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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唐之享

中国的教育源远流长，三湘四水孕育了代代英

才。早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以长沙为中心的湘北、湘

中一带，文化教育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唯楚有才。于

斯为盛”，人们忘不了人才诞生的摇篮——湖南名校。

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近代学制课程和科学技

术传入湖南。有志之士为挽救民族危亡，筚路蓝缕，

献身教育；有的慷慨解囊，创办新型学校。1903年，

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和沅州、永顺等府中学堂成立。省

内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堂也由胡元谈、龙璋等人创

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涌现了一批质量较

高的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南教育，走过了一条艰

辛曲折的发展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

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湖南的教育被摆到了优先

发展的重要地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不少名校保持从严治校、勤奋务实、爱国爱校

等优良传统，又适应新形势，加强了素质教育、校园文

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焕发了青春。

世纪之交，正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时代

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但迄

今为止，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我省学校特别是具有优

良传统和办学经验的名校，还缺乏这样一本书，而中

国的志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有重要的文化地位和历

史地位，因此，为反映我省名校光辉历程、教研成果，

以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再造辉煌，同时为实现国务院

提出的2000年全国圆满完成本届修志任务的目标，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湖南名校

志》o它是湖南省第一部名校志，考虑到以名校带动

一般学校，该书还收录了一批发展较快的普通学校，

资料新颖丰富，信息量大，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给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服务，是一件有益

当代、惠及子孙的好事。是为序。 ．



编辑说明

一、为继承和发扬我省教育的优良传统，吸取和借鉴我省

各级著名学校的办学经验，探索教育规律，促进教育改革，特

编辑《湖南省志丛书·名校志》。

二、本书以档案文献资料为准，结合最新情况，精编细选，

力求重点突出，内容翔实、新颖、完备。截稿时期为2000年

初，之后院校改革、变动的情况不记入本志。

三、本书共收录各级学校309所，共约100万字。全书除

文字简介外，还收录了若干彩版以突出重点；为便于排版彩印

装订，行文规范一律依照出版部门有关规定。

四、为全面记载和反映我省教育概况，本书除选编重点院

校外，还收录了部分有特色或发展较快的普通院校。由于时

间紧，组稿力量有限，尚有一些名校没有征集到资料，待今后

加强联系，以便补充修正。

五、各级学校以地区为序统一排列。中学部分除1992—

1999年省属挂牌重点中学单独列出外，这段时间以前评定过

的其它省属、市属、县属、区属重点学校一律按地区排列。

六、在本书组稿和编辑过程中，教委领导，各院校领导和

作者，市、州、县各级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

和配合。在此一并致谢。

七、本书容量极大，信息丰富。但由于编辑力量不够，时

间仓促，书中一定有不少遗漏或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湖南教育改革和发展二十年成就概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教育地位不断提高的

20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20年，是教育质量稳步提高的20

年，是各类教育蓬勃发展的20年。放眼如今的三湘大地，到处

是崭新的学校，到处是朗朗书声。到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教育改

革开放新气象。
‘

一、各类教育蓬勃发展

(一)幼儿教育。1998年，全省有幼儿园4472所，在园幼儿

达74．8万人，比1978年增加铝．6万人；教职工4．4万人，其中

专任教师3．72万人。城乡大多数小学都办起了学前班。

(--)九年义务教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把“两

基”作为“重中之重”，坚定不移、千方百计地向这一目标推进，

取得重大成果。1998年，全省小学3．93万所，年招生100．52万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8．68％，年巩固率99．17％。在校学生

769．35万人。每万人口中有在校小学生1183．3人。小学教职工

32．3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30．41万人，比1978年增加1．9万人。

普通初中3845所，年招生107．49万人，在校学生达287．96万

人，比1978年增加35．18万人；小学毕业生升入普通初中的比

例为94．85％，比1978年增加9．52个百分点；年巩固率达

95．56％。每万人口有初中在校生442．89人。普通初中有专任教

师16．84万人。职业初中45所，年招生0．37万人，在校生达

1．08万人。

在推进“两基”的过程中，省里始终以特殊的感情、特殊的

政策和特殊的措施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教育。仅1990年以来，

共投入资金2．5亿元。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建起寄宿制初中、小学

l



700余所，希望小学近300所。同时，大力发展特殊教育，办起

特殊学校53所，在校学生9034人，分别是1978年的17．7倍、

29．54倍。

由于全省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努力，至1998年，全省各县

市区部分通过国家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验收；103个县市区

和12个国有农林场通过“普九”验收。已达“两基”标准的地

区占全省总人口的86．53％，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三)高中阶段教育。1998年，全省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

687所，在校学生48．27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有普通高中在校

生74．23人。全省普通高中有专任教师3．34万人。

中等教育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职业高中教育从无到有，

现有独立设置的职业高中574所，年招生lO．34万人，在校学生

达23．06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有职业中学在校生34．47人。

1997年全省有普通中专学校165所，比1978年增加89所，加上

高校举办的中专部6个，年招生达88733人，在校学生25．92万

人，比1978年增加22．42万人，平均每万人口有中专在校生

39．86人。全省初中毕业生升人高中阶段的学生接近50％，职业

学校的招生数和在校学生数超过普通高中。

(四)高等教育。1998年，全省普通高校49所(含部属院

校，不含军事院校、分院校和大专班)，比1978年增加25所。

年招生50479人，比1978年增加38093人，增长307．5％；其中

省属院校招生36524人。在校学生156665人，比1978年增加

12．6万人。增长409．6％。平均每万人口有在校大学生24．1人。

全省有17个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年招生1723人。

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其规模已与普通高校并驾齐驱。

1998年，全省有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37所，有45所普通高校举

办函授、夜大、成人脱产班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年招生25599

人。在校生72281人，平均每万人口中有11．12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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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及其22所分校、56个电大工作站、1365

个教学班(点)，是全省最大的大学，现有学生32299人。1979

年创办以来，共培养大专毕业生17万人，中专毕业生5万人，

各种非学历教育结业50万人。 ，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1984年以来，每年开考两次，已有

l 1509人获得本科学历，85952人获得专科学历。

随着教育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全省各级政府努力增加教育

投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兴办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

件明显改善。1987～1997年，全省新增中小学校舍2646．51万平

方米。1998年，小学生均校舍5．23平方米，比1980年增加2．5

平方米；普通中学生均校舍7．79平方米，比1980年增加3．9平

方米。中小学生均校舍都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多年来。全省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使这支队伍的素质有了显

著提高。1998年，全省有高等师范学校ll所，中等师范学校3l

所。1979—1997年，共培养毕业生35．8万人。20年来，11所省

地教育学院和lll所县市教师进修学校，加上高校函授、夜大，

共对20万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学历补偿教育。1998年，全省高中、

初中、小学教师学历合校率分别达60．22％、83．38％和96．09％，7

比1978年分别提高46．81、53．27和21．92个百分点。高校拥有

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达6233人，是1980年的10．25倍，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37．83％。

二、教育改革全面展开

自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湖南从

自己的实际出发，全面铺开了各项教育改革，并不断推向深入，

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

制，创造了四级办学、三级管理的经验。全省地市办高校和中

3



专，县办高中和职业中学，乡镇办初中和中心小学，村办小学，

村级不负管理学校的责任。这种分级办学、分层管理的学校管理

体制，把办学兴教的责任层层分解，调动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办

学积极性。实行“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和教委主

任是主要责任人，学校校长是直接责任人”的制度，把实施“两

基”的职责落到实处，把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落到实处。

“发展经济必先发展教育”，“为官一任，兴教一方”成为各级党

政领导的共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奔走呼号，呕心沥血，作出积极的贡

献。

改革办学体制。发动和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兴

办各级各类教育，彻底改变由国家包办学校的单一办学体制。全

省个人、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办起学校1800多所，在校

学生总数达24．1万人，已成为国家办学的重要补充。

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普遍引进竞争机制，中等及以下学校实

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为学校的发展注入强

大的活力。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实行内部管理改革、

后勤社会化获得良好效果。长沙民政学校实行内部管理改革，4

年来，学校面貌大变样，学校规模由1300多人猛增到7000多

人。许多县市在改革教师管理办法以后，大大地激发了教师的积

极性。
‘

城乡教育综合改革促进了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推动了教育与

经济紧密结合，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长沙市创造的“适

应经济转型，强化政府统筹”的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经验，在全国

引起很大反响。1997年lO月，国家教委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推

介其经验。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方面，郴县、怀化、邵阳等地适

应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实行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实

行农科教结合，按照政府统筹、部门主办、教委主管、面向千百

4



万农户办学的思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从高校招生、毕业生分配实行

统招统分，到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从

实行各种计划形式招生，到指令性、调节性计划并轨，经历了一

个探索前进的过程。每一步改革，都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进展顺利。从1995年进行“并轨”试点，到

匆9r7年所有大中专学生实行一条分数线招生，学生缴费上学，

不包分配，自主择业，取得了圆满成功。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统一部署，

湖南开始对现有高等学校的布局进行调整，长沙大学和长沙职业

技术师专、中南工大和长沙工业高专进行合并，岳阳、常德、衡

阳等地高校都在酝酿合并；原属国务院有关部委管理的湘潭工学

院等学校划归省管理，中南工大和湖南大学成为教育部直接管理

的重点大学；对其他部委管的学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部、省共

建活动；各高校之间开展了内容广泛的合作办学，高等学校条块

分割、重复设置、规模过小、专业狭窄、资源浪费等弊端逐步得

到克服，办学水平和效益显著提高。 ，

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改革了过去的封闭状态，加强了教

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年来，全省有28所学校与国外130所

高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46所学校先后聘

请长期任教的外国专家、外籍教师1360人，短期讲学专家、学

者2600余人；引进资金1．5亿元；接待国(境)外教育团组846

人，派出276个团组到22个国家访问交流。接受国外和港澳台

留学生1930人。同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7100余人，已有2800

人学成回国。派出汉语教师110人出国教中文。有1246人次应

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宣读、发表论文146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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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这个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面向全体学

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使教育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

各级各类学校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加

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方面的教育。全茴

开辟德育基地1000多个，每年接受参观学生1000多万人次。广

大学生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涌现

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20年来，评选出省级三好

学生近1万人，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逾万人。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和标志。以泪罗市为代表的一批典型，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

和探索，创造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

岚清的高度重视。1996年他专程来湘考察并要求在全国逐步推7

广。省委、省政府抓住这一典型，先后召开两次大会，在全省大

张旗鼓推广泪罗经验，并确定22个素质教育试验县。全省上下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1998年，全省高

中毕业会考合格率达96．6％，比1990年提高近8个百分点。小

学、初中毕业生合格率和高考录取率逐年提高。近5年在国际奥

林匹克学科竞赛中，湖南省中学生选手共获奖牌21枚，在国际

小发明、．小创造成果评奖中获金银牌各1枚，在全国小发明、小

创造成果评奖中获奖43项，是全国获奖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不断加强。全省共有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

员试点高校3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重点中学16所，体育传统

项目布局学校56所。坚持常年参加训练的学生运动员1200多

人。共为国家培养输送运动员2000余人。在世界学生体育竞赛

中，湖南省学生共获金牌10枚、银牌5枚、铜牌10枚。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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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学生运动会上。湖南省学生共获金牌58枚、银牌56枚、铜

牌43枚。广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形态发育明显增长，

1995年与1985年比较，中小学生男女生身高分别提高1．94厘米

和1．53厘米；体重分别增加1．93公斤和1．5l公斤；贫血患病率

1995年较1991年下降19．28个百分点，学生视力低下率1995年

较1992年下降2．3个百分点，视力低下新发病率1995年较1993

年下降0．9个百分点，呈稳中有降趋势。

为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各级学校广泛深入开展教研教改活

动。80年代以来。全省共组织4届基础教育教研成果评奖，共

评出优秀成果347项。其中一等奖4l项，二等奖105项，三等

奖179项，优秀奖22项。2次评选奖励一批职业教育教研教改成

果。普通学校参加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评奖，获得特等奖3

项，二等奖20项，三等奖12项。一大批成果在全省大中小学普

遍推广。各地都办起教学改革实验区、实验学校、实验班，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绩。
‘

’

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登上新的台阶。全省高校拥有

lO个博士后流动站，lO个博士授予单位，75个博士学位点；18

个硕士授予单位，268个硕士学位点。“两院”院士16位。国家

重点学科6个，重点专业10个；国家文科基地2个，国家工科

基础课程教学基地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4个。4所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

四、社会效益显著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

务的指导思想越来越明确，通过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合格毕业

生，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文明进程，大力推广科学技术，不断创造

和开发新的科研成果等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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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8年，全省培养高中毕业生356．28万人，职业中

学毕业生46．84万人，专科毕业生25．52万人，成人高校毕业生

52．92万人。这些毕业生有效地提高了全省人民的文化技术素

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企业、农村、机关、学校、医院、科

研院所等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在全省经济建设、政治建没、文

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等职业教育是教育与经济的结合部，是教育为经济服务的

前沿。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热心为发展当地经

济服务，作出可喜成绩的典型。邵阳市实施“十百千万工程”，

集中力量办好10所示范性农业职业学校，带动办好100所示范

性乡镇学校，县、乡两级学校扶持100个村和1000名毕业生成

为专业村和科技示范户，带动10000家农户科技致富，把学校教

育与农民致富紧密挂起钩来，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安化县

职业中专通过教学与生产实践结合，把学校附近的333．33公顷

荒山变成了果园，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等学校凭借自己的科技实力和优

势，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直接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成为全省提

高科学技术整体水平、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

的主力军。各学校组织科技攻关，取得一批高新技术研究成果。

1991—1997年，全省高校共鉴定科技成果1880项，获奖成果

2162项，其中国家级奖励133项；高校承担国家“863”高技术

项目34顼，国家科技攻关项目28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53

项。其中的“86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占全省的

90％以上。湖南农大与湖南师大承担的国家“九五”攻关项目

“水稻大面积高产综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南工大承担的“金属粉

末注射成型技术及应用开发”，湖南农大的“双低油菜湘油13号

选育研究”、“两系法杂交水稻培两优288的选育”，湖南医大的

“神经遗传病重要基因分离与克隆”等一批重大项目取得重大进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