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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编史修志，意在认识过去?总结现

在，展望未来，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社会基础工程，是很光荣的任

务。 《雅安市教育志》的出版，为雅安市历史宝库增添了一份重要的

史料，为雅安市的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

鉴。

根据史料记载，雅安地方素有“敬教劝学”的传统。 “置学产，

建书院，兴义学，设考棚，科举化官，绵绵继继”。这对传播知识、

增进文明有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在民主革命过程中，雅安教育界不少

仁人志士、进步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努力奋斗，在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制

约，雅安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种种阻碍，举步维艰。

新中国的诞生，翻开了雅安教育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人民政府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逐步对旧的教育制

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造。三十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领导和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

大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通劳动者遍于全市千家万户、各条战

线。同时，还向国家输送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政治、经济、军事、

科学、文艺的专业人才遍迹祖国的四面八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实现了

历史性的伟大转变，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全面发展时期。全市通过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师资培

训，改善办学条件，调整教育结构，普及初等教育，加强成人教育，

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市的教育体系逐步配套完善，全社会尊师

重教的良好风气已经逐渐形成。

《雅安市教育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编纂的第一部教育专业志，它

记述了自辛亥革命至今近八十年间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史实。全书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秉笔

直书的原则，采用横排竖写、寓评于述的写法，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有机结合，做到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详今略古、特点突

出、文笔流畅，体现时代精神，具有地方特色。

《雅安市教育志》的出版，是雅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市教育

局的有关同志几度春秋，奋力笔耕，字斟句酌，数易其稿，艰苦创

业，众手成志的精神，难能可贵。借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挚的敬意，

并乐于为之序。

雅安市志编委员会副主任

雅安市副市长 熊宝善

一九八九年九月、一九八九年九月、



凡例

1、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吏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

古的原则；客观反映本市近百年的教育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期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

的。

2、本志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述而不论。

3、本志采取语体文记述。文字使用、引用史籍，一律按规范简

化字并加以标点，名词、术语一般使用全称。除引文和少数表述语中

的数字用汉字表述外，文中所涉及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4、时间断限：上自公元1911年，下迄公元1985年，j视其资料情

况略有上溯或下延。鉴于1984年至1986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验收，

本市提前一年基本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为本市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故略作记载。

5、历史纪年，1950年以前，沿用历史习惯称谓，在括号内加注

公元纪年。由于本市解放的实际时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不

一，故引文中所涉及“建国后"之词均意指1950年2月以后。

6、《大事记》分时期，按年代记录大事、要事、首事，一般不

叙述事情的始末。

7、引文中涉及到的人物一般直书姓名，不在姓名前后加褒贬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词；地名均沿用当时称谓，涉及旧地名的，则在其后加以括号注明今

名。

8、不适应编入正文章节，但有存史价值的资料，经整理按年代

顺序编入附录存查。



概 述

随着清末新学的逐渐兴起，光绪三十一年(1905)，雅州知府武瀛创办的雅州府中学堂

以及光绪三十二年(1906)雅安知县陈展创办的雅安高等小学校，翻开了雅安近代教育的扉

页。民国三十三年(1944)相继创办的西康省立雅安中学、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省立女子中

学和省立雅安小学等各级各类学校促进了雅安教育的发展。全县有中等学校5所，小学162

所(含保国民学校、短期小学)，学生一万余人。

民国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治上腐败的加剧，经济上的全面崩溃，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况愈

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雅安虽有公私立中、小学一百零几所(含保国民学校)，职

业学校l所，公私立幼稚园3所，民众教育馆1个，但办学条件极差，就城内几所学校，校

址亦几经变化，很不稳定。加之经费极少、教员工资、生活补助费拖欠，学生(员)4000余

人，仅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教员不足200人，在成人中，文盲充斥，整个教育极其落

后。

1950年2月，西康和平解放后，雅安的教育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人民政府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对雅安的高等教育和中学教育

进行了适当调整，合理布局，为了集中人力财力，办好中等教育，先后将省立始阳师范学

校、省立工职校、省立女子中学、私立明德初级中学等一些学校并入省立雅安中学，并将节

约的经费在雅中增设乡村教师补习班，培养乡村教师，弥补师资的严重不足。同时，逐步对

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造。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的指示，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

发，结合本县实际，通过组织办“冬学"、 “识字班’’、 “文化班"、 “文化提高班”等形

式，在工农群众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使农民、职工、干部以及市民的文化水平

和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56年8月还专

门成立了扫盲协会，全县设扫盲点315个，391班，仅参加教学的民校教师就有327人，这一

年，扫盲的人数达10834人。到1957年底，全市(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

量上都有了明显提高。有高等院校1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普通中学5所(民办；所)，

小学近loo所，共有学生23000余人。

1958年秋，全国出现以钢产量高指标为先导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为促进教育事

业的大跃进，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为了多

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在三到五年时间内，基本完成扫除文

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社社社有中学⋯⋯的任务，应大力发展中学教育’’。自此，雅安教

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混乱状况，浮夸风盛行、教育计划失控，全县学校数、学生

数大增。到1959年春，各班各类学校达200多所，学生达30000余人。加上师生参加各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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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活动频繁，劳动过多，既使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又滋长了不尊重科学、不讲实事求是

的浮夸作风，教学上违背客观规律，搞“大跃进"、 “拔白旗护，使文化课，特别是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受到较大影响。教学质量普遍下降。

1961年底，按照党中央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并通过贯彻教育工作条例，雅安县停办了

一些办学条件差的学校，调整了学校布局，使教育工作、教学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同时，教

学中发扬民主，领导、师生共同讨论教学上的问题，密切了领导、师生问的关系，调动了师

生教与学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到1965年，雅安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普通教育

有了较大发展。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有了大幅度增加，学生入学数达29805人，是解放

初期学生人数的7倍有余'教职工数为1097人，是解放初期教职工数的5倍多，学校数增加

到201所。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文化大革命z，的千年，教育事业蒙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被迫

“停课闹革命”达三年之久，这期间，学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教师受到冲击。1969年复课

后，贯彻“五七"指示，批判“资产阶级"，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走出课堂，开门办

学。工宣队、军宣队、贫管会相继进驻学校，管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从内容到形式上都

发生了变化，并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中小学教育事业盲目发展。无论条件如何，中小学校

的设置随意拔高，任意扩大。特别是普通中学，戴帽高、初中各乡皆有，甚至村小也办。学

生人数猛增至10000多入，师资严重缺乏，财物全面紧张，教学设备极其简陋，办学条件极

差。大多数中学连一个简单的物理、化学等课的演示实验都无法做。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

严重不足，致使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整个教学质量急剧下降。而仅有的一所

农业职业学校也改为普通中学，造成了中等教育的单一化。教育事业畸形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雅安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深入广泛地批判了“四人帮”破坏教育和

炮制“两个估计”的罪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着手纠正“文革”期间的

极左做法，为“臭老九”正名，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知识分子

政策逐步落实，不少教育工作者归队，教育系统各级领导班子也得以整顿和充实。各项规章

制度逐步恢复和建立，教学秩序基本正常。文化课的学习和课堂教学又逐渐居于学校的主导

地位。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十年“文革”给教育事业带来的后

患，尽管恢复了考试制度，但招收的学生思想、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悬殊过大，给学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加之教学条件的限制，于是，在普通教育方面，各校按学生

程度差异分快、慢班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可以肯定，这对当时提高教学质量、快出人才曾

起过一定作用。然而，相当部份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只抓快班，不抓慢班，以致影响了慢

班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导致慢班学生自暴自弃，形成教育、教学工作的恶性循环，失去了

分班教育、教学的真正意义。有的学校在教学上轻教材、重资料，轻基础、重综合，轻平

时、重复习，大搞题海战术，加重学生负担，影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这种违反

教育、教学规律的做法自1981年起逐步纠正。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了雅安教育事

业的发展。加强师资培训，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成人教育工作，针对发展职业教育是教育体

铡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恢复和兴办6所中等专业学校的基础上，将原雅安河北中学改办为雅

安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雅安市第四中学改办为第一职业高级中学。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2



适当在中学开办职业班。

1985年12月，遵照上级关于“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

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矽的指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本市的实际

情况，对学校的领导管理，事业发展计划管理，学校干部、教师管理，教育经费管理，教学

业务管理等方面的责权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划分。分期分批完成了市中区、河北、姚桥、

香花，上里、严桥的分班管理首批下放工作。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要求在1987

年完成全市初等教育普及任务的指示，狠抓普及初等教育的各项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普

及初等教育领导小组的领导和普及初等教育办公室的同志通过深入全市所有小学进行检查，

在听取乡、村领导和中心校汇报，检查办学条件，深入课堂听课，查阅学校工作计划、总结

及教师备课情况、学生作业情况，核实各种数据及各项材料的基础上，对部份学生进行了笔

试，抽查了校外儿童的“三会”(会认、会读、会写)情况，并且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

会，反复多次核实各种数据、核查办学条件，确认全市l区28个乡(镇)都已普及了初等教

育。1986年底，经省教厅验收合格，提前一年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

“三个面向”的指示，向高一级学校和四化建设输送合格人才，全市普教系统在加强政治思

想工作的同时，努力改革课堂教学，积极开辟第二课堂。1985年雅安市教育局就如何改革课

堂教学，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开发学生智力和培养学生能力等方面进行

了公开讨论。并先后在市一中、六中、四小、实验小学、六小、上里小学多次开展了公开教

学研究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各科中心教研组的逐步建立、健全以及教研活动经常性的开展。

各校还重点抓向“两山”英雄学习的活动，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对师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重

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协调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单位，为改善办学条件，促进雅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抓教育到

实处，在地方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除历年增加教育经费开支外，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集资60多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截止1985年，全市在普教系统投入基建共103．8万元，

修建校舍10208平方米，现已全部竣工投入使用。农村集资办学在区、乡党委和政府领导

下，经过努力也初见成效，香花、合江、陇西等乡的办学条件均有了明显改善，全市农村集

资用于改善民校办学条件的经费达11．78万元。全市教师教学难、住房难的矛盾得以缓

解。

综上所述，纵观雅安教育历史全貌，虽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成绩是显著

的。截止1985年，雅安全市已有高等院校2所，中等专业学校6所，普通中学32所(含戴帽

初中)，其中完中11所(含厂矿6所)，小学241所(含民校181所)，幼儿园(班)19所

(个)，职业学校2所。中等业余学校l所，技术工人学校6所。专职教师达3380人，在校

学生60242人。加之相继建立的电大分校、自修大学、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雅安地、市分校、

农技校、电视中专等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设置，使雅安市的教育体系趋于完整。全社会尊师

重教的良好风气基本形成，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全面发展时期。然而，横向比

较，雅安市的教育发展还存在着师资水平较差，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经费不足，校舍过于简

陋等实际问题。就目前雅安市教育事业的状况来看，仍然与“四化”建设的发展不适应，有

待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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