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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湘东人民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素有“右文之乡”、“赣西文化堡垒”的誉称。

清代民间私塾已比较普遍。民国年间开办新学，仁人志士捐款助学成风。至1948年，湘东有中心

国民小学18所，保国民学校15l所，在校学生9877人。

新中成立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兴教育，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其间虽有过“左”的挫折，但湘东

城乡教育依然异常兴盛，成绩卓著。到2002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园(含民、私办)共有256所，

在校(园)学生达66120人，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层次分明，体系完善。

第一章 幼J。L教育弟一早 驯／致目

第一节幼儿园设置

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办幼儿园开始起步。1957年，有湘东街率先创办幼儿园。当年在园幼儿1lO

人，有保育员4人。1958年，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湘东、老关、下埠、广寒寨、腊市等乡镇以街道、大队

为单位，先后办集体幼儿园共48所，有保教人员94人，在园幼儿达1520人。1959年，湘东完小开办全

日制公办幼儿园。1960年，全区幼儿园有51所，入园幼儿达2192人。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方针，除

湘东完小的全日制幼儿园外，其余所有幼儿园都停办了。

1964年，湘东街、腊市公社腊市大队等地又开办了集体办的幼儿园。后因文化大革命又停办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幼儿教育开始复苏，并逐步走上正轨。1979年，全区有集体办幼儿

园8所，幼儿班达106个，在园幼儿3199人，保教员工有180人。保教员由公社，大队选派，其工资由大

队负担。是年，广寒寨垦殖场、南岗造纸厂也开办了职工幼儿园(班)，幼师工资由场、厂负担。

1980年4月，贯彻全国，全省托幼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了区、社托幼工作领导小组。湘东区的托幼

工作由区妇女联合会管辖，具体领导。是年下半年起，全区出现了各公社(场、镇)办全日制中心幼儿

园，大队、街道、厂、矿办各种形式的幼儿园、托儿所的新局面。全区有全日制幼儿园11所，幼儿班210

个，在园幼儿7212人，保教员工有215人。幼儿教师主要是选聘有一定文化素质，并擅长文体活动，品

质端庄的女青年担任，其工资及办班经费，全由集体单位负担。

1986年7月，遵照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的精神，要求各地认真办好幼儿

学前班。从此，小学附设幼儿学前班，已成为全区幼儿教育的基本形式。1990年，全区小学附设幼儿学

前班发展到215个，在校幼儿达7494人。1994年创办湘东区中心幼儿园，这是全区惟一的一所公办全

日制中心幼儿园。1996年，全区的幼儿教育划归区教育主管部门管辖，具体领导。1998年下期起，社会

力量开始兴办幼儿园。到2002年，全区共有幼儿园78所，其中公办l所，集体办29所，个体办48所，

共有289个班，在园幼儿8536人，保教职工有389人。

表27—1 湘东区幼儿教育基本情况一览 单位：所、个、人

园数 班数 在园幼儿数 保教职工数

年份 其 中 其’中 其 中 其 中
计 计 计 计

公办 集体办 个体办 学前班 社会办班 学前班 社会办班 园长 保教员

1957 l 2 2 110 ．110 4 4

1958 49 l 48 48 48 1520 1520 94 4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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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7—1一1

园数 班数 在园幼儿数 保教职工数

年份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计 计 计 计

公办 集体办 个体办 学前班 社会办班 学前班 社会办班 园长 保教员

1959 49 l 48 55 7 48 1620 100 1520 161 49 112

1960 50 l 49 90 7 83 2192 158 2034 161 50 lll

1979 8 8 106 106 3199 3199 180 8 172

1986 11 ll 210 2lO 7212 7212 215 1l 214

1987 ll ll 208 208 7300 7300 221 1l 210

1988 1l lI 206 6 200 8858 243 8615 236 ll 225

1989 ll 11 2lO 133 67 7774 4808 2966 208 ll 197

1990 16 16 226 215 11 7895 7494 401 197 12 185

1991 16 16 2ll 201 9 7238 6872 366 190 12 178

1992 15 15 66 41 25 2810 1817 993 64 13 51

1993 16 16 48 42 6 1777 1689 88 56 13 43

1994 16 l 15 47 46 2445 2350 66 13 70

1995 16 1 15 204 162 42 9424 5920 3400 229 14 235

1996 16 I 15 204 165 41 8342 5454 2847 220 14 230

1997 16 l 15 214 204 12 7852 5757 2075 208 16 217

1998 19 l 15 3 213 191 14 6641 6207 332 219 16 228

1999 26 l 15 10 220 182 4l 5995 5757 498 197 19 208

2000 66 l 29 33 276 197 70 8396 5744 2510 382 22 394

2001 66 1 29 33 28l 204 65 8438 6191 2512 384 22 394

2002 78 l 29 48 289 205 93 8536 6029 26lO 389 24 397

第二节保育工作

湘东幼儿园的保育工作始于20世纪50一70年代，但多数幼儿园是“保”多于“教”。

1981年lo月，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幼儿教育纲要》，对幼儿教育的要求和保育内容等都作了明确的

规定。从此，幼儿园的保育工作质量才有逐步提高。

幼儿园招收3～6岁的幼儿，学制为全日制三年制，按幼儿年龄分为大班、中班、小班。有条件的幼

儿园，如区中心幼儿园，还办了寄宿制托幼班，还招收2岁的小小班。

幼儿园的教学内容有5个方面，即语言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健康活动、社会活动。其课程开

设有：语言活动为语言(包括拼音、识字、说话训练)：科学活动为计算、自然、常识；艺术活动为音乐、美

工；健康活动为体育、卫生；社会活动为思想品德、劳动等10门课程。在保教中注重改革创新，保教并

重，寓教于玩，配合科目开展文娱体育比赛活动。在注重幼儿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点的基础上，重在开

发智力，培养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培养集体主义等思想品质。

为了提高幼儿园的保育质量，各幼儿园执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健全幼儿教育的考评制

度，注重抓园内的安全管理，强化法律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保育保教质量意识。每年，区教育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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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区的幼儿园都进行一次严格的考评活动，对新办的个体幼儿园(班)按程序进行严格考核与审查，

以提高办园的质量。

幼儿园不断注重改善园舍、设备等办园条件，努力提高幼师水平。园舍环境要既符合安全卫生，又

具备便于封闭式管理等条件。现在，全区各幼儿园的设备不断得到充实，有教学用的电视、音响、电脑、

电子琴等；有生活用饮水机、消毒柜、电冰箱、空调等；小床铺、小课桌椅等设施成套齐全；机械、电动玩具

不断添置更新；绿茵草地、活动场所不断扩大。幼儿教师选聘思想好、品质端正、业务素质高、并趋向高

学历、有职称、且受过专fliJil练的女青年担任。每年还按市、区计划参加幼师培训和技能技巧比赛活动。

按2002年幼儿园保教职工统计，师范院校本、专科学历36人，中专学历184人，职高幼教专业毕业25

人，高中毕业142人。

表27—2 2000年湘东区中心幼儿园教学计划一览 单位：课时／30分钟

学科 课程 小小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合计

语言活动 拼音、识字、语言训练 1 l 2 2 216

计算 l l 2 2 216

科学活动
自然、常识 l l l l 144

美工 l 2 2 2 252

艺术活动
音乐 l 2 2 2 252

体育 l l l 1 144

健康活动
卫生 l l l 1 144

思想品德 l l 1 l 144
社会活动

劳动 1 l l 98

每周学时 8 11 13 13

总课时数 144 198 234 234 1610

说明：各班每学期上课18周，全年上课共计36周

第二章 小学教育

第一节发展概况

清末民初的私塾

私塾是国民初级小学尚未出现之前的一种民间办学主体。湘东区私塾始于清朝道光二十七年

(1848)。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临时政府颁布新学制，当时湘东的私塾与国民学校(即初级小学)

并存，私塾直到1940年才完全消失。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

1912年国民临时政府教育部电令各省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以后，又规

定初级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湘东地区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四处奔走呼号，并踊跃捐田租和银元支持

办学，1912年湘东地区办有高级小学2所，初级小学6所，总计小学生3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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