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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县教育志》是泗县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泗县教育事业的第一部专业

志，也是泗县教育建设的信息总库。
。|

r。，， r

教育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是服务并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方面的一项基础建设工程。它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遵循本身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以

德，智、体诸方面教育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我们编纂这部教育志的目的，是要继承，

发扬和运用祖国“盛世修志一这一文化优良传统，全面真实地记述泗县在这一基础建

设工程方面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反映和掌握教育这个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

以便为进一步改革和建设泗县的教育，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为研究、探讨各项教

育科学理论和各种教育专业史料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佐证，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是要把泗县教育建设中

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精神财富挖掘、整理和编纂出来，让它永传后世，造福

子孙，泽披乡里。 ‘7

编纂《泗县教育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中国共产觉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在编纂工作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贝Ⅱ。在批判地继承旧志的传统编修理论的基础

上，用新的观点、方法和材料来编修新的志书。切实注意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力求突出时代性、地方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在资料工作上，力图去伪存真，去粗

取精，翔实可信，典型、概括而有力。在编写过程中，严格遵守“不虚美黟、‘‘不掩

过一，既秉笔直书，又注意分寸，表述得当的原则。志书中一切称谓均沿用通称，不

加政治性定语，对人物一律直书姓名，一般不加褒贬之词，寓议论干叙事之中。

《泗县教育志》的时限，上起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标志教育体制基本变革的1903年

(光绪二十九年)，下迄新中国成立35周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的1984年，上下82年，包括逊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历经封建

教育的延续和没落，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兴起和推广，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强制推行．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兴创，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复杂，变化性大。我们本

着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将全书划分为概述，大事记、教育行政机构、科举制

度，学宫，书院、义学、私垫、学堂、各级各类学校、业余教育，政治思想工作、学校

党团组织、体育卫生工作、教研工作、勤工俭学、教师队伍．教育经费，人物传略、

学校选介、教育文献法规选辑21个部分’共19章56节(有的章未分节，以一节计)，

约35万字，以近3万字溯清末科举之制，以8万多字追民国教育之史，而以总字数68．5％



字详建国以来教育之实，力争做到详略得当，详而不乱，略而不遗，既能反

泗县教育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脉络，又能突出建国以实泗县教育发展改革的方方

县教育志》的编纂，采取横向排比，纵向记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以横为

结合的方法。全书以概述为纲，总括泗县教育的全貌，以大事记为络，条陈泗

大端，以专项分述为纬，铺陈各项事物的始末，以章、节、目为结构形式，

用章与章、节与节、目与目这种不相隶属的并列关系来横排项目，用章与节，节与目这

种上下有序的统辖关系来纵述事实。在体裁上熔编年，记传、记事本末三体于一炉，做

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汇为一志。

《泗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在中共泗县委员会、泗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泗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雨省，地教育志办公室的指导下，自1983年4月建立领导组织和编

写班子正式开展工作之日起，到1986年。月完成编纂任务印刷成书之时止，历时两年

零11个月。存此期间，我们首先发动群众，上下结合，广拓资料征集途径，先后走而了

地方知情人士和在泗县工作过的老教师，老教干，查阅了安徽省委栏案馆、省图书馆，

省文史馆、安庆图书馆、南京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江苏省图书馆，五河县档案局、泗 、

县栏案局、泗县财政局拦案室等9个单位储存的有关资料，征集到的资料约125万字。

然后分门别类，一一整理，鉴别选择，据以编纂成文，三易共稿，始定稿付印。尽管我 ；二

们在编纂态度上严肃认真，工作上周密细致，但以所记事物，有的因年深日久，时过境 f

迁，知情者多物故，事已湮没，有的经历兵火匪患和十年浩劫，征集工作难度大，收获

小，加上我们鉴选工作能力有限，修志经验不足，所用资料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殷

切希望读者给予指出，留待他年续编者补正之。

《泗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5年12月 日



凡 例

志首列概述、大事记，从纵横两个方面来反映泗县教育事业的梗概。大事记

育行政机构的设置与演变，重点学校的创建与停办，重要会议和活动，重大

和事件，重大自然灾害对教育事业的影响等。

志中的慨述、大事记都不属于教育工作的单项横断面，故不编章节，而把它

志类目的排列计分章，节，目，子目四个级层，章与章、节与节，目与目，

之间是曦的不相隶属的并列关系，用以横剖断面，而章与节，节与目、目与

是纵的统辖关系，层层相因，级级相辖，用以纵述史实。

四、本志中有些内容须加说明的，一般在行文后加“附注纾，引文，术语及专用名

词等，一般在文中加“夹注黟。

五、本志中所有年月数码，一般使用公历，以阿拉伯字码标记，习惯上沿用的旧历

或年号，仍按习惯写法，不予变更，但都加注公厉。

六，本志中标记事业发展和经费收支状况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码，百分比一律

用％。但引用资料的部分’仍依原用数码不变。

七、对。大跃进一， “反右派斗争一、 “文化大革命斗等政治运动，均不单立章节

编写，只把这些运动对教育事业的作用与影响，贯串在志书的各个类目中简述存实．

八、本志记述事物的区域范围，原则上限于泗县的现有疆域，但对解放后划归他县

管辖之泗县原属疆域内的主要教育事物，亦略述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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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七·1965—1966学争初耕读小学概况统计表⋯⋯⋯⋯⋯⋯⋯．．．(156) J

附八l 1965孽春季小学统计表⋯m⋯⋯I$$$11 015 0$1⋯⋯⋯m·叩⋯m(157)

附九I 1984—1985学年初小学概况统计表⋯⋯⋯⋯⋯一⋯一⋯⋯(157)

附十I教育局《．984一1985筝度第一学期工作计划》(要点)⋯_(158)～⋯一

附十一l 1949—1984年泗县小学概况统计表⋯⋯⋯⋯⋯⋯⋯⋯⋯(159)

附十二t建国后泗县小学校数历年发展情况比较图⋯⋯⋯⋯⋯⋯(162) ”

附十三·建国后泗县小学学生数历年增长情况比较图⋯⋯⋯⋯⋯(163)

普通中学教育⋯⋯⋯⋯⋯⋯⋯⋯⋯⋯⋯⋯⋯⋯⋯⋯⋯⋯⋯．．，⋯⋯(164) ：

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几所中学⋯⋯⋯⋯⋯⋯⋯⋯⋯⋯⋯⋯⋯⋯．．．一(164) 《

(一)，学校略述$$D005IPBl519 085 OillllHI⋯I$$10e 551⋯⋯⋯⋯⋯⋯⋯⋯⋯(164)

泗县县立初级中学校⋯⋯⋯⋯⋯⋯⋯⋯⋯⋯⋯⋯⋯⋯⋯⋯⋯(164)

安徽省立第五临时中学⋯⋯⋯⋯⋯⋯⋯⋯⋯m⋯⋯。⋯⋯⋯⋯(164)

安徽省立泗县中学⋯⋯⋯⋯⋯⋯⋯⋯⋯⋯⋯⋯⋯·⋯⋯⋯⋯”(165)

(二)，课程设置⋯⋯⋯⋯⋯⋯⋯⋯⋯⋯⋯⋯⋯⋯⋯⋯⋯m⋯⋯(165)

汪伪政府设置的泗县县立初级中学校⋯⋯⋯⋯m⋯⋯⋯”⋯⋯⋯·(168)

解放区的两所新型学校⋯⋯·”⋯⋯⋯m⋯⋯⋯⋯⋯⋯⋯⋯．．．⋯⋯(169)

淮北中学···⋯⋯···”·”··””··········”·”····”·······”···⋯·············(169)

雪枫中学⋯⋯⋯⋯⋯⋯⋯·⋯⋯⋯⋯⋯⋯⋯⋯⋯⋯⋯⋯⋯⋯⋯⋯”(169)

附：民国时期泗县普通中学设置演变状况表⋯⋯⋯⋯⋯⋯⋯(1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普通中学教育⋯⋯⋯⋯⋯⋯⋯⋯⋯⋯⋯(174)
‘

(一)，培养目标⋯⋯⋯⋯”⋯⋯⋯⋯⋯⋯⋯⋯⋯⋯⋯⋯⋯⋯⋯·(174) 。

(=)，发展概况一⋯m⋯⋯⋯⋯⋯⋯⋯105 050 505·oo⋯⋯⋯⋯⋯·一(175)

附一·1949—1984年泗县普通中学发展概况统计表⋯⋯⋯⋯(177)

附二。泗县小学拊设初中班设置变化情况统计表⋯⋯m一⋯(180)

附三t建国以来泗县普通中学教育成果统计表⋯⋯⋯．．．⋯⋯(181)

附四l 1984年泗县普通中学概况一览表一⋯⋯⋯⋯⋯⋯⋯⋯(184)

(三)，课程设置⋯⋯⋯⋯⋯⋯⋯⋯⋯⋯⋯⋯⋯⋯⋯⋯000505 500 000(193)

。附一l 1950年普通q学暂行教学计划表⋯⋯⋯⋯⋯⋯⋯⋯⋯(197)

附=·1953"年普通中学教学计划表一m⋯m⋯⋯⋯⋯⋯⋯．．．(198)

‘i；{寸三l 1958--1959学年度普通中学教学计划表⋯⋯⋯．．．⋯⋯(200)

m四l 1963年：．1颁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中学部

分)⋯·”······”·······”⋯·······⋯⋯·“．．．．．．”····””·····(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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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中学部

分)”····-·········”··”·“···”·····”·················”·”····-··(202)

附六。(一)、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一一(203)

(二)、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一一(204)

．_ (三)，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一一(205)

(四)、学校管理⋯⋯⋯⋯⋯·”⋯⋯m一⋯⋯⋯⋯⋯·⋯⋯⋯⋯⋯⋯⋯”(206)

1，行政管理．．．⋯⋯⋯⋯⋯⋯．．．⋯⋯⋯⋯⋯一一⋯⋯⋯⋯⋯”·(206)

2，教学管理⋯m⋯·“⋯⋯⋯⋯⋯⋯⋯一⋯⋯⋯⋯⋯⋯⋯⋯一(206)

附一·泗县普通中学行政管理示意图⋯⋯⋯OOO ooo Coo oo*oOO Ooo【208)

附二·泗县中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m⋯．．．(209)

第六节职业技术学校⋯m⋯⋯⋯⋯⋯⋯一⋯⋯⋯⋯m一⋯⋯⋯⋯一⋯一(211)

。一，师范学校⋯⋯⋯⋯m⋯⋯⋯⋯⋯⋯⋯⋯⋯⋯⋯⋯⋯⋯⋯⋯⋯⋯一(212)

(一)，泗县早期的几所师范学校⋯⋯⋯⋯⋯⋯⋯000 oe*⋯⋯⋯·一(212)

1、师范传习所一⋯⋯⋯⋯⋯⋯⋯⋯⋯⋯⋯⋯m⋯⋯⋯⋯⋯(212)

2，甲种师范讲习所⋯⋯⋯一⋯⋯⋯⋯⋯⋯⋯⋯⋯⋯⋯⋯m(212)

，， ， 附一·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标准表*co oeo ooo oeoool*oo⋯”一(213)

I；l；|=·，，∥扩，=F∥一，矿，，·············中·········(214)

附三8，=，，，一Jr，一∥一，，⋯m⋯m一⋯Ⅲm(215)

I驸四l ，，一∥舻二，∥，矿y 扩 ，························(216)

8，泗县县立中学附设乡村师范班⋯⋯⋯⋯⋯⋯⋯⋯⋯⋯⋯(216)

4，泗县县立义务教育师资养成所⋯⋯⋯⋯⋯⋯一⋯⋯⋯⋯(217)

附8二年制课程标准表⋯⋯⋯⋯⋯⋯⋯⋯⋯⋯⋯⋯⋯⋯(218)

5、泗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一⋯⋯⋯一⋯⋯⋯一⋯⋯一⋯⋯(218)

附一·民国三十六年(1947)4k月泗县简易师范概况表mm(219)

附二·民国三十五筝(1946)《安徽省战后教育计姗大

纲》(摘要)000 O@O@OfOD@⋯一⋯⋯⋯⋯⋯⋯⋯m⋯(219)

，(二)，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淮北师范学校⋯⋯⋯⋯．．．⋯⋯⋯m(219)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泗县师范学校⋯⋯⋯⋯⋯⋯⋯(221)

附一·三年制初级师范教学计划表(1957．6修正)⋯⋯⋯⋯(229)

， 附=·三年制小学教师轮训班教学计划表(1967．6)m⋯(224)

附三。三年制师范学校教学计划表⋯．．．⋯⋯⋯⋯⋯⋯⋯m⋯(225)

附四·安徽省二年制师范(民师班)教学计划表⋯⋯⋯，．．⋯(226)

附五8泗县师范学校概况一览表⋯⋯一⋯一⋯⋯m⋯⋯⋯m(227)

， 刚六t泗县师范毕业生统计表⋯⋯⋯一⋯·”⋯mmm⋯⋯⋯(230)

．二，民国时期的皖北泗县法政讲习所⋯⋯⋯⋯一⋯⋯⋯一⋯⋯⋯⋯⋯(231)

， 三，农业技术学校⋯⋯⋯⋯⋯⋯m一一一一mm⋯⋯m⋯m⋯。⋯．．．(231)

(一)，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第六区高级农林实验学校⋯一⋯⋯⋯(231)

．}g



C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业技术学校⋯⋯⋯⋯⋯⋯⋯(232)

．．，。l，农业中学．．．⋯m⋯⋯⋯m⋯⋯⋯⋯⋯⋯⋯⋯⋯⋯⋯⋯⋯(232)
·． ①，农业中学发展概况⋯⋯．．．⋯⋯⋯⋯⋯一⋯⋯⋯⋯⋯(232)

·-’②农业中学简介⋯⋯⋯⋯⋯一⋯⋯一⋯．．．m⋯⋯⋯⋯⋯(233)
’

1霸王初级农校⋯⋯⋯⋯⋯⋯．．．⋯⋯⋯⋯⋯·⋯⋯⋯”(233)

一’ 汴光农业中学⋯．．．⋯⋯QO@O$@@@e@D qP q*lO⋯⋯⋯⋯⋯a06 QQ$(234)

泗县农业高级中学⋯⋯⋯⋯⋯⋯⋯⋯⋯⋯一⋯⋯⋯(235)

2．泗县洋城湖农业技术学校．．．⋯⋯⋯⋯⋯⋯⋯一⋯⋯⋯⋯(235)

一 附I 1965—1966学年初泗县洋城湖农业技术学校概况一览

表”········””·”·“·””········”·····””··”·”⋯·⋯⋯”(236)

8，泗县农业干部学校⋯⋯⋯⋯⋯⋯⋯⋯⋯⋯⋯⋯⋯⋯⋯⋯(236)

重，泗县农机培训班⋯⋯⋯⋯⋯⋯⋯⋯⋯⋯000 09·QOO@00 000 O@0 000(237)
⋯

附·农机培训班历年培训农机人员统计表⋯⋯⋯⋯⋯⋯(237)

5，泗县畜牧兽医训练班⋯⋯⋯⋯⋯⋯⋯⋯⋯⋯⋯⋯⋯⋯⋯(238)

：一一 附t泗县农业中学概况统计表⋯⋯⋯⋯一⋯m⋯m⋯⋯(239)

，一四，医药卫生学校⋯⋯⋯⋯⋯⋯．．．⋯⋯⋯⋯⋯⋯⋯⋯⋯⋯⋯⋯⋯⋯⋯(241)
j 7．)⋯⋯⋯(一)、泗县卫生干部进修学校⋯⋯⋯⋯⋯⋯⋯⋯⋯⋯⋯⋯⋯⋯(241)

c-一，⋯⋯ (二)i泗县药材技术学校⋯⋯⋯⋯⋯⋯．．．⋯．．．⋯⋯⋯⋯⋯一⋯(242)

(‘第七节z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所大学⋯⋯⋯⋯⋯⋯⋯⋯000 gore OOe 000 Qem QOO(242)

‘。-一，泗县五·七大学⋯⋯m⋯⋯⋯．．．⋯⋯⋯：“000 eoo⋯⋯⋯⋯⋯000 400@OO(242)

(、。 ⋯’‘附—l 1977学年度五·七大学基本情况统计表⋯⋯⋯⋯⋯⋯⋯⋯(244)
．： 。一附二l 1978学年度五·七大学基本情况综合表⋯⋯⋯⋯⋯@Q@OU@000(245)

，·‘：i泗县七·二一工人大学⋯⋯@@@000i$(p OIO⋯⋯aDO 000@0@⋯Idll OOO@000DD OOG*001'(245)

(’第八节泗县教师进修学校⋯⋯⋯⋯⋯⋯⋯⋯⋯⋯⋯⋯⋯⋯⋯⋯⋯⋯⋯⋯(246)

第九章业余教育⋯⋯⋯一⋯一m．．．⋯⋯⋯⋯⋯⋯⋯⋯一．．．⋯·⋯⋯⋯⋯⋯⋯”(248)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泗县民众教育⋯⋯⋯⋯⋯⋯⋯⋯⋯⋯⋯⋯⋯⋯⋯⋯⋯(248)

、“⋯)附·民众学校教学科目及每周时数表⋯⋯m⋯⋯⋯⋯⋯⋯⋯⋯⋯⋯⋯(251)

?第=节抗El民主政权下的农民识字教育Q$$qllq—u gqlq$$UP!*$$D$1q*@．．．⋯⋯⋯⋯⋯⋯·(251)

第三节建国后的工农业余教育一⋯⋯⋯⋯⋯⋯·一⋯⋯⋯⋯⋯⋯⋯⋯⋯m(252)

i ．，．—、领导机构的设置演变·⋯．．．⋯⋯⋯⋯⋯⋯⋯⋯”Q@$9 415 OOO@aO OaO OOoq**"*on(252)

一 ，二i农民业余教育@09@OO@Oi*Oel*OO@000⋯⋯⋯⋯⋯”⋯⋯⋯⋯⋯⋯⋯⋯⋯⋯·(253)

( ，⋯ 附一·1976N1984年泗县农民业余教育概况一览表⋯⋯⋯⋯⋯⋯(273)

，．⋯附=-1951年冬《沱东区冬学总结(摘要善)》⋯⋯⋯⋯·⋯⋯⋯”(274)

( 附三·中共泗县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四年冬学工作指示》⋯⋯⋯(275)

7． 附四·1979年泗县佃户庄大队组织群众开展扫盲的调查⋯⋯⋯⋯(276)

，三、市民业余教育⋯⋯⋯⋯⋯⋯⋯⋯⋯⋯⋯⋯⋯．．．一⋯⋯⋯⋯⋯n“”(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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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工业余教育⋯⋯．．．⋯⋯“”⋯⋯⋯””⋯“．．．⋯⋯⋯．．．⋯⋯．．．⋯”(280)

第四节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IDIQ QIO$OO．．．⋯．．．⋯⋯(282)

第五节泗县脱产干部速成识字班⋯⋯⋯⋯⋯⋯⋯·⋯⋯⋯⋯⋯⋯“I$$gO$$QO(285)

第六节函授师范学校泗县分校⋯⋯⋯⋯⋯⋯⋯⋯⋯⋯⋯⋯⋯一000 OOO 000 OOO(286)

第七节安徽省广播电视大学泗县教学点⋯⋯⋯⋯⋯⋯⋯⋯⋯⋯⋯⋯⋯”·(287)

第八节泗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m·⋯“(288)

第十章政治思想教育工作⋯m⋯⋯001 000一⋯⋯一·Qoo oeo eeo ooe⋯⋯⋯⋯．．．⋯⋯⋯(292)

附一t民国时期初等小学修身教授要目(草案)⋯⋯⋯m⋯m⋯⋯⋯·⋯”(298)

附二·1954年初中毕业生出路情况调查表⋯⋯⋯⋯⋯⋯⋯⋯⋯$oooo$$o·⋯⋯(298)

附三l 1954年高小毕业生一r扩一，，，⋯⋯⋯”⋯⋯⋯⋯⋯⋯””⋯⋯”·(299)

附四：1957年泗县初中、高小毕业生安排情况统计表⋯⋯⋯⋯⋯⋯⋯⋯⋯(300)

附五·中共泗县委员会《关于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与认真做好中、小学毕

业生升学就业指导工作的指示(要点)》⋯⋯⋯⋯⋯⋯⋯⋯⋯⋯⋯(300)

附六t城关镇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孙成蕾参加“学习张海迪演讲比赛"讲

稿。·”····一··”·”··”···················一··”·”·⋯⋯”·”·····⋯⋯·”⋯·”·(301)

附七t教育部、共青团中央颁布的“三好学生"条件⋯⋯⋯⋯⋯·⋯⋯⋯”(302)

附八t泗城小学实施《小学生守则》计划(要点)⋯⋯⋯⋯⋯⋯⋯⋯⋯⋯(302)

附九·泗县纲周小学关于指导毕业生工作计划(要点)$oo B$o⋯⋯⋯⋯⋯⋯(304)

第十一章学校中党团组织和教育团体⋯⋯⋯⋯⋯．．．⋯⋯⋯⋯⋯⋯⋯⋯·⋯⋯“(307)

第一节国民党学校的童子军⋯⋯m⋯⋯⋯⋯”⋯⋯⋯⋯⋯⋯⋯⋯⋯⋯⋯·(307)

r第二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团儿童组织⋯⋯⋯⋯⋯⋯⋯⋯⋯⋯⋯⋯⋯(308)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组织在学校中的活动⋯⋯⋯⋯⋯⋯⋯⋯一⋯⋯⋯(308)

二、建国后党组织在学校中的建立与发展⋯⋯⋯⋯⋯⋯⋯⋯⋯⋯⋯⋯(308)

附一l 197卜1984年泗县教育系统中国共产党组织情况一览表⋯⋯(310)
附二t 1984争泗县教育系统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名单⋯⋯⋯⋯(311)

三，团组织在学校中的活动⋯⋯⋯⋯⋯⋯⋯⋯⋯⋯⋯⋯⋯⋯⋯⋯⋯⋯(311)

四，少儿组织在学校中的活动⋯⋯⋯⋯⋯⋯⋯⋯⋯⋯⋯⋯⋯·⋯⋯⋯”(313)

(一)、解放区学校的儿童团组织⋯⋯⋯⋯⋯⋯⋯⋯⋯O$O O@0100

DQ$(313)

(二)，建国后的少年儿童组织⋯⋯m⋯QSDQO$Qtm一⋯⋯⋯⋯⋯⋯(313)

附一·1974车-泗县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情况统计表⋯⋯⋯⋯(314)

附二t泗县教育系统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历年情况一览表⋯⋯(315)

附三l 1954--1984年泗县中，小学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情况一

览表·⋯·····⋯··⋯t·····················”·⋯”···”””·⋯”·(316)

‘附四-1957年泗县中小学少年先锋队大队总辅导员名单⋯⋯(318)

附五l 1974年泗县红小兵组织情况统计表．．．⋯⋯⋯⋯⋯⋯⋯(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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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学生团体⋯⋯⋯⋯·⋯⋯．．．⋯⋯⋯⋯“⋯”⋯⋯一m⋯一m⋯⋯．．．(321)
附一，民国时期的中等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322)

．，附二t民国时期中等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系统图⋯⋯一⋯⋯⋯⋯m⋯(323)

。附三t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等学校学生会组织条例⋯⋯⋯一一(323)
‘

一附四t中华人民共；f『3国成立后的中等学校学生会组织系统图⋯⋯一⋯(325)

。第四节教育工会⋯⋯⋯⋯⋯”⋯⋯⋯⋯⋯．．．⋯⋯⋯⋯⋯⋯⋯⋯”⋯⋯⋯”(326)

第十=章教学研究工纷⋯m⋯⋯⋯⋯⋯⋯⋯⋯．．．一⋯m⋯⋯一⋯⋯⋯⋯⋯一(327)
一

第一节教研组织⋯⋯⋯⋯⋯一⋯⋯⋯⋯⋯．．．⋯⋯⋯⋯⋯⋯⋯⋯⋯⋯⋯⋯(327)

第二节教研内容m⋯⋯⋯⋯m⋯⋯⋯⋯⋯⋯⋯⋯⋯⋯⋯⋯⋯”⋯⋯⋯⋯·(328)

笫三节活动形式⋯⋯⋯⋯⋯⋯⋯⋯⋯⋯⋯⋯⋯m⋯⋯⋯⋯⋯gB4100⋯⋯⋯(330)

第四节研究成果⋯⋯⋯⋯⋯⋯⋯⋯⋯⋯⋯⋯⋯⋯⋯一⋯⋯⋯mOO QQB％ee000096(332)

附一。泗县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业务教学研究组的通知》⋯m⋯．．．⋯(332)

一附二t第一次业务教学研究会议记录⋯m一⋯⋯⋯⋯⋯⋯⋯⋯⋯⋯⋯(333)

附三t泗县人民委员会教育科教研室一九五六年九月制定的工作计划

J．。··一 (摘要)·“······⋯··········“”······”·····⋯····””····”····”””⋯(333)

r刚四·1963年7月泗县文教局《关于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意见(摘

，。、 ·要)》···”······················”··”···⋯····一·””···················”·(335)

附五·1973年红旗公社红旗小学一、三年级复式班语文教案(课例)⋯⋯(338)

附六t泗县教育局转发的《屏山公社小学早，午、晚班办学计划(试行

草案)势⋯⋯⋯⋯⋯．．．⋯⋯⋯⋯⋯⋯⋯⋯⋯⋯⋯⋯⋯⋯一⋯⋯(342)

附七：安徽省教育厅发布的各级教学研究室工作条例(1984．12．21)m⋯(344)

附八t泗县教师第一期语训班班委会全体同志照片⋯⋯一m⋯⋯⋯m(345)

第十三章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一⋯⋯⋯⋯⋯m(346)

第一节体育⋯⋯⋯⋯⋯⋯⋯⋯⋯⋯⋯⋯⋯m⋯⋯⋯⋯⋯⋯⋯⋯⋯⋯⋯m(346)

一、工作概况⋯⋯⋯⋯⋯⋯⋯⋯⋯⋯⋯⋯⋯⋯⋯⋯⋯⋯一⋯⋯⋯一⋯(346)

二、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一⋯⋯⋯⋯⋯⋯⋯⋯⋯⋯⋯⋯⋯⋯(347)

附一·安徽省教育厅1980年9月<‘中小学体育教师体育教学常规

(征求意见稿)洚⋯⋯⋯⋯⋯⋯⋯⋯⋯·⋯⋯⋯⋯⋯⋯⋯”(349)

附=-安徽省教育厅1980年9月《中小学学生上体育课课堂常
一 规(征求意见稿)》⋯⋯⋯⋯⋯⋯⋯⋯⋯⋯一⋯⋯⋯⋯．．．(350)

： 附三：泗县城关一小体育器材轮流使用表⋯⋯⋯⋯⋯⋯⋯⋯m⋯(351)

刚四t泗县城关一小课外活动表⋯⋯⋯m⋯⋯⋯⋯⋯⋯⋯⋯⋯”·(352)
、

附五：泗县城关一小达标人数统计表⋯⋯⋯⋯一⋯一⋯一⋯⋯“。(352)

附六-泗县中学达标情况统计表⋯⋯⋯⋯m⋯·⋯⋯⋯⋯⋯⋯⋯”(353)

‘三、体育设备⋯⋯⋯”⋯⋯⋯⋯⋯⋯⋯⋯⋯⋯⋯⋯⋯⋯⋯⋯”⋯⋯⋯”(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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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余体校⋯⋯i⋯．．．⋯一⋯⋯．．．．．一．．-．．．．．．．．t⋯“⋯”“⋯．．．”一一m(354)
五，体育竞赛⋯⋯⋯⋯⋯⋯⋯⋯⋯⋯⋯⋯⋯⋯⋯⋯⋯⋯⋯⋯⋯⋯⋯⋯(354)

第二节卫生一．．．⋯⋯⋯⋯⋯⋯⋯·t：⋯m⋯⋯⋯⋯⋯⋯r：⋯⋯⋯⋯⋯⋯⋯·(366)

附一t泗县革命委员会教育局、卫生局《关于加强学校卫生工作的通

知》⋯⋯⋯···⋯”⋯·⋯···⋯⋯⋯⋯”⋯·⋯⋯⋯“·”··，一⋯⋯···(367)

附=。教育部1979年4月《关于在学校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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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泗县地处皖东北边缘，清末为直隶州治，民国时期是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

所在地。旧时疆域辽阔，统管今之泗县全部、泗洪大部和洪泽、五河各一部辖区。社会人

文，与某些邻县相较，原本居于领先地位。抗日期间，因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

地，故又具有坚持抗敌斗争的光荣史迹。这是泗县特点的一个方面。特点的另一个方

面，则是地理环境偏辟，往El交通闭塞，新文化，新事物的输入较他县为慢，加上民国

肇造后的30多年间，先后遭受过兵火匪乱和水旱灾害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掠夺

与奴役，解放战争中拉据式的战斗烽火的销铄，以致形成疮痍满目，民穷财困，经济基

础薄弱，教育事业渐趋落后的局面。据资料统计，泗县自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最后

结束科举制度，次年兴办学堂之时起，至1910年(清宣统二年)止，5年内，共办有中

学堂1所，63名学生，师范传习所1所，14名学生，高等小学堂1所，80名学生，两等

小学堂1所，2 4名学生，初等小学堂6所，117名学生。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

命事起，学堂全部停办。民国初期，教育事业有所恢复和发展。据《泗县乡土教材》记

载· “民国八年，有师范一，女小一，简小一，高小十三，初小五十四’’1921年(民国

十年)起，匪患兵祸频仍，不少学校时办时停，教育一度衰落。迨至地方秩序较为稳定

的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始渐告中兴·全县计有中学1所，165名学生，小学58所，

4096名学生I农林学校1所，80多名学生(设实验，讲习各一班)。抗日战争中，共产

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办有淮北中学1所，抗日小学66所，5586名学生，(小学是泗

县现有区域内的统计数字)，国民党政府办有第五临时中学1所，313名学生，小学3 2

所，2369名学生，汪伪政府办有初中1所，近200名学生，·公私立小学16所，1548名学生。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国民党占据泗县期间，设立中学两所，学生约400人，小学134

所，学生9471人。但其中1所中学，只办两月，即迁往外地，其余135所中，小学校，

也于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泗县解放时全部停办．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国家政权性质的根本改变，引起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

度的彻底变革，由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加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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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它的领导，35年来，泗县的教育事业，尽霄在其建设过程中，因为阶段性自然灾

密和国家工作上失误的影响，曾碰到许多困难，走过不少弯路，但总的趋势还是不断

发展、不断提高的。截至1984年止，幼儿教育发展到幼儿园11所、独立的幼儿班184处，

入园幼)L5261人，填补了解放前泗县幼教事业的空白。小学发展到517所，学生101052人，

入学率为89．2％，校和学生数分别是解放前泗县小学教育发展最高年分一1947年的近
4倍和近11倍，中学发展型57所，学生22617人(高，初中合计)，校和学生数，较

之1947年，分别增长了27．5倍和55．5倍以上(这些增长倍数，还是把现已划归泗洪、洪

泽、五河等县管辖地区之原有学校包括在内来进行比较的，如减去这些学校，其比值还

要增大得多)，它们共培养了高中毕业生14194人，初初中毕业生63130人，高中毕业生

中，有904人升入了高等学校，708人进入了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培养了中、初师毕

业生1644人，并代地区妇黟培训了幼教师资50人。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培养了医务人员

1059人。畜牧兽医班培训了中兽医144人。他如农机训练班、农业中学、农业技校、农业

干校等也都培养了很多有用人材。在业余教育方面，据现有资料统计，1952一一1957年

和1977一一1984年这14年间，通过冬学，民校，识字班学习，共有职=I=、农民26331人

达到了脱盲标准。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全县教职工已出1949年的90多人，发展N4730

人，教师素质也大大提高了，由1949年之90多人中占有塾师40％的落后状况，改变为专

任教师4143人中拥有高校本科毕业及以上的94人，高校专科毕业及本、专科肄业两年以

上的144人，高校本、专科肄业未满两年的10人，中专、高中毕业及以上的2309人，中

专、高中毕业及以下的19人，中专，高中肄业及初师、初中毕业的1379人，初师，初

岳肄业及以下的188人。

(三)

泗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概括起来，可分五个阶段-

一，1949一一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是泗县教育边恢复、边改革、边发展阶

段。根据党所提出的“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革"的方针，首先，恢复

和改建了“泗县县立初级中学’’、“泗县中正小学”等旧有学校34所，并且领导他们进

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和两个方面的坚持。三个方面的改革是t改革教育内容，要求从根

本上改变教育性质，改造教师思想，使之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进教学工作，

禁止体罚学生，要求改变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树立教学管理上的民主风气。两个方面的

坚持是： “坚持学校向工农开门，优先录取工农子女入学，并且放宽其入学年龄，对他

们家庭经济有困难的，给予减免学杂费和评发人民助学金，要求逐步改变工农子弟在学

校中所占比例严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在暴雨成灾的1949，1950年，坚持教学与生产救

灾相结合，采取轮班数学、分散教学、湖坡教学等多种形式，解决教学与生产的矛盾，

从而保存了学校，巩固了学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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