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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哲勉

天高气爽，云淡风轻，这是一个宜人的金秋；

果笑枝头，谷满仓廪，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普宁市教育志(1989-2004)》即将付梓。这是普宁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其功在当代，惠

及后人。

普宁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历来有崇文重教的风气。昔从唐韩愈治潮之时，村学渐兴，人文

蔚起；今市郊胜地马嘶岩拴马石、故城昆冈书院的“小韩山”还依稀可见当年兴学重教史迹。历

朝历代振兴教育之路历经沧桑而日盛。解放后普宁教育也历经坎坷艰辛，但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

深入，事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

((-g-宁市教育志(1989～2004)》，为《普宁县志教育志》续志，其记述的16年间，是普宁

教育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期间，历届各级党政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和教育．X-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心

血和努力，促使教育在观念、管理、条件、规模以及成果等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在普宁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投入不断增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

强，办学条件不断改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推进。教育管理部门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针政策，进一步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切实加强学校管理，强化

教育科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广大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把全部精力

和满腔真情献给学生；莘莘学子精神抖擞，昂然向上，奋发学习，人才辈出。高考中考成绩斐然，

令人瞩目。广大侨胞、港澳台同胞和社会有识之士热心捐资办学，新建扩建一大批中小学校舍，

以适应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社会力量办学也初具规模，公办民办学校优势互补，竞争发展；普

宁教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教育整体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此次修志，承蒙市地方志办公室精心指导，有关单位积极配合，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本

志以时为序，按事分陈，条目清晰，体系完整，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行文规范，真

实地记录了普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反映了教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志类书。

本志书出版之后，我真诚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读志用志。以唯物史观审视过去，以史为



鉴，用理智的思考、务实的作风、积极的心态，勤恳而富有创造性地开展．Y-作。我们深知，普宁

教育改革与发展任重而道远，到2011年，全市要高水平、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要加速教育信息化、现代化进程，全面提高素质教育质量；要深入推进教育体制

改革，加强基础教育管理；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要建

立长效机制，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快速发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历史，我们无怨无悔；开创未来，我们壮志满怀。愿借本

书的出版，与教育界同仁共勉。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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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普宁市第二中学

普宁市华侨中学怀德楼

普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

觉
8舞

1992年国务院总理李鹏为普

宁职业技术学校题词。

节兰辛乎技采
聋赦为微团舻彬船羊

更多的人身

劳妒够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0 00年十二月

2000年普宁市教育局被教育部授予“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1996—2000年全省法制宣传教育

先进集体
中 共 广 东 省 委

广东省人 民政府

二oo一年七月
，z，’c一=鼍k 。?嚣鹫■■—■■■_

2001z!F-普宁市教育局被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

授予“1996—2000年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翘



目 录

序⋯⋯⋯⋯⋯⋯⋯⋯⋯⋯⋯⋯⋯⋯⋯⋯⋯⋯⋯⋯⋯⋯⋯⋯⋯⋯⋯⋯⋯⋯⋯⋯⋯⋯⋯⋯⋯陈哲勉

概述⋯⋯⋯⋯⋯⋯⋯⋯⋯⋯⋯⋯⋯⋯⋯⋯⋯⋯⋯⋯⋯⋯⋯⋯⋯⋯⋯⋯⋯⋯⋯⋯⋯⋯⋯⋯⋯⋯⋯l

第一章学前教育⋯⋯⋯⋯⋯⋯⋯⋯⋯⋯⋯⋯⋯⋯⋯⋯⋯⋯⋯⋯⋯⋯⋯⋯⋯⋯⋯⋯⋯⋯⋯⋯⋯2

第一节幼儿园⋯狮⋯⋯⋯⋯⋯⋯⋯⋯⋯⋯⋯⋯⋯⋯⋯⋯⋯⋯⋯⋯⋯⋯⋯⋯⋯⋯⋯⋯⋯⋯⋯2

第二节学前班⋯⋯⋯⋯⋯⋯⋯⋯⋯⋯⋯⋯⋯⋯⋯⋯⋯⋯⋯⋯⋯⋯⋯⋯⋯⋯⋯⋯⋯⋯⋯⋯⋯4

第二章基础教育⋯⋯⋯⋯⋯⋯⋯⋯⋯⋯⋯⋯⋯⋯⋯⋯⋯⋯⋯⋯⋯⋯⋯⋯⋯⋯⋯⋯⋯⋯⋯⋯⋯5

第一节小学教育⋯⋯⋯⋯⋯⋯⋯⋯⋯⋯⋯⋯⋯⋯⋯⋯⋯⋯⋯⋯⋯⋯⋯⋯⋯⋯⋯⋯⋯⋯⋯⋯6

第二节初中教育⋯⋯⋯⋯⋯⋯⋯⋯⋯⋯⋯⋯⋯⋯⋯⋯⋯⋯⋯⋯⋯⋯⋯⋯⋯⋯⋯⋯⋯⋯⋯2l

第三节高中教育⋯⋯⋯⋯⋯⋯⋯⋯⋯⋯⋯⋯⋯⋯⋯⋯⋯⋯⋯⋯⋯⋯⋯⋯⋯⋯⋯⋯⋯⋯⋯26

第三章德育、体育与艺术教育⋯⋯⋯⋯⋯⋯⋯⋯⋯⋯⋯⋯⋯⋯⋯⋯⋯⋯⋯⋯⋯⋯⋯⋯⋯⋯31

第一节德育⋯⋯⋯⋯⋯⋯⋯⋯⋯⋯⋯⋯⋯⋯⋯⋯⋯⋯⋯⋯⋯⋯⋯⋯⋯⋯⋯⋯⋯⋯⋯⋯⋯31

第二节体育与艺术教育⋯⋯⋯⋯⋯⋯⋯⋯⋯⋯⋯⋯⋯⋯⋯⋯⋯⋯⋯⋯⋯⋯⋯⋯⋯⋯⋯⋯33

第四章职业技术教育⋯⋯⋯⋯⋯⋯⋯⋯⋯⋯⋯⋯⋯⋯⋯⋯⋯⋯⋯⋯⋯⋯⋯⋯⋯⋯⋯⋯⋯⋯35

第一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35

第二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36

第五章成人教育⋯⋯⋯⋯⋯⋯⋯⋯⋯⋯⋯⋯⋯⋯⋯⋯⋯⋯⋯⋯⋯⋯⋯⋯⋯⋯⋯⋯⋯⋯⋯⋯37

第一节文化技术教育⋯⋯⋯⋯⋯⋯⋯⋯⋯⋯⋯⋯⋯⋯⋯⋯⋯⋯⋯⋯⋯⋯⋯⋯⋯⋯⋯⋯⋯37

第二节党校函授教育⋯⋯⋯⋯⋯⋯“⋯⋯⋯⋯⋯⋯⋯⋯⋯⋯⋯⋯⋯⋯⋯⋯⋯⋯⋯⋯⋯⋯·37

第三节广播电视教育⋯⋯⋯⋯⋯⋯⋯⋯⋯⋯⋯⋯⋯⋯⋯⋯⋯⋯⋯⋯⋯⋯⋯⋯⋯⋯⋯⋯⋯38

第四节自学考试⋯⋯⋯⋯⋯⋯⋯⋯⋯⋯⋯⋯⋯⋯⋯⋯⋯⋯⋯⋯⋯⋯⋯⋯⋯⋯⋯⋯⋯⋯⋯38

第六章考试与招生⋯⋯⋯⋯⋯⋯⋯⋯⋯⋯⋯⋯⋯⋯⋯⋯⋯⋯⋯⋯⋯⋯⋯⋯⋯⋯⋯⋯⋯⋯⋯39

第一节考试⋯⋯⋯⋯⋯⋯⋯⋯⋯⋯⋯⋯⋯⋯⋯⋯⋯⋯⋯⋯⋯⋯⋯⋯⋯⋯⋯⋯⋯⋯⋯⋯⋯39

第二节招生⋯⋯⋯⋯⋯⋯⋯⋯⋯⋯⋯⋯⋯⋯⋯⋯⋯⋯⋯⋯⋯⋯⋯⋯⋯⋯⋯⋯⋯⋯⋯⋯⋯39

第七章教师⋯⋯⋯⋯⋯⋯⋯⋯⋯⋯⋯⋯⋯⋯⋯⋯⋯⋯⋯⋯⋯⋯⋯⋯⋯⋯⋯⋯⋯⋯⋯⋯⋯⋯41

第一节教师队伍⋯⋯⋯⋯⋯⋯⋯⋯⋯⋯⋯⋯⋯⋯⋯⋯⋯⋯⋯⋯⋯⋯⋯⋯⋯⋯⋯⋯⋯⋯⋯4l

第二节师资培训⋯⋯⋯⋯⋯⋯⋯⋯⋯⋯⋯⋯⋯⋯⋯⋯⋯⋯⋯⋯⋯⋯⋯⋯⋯⋯⋯⋯⋯⋯⋯43

第三节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聘⋯⋯⋯⋯⋯⋯⋯⋯⋯⋯⋯⋯⋯⋯⋯⋯⋯⋯⋯⋯⋯⋯⋯⋯⋯44



第八章教育改革⋯⋯⋯⋯⋯⋯⋯⋯⋯⋯⋯⋯⋯⋯⋯⋯⋯⋯⋯⋯⋯⋯⋯⋯⋯⋯⋯⋯⋯⋯⋯⋯46

第一节体制改革⋯⋯⋯⋯⋯⋯⋯⋯⋯⋯⋯⋯⋯⋯⋯⋯⋯⋯⋯⋯⋯⋯⋯⋯⋯⋯⋯⋯⋯⋯⋯46

第二节教研教改⋯⋯⋯⋯⋯⋯⋯⋯⋯⋯⋯⋯⋯⋯⋯⋯⋯⋯⋯⋯⋯⋯⋯⋯⋯⋯⋯⋯⋯⋯⋯47

第三节素质教育⋯⋯⋯⋯⋯⋯⋯⋯⋯⋯⋯⋯⋯⋯⋯⋯⋯⋯⋯⋯⋯⋯⋯⋯⋯⋯⋯⋯⋯⋯⋯48

第四节奖教奖学⋯⋯⋯⋯⋯⋯⋯⋯⋯⋯⋯⋯⋯⋯⋯⋯⋯⋯⋯⋯⋯⋯⋯⋯⋯⋯⋯⋯⋯⋯⋯48

第九章办学条件⋯⋯⋯⋯⋯⋯⋯⋯⋯⋯⋯⋯⋯⋯⋯⋯⋯⋯⋯⋯⋯⋯⋯⋯⋯⋯⋯⋯⋯⋯⋯⋯50

第一节教育经费⋯⋯⋯⋯⋯⋯⋯⋯⋯⋯⋯⋯⋯⋯⋯⋯⋯⋯⋯⋯⋯⋯⋯⋯⋯⋯⋯⋯⋯⋯⋯50

第二节校舍建设⋯⋯⋯⋯⋯⋯⋯⋯⋯⋯⋯⋯⋯⋯⋯⋯⋯⋯⋯⋯⋯⋯⋯⋯⋯⋯⋯⋯⋯⋯⋯51

第三节教学设备⋯⋯⋯⋯⋯⋯⋯⋯⋯⋯⋯⋯⋯⋯⋯⋯⋯⋯⋯⋯⋯⋯⋯⋯⋯⋯⋯⋯⋯⋯⋯115

第十章社会办学⋯⋯⋯⋯⋯⋯⋯⋯⋯⋯⋯⋯⋯⋯⋯⋯⋯⋯⋯⋯⋯⋯⋯⋯⋯⋯⋯⋯⋯⋯⋯⋯117

第一节发展概况⋯⋯⋯⋯⋯⋯⋯⋯⋯⋯⋯⋯⋯⋯⋯⋯⋯⋯⋯⋯⋯⋯⋯⋯⋯⋯⋯⋯⋯⋯⋯117

第二节协调与管理⋯⋯⋯⋯⋯⋯⋯⋯⋯⋯⋯⋯⋯⋯⋯⋯⋯⋯⋯⋯⋯⋯⋯⋯⋯⋯⋯⋯⋯⋯118

第十一章人物⋯⋯⋯⋯⋯⋯⋯⋯⋯⋯⋯⋯⋯⋯⋯⋯⋯⋯⋯⋯⋯⋯⋯⋯⋯⋯⋯⋯⋯⋯⋯⋯⋯120

一、人物传略⋯⋯⋯⋯⋯⋯⋯⋯⋯⋯⋯⋯⋯⋯⋯⋯⋯⋯⋯⋯⋯⋯⋯⋯⋯⋯⋯⋯⋯⋯⋯⋯⋯120

二、捐资办学人物录⋯⋯⋯⋯⋯⋯⋯⋯⋯⋯⋯⋯⋯⋯⋯⋯⋯⋯⋯⋯⋯⋯⋯⋯⋯⋯⋯⋯⋯⋯122

三、人物表⋯⋯⋯⋯⋯⋯⋯⋯⋯⋯⋯⋯⋯⋯⋯⋯⋯⋯⋯⋯⋯⋯⋯⋯⋯⋯⋯⋯⋯⋯⋯⋯⋯⋯189

附录：教育教学论文选⋯⋯⋯⋯⋯⋯⋯⋯⋯⋯⋯⋯⋯⋯⋯⋯⋯⋯⋯⋯⋯⋯⋯⋯⋯⋯⋯⋯⋯⋯198

后记⋯⋯⋯⋯⋯⋯⋯⋯⋯⋯⋯⋯⋯⋯⋯⋯⋯⋯⋯⋯⋯⋯⋯⋯⋯⋯⋯⋯⋯⋯⋯⋯⋯⋯⋯⋯⋯⋯234



概述

概 述

1986年起普宁县学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教育经费实行分级包干。2002年5月改为教育教

学管理以市(县)为主的体制，教育经费以市财政投入为主，各级人民政府、农场、街道办事处

承担相应的义务教育办学责任。

1989年普宁县制订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规划，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95

年经广东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检查组检查验收，普宁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各项指标达到国家和广

东省的要求，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任务。

在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宁市加快发展步伐，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

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全面发展；公办教育、民办教育齐头并进。至2004年全市有公办教

职工16824人，其中专任教师14491人。全市有幼儿园179所(其中民办176所)，在园幼儿48771

人，学前班938班，在班幼儿35137人；小学482所，在校生357737人(其中民办小学13所，

在校生11215人)；初级中学57所，在校生117999人(含完全中学、民办学校、九年一贯制学

校初中生)；普通高中18所，在校生18934人(其中民办高中2所，在校生791人)，每万人口

在校高中生从1989年30．82人增至90．95人。

普宁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市教育局。2004年市教育局内设秘书、人事、计划财务、教育、

职业与成人教育、教育督导等行政股室。机关行政编制30名，事业编制10名。另外，内设招生

委员会办公室、电教仪器站、教研室三个事业站室，事业编制18名。乡镇场街道各设教育组，为

市教育局派出机构。



2 第一章学前教育

第一章 学前教育

1990年普宁县教育局成立幼儿教育股，乡镇场教育办公室设幼教专(兼)职干部，分管幼教

业务。1997年幼教股并入教育股，负责管理、协调、指导全市幼教工作。普宁的学前教育，有幼

儿园和农村学前班两种形式。

第一节 幼儿园

一、发展概况一、及辰慨，兀

1989年普宁县有幼儿园53所225班，其中公办幼儿园2所，企业办幼儿园4所，镇、村办

幼儿园47所，在园幼儿21683人，专任教师741人。

2004年普宁市有幼儿园179所，在园幼儿48771人。其中公办幼儿园3所，在园幼儿1538

人，教职人员176人；民办幼儿园176所，在园幼儿47233入，教职人员1548人。3～6周岁儿

童入园(含学前班)率约61％。

二、教学一、锹=子=

1981年10月国家教委颁布《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普宁县公办幼儿园设置《体育》、

《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等科目。小班、中班采用直观的、游戏的形式上课，

大班游戏减少。每周上课小班6～8节，每节10～15分钟：中班10～11节，每节20～25分

钟：大班12节，每节25～30分钟。每天除上课外为户外活动和游戏。

1993年普宁市幼儿园采用教育部统编教材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作综合性主题教育。

1997年市公办幼儿园实施课程改革，开设《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课程，

把课堂教学扩展到幼儿的日常生活中，重视幼儿园教育大环境的创设，尔后在一些师资力量较强

的幼儿园中推广。2001年7月贯彻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广东省教育厅《广东

省幼儿园教育指南(试行)》。除以上五个领域课程外，还顺应世界各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潮流，

强调各领域之间的渗透和综合。2002年8月，普宁市第一幼儿园、第-2幼儿园、流沙西街道中心

幼儿园、流沙东街道新坛中心幼儿园、流沙北街道南园幼儿园、占陇镇占陈幼儿园、燎原镇陶薰

幼儿园、池尾街道山湖幼儿园被列为广东省幼儿园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学前教育 3

三、部分幼儿园简介

普宁市第一幼儿园 1956年9月开办，为公办全日制示范幼儿园。位于市区人民广场东南

侧，占地面积2554平方米，建筑面积4428平方米。有教学楼2幢，教室14间。有舞蹈室、教

具室、音乐室、美工室、电脑室、卫生室等功能室，还有幼儿活动亭2个，配备有大小滑梯、旋

床、攀登架、摇船、翘翘板、摇木马等活动器具。2004年在园幼儿802人，教职员工63人。专

任教师56人，其中大专毕业6人、幼师毕业36人、中师毕业14人。

市第一幼儿园为广东省“幼儿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园”、“学前协会团体会员园”。其幼儿美工

作品参加全国幼儿“双龙杯”书画大赛获铜奖3件、优秀奖4件、佳作奖4件。教师中被评为广

东省先进教育工作者2人、南粤优秀幼儿教师7入、南粤优秀山区教师1人。

普宁市第二幼儿园1985年9月开办，为公办全日制示范幼儿园。位于市区侨光村，占地面

积1822平方米，建筑面积2143平方米，有教室12间。2004年在园幼儿660人，教职员工85人，

教师学历达标率100％。

市第二幼儿园为广东省“幼儿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园”、“学前教育协会团体会员园”，获“广

东省南粤女职工文明岗”称号。其举办的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工、体育等教学观摩课、

研究课，于市内起示范作用。幼儿美术作品在“中国·新加坡少年儿童书画摄影比赛”中获银奖、

铜奖、优秀奖共15件；在全国幼儿“双龙杯”书画大赛中获铜奖、表扬奖、佳作奖共lO件。教

师中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人、“南粤优秀幼儿教师”7人。

流沙西街道中心幼儿园 1993年10月开办，为公办幼儿园。位于流沙西街道南平里，占地

面积2760平方米，建筑面积2352平方米。2004年有10个教学班，在园幼儿530人，教职员工

48人，其中中级职称5人、初级职称15人。先后被命名为广东省“特色幼儿园”、“幼儿教育课

程改革试点园”、“学前教育实验基地”、“学前教育协会团体会员园”、揭阳市“一级幼儿园”、“绿

色幼儿园”。

占陈幼儿园1997年9月开办，为占陇镇中心幼儿园。位于占陇镇占陈村，属集体幼儿园，

占地面积396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园旁增设儿童公园一座，面积13200平方米，为

幼儿室外活动场地。有教室7间，活动大厅1个。2004年在园幼儿350人，教职员工26人。2003

年6月被评为广东省“绿色幼儿园”。

新坛中心幼儿园 1982年开办。位于流沙东街道新坛村，属集体幼儿园，该园占地面积13000

平方米，有教学楼6幢，办公楼、宿舍楼、别墅楼各一幢，礼堂一座，设有幼儿活动室、卧室各

36间，有美工室、电子琴室、舞蹈室等功能室，园内有假山、凉亭、沙池、嬉水池等娱乐设施，

配备有滑梯、秋千架、海洋球池、篮球架、木马等活动器材。2004年在园幼儿794人，教职工69

人。2004年被评为揭阳市“绿色幼儿园。

南园幼儿园 1989年3月开办。位于流沙北街道南园村，属集体幼儿园，该园占地面积4528

平方米，建筑面积6856平方米，园内配套礼堂一座，游泳池一个，教室36间，设有活动室、舞

蹈室、玩具室、图书室、服装室、电子琴室、书画室、手工劳作室等26间，教师用房50问，还

配套有滑梯、摇船、旋转飞机、蹦蹦床、球海、摇木马等活动器材。2004年在园幼儿683人，教

职工45人。为广东省“幼儿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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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二节 学前班

1989年起普宁县农村普遍开设学前班，学制一年，为学前儿童的预备教育。学前班为民办，

农村学前班多委托当地公办小学管理。部分民办幼儿园亦附设学前班。1989年全县有农村学前班

474班，在班幼儿12632人。1993年起学前班教学使用《J、‘东省学前班教育指导用书》。2004年

全市有学前班938班，在班幼儿35137人，专任教师1137人。其中社会办学学校19所共设学前

班20个班，在班幼儿6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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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础教育

1989年普宁县有小学447所、初中74所、普通高中9所。有小学生156208人、初中生38927

人、高中生4040人。是年普宁县制订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规划，提出“分类要求、分步实施、

统筹安排”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1990年，县教育局对全县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进行第一次检查评估，全县有小学生

170214人，7～12周岁适龄儿童121214人，入学120093人，入学率99．00％，在校生巩固率

98．30％，流动率1．7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84％；有初中生30039人，在校初中生巩固率93．40％，

流动率6．60％，毕业率95．20％。是年汕头市修改了普及初中阶段教育的规划，要求普宁县于1993

年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普宁县修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1995年中共普宁市委、普

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是年全市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的目标任务。是年lO月，广东省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检查验收组对普宁市进行全面检

查验收。验收结果：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67％，年巩固率99．51％，小学毕业率98．50％，普

及率99．80％，辍学率0．49％。15周岁人口普及初等教育完成率98．40％；初中适龄少年入学率

95．96％，小学毕业生升学率95．54％，年巩固率98．33％，毕业率99．57％，辍学率1．67％。17周

岁人口普及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91．20％；视残、听残、智残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分别达到60．20％、

65．99％、75．05％。幼儿教育、成人教育等各项教育指标达到国家和广东省的要求，全面完成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任务。

1998年12月，广东省“两基”教育复查领导小组对普宁“两基”工作展开全面复查，小学

阶段普及程度为：7～12周岁适龄儿童入学率99．85％，年巩固率99．64％，辍学率0．36％，毕业

率99．30％。15周岁人口普及初等教育完成率98．40％。初中阶段普及程度：13～15周岁适龄少

年入学率96．00％，年巩固率98．61％，辍学率1．39％，毕业率98．60％。17周岁初级中等教育完

成率96．90％。特殊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广东省规定的标准。

2002年普宁市人民政府下发《批转市教育局关于强化政府行为依法开展春秋两季组织入学工

作请示的通知》，进一步加快了依法治教力度，确保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得到巩固。2003年市教育

局根据部分中小学生辍学从工从商的实际情况，出台了目标管理责任制文件，把春秋两季组织入

学时间从每年的2月份、9月份，分别前移至1月底和6月底，最大限度减少学生在假期间流失。

各乡镇场街道教育组、各中小学校级级落实组织入学责任制和实施责任追究制，严格实行“一生

一表”制度，及早掌握学生流动的原因和去向。

2004年全市共有小学482所(其中民办小学13所)，初级中学57所，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

普通高(完)中18所。在校小学生357737人、初中生117999人(其中含完中、民办中学、九

年～贯制学校初中生32970人)、高中生189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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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小学教育

、 发展概况

1989年全县有小学447所，在校生156208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8．37％，巩固率97．32％，

毕业率96．07％。至2004年，全市有小学482所，在校生357737人。其中公办小学469所，班

数6654个，学生346522人，教职工10741人(见表)；民办小学13所，学生11215人。适龄儿

童入学率99．77％，巩固率99．78％，毕业生升学率98．27％。

2004年普宁市公办小学一览表

校 名 所 在 地 班级数 学生数 教职工数

流沙东街道：

普’j。市流沙第一小学 流沙东街道新光路 52 5387 194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小学 流沙东街道新坛村 36 2418 86

普。j‘市流沙东街道斗文小学 流沙东街道斗文村 27 1515 58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溪心小学 流沙东街道溪心村 6 233 8

普。j。市流沙东街道大林小学 流沙东街道大林社区 6 380 12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湖东小学 流沙东街道湖东村 12 678 19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华溪小学 流沙东街道华溪村 2l 1192 37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上塘小学 流沙东街道上塘村 35 1841 57

普‘j：市流沙东街道郭厝寮小学 流沙东街道郭厝寮村 13 874 20

普。j。市流沙东街道秀陇小学 流沙东街道秀陇村 12 489 17

普。j 2市流沙东街道浮江寮小学 流沙东街道浮江寮村 6 162 7

普’j。市流沙东街道北山小学 流沙东街道北山村 33 1907 47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六斗埔小学 流沙东街道六斗埔村 6 208 7

普7j。市流沙东街道人华溪小学 流沙东街道大华溪村 6 298 8

流沙南街道：

普宁市流沙第四小学 流沙南街道芳草园村 46 3776 123

普。于市流沙南街道马栅小学 流沙南街道马栅村 24 1366 34

普’P市流沙南街道泗竹埔小学 流沙南街道泗竹埔村 18 1173 41

普。j。市流沙南街道彳i泉美小学 流沙南街道石泉美村 6 317 “

普。j：市流沙南街道香员坑小学 流沙南街道香员坑村 6 91 8

普’j 2市流沙南街道里宅小学 流沙南街道里宅村 6 342 13

将。r市流沙南街道军屯小学 流沙南街道军屯村 6 268 10

普。r市流沙南街道斤坛小学 流沙南街道后坛村 12 656 24

普。j：市流沙南街道东埔小学 流沙南街道东埔村 24 137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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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j。市流沙南街道和关邻小学 流沙南街道和美邻村 6 351 11

普。j‘市流沙南街道泗竹仔小学 流沙南街道泅竹仔村 6 118 5

流沙西街道：

普。j：市流沙第二小学 流沙曲街道广南村 85 6969 230

普。j。市流沙第五小学 流沙两街道南平里 65 6111 165

普。r市流沙两街道南山小学 流沙两街道南山社区 26 1687 60

普。j。市流沙两街道赤水小学 流沙两街道赤水村 36 2700 91

普。j。市流沙砖街道赵厝寮小学 流沙两街道赵厝寮村 24 1458 60

流沙北街道：

普宁市流沙第二小学 流沙北街道侨北二路36号 55 4599 140

普宁市流沙第六小学 流沙北街道纺织品市场东 35 2925 92

普宁市流沙北街道南阔小学 流沙北街道南园村 41 2734 95

普+j。市流沙北街道白沙陇小学 流沙北街道白沙陇村 24 1579 55

将’r市流沙北街道髑陇小学 流沙北街道西陇村 23 1268 40

普宁市流沙北街道新寨小学 流沙北街道新寨村 6 306 12

普宁市流沙北街道人扬美小学 流沙北街道大扬美村 8 393 13

普’j。市流沙北街道小扬美小学 流沙北街道小扬关村 12 640 21

池尾街道：

普’j。市池尾街道山湖小学 池尾街道山湖村 32 2176 74

普宁市池尾街道合浦小学 池尾街道合浦村 8 405 14

普。j。市池尾街道上坛小学 池尾街道上坛村 6 222 9

普‘j。市池尾街道高埕小学 池尾街道高埕村 18 898 27

普宁市池尾街道长岭口小学 池尾街道K岭口村 6 211 8

普宁市池尾街道两清小学 池尾街道曲清村 6 168 8

普。j‘市池尾街道东山小学 池尾街道东山村 6 302 ll

普。j。市池尾街道新寮小学 池尾街道新寮村 24 1463 49

普。j‘市池尾街道华市小学 池尾街道华市村 24 1164 46

普宁市池尾街道钟潭小学 池尾街道钟潭村 16 792 33

普宁市池尾街道贵政山小学 池尾街道贵政山村 16 929 29

普宁市池尾街道上寮小学 池尾街道上寮村 30 2014 61

酱’j。市池尾街道塔丰小学 池尾街道塔丰村 18 880 32

普宁市池尾街道新丰小学 池尾街道新丰村 10 394 13

普。j 2市池尾街道松柏岭小学 池尾街道松柏岭村 6 306 15

普’r市池尾街道林青小学 池尾街道林青村 6 192 9

普。r市池尾街道塘边小学 池尾街道塘边村 18 974 34

普。j。市池尾街道多年山小学 池尾街道多年山村 11 478 16

普。j：市池尾街道高明小学 池尾街道高明村 1l 382 15

里湖镇：

普‘j。市里湖镇第-d,学 里湖镇老爷地 18 8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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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j’市里湖镇第一：小学 里湖镇草庵 18 1050 35

簿。j。市里湖镇第二小学 里湖镇新埔村 18 1045 36

酱‘j。市里湖镇第四小学 里湖镇新松老寨 16 77l 28

普宁市里湖镇河头小学 里湖镇河头村 16 777 32

普‘j。市里湖镇富美小学 里湖镇富美村 15 923 3l

普。j 2市里湖镇庵埔小学 里湖镇庵埔村 13 716 23

普宁市里湖镇蓬利小学 里湖镇蓬和村 12 838 21

笄‘弘市里湖镇田中小学 里湖镇田中村 9 396 15

普’j。市里湖镇冷美小学 里湖镇冷美村 32 1489 60

普。，市里湖镇和平小学 里湖镇和平村 12 782 28

普’弘市里湖镇松溪小学 里湖镇松溪村 12 603 22

普。j。市里湖镇七贤小学 里湖镇七贤村 24 1020 38

普’j 2市里湖镇竹头小学 里湖镇竹头村 16 890 28

普’于市里湖镇竹林小学 里湖镇竹林村 19 846 30

普宁市里湖镇行牌小!学 里湖镇寨洋村 14 700 27

普。j。市里湖镇麻同小学 里湖镇圆潭村 12 454 17

普。j!市里湖镇龙兴小学 里湖镇龙兴村 6 123 4

普‘弘市里湖镇橄榄脚小学 里湖镇橄榄脚村 6 82 7

普0‘市里湖镇宅营小学 里湖镇宅营村 4 30 4

}孚’j‘市里湖镇向水礤小学 里湖镇白水礤村 4 26 4

普0‘市里湖镇古岭小学 里湖镇占岭村 10 4lO 16

普。j。市里湖镇汤头小学 里湖镇汤头村 13 597 23

普’r市里湖镇二方小学 里湖镇二方村 6 9l 3

梅塘镇：

普’j‘市梅塘镇远光小学 梅塘镇远光村 23 1226 53

普。j‘市梅塘镇景光小学 梅塘镇景光村 9 444 11

普寺。市梅塘镇瓜|元I小学 梅塘镇瓜园村 6 333 11

普0‘市梅塘镇新寮小学 梅塘镇新寮村 6 199 5

普7j2市梅塘镇长美小学 梅塘镇挺美村 25 1322 52

普宁市梅塘镇内联小学 梅塘镇内联村 7 375 12

普宁市梅塘镇内光小学 梅塘镇内光村 6 321 13

普。j：市梅塘镇内丰小学 梅塘镇内丰村 12 464 14

普0‘市梅塘镇桥光小学 梅塘镇桥光村 12 629 23

簿’j。市梅塘镇新光小学 梅塘镇新光村 6 270 11

普。j：市梅塘镇双湖小学 梅塘镇双湖村 6 118 8

普‘j。市梅塘镇高埔小学 梅塘镇高埔村 12 530 23

普。弘市梅塘镇人宅小学 梅塘镇人宅村 6 377 16

普‘r市梅塘镇溪桥小学 梅塘镇溪桥村 11 432 17

普0。市梅塘镇田丰小学 梅塘镇田半村 6 3l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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