋯．(232)

吴君毅⋯⋯⋯⋯⋯⋯⋯⋯⋯⋯⋯⋯⋯⋯⋯⋯⋯⋯⋯⋯⋯⋯⋯⋯⋯⋯⋯(233)

杨崇焕⋯⋯⋯⋯⋯⋯⋯⋯⋯⋯⋯⋯⋯⋯⋯⋯⋯⋯⋯⋯⋯··⋯⋯⋯⋯⋯·(235)

匮嘉祥⋯⋯⋯⋯⋯⋯⋯⋯⋯⋯⋯⋯⋯·⋯⋯·⋯⋯⋯⋯·⋯⋯⋯⋯⋯⋯⋯(236)

叶松石⋯⋯⋯⋯⋯⋯⋯⋯⋯⋯⋯⋯⋯⋯⋯⋯⋯⋯⋯⋯⋯一·⋯⋯⋯⋯一(237)

习虚谷⋯⋯”⋯⋯⋯⋯⋯⋯⋯⋯⋯⋯⋯⋯⋯⋯⋯⋯⋯⋯．．-⋯·：⋯⋯⋯．·(238)

薨彤甫⋯⋯⋯⋯⋯⋯⋯⋯··⋯⋯⋯⋯⋯⋯⋯⋯⋯⋯⋯·⋯⋯⋯⋯⋯⋯⋯(239)

庄选民⋯··⋯⋯⋯⋯⋯⋯⋯⋯⋯⋯⋯⋯⋯⋯⋯⋯⋯⋯⋯⋯⋯·：⋯⋯⋯··(239)

岁靖涛⋯⋯⋯⋯⋯⋯⋯⋯⋯⋯⋯⋯⋯⋯⋯⋯⋯⋯⋯⋯⋯⋯⋯⋯⋯⋯⋯(239)

湖弄潮⋯⋯⋯⋯⋯⋯⋯⋯⋯⋯⋯⋯⋯⋯⋯⋯⋯⋯⋯⋯⋯⋯⋯⋯⋯⋯⋯(240)

旨克恕⋯⋯⋯⋯⋯⋯⋯⋯⋯⋯⋯⋯⋯⋯⋯⋯⋯⋯⋯··⋯⋯⋯⋯⋯⋯⋯．(242)

谢每予⋯⋯⋯⋯⋯⋯⋯⋯⋯⋯⋯⋯⋯⋯⋯⋯⋯⋯⋯⋯⋯⋯⋯⋯⋯⋯⋯(243)

黄鹏程⋯⋯⋯⋯⋯⋯⋯⋯⋯⋯⋯⋯·⋯⋯⋯⋯⋯⋯⋯⋯⋯⋯⋯⋯·⋯⋯·(244)

黄腾蛟⋯⋯⋯⋯⋯⋯⋯⋯⋯⋯⋯⋯⋯⋯⋯⋯⋯⋯⋯⋯⋯⋯⋯⋯⋯⋯⋯，(245)

冲泽人⋯⋯⋯⋯⋯⋯⋯⋯⋯⋯⋯⋯⋯⋯⋯·⋯⋯⋯··⋯⋯⋯⋯⋯⋯⋯⋯(246)

何光昶⋯⋯⋯⋯⋯⋯⋯⋯⋯⋯⋯⋯⋯⋯⋯·^⋯⋯⋯⋯⋯⋯一⋯⋯⋯⋯(247)

．纂；节 人名录⋯⋯⋯⋯⋯⋯⋯⋯⋯⋯⋯⋯⋯⋯⋯：⋯⋯⋯⋯⋯⋯⋯⋯；．(248)

一、受地市以上各种表彰的人物⋯⋯⋯⋯⋯⋯⋯⋯⋯⋯⋯⋯⋯⋯⋯⋯(248)

二、文化、教育、科技界知名人士简介⋯⋯⋯⋯⋯⋯⋯⋯⋯⋯⋯⋯⋯(254)

(附已知新都籍获高级职称的教育工作者)⋯⋯⋯⋯⋯⋯⋯⋯．o(254)

三、师范、进修校、中小学、幼儿圄午^九八八年获··⋯⋯⋯⋯⋯⋯．(乏61)

高中级职称者及知名教师：‘特级教蹄。三．．·⋯：o。⋯．⋯一⋯⋯⋯⋯(261)
四、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一··誊囊···o■⋯．‘⋯_：．‘．．．?⋯⋯。(266)
五、地市以上学会会员⋯⋯⋯⋯⋯⋯⋯⋯⋯⋯⋯⋯⋯⋯⋯⋯⋯⋯⋯⋯(270)

六、清末以来的留学生⋯⋯⋯⋯⋯⋯⋯⋯⋯⋯⋯⋯⋯⋯⋯⋯⋯⋯⋯⋯(271)

．七、新都新繁科第人员⋯⋯⋯⋯⋯⋯⋯⋯⋯⋯⋯⋯⋯⋯⋯⋯⋯⋯⋯⋯(274)

第十八章 大事记⋯⋯⋯⋯⋯⋯⋯⋯⋯⋯⋯⋯⋯⋯⋯⋯⋯⋯⋯⋯⋯⋯⋯⋯⋯(277)

附：教育界历年出版编印的报刊、书籍和在省级以上⋯⋯⋯⋯⋯⋯⋯⋯⋯(284)

．． 刊物发表的文章⋯⋯⋯⋯⋯⋯⋯⋯⋯⋯⋯⋯⋯⋯⋯⋯“⋯’·⋯⋯⋯⋯⋯(284)

第十九章 杂记⋯⋯⋯⋯⋯⋯⋯⋯⋯⋯⋯．．·⋯⋯⋯⋯⋯⋯⋯⋯⋯⋯⋯⋯⋯(300)

一、旃檀小学的中共新都地下党特支⋯⋯⋯⋯⋯⋯⋯⋯⋯⋯⋯⋯⋯⋯⋯⋯(300)

二、黄霖看望谕小师生⋯⋯⋯⋯⋯⋯⋯⋯⋯⋯⋯⋯⋯⋯⋯⋯⋯⋯⋯⋯⋯⋯(302)

互、“五四"浪花在繁小⋯⋯一．．．⋯?⋯．．．⋯⋯⋯⋯⋯⋯⋯⋯⋯⋯⋯⋯⋯·．(304)

肆



四，抗日战争|时期一篇小学语文补充教材⋯⋯⋯⋯⋯⋯⋯⋯⋯⋯⋯⋯．．．⋯

《膝县之役》及其教案⋯⋯⋯·⋯⋯⋯⋯⋯⋯⋯⋯⋯⋯⋯⋯⋯⋯⋯⋯

五，解放初新繁扫盲教育的同忆⋯⋯⋯⋯⋯⋯⋯⋯⋯⋯⋯⋯⋯⋯⋯⋯⋯⋯

六、艰管倒业酶新民农中⋯⋯⋯⋯⋯⋯⋯⋯⋯⋯⋯⋯⋯⋯⋯⋯⋯⋯⋯⋯⋯

七，康冻热心办学二则⋯⋯⋯⋯⋯⋯⋯⋯⋯⋯⋯⋯⋯⋯⋯⋯⋯⋯⋯⋯⋯⋯

八、难忘康冻关切情⋯⋯⋯⋯⋯⋯⋯⋯⋯⋯⋯⋯⋯⋯⋯⋯⋯⋯⋯⋯⋯⋯⋯

九、周重能诗选⋯⋯⋯⋯⋯⋯⋯⋯⋯⋯⋯⋯⋯⋯⋯⋯⋯⋯⋯⋯⋯⋯⋯⋯⋯

十、校歌歌词八首(插吴虞手迹)⋯⋯⋯⋯⋯⋯⋯⋯⋯⋯⋯⋯⋯⋯⋯⋯⋯

十一、学校楹联四尉⋯⋯⋯⋯⋯⋯⋯⋯⋯⋯⋯⋯⋯⋯⋯⋯⋯⋯⋯⋯⋯⋯⋯

十二、获奖作文三篇⋯⋯⋯⋯⋯⋯⋯⋯⋯⋯⋯⋯⋯⋯⋯⋯⋯⋯⋯⋯⋯⋯⋯

十三、新都教育报道三则⋯⋯⋯⋯⋯⋯⋯⋯⋯⋯⋯⋯⋯⋯⋯⋯⋯⋯⋯⋯⋯

十囱、名人为《新都教育》的题词⋯⋯⋯⋯⋯⋯⋯⋯⋯⋯⋯⋯⋯⋯⋯⋯⋯

十五、曾涌泉致新都县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组的债⋯⋯⋯⋯⋯⋯⋯⋯⋯⋯⋯

附；新都颏繁县学资料二受IJ⋯⋯⋯⋯⋯⋯⋯⋯⋯⋯⋯⋯⋯⋯⋯⋯⋯⋯

班史一篇⋯⋯⋯⋯⋯⋯⋯⋯⋯⋯⋯⋯⋯⋯⋯⋯⋯⋯⋯⋯⋯⋯⋯⋯

后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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