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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1一

序 言

东莞教育事业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值得书写的篇章，培养出不

少杰出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莞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

也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屡受挫折，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浩劫o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历史崭新的

一页，东莞开始走进教育的春天。但起点低、条件差。回首当年，

我们曾面对教育经费不足，危房占校舍总面积近二成，教学设备

差，教师待遇偏低，不少教师“跳槽’’等艰难局面。开学时，教师

要分头到学生家里动员学生回校上课；有的学校到上课时才发现有

的教室没有教师，经了解才知道教师已经不辞而别，只好临时找人

代课。人们曾忧虑，我们的教育何时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适应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共东莞市(县)委、东莞市(县)人民政

府坚决贯彻中共十二大关于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中共

十三大关于把科技和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四大关于把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完善东莞市(县)分

级办学，创造了“两制一包一改”，并积累了深化教育内部体制改

革的成功经验。教育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起各级政府、全市干

部、教师办学的积极性，使东莞教育的发展有了强劲的动力。根据

东莞经济发展的需要，1992年，东莞市人民政府在初中毕业生升高

中的入学率为45．2％的情况下，作出了在3年内普及高中教育这具

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现在已如期实现，并在全省率先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o 1994年，中共东莞市委决定把“科教兴市”作为东莞实

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目标的根本性战略措施来抓，在全市深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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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1995年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春节教育界新春茶话会上都要倾听教育界人士意见，并要求

导要像抓经济工作和基础设施那样抓好教育，把教育列入各

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各级领导的任期目标中。1996年起，东莞

创建教育强市的新目标，并在1999年进入实现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行列。东莞市成功地构建起基本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覆盖

全社会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艰苦努力中，“校

舍危房’’、“读书无用"、“辍学"、“脑体倒挂"、“跳槽”、“出生入

死"(指教育战线的人跳出去则生，进入和留下来的人则倒霉)等

词语不经意间逐渐在人们的言语和记忆中消失。

今天，全市中小学校舍以现代化建筑和园林化为主，大批学校

进入省、市一级学校和绿色学校行列，电脑、多媒体电教设备逐步

普及并不断更新升级，教学手段走向现代化，小学教师逐步大专

化，来莞应聘的教师排队等候考核和试用，未达本科学历者很难跻

身于东莞市的教师队伍。每万户籍人口中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学生

的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每万户籍人口中当年升大学人数位居全省先

进行列，在2003年，东莞市创下了高考入围超万人、高考录取超

万人的纪录，被录取的本专科生总数11 359人，为1980年222人的

51．17倍。东莞市在办学规模、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各方面都跨

越式地发展，这种发展速度同东莞市在经济方面发展的速度一样，

为广东省乃至国内所少见o

1979---2000年，是东莞历史辉煌的22年，是东莞市教育发展

史上的绚丽篇章o 22年中每一项成就的创造，都伴随着许多动人的

事迹；每一位学生的点滴进步，都凝聚着人民教师的心血。根据中

共东莞市委办公室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东莞市第二届新

方志编修规划与实施意见)的通知》，东莞市教育局于2003年1月

起开始编修《东莞教育志(1979---2000)}，参加编纂工作的教育工

作者共1 000多人。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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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

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1979--2000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莞教

育改革、发展，为国家培育大批人才的事实；反映全市人民在党和

政府领导下为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推进教育现代化所作的大量

工作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编纂人员不辞劳苦，焚膏继晷，呕心沥

血，深入调查采访，披阅大量文献资料，历时10个月，50万言的

《东莞教育志(1979--2000)}终于出版。面对这本记录东莞教育峥

嵘岁月的志书，我衷心感谢为它的出版辛勤努力的编纂人员，更对

创造这段历史的东莞教育工作者和全市人民表示深深敬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这段历史，可以预知一个更兴盛

的东莞教育的春天即将到来。我市进入广东省教育强市行列已为期

不远o《东莞教育志(1979----2000)))的编修和出版，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掌握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使我市早日实现普及高等教育的目

标，为东莞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1-q诗
2003年10月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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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

统记载东莞1979---2000年教育管理、各类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和教

师队伍的发展情况，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三部分组成。采用述、记、

志、图、表等综合体裁。卷首以概述统领全书；大事记以时间为顺

序，记叙全市教育大事、要事；主体为专志，共15章81节，以文

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各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立，不局限于现行

教育行政管理系统。

三、本志断限，上限为1979年，有的事物适当追溯，但人物

任职时间不追溯；下限为2000年，原则上不延伸。

四、本志的年份采用公元纪年。

五、数字使用，遵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批准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各项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和市教育局的资料

为主。

六、本志图表表体中空白表示缺资料(应有未有)，平短线

“一"表示没有数据发生或数据为零。

七、本志表格不注明供稿单位和校对单位的，均由文稿撰稿人

提供和校对。

八、本志有关人员的任职时间原则上准确到月份，个别人员由

／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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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1一

概 述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三角洲东部，素有鱼米之乡、荔枝之乡、游泳之乡、举

重之乡的美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东莞经济发展迅猛。20世纪80

年代，东莞与顺德、中山、南海被并称为广东经济发展的。四小虎”，处于省内地级市的

前列。1994年10月中共东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实施经济转型战

略。1999年，中共东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2000年，东

莞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

性对外加工基地。

东莞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1979-'-1983年，东莞教育发展的总

体水平在惠阳地区虽然处于中上位置，但有的指标还比较落后，曾出现过多项指标仅平于

或低于惠阳地区平均水平的现象，曾出现办学经费紧缺、学校危房多、教学设备缺乏、教

师待遇差、教师队伍不稳定、教师素质不能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等问题。中共东莞市(县)

委、东莞市(县)人民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十二大以来的路线、方针，保证教育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到2000年，东莞市教育多项指标在全省名列

前茅。1995年在全省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世纪末初步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

槛。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科技成为东莞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柱。

1979---1983年，全县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2％，农业战线高、

中、初级技术人员人数仅占农业人口万分之二，科技进步对工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微乎

其微。但到“九五”时期，由于“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教育为科技、经济发展提供大

批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科技进步对农业、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分别达到55％

和46．27％，教育为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一、跨越式的发展

1979年，东莞县有校舍433 960平方米，其中危房面积占校舍总面积18．75％。到

2000年，东莞市校舍面积3 373 878平方米，是1979年的7．7倍。原来的危房早已消灭，

新被鉴定为危房并准备拆建的校舍面积仅占全市校舍总面积的万分之二，有国家首批绿色

学校1所，广东省首批绿色学校15所，市首批绿色学校37所。

1979--'2000年，实验楼从无发展到85栋，实验室从7个发展到l 186个，仪器室从66

个发展到522个，仪器管理员从4人发展到689人。1979年，东莞无所谓电教，仅有的教

具是木制的圆规和三角板。2000年全市有电脑室287个、电脑15 614台、闭路电视双向系

l弋



869台、投影机5 386台、综合电教室

能室。

1979年东莞县教育设备的总投入为70万元，2000年为28 849万元，是1979年的412

倍。

1979--2000年，东莞县小学教师学历合格(中师毕业及其以上、高中毕业满20年教

龄)率从56．1％提高到99。2％，大专及其以上率从O．2％提高到43．7％；初中教师学历合

格(大专毕业及其以上)率从8．8％提高到95．8％，本科率从4．3％上升到45．2％；普通

高中教师学历合格(本科毕业)率从48．2％上升为92．5％。全市中小学教师中的中共党

员从767人增加到2 804人，共青团员从181人增加到3 200人。1979年到20世纪80年

代，初中毕业生教小学、中师和高中毕业生教初中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教师在培训后多

次参加教材教法考试(以所教的教材内容和简单的教学方法为考试内容)还无法合格。有

不少教师“跳槽”，1986--1987年自动离职的公办教师共有834人。在一些镇区中小学，

甚至在普通高中毕业班，教师“不辞而别”，学校仓促找人代课甚至被迫中断课程的现象

屡见不鲜。而到1998年以后，引进调入东莞的教师学历门槛已逐步从大专毕业升高为本

科毕业，教师已初步成为令一般人羡慕的职业。

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莞县教育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如小学毕业生有

45．3％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生有84％不能升高中。“读书无用论”对家长、学生影响较

为严重，中、小学校领导和教师要作很大努力去预防和减少辍学现象，经过中共东莞市

(县)委、东莞市(县)人民政府和全市教育工作者坚持不懈贯彻《义务教育法》，1981年

东莞县普及了小学教育，实现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1989年，成为广东省首批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级市，实现第二次跨越。在高中教育方面，东莞市1979年初中生升

高中升学率仅16％，1991年达45．2％，1992_1994年每年递增超过十个百分点以上，

1995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85．4％，成为广东省第一个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地级市。这

是第三次意义重大的跨越。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1979年东莞县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

学校升学率为6．71％，1980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7．15％，当年升大学人数为222人。1990

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为31．25％，1991n2000年，东莞高考省线入围人数、高中毕业生升

学人数和升学率连续lO年递增。2000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70．46％，每万户籍人口中

当年升大学人数33．2人，超过全省平均值1倍多。在全省地级以上市中列第二位。每万

户籍人口在校大学生145．3人，是全省平均值的1．6倍。1999年，东莞市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16．3％，2000年达20．5％，提前10年达到省和国家规定的奋斗目标。根据国际标

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达15％一59％

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从1999年开始，东莞市从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迈人大众化

阶段，这是第四次跨越。

短短22年间，从校舍以平房为主，还有不少危房，到以现代化建筑和园林化为主，

大批学校进入省、市一级学校和绿色学校行列；从教学设备以黑板、粉笔、圆规、三角板

为主到电脑、多媒体电教设备的逐步普及、闭路电视双向网络系统、数字千兆校园网等的

建设；从初中毕业生教小学、高中毕业生教初中、教师上课犯知识性错误为平常事、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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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跳槽，到小学教师大专化、未达本科学历者很难跻身于东莞市教师队伍，来莞应聘的

教师排队等候考核和试用；从有近45．3％小学毕业生不能升人初中、有84％初中毕业生

不能上高中，每万户籍人口中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人数略高于惠阳地区平均值到在

全省首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省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每万户籍人口中职业高中和普

通高中学生的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每万户籍人El中当年升大学人数位居全省前列，历史性

地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行列；东莞市在办学规模、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各方面都跨越

式地发展，这种跨越式发展的速度在广东省乃至国内都是不多见的。

二、全面、协调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东莞县“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抽调小学教师教

初中，抽调初中教师教高中等现象很普遍，在拨乱反正、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方针的过程中，东莞市以实际措施纠正这种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换取片面、难以持

续发展的现象，使东莞教育事业走上全面、协调发展的轨道。

在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在全省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同时，东莞市积极发展

幼儿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逐步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1989年全市

幼儿园56所，在园(班)幼儿42 845人。贯彻落实《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

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一系列幼教法规文件。2000年，全市幼儿园467

所，3—6岁在园幼儿111 493人，适龄幼儿人园(班)率达93．1％。2000年还成立了东莞

市幼儿教育教研室，积极开展幼儿教育科研活动，使幼儿教育稳步发展。

在发展高中教育的过程中，东莞市不断调整高中教育结构，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不断扩大职业高中的办学规模，1995年，全市职业高中发展到14所，当年招生6 622人，

在校生达13 299人，占全市高中阶段在校生的62％，提前达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

要》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发展目标。随着初中教育质量逐步提高，2000年，职业高中与

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比例调整到55：45。

东莞市坚持多形式、多渠道发展成人教育，1979年东莞县经省、地两级验收，达到

“无盲县”要求。1996年起，东莞市确定“科教兴市”战略，全市逐步建立终身学习的教

育制度。构建起以2所成人高校、4所成人中专、74个职工教育培训基地、32所镇区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的开放的覆盖全市的成人教育体系。2000年，全市有职工57 096人

参加培训，占全市职工总人数的67．01％。全年农民参加学习培训有700 254人次。2000

年全市成人教育社会力量办的培训中心共有256个，有46 951人参加学习。当年参加成人

高考的人数有10 868人，被录取的有6 663人，占考生数的61．3％。199卜2000年五年共
有14 228人被录取人成人高等院校。在自学考试方面，国家开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初期

的1985年，全市全年参加自学考试只有1 916人次。到2000年，全市参加自学考试人数

达40 684人次，是1985年的21．2倍。1984--2000年，全市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

本、专科毕业学历的共有2 380人。直至1987年，东莞市仅有一所成人高等教育学校——

东莞市广播电视大学。1987年6月9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成立东莞理工学院筹

建委员会的通知》。1987年7月3日举行东莞理工学院奠基仪式，1988年5月1日正式动

工。1990年1月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筹办并开设代培班。1991年7月国家教委批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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