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J / c I 咱 J Ø>

/ ~ 7 J 

?f C 



、
怕
也
悠
久
?

布
委
专
·
代

·
率
H
m
b何
也

'
阔
叶
，d
T

t

孔
ρ
φ
司
机
r
e
v
4
6
Í<i毛毛佟梳得手夜夜JL:
绝含圳、这苟引32

动以与尹~D



、
怕
也
悠
久
?

布
委
专
·
代

·
率
H
m
b何
也

'
阔
叶
，d
T

t

孔
ρ
φ
司
机
r
e
v
4
6
Í<i毛毛佟梳得手夜夜JL:
绝含圳、这苟引32

动以与尹~D



农兵 b; 边及决/
d 法?忽ι

牟平

L
‘
，h
a，

p
h
F
e

该
也h

a

割

d
m，
，
每
于
几
.

曲
同

h
m

旷
只

必
饭
就
织

协
会
被
耿

怒
，
纺
夺
去
有
移
牛
来
参

朵
'
4
%
夸
奖
受

h
F付
宇
布
满
沙
沙
，
，

J
-
2
4
4
f
扫
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张显环

《鞍山市教育大事记)) ，是市教育志编集委员会办公室的同

志，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历经一年左右的时间，搜集资料，

整理资料，通过专访、座谈、考察等反复核实资料，三易其稿，编

写而成的。

《鞍山市教育大事记》以编年记事为主，本末记事为辅地记载

了我市幼儿、小学、中学、大学、业余、职工、农民、民族、特殊等各级各

类教育的重要史事。它始于一九四八年鞍山解放，止于一九八五年

年底。举凡这一历史时期我市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所做

的重要工作，采取的重要措施，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经验教训，

按年、月、日依次编入，基本囊括了我市教育发展的状况。

《鞍山市教育犬事记》是一本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的

资料性工具书。它所记述的事件、情况、数据，皆经稽考，有着较

强的资料性。它可为我们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搞好我市教育提供重

要依据，为我们加强领导与管理教育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时，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它还可为后人留下翔实可靠的教育史料，

以供他们研究历史。因此， <<鞍山市教育大事记》的编成，对人们

的"继往、识今、开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鞍山市教育犬事记》问世了。这是我市教育战线的一件大喜

事，也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它再现了我市三十九年中教育蓬

勃发展的历史，也反映了教育在发展中的失误。历史是一面镜子，

通过它可以让人们了解过去，掌握历史，汲取经验和教训。当前，

对我们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加速我市

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寥寥数语，不足为序，谨以此表示祝贺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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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第一编

(1948年-1957年)

一九四八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鞍山解放。

一九四八年末，辽南一专署与鞍山市人民政府合并，一专署撤

48001 三月一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临时成立辽、海、鞍教师研究班，对中、小学
(小学只限于市内)部分教师和社会上愿做教育工作的无职业的知

识分子进行了培训。研究班于四月二十五日结束，从中选用二百零

七人于五月一日到辽、海中学及鞍山市内中小学任教。于此同时，

海城县亦办了小学教师研究班。

48002 五月四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在国民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私人办的清华中学

校址(原日伪时期日本人办的鞍山中学)建立起鞍山市新华中学。

海城县政府在同泽中学(张学良将军创办)的校址恢复了海城联合

中学。

48003 九月十三日

鞍山市新华中学因时局动荡，二百多名师生奉市人民政府的命

令，随党、政机关撤离鞍山，迁往自由若。沿途一面接受培训，一面
积极参加宣传和拥军支前工作。

48004 十一月八日

台安县政府接管了国民党遗弃的二所初级中学，合并成立了台

安中学，次年定为辽西省立台安中学(完全中学)。

48005 十一月十日

鞍山市新华中学由自由岩迁回鞍山，将原北校(现鞍山钢铁学校)

一 1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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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中部合并过来，扩犬了学校规模。设有专科、简师、高中、初
中四种班型，计二十三个班。

48006 十一月

鞍山市遵照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指示，确定小学学制继续沿用四、

二分段制。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美术、体
育;中学学制仍用三、三分段制。开设国文、俄语、历史、地理、
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植物、动物、矿物、物理、化学、生理

卫生、音乐、美术、体育。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五月鞍山划为中央直辖市，受东北人民政府领导。

49001 一月一日

鞍山市中苏友好协会附设的俄文夜校开学。

49002 一月五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决定，新华中学从本年第一学期开始，将专科

部土建一、二、三年级，机电一、二、三年级，共六个班，二百八
十二名学生(其中男三百四十七名，女三十五名)全部交给鞍山钢
铁公司领导与管理。将师范部一、二年级改为初中班，三、四年级
继续接受师范教育。

49003 一月十二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教育科遵照辽宁省人民政府的通知精神，决定
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开始，除光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供

给制的干部外，余者一律改为薪体制。对已发给的棉装、津贴、烟
费、医药卫生费、年节费等一律免扣。

49004 一月十四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海城联合中学委员会成立。

49005 一月

，鞍山市新华中学犬部分教师去辽东省教育厅在瓦房店举办的培
训班接受政治和业务培训。台安县对通过考试录用的四百余名中、



小学教师分四个大队进行了集训。这为改造旧教育，创办新型学
校，准备了师资力量。

49006 二月一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发布通令，要求各区、局积极动员学令儿童接

受国民教育。《通令》指出:全市有学令儿童二万二千一百零六

人，而在校生仅有七千二百七十一人。根据上级的指示，在鞍钢尚
未正式复工，广大市民生活困难，受战争破坏的令学校舍还未修复
的情况下，小学在校生要发展到一万名左右。

49007 二月十四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决定设立中心小学及完全小学:鞍山市立实验

小学作为铁东区中心小学:市立新华小学更名为市立铁西中心小

学;市立立山小学更名为市立立山中心小学;市立永乐小学更名为
市立永乐中心小学;市立千山小学更名为市立千山中心小学;市立

工业小学更名为市立工业中心小学;市立沙河小学更名为市立沙河

中心小学。 并增设市立永平小学、笔管堡小学、大红旗小学、长犬

小学、李三台小学为市立完全小学。

49008 三月十七日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加强工人政治文化教
育工作指示〉的实施计划)) 0 ((计划》中指出:本市现有小学专任

教师三百余名，中学专任教师五十余名，中学学生一千七百余名，
只要加强组织和领导，充分利用这部分力量，就一定能够搞好工人

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

49009 三月

鞍山市文化馆妇女业余补习学校第一期识字班和文化补习班开

学。共有学员一百多人。

49010 三月

鞍山市高级职业学校(理工科)诞生。此校于一九五二年改为

鞍山工业学校，一九五三年改为鞍山市第一钢铁学校，一九七三年
改为鞍山冶金工业学校，一九七九年恢复为鞍山钢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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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11 三月

鞍山市李三台子朝鲜族小学成立，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奠定了
基础。

49012 四月二十八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发布教字第十五号令。令各区区长、各小学校
长认真执行《暂定本市小学各种正规制度)) 0 ((制度》内容包括行
政组织制度、会议制度、作息制度、朝晚会制度、值日值宿制度、

备课制度、教师学习制度、放假制度、请假制度、毕业及升学制
度、转学制度、奖惩制度、课外活动制度、会计制度、保管制度、
汇报及报导制度等。

49013 四月

鞍山市人民政府机关、市民教馆首次各办一所业校。由市委宣
传部、工会宣传部、市政府教育科共同负责编写业校教材。

49014 五月

鞍山市人民政府教育科组织铁东、铁西、永乐、爱群文化馆分
别在胜利、启明、新华、永安小学举办职工业余文化学习班。

49015 七月七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执行教师学习计划的指示)) 0 \ ((指
示》中强调:今后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结合生产，发展教育，
提高文化，培养干部，启发蒙昧，扫除文盲"。

气 49016 七月十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整顿夜校和开展小先生运动的通知，

要求各区要重点整顿一、二所工人夜校，制止学员流动现象的产生，
使夜校走向正规化:要整顿好小先生队伍，健全组织与领导制度，

充分发挥小先生的作用。

49017 七月

鞍山钢铁公司正式开工后，开始对职工普遍地进行阶级教育和
识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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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18 十一月八日

海城县第一中学、第二中学联合党支部成立。计六名党员。

49019 十二月一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鞍山市筹委会在新华小学建立少年儿童
队，孩子们第一次戴上了红领巾。

49020 十二月十二日

鞍山市根据东北人民政府通令及颁布的冬学实施办法，广泛开
展了冬学工作。据统计，郊区参加学习的有两千四百余人，一百六

十三个班(有的班仅几个人) ，其中识字班七十二个，文化补习班

九十一个。

49021 十二月十四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任命王萍同志为文教局副局长。

49022 十二月三十日

鞍山市文化馆妇女业余补习学校第一期识字班和文化补习班学

员共一百多人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介绍到鞍钢和政府部门工作。

49023 十二月

鞍山市文教局在《中学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新华中学经过
一年的努力， 已建立起正规的学校制度。特别是下半年注意了文化
课的教学，使劣等生由过去的百分之三十五降为百分之十九。学生

的文化程度普遍有了提高。

49024 十二月

鞍山市总工会举办了第一所正式的职工业余学校，拥有学员一
千二百余人，分散在鞍钢第二、第三、第六、第七职工独身宿舍上
课。

49025 本年

根据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办正规化学校的要求，鞍山市

文教局组织了部分学校的领导干部，到旅大市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返鞍后，在各级各类学校传达了"五动" (眼动、耳动、手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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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口动)的教学经验。

一九五0年

50001 一月九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发出《招考中、小学教师广告)) 0 ((广

告》中指出:为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拟招收小学教师二百名，
中学教师三十名，均男女不限。经考试被录取者，参加进修。学习

期间食宿费由政府供给。毕业后分配到中、小学任教。生活待遇按

中、小学教师工薪条例发给。

50002 一月十日

辽东省教育厅在海城县举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 参加学习的

全体学员，通过十个月的文化补习后，全部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50003 一月十七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发出教字第四号《关于巩固冬学工作与提高工

作效果的指示》的文件。要求加强村冬学委员会的领导，明确任

务，提高冬学教员水平，订规划，抓效果，不断巩固冬学。

50004 一月十八日

鞍山市中、小学教师进修班五百零五名学员在新华中学礼堂举

行开学典礼。市长刘云鹤同志到会讲了话。文教局副局长王萍同志

作了关于一九四九年教学工作的总结报告。

50005 二月三十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在《关于各区文教助理及中心校校长工作指

示》中强调:随着鞍钢生产规模的扩大，小学教育也相应有所发

展。小学生数由原来的两万多人，增加到三万多人;小学教师由原
来的五百多人发展到八百多人。

50006 三月五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发布《通告》指出:本学期随着鞍钢生

产的友展，人口的增加，要求入学的工人子弟越来越多，而各小学

校舍尚未完全修复，又无力增设新校舍，故小学一、二年级实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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