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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纠正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

小学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 (725)

第三节教育向工农开n ……...............…. ... .. . . .. (726) 

一、农民教育…….. .. .. .. .. .. .. ..…...........….. .. .. .. .. .. .. .. ..……. (727) 

二、职工教育.. .. .. .. .. .. .. ..…........................………. (731) 

三、市民教育……….. .. .. .. .. .. .. ..………………………. (733) 

四、干部教育….. .. .. .. .. .. .. ..……………….. .. .. .. .. .. .. .. ..……. (733) 

五、教育向工农子女开门………….. .. .. .. .. .. .. ..………. (736) 

六、执行中的偏向及其纠正….. 0- .. .. .. .. .. ..……………. (738) 

第四节学习苏联教育经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739)

一、山西大学的院系调整….................………. (740) 

二、山西农学院的院系调整…………….. .. .. .. .. .. .. ..…. (740) 

三、调整后的山西高等教育……………………… (741)

第五节 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 .. .. .. .. ..… (743) 

一、学写凯洛夫《教育学) .................…………. (744) 

二、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 .. .. .. .. .. .. ..………. (744) 

三、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 (745)

四、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得与失........….......... (746) 

第六节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与改造.. .. .. .. .. .. .. ..……. (748) 



吕录 9

第七节 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 (754) 

一、文教部的建立…………….................……. (754) 

二、文教部的有益工作……….. .. .. .. . .. .. .. . .. .. . .. . . . ..……. (754) 

二、王大任与山西教育. . . .. . 0- ... .. .. .. .. • .. • .. • ..……………. (757) 

第八节教育战线的反右派运动. .. .. . .. .. .. ..……. . .. .. . . ..… (759) 

一、从共产党整风演进到反右派斗争….. .. . . .. .. .. ..…. (759) 

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 .. .. .. .. .. . .. .. .. .. .. ..…. (764) 

三、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原因及其教训…… (765)

四、对右派分子的严厉处理. . .. .. . .. .. ..…….........…. (770) 

第九节教育事业发展的曲折与反复"大跃进"

一调整一继续"大跃进"一再调整……...... (772) 

一、1958 年的教育"大跃进" -H·H·-……. .. . . .. .. ..… (773) 

二、"大跃进"后的调整……………......... ......... (775) 

三、八届八中全会后的继续"大跃进"…………… (777)

四、继续"大跃进"后的调整…... ... .. . .. . ... . ... .. ... (778) 

第十节从 1958 年开始的教育改革……... ... . . ... . ... (78日

一、5000 名党员干部下学校"插红旗" -H·H·- …. (781) 

二、学制改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2) 

三、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改革……………. . .. . . ... (783) 

四、《关于教育工作的 25 个问题》

(萄称 25 条〉出台 ... . .. ... " . . .. . . . . . . '" (785) 

五、雄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 .. . . . ... (787 ) 

六、《关于当，前教育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n

〈萄称 15 条〉出台…………...............……. (788) 

七、办重点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0 ) 

八、宣传张瑾瑶………………...................……. (791) 

九、贯彻"高教六十条"、f‘"‘中学五十条

"小学四十条..….…. .….…. .…. . .….…. .….…. .…. . .….…. .….…. .…. . .…. . .…. . .….川. .….…. (792) 



10 山西教育史

十、贯彻毛泽东"春节谈话"等

一系列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7河94钊>
十一、A推住割辛行于"玛种教育营帝制F司Ijj度支

第十一节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摇摆中继续"左"倾…….. .. .. .. .. .. .. .. .. .. .. .. ..….. (800) 

一、 1958 年对教师队伍的整顿清理与拉抖……… (800)

二、 1959 年 8 月前的一段纠"左"努力 ………… (801) 

三、 1959 年 8 月后的"反右倾" -H·H·-…………. (802) 

四，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一段相对安定宽松时期

. (802) 

五、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纠"左"又变成反右…… (803 )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山西教育( 1966 - 1976) … (807) 

第一节"文革"爆发 内乱开始.. .. .. .. .. .. .. ..…….... .. . . .. ( 807 ) 

一、内乱初起，教育界首当其冲 ………………… (807) 

二、王中青一一-山西"文化大革命"中被推上万人

批斗台的第一位高级干部…………………… (809)

三、赵索复一一山西"文化大革命"中殉难的第一

位高级干部….. .. .. .. .. .. .. ..…….. .. .. .. .. ..………………. (810) 

第二节 山西的红卫兵运动.........……............……. (813) 

第三节 "斗、挝、改"的全面展开与林彪、"四人帮"的
严重干扰.. .. .. .. .. .. .. ..…............................... (819) 

第四节 "教育学大寨" .... .. .... .. ...... .... .. .. .... .... .. .. .... .... .. .. .... ...... .... .. ...... (824) 

第五节对极左的抵制与斗争……………….. . ... . .. (825) 

第六节惨痛的经验，深刻的教苦11 .................……. (827) 

第十五章拨乱反正时期的山西教育(1976 -1985) …… (829) 

第一节徘徊、整顿

一、教育继续"学大寨

二、忠想上的拨乱反正.….. .…. . .…. . .….川. .…. . .….川. .…….川. .…. . .….…. .…. . .….. (83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