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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苄溪地区教育志》的编纂工作自1987年3月组建班子、落实人员、收集资料，编写总纂历

时5年零10个月。．5年多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样的短暂，然而，这5年多的时间里，编

纂人员_条一款地收集资料，先后几易其稿，编辑撰写全书，工作十分辛苦。我作为一个在玉溪

地区丁=作过26年的教育工作者，感谢编者们为再现玉溪地区教育的历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为人民做出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

教育事业是阳光下最崇高的事业，是人类进步的体现，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产业，是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玉溪地区地处滇中，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发

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推动了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玉溪地区教育志》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映了古往今来玉溪地区教育的面貌，探索教育的历史经验，这是一部

资料翔实，编排得体，有较高资政、研究价值的志书。如何借鉴前人经验教训办好教育，主动造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好社会主义建设者，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重。让我们遵循党的t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的改

‘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

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志书定稿，编者要我写t几句话，故聊以数语，以致敬意，表示祝贺。

马有良

1993年2月2日于昆明五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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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蓖点，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化的生产中，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的竞争，归根

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斟建立以后，教育工作受到承视。党的十一届j中全会以来，从玉溪地委、行

署到全区县、乡、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中央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认识到教育对于开发智力，培养人们的高尚道德情操，提

高劳动者素质，造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促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认识到

党中央提出的“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十分英明的决策。

玉溪地区地处滇中腹地，气候温和、山水秀丽、土地富饶、物产-{三富，素有“云烟之乡”、“滇

中粮仓”的美誉。建困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全

区经济有r琶速的发展。玉溪地区的教育，有较悠久的历史。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过全区干部、

群众的艰苫努力，教育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提高全区民族素质，促进全区经济，社会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迄今尚无一部较为完整的反映全区教育业绩及其兴衰成败的志书。

因此，编纂《玉溪地区教育志》是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教育工作的各界人士的共同

心愿，也是促进全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1987年1．0月，在云南省教育志办公室和玉溪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玉溪地区

教育局成立了地区教育志领导小组，下设编辑室，抽调了编写人员3人，查阅了省、地两级文教

档案千余卷，6次修改篇臼，写成初稿。先后邀清了地、县教育局原领导、老教师、县教育志主编

和本局各科室领导共百余人进行了三次讨论，作了认真的修改，三易其稿，于1992年底定稿，

i993年2月经云南省教委教育志办公室审定交付出版。本志书编纂历时5年。在编纂过程中

始终得到省教委和玉溪地委、行署领导的指导和帮助，得到全区教育战线的广大十部、教师的

关心与支持，编写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地区教育局历任领导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此，本

志书足集体劳动的成果，是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教师为我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本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了本地区40年来教育工作的历程，体现了本

地区的教育特色，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是全区教育工作的一本难得的

参考书，将为全区教育事、Ik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当前，全党全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四大精神，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教育志在这一新形势

下出版，有利于全体教育工作者遵循十四大精神，从我区40年的教育发展历史中，吸取经验教

训，加快教育改革步伐，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编写社会主义教育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内容浩繁，资料不足，加之经验缺乏，疏漏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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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有待今后改进。

彭设光

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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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f四大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

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人计。”中共中央、国务院今

年三月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全党全社会的一件大事。《纲要》总结了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二中令会以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提出了90年代我阿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方针、政策和措施，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行动纲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认真学习、宣传和实施《纲要》是教育战线主动适应加快改革

开放的形势，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进一步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知全局、懂经济、抓改革、促发展，力争我区教育再上新台阶。

“欲晓大道，必先知史”。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的经验教洲，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玉溪地区教育志》记述’r 40年来伞区教育]：作兴衰起伏的历程和丰富的经验教训，

反映了玉溪地区教育的面貌和特色。基本卜做到r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是玉溪地

区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教育发展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全区教育工作的昨天和今天，找

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益于当代，又惠及子孙，在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将会发挥“资治、

教化、存史”的积极作用。

编纂《玉溪地区教育志》历时5年，现在定稿出版，来之不易。《玉溪地区教育志》的编纂，经

过了搜集资料、编写、审稿修改三个阶段，体现r深化认识，一气贯通，上F结合，存真求实四个

特点。为．r精益求精，保证质量，在1993年2月定稿会后，根据会卜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又组

织人力，用1个月时间集中修改，加工润色，处理了交叉重复和文风不一的问题，文字上力求精

练，明显地提高了志书的质量。《玉溪地区教育志》的出版，对全区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是一

个重大贡献。这是地委、行署领导和省教委、地区地方志办具体指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全区广

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编纂人员孜孜不倦，辛勤劳动的成果。

在志书出版之际，谨向省、地领导、向同志们、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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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目 录

序一⋯⋯⋯⋯⋯⋯⋯⋯⋯⋯⋯⋯⋯⋯⋯⋯⋯⋯⋯⋯⋯⋯⋯⋯⋯⋯⋯⋯⋯马有良(1)

序二⋯⋯⋯⋯⋯⋯⋯⋯⋯⋯⋯⋯⋯⋯⋯⋯⋯⋯⋯⋯⋯⋯⋯⋯⋯⋯⋯⋯⋯彭设光(2)

序三⋯⋯⋯⋯⋯⋯⋯⋯⋯⋯⋯⋯⋯⋯⋯⋯⋯⋯⋯⋯⋯⋯⋯⋯⋯⋯⋯⋯⋯杨德华(4)

区域概况⋯⋯⋯⋯⋯⋯⋯⋯⋯⋯⋯⋯⋯⋯⋯⋯⋯⋯⋯⋯⋯⋯⋯⋯⋯⋯⋯⋯⋯⋯ (1)

凡 例⋯⋯⋯⋯⋯⋯⋯⋯⋯⋯⋯⋯⋯⋯⋯⋯⋯⋯⋯⋯⋯⋯⋯⋯⋯⋯⋯⋯⋯⋯ (2)

概 述⋯⋯⋯⋯⋯⋯⋯⋯⋯⋯⋯⋯⋯⋯⋯⋯⋯⋯⋯⋯⋯⋯⋯⋯⋯⋯⋯⋯⋯⋯ (3)

大事记⋯⋯⋯⋯⋯⋯⋯⋯⋯⋯⋯⋯⋯⋯⋯⋯⋯⋯⋯⋯⋯⋯⋯⋯⋯⋯⋯⋯⋯⋯(1 3)

第一章学前教育⋯⋯⋯⋯⋯⋯⋯⋯⋯⋯⋯⋯⋯⋯⋯⋯⋯⋯⋯⋯⋯⋯⋯⋯⋯⋯⋯⋯(3 O)

第一节 概况⋯⋯⋯⋯⋯⋯⋯⋯⋯⋯⋯⋯⋯⋯⋯⋯⋯⋯⋯⋯⋯⋯⋯⋯⋯⋯⋯(3 0)

第二节 管理⋯⋯⋯⋯⋯⋯⋯⋯⋯⋯⋯⋯⋯⋯⋯⋯⋯⋯⋯⋯⋯⋯⋯⋯⋯⋯⋯(3 2)

一、体制⋯⋯⋯⋯⋯⋯⋯⋯⋯⋯⋯⋯⋯⋯⋯⋯⋯⋯⋯⋯⋯⋯⋯⋯⋯⋯⋯⋯⋯(3 2)

二、园内机构与管理⋯⋯⋯⋯⋯⋯⋯⋯⋯⋯⋯⋯⋯⋯⋯⋯⋯⋯⋯⋯⋯⋯⋯⋯(3 3)

第三节教养工作⋯⋯⋯⋯⋯⋯⋯⋯⋯⋯⋯⋯⋯⋯⋯⋯⋯⋯⋯⋯⋯⋯⋯⋯⋯⋯(3 5)

一、目标和要求⋯⋯⋯⋯⋯⋯⋯⋯⋯⋯⋯⋯⋯⋯⋯⋯⋯⋯⋯⋯⋯⋯⋯⋯⋯⋯(3 5)

二、作息制度⋯⋯⋯⋯⋯⋯⋯⋯⋯⋯⋯⋯⋯⋯⋯⋯⋯⋯⋯⋯⋯⋯⋯⋯⋯⋯⋯(3 5)

三、教养制度⋯⋯··：⋯⋯⋯⋯⋯⋯⋯⋯⋯⋯⋯⋯⋯⋯⋯⋯⋯⋯⋯⋯⋯⋯⋯⋯(3 6)

四、措施⋯⋯⋯⋯⋯⋯⋯⋯⋯⋯⋯⋯⋯⋯⋯⋯⋯⋯⋯⋯⋯⋯⋯⋯⋯⋯⋯⋯⋯(3 6)

第四节 卫生保健⋯⋯⋯⋯⋯⋯⋯⋯⋯⋯⋯⋯⋯⋯⋯⋯⋯⋯⋯⋯⋯⋯⋯⋯⋯⋯(3 8)

一、保健⋯⋯⋯⋯⋯⋯⋯⋯⋯⋯⋯⋯⋯⋯⋯⋯⋯⋯⋯⋯⋯⋯⋯⋯⋯⋯⋯⋯⋯(3 8)

二、卫生“?⋯⋯⋯⋯⋯⋯⋯⋯⋯⋯⋯⋯⋯⋯⋯⋯⋯⋯⋯⋯⋯⋯⋯⋯⋯⋯⋯⋯(3 9)

三、交接班制度⋯⋯⋯⋯⋯⋯⋯⋯⋯⋯⋯⋯⋯⋯⋯⋯⋯⋯⋯⋯⋯⋯⋯⋯⋯⋯(3 9)

第五节 学前班⋯⋯⋯⋯⋯⋯⋯⋯⋯⋯⋯⋯⋯⋯⋯⋯⋯⋯⋯⋯⋯⋯⋯⋯⋯⋯⋯(4 O)

第六节 幼儿园选介⋯⋯⋯⋯⋯⋯⋯⋯⋯⋯⋯⋯⋯⋯⋯⋯⋯⋯⋯⋯⋯⋯⋯⋯⋯(4 3)

· 玉溪地区幼儿园⋯⋯⋯⋯⋯⋯⋯·：⋯⋯⋯⋯⋯⋯⋯⋯⋯⋯⋯⋯⋯⋯⋯⋯⋯·(4 3)

通海县兴蒙乡幼儿园⋯⋯⋯⋯⋯⋯⋯⋯⋯⋯⋯⋯⋯⋯⋯⋯⋯⋯⋯⋯⋯⋯⋯(4 4)

易门县工农幼儿园⋯⋯⋯⋯⋯⋯⋯⋯⋯⋯⋯⋯⋯⋯⋯⋯⋯⋯⋯⋯⋯⋯⋯⋯(4 4)

第二章小学教育⋯⋯⋯⋯⋯⋯⋯⋯⋯⋯⋯⋯⋯⋯⋯⋯⋯⋯⋯⋯⋯⋯⋯⋯⋯⋯⋯⋯(4 5)

第一节 概 况⋯⋯⋯⋯⋯⋯⋯⋯⋯⋯⋯⋯⋯⋯⋯⋯⋯⋯⋯⋯⋯⋯⋯⋯⋯⋯⋯(4 5‘)

第二节 管理⋯⋯⋯⋯⋯⋯⋯⋯⋯⋯⋯⋯⋯⋯⋯⋯⋯⋯⋯⋯⋯⋯⋯⋯⋯⋯⋯(5 4)

一、体制⋯⋯⋯⋯⋯⋯⋯⋯⋯⋯⋯⋯⋯⋯⋯⋯⋯⋯⋯⋯⋯⋯⋯⋯⋯⋯⋯⋯⋯(5 4)

二，学校内部管理⋯⋯⋯⋯⋯⋯⋯⋯⋯⋯⋯⋯⋯⋯⋯⋯⋯⋯⋯⋯⋯⋯⋯⋯⋯(5 5)

J

IP



第三节 学制课程⋯⋯⋯⋯⋯⋯⋯⋯⋯⋯⋯⋯⋯⋯⋯⋯⋯⋯⋯⋯⋯⋯⋯⋯⋯⋯(5 7)

一、学制⋯⋯⋯⋯⋯⋯⋯⋯⋯⋯⋯⋯⋯⋯⋯⋯⋯⋯⋯⋯⋯⋯⋯⋯⋯⋯⋯⋯⋯(5 7)

二、课程⋯⋯⋯⋯⋯⋯⋯⋯⋯⋯⋯⋯⋯⋯⋯⋯⋯⋯⋯⋯⋯⋯⋯⋯⋯⋯⋯⋯⋯(5 8)

第四节 教 学⋯⋯⋯⋯⋯⋯⋯⋯⋯⋯⋯⋯⋯⋯⋯⋯⋯⋯⋯⋯⋯⋯⋯⋯⋯：⋯”(6 1)

．一、形式⋯⋯⋯⋯⋯⋯⋯⋯⋯⋯⋯⋯⋯⋯⋯⋯⋯⋯⋯⋯⋯⋯⋯⋯⋯⋯⋯⋯⋯(6 1)

二、教材⋯⋯⋯⋯⋯⋯⋯⋯⋯⋯⋯⋯⋯⋯⋯⋯⋯⋯⋯⋯⋯⋯⋯⋯⋯⋯⋯⋯⋯(6 2)

三、教学方法⋯⋯⋯⋯⋯⋯⋯⋯⋯⋯⋯⋯⋯⋯⋯⋯⋯⋯⋯⋯⋯⋯⋯⋯⋯⋯⋯(6 3)

四、作业⋯⋯⋯⋯⋯⋯⋯⋯⋯⋯⋯⋯⋯⋯⋯⋯⋯⋯⋯⋯⋯⋯⋯⋯⋯⋯⋯⋯⋯(6 5)

五、成绩考核⋯⋯⋯⋯⋯⋯⋯⋯⋯⋯⋯⋯⋯⋯⋯⋯⋯⋯⋯⋯⋯⋯⋯⋯．．．⋯⋯(6 5)

六、第二课堂⋯⋯⋯⋯⋯⋯⋯⋯⋯⋯⋯⋯⋯⋯⋯⋯⋯⋯⋯⋯⋯⋯⋯⋯⋯⋯⋯(6 6)

第五节 思想品德教育⋯⋯⋯⋯⋯⋯⋯⋯⋯⋯⋯⋯⋯⋯⋯⋯⋯⋯⋯⋯⋯⋯⋯⋯(6 7)

第六节体育卫生⋯⋯⋯⋯⋯⋯⋯⋯⋯⋯⋯⋯⋯⋯⋯⋯⋯⋯⋯⋯⋯⋯⋯⋯⋯⋯(7 2)

一、体育⋯⋯⋯⋯⋯⋯⋯⋯⋯⋯⋯⋯⋯⋯⋯⋯⋯⋯⋯⋯⋯⋯⋯⋯⋯⋯⋯⋯⋯(7 2)

二、]王生⋯⋯⋯⋯⋯⋯⋯⋯⋯⋯⋯⋯⋯⋯⋯⋯⋯⋯⋯⋯⋯⋯⋯⋯⋯⋯⋯⋯⋯(7 6)

第七节 学校选介⋯⋯⋯⋯⋯⋯⋯⋯⋯⋯⋯⋯⋯⋯⋯⋯⋯⋯⋯⋯⋯⋯⋯⋯⋯⋯(7 9)

玉溪市州城第二小学⋯⋯⋯⋯⋯⋯⋯⋯⋯⋯⋯⋯⋯⋯⋯⋯⋯⋯⋯⋯⋯⋯⋯(7 9)

玉溪市北城镇莲池小学⋯⋯⋯⋯⋯⋯⋯⋯⋯⋯⋯⋯⋯⋯⋯⋯⋯⋯⋯⋯⋯⋯(8 1)

通海县秀山小学⋯¨⋯⋯⋯⋯⋯⋯⋯⋯⋯⋯⋯⋯⋯⋯⋯⋯⋯⋯⋯⋯⋯⋯⋯(8 1)

玉溪市瓦窑小学⋯⋯⋯⋯⋯⋯⋯⋯⋯⋯⋯⋯⋯⋯⋯⋯⋯⋯⋯⋯⋯⋯⋯⋯⋯(8 2)

新平县雨勺小学⋯⋯⋯⋯⋯⋯⋯⋯⋯⋯⋯⋯⋯⋯⋯⋯⋯，⋯⋯⋯⋯⋯⋯⋯⋯(8 2)

第三章中学教育⋯⋯⋯⋯⋯⋯⋯⋯⋯⋯⋯⋯⋯⋯⋯⋯⋯⋯⋯⋯⋯⋯⋯⋯⋯⋯⋯⋯(9 0)

第一节概况⋯⋯⋯⋯⋯⋯⋯⋯⋯⋯⋯⋯⋯⋯⋯⋯⋯⋯⋯⋯⋯⋯⋯⋯⋯⋯⋯(9 0)

第二节 管理学制⋯⋯⋯⋯⋯⋯⋯⋯⋯⋯⋯⋯⋯⋯⋯⋯⋯⋯⋯⋯⋯⋯⋯⋯⋯⋯(9 8)

一、体制⋯⋯⋯⋯⋯⋯⋯⋯⋯⋯⋯⋯⋯⋯⋯⋯⋯⋯⋯⋯⋯⋯⋯⋯⋯⋯⋯⋯⋯(9 8)

二、学籍管理⋯⋯⋯⋯⋯⋯⋯⋯⋯⋯⋯．．．⋯⋯⋯⋯⋯⋯⋯⋯⋯⋯⋯⋯⋯⋯⋯(100)

三、学制⋯⋯⋯⋯⋯⋯⋯⋯⋯⋯⋯⋯⋯⋯⋯⋯⋯⋯、⋯⋯⋯⋯⋯⋯⋯⋯⋯⋯⋯(104)

第三节教学⋯⋯⋯⋯⋯⋯⋯⋯⋯⋯⋯⋯⋯⋯⋯⋯⋯⋯⋯⋯⋯⋯⋯⋯⋯⋯⋯。··(104)

一、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104)

二、教材⋯⋯⋯⋯⋯⋯⋯⋯⋯⋯⋯⋯⋯⋯⋯⋯⋯⋯⋯⋯⋯⋯．．，⋯⋯⋯⋯⋯⋯(106)

三、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107)

第四节 思想品德教育⋯⋯⋯⋯．．．⋯⋯⋯⋯⋯⋯⋯⋯⋯⋯⋯⋯⋯⋯⋯⋯⋯⋯⋯⋯(108)

第五节体育卫生⋯⋯⋯⋯⋯⋯；⋯⋯⋯⋯⋯⋯⋯⋯⋯⋯⋯⋯⋯⋯⋯⋯⋯⋯⋯⋯．·(111)

一、体育⋯⋯⋯⋯⋯⋯⋯⋯⋯⋯⋯⋯⋯⋯⋯⋯⋯⋯⋯⋯⋯⋯⋯⋯⋯⋯⋯⋯⋯(111)

二、卫生⋯⋯⋯⋯··：⋯⋯⋯⋯⋯⋯⋯⋯⋯⋯⋯⋯⋯⋯⋯⋯⋯⋯⋯⋯⋯⋯⋯⋯(114)

第六节 学校选介⋯⋯⋯⋯⋯⋯⋯⋯⋯⋯⋯⋯⋯⋯⋯⋯⋯⋯⋯⋯⋯⋯⋯⋯⋯⋯⋯(116)

玉溪一中⋯⋯⋯⋯⋯⋯⋯⋯⋯⋯⋯⋯⋯⋯⋯⋯一⋯⋯⋯⋯⋯⋯⋯⋯⋯⋯⋯⋯(116)

华宁县第二中学⋯⋯⋯⋯⋯⋯⋯⋯⋯⋯⋯⋯⋯⋯⋯⋯⋯⋯⋯⋯⋯⋯⋯⋯⋯⋯(117)

易门矿务局第一中学⋯⋯⋯⋯⋯⋯⋯⋯⋯⋯⋯⋯⋯⋯⋯⋯⋯⋯⋯⋯⋯⋯⋯⋯(】18)

第四章职业技术教育⋯⋯⋯⋯⋯⋯⋯⋯⋯⋯⋯⋯⋯⋯⋯⋯⋯⋯⋯⋯⋯⋯⋯⋯⋯⋯⋯(126)

2

_



第一节 概 况⋯⋯⋯⋯⋯⋯⋯⋯⋯⋯⋯⋯⋯⋯⋯⋯⋯⋯⋯⋯⋯⋯⋯⋯⋯⋯⋯⋯

第二节 学校分类和管理⋯⋯⋯⋯⋯⋯⋯⋯⋯⋯⋯⋯⋯⋯⋯⋯⋯⋯⋯⋯⋯⋯⋯⋯

一、中等专业学校⋯⋯⋯⋯⋯⋯⋯⋯⋯⋯⋯⋯⋯⋯⋯⋯⋯⋯⋯⋯⋯⋯⋯⋯⋯

二、农(职)业中学⋯⋯⋯⋯⋯⋯⋯⋯⋯⋯⋯⋯⋯⋯⋯⋯⋯⋯⋯⋯⋯⋯⋯⋯⋯

三、技工学校⋯⋯⋯⋯⋯⋯⋯⋯⋯⋯⋯⋯⋯⋯⋯⋯⋯⋯⋯⋯⋯⋯⋯⋯⋯⋯⋯

四、职教渗透普教⋯⋯⋯⋯⋯⋯⋯⋯⋯⋯⋯⋯⋯⋯⋯⋯⋯⋯⋯⋯⋯⋯⋯⋯⋯

第三节 学 生⋯⋯⋯⋯⋯⋯⋯⋯⋯⋯⋯⋯⋯⋯⋯⋯⋯⋯⋯⋯⋯⋯⋯⋯⋯⋯⋯⋯

一、招生⋯⋯⋯⋯⋯⋯⋯⋯⋯⋯⋯⋯⋯⋯⋯⋯⋯⋯⋯⋯⋯⋯⋯⋯⋯⋯⋯⋯⋯

二、待遇⋯⋯⋯⋯⋯⋯⋯⋯⋯⋯⋯⋯⋯⋯⋯⋯⋯⋯⋯⋯⋯⋯⋯⋯⋯⋯⋯⋯⋯

三、分配⋯⋯⋯⋯⋯⋯⋯⋯⋯⋯⋯⋯⋯⋯⋯⋯⋯⋯⋯⋯⋯⋯⋯一⋯⋯⋯⋯⋯

第四节 学校选介⋯⋯⋯⋯⋯⋯⋯⋯⋯⋯⋯⋯⋯⋯⋯⋯⋯⋯⋯⋯⋯⋯⋯⋯⋯⋯⋯

一、中等专业学校⋯⋯⋯⋯⋯⋯⋯⋯⋯⋯⋯⋯⋯⋯⋯⋯⋯⋯⋯⋯⋯⋯⋯⋯⋯

二、职业中学⋯⋯⋯⋯⋯⋯⋯⋯⋯⋯⋯⋯⋯⋯⋯⋯⋯⋯⋯⋯⋯⋯⋯⋯⋯⋯⋯

三、玉溪地区技工学校⋯⋯⋯⋯⋯⋯⋯⋯⋯⋯⋯⋯⋯⋯⋯⋯⋯⋯⋯⋯⋯⋯⋯

第五章中等师范教育⋯⋯⋯⋯⋯⋯⋯⋯⋯⋯⋯⋯⋯⋯⋯⋯⋯⋯⋯⋯⋯⋯⋯⋯⋯⋯⋯

第一节 概 况⋯⋯⋯⋯⋯⋯⋯⋯⋯⋯⋯⋯⋯⋯⋯⋯⋯⋯⋯⋯⋯⋯⋯⋯⋯⋯⋯⋯

第二节 玉溪师范学校⋯⋯⋯⋯⋯⋯⋯⋯⋯⋯⋯⋯⋯⋯⋯⋯⋯⋯⋯⋯⋯⋯⋯⋯⋯

一、1956—1968年的玉溪师范学校⋯⋯⋯⋯⋯⋯⋯⋯⋯⋯⋯⋯⋯⋯⋯⋯⋯⋯

二、“文革”时期的地区“五七”中学五分校⋯⋯⋯⋯⋯⋯⋯⋯⋯⋯⋯⋯⋯⋯⋯

三、重新恢复的玉溪师范学校(1972—1977年)⋯⋯⋯⋯⋯⋯⋯⋯⋯⋯⋯⋯⋯

四、玉溪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1974—1979年)⋯⋯⋯⋯⋯⋯⋯⋯⋯⋯⋯⋯⋯

五、分散在各县完中代办的中师班(1978年9月一1984年7月)⋯⋯⋯⋯⋯⋯

六、再度重建的玉溪师范学校(1983年8月起)⋯⋯⋯⋯⋯⋯⋯⋯⋯⋯⋯⋯⋯

七、民办教师班⋯⋯⋯⋯⋯⋯⋯⋯⋯⋯⋯⋯⋯⋯⋯⋯⋯⋯⋯⋯⋯⋯⋯⋯⋯⋯

第三节 教师进修学校⋯⋯⋯⋯⋯⋯⋯⋯⋯⋯⋯⋯⋯⋯⋯⋯⋯⋯⋯⋯⋯⋯⋯⋯⋯

第六章高等师范教育⋯⋯⋯⋯⋯⋯⋯⋯⋯⋯⋯⋯⋯⋯⋯⋯⋯⋯⋯⋯⋯⋯⋯⋯⋯⋯⋯

第一节 概况⋯⋯⋯⋯⋯⋯⋯⋯⋯⋯⋯⋯⋯⋯⋯⋯⋯⋯⋯⋯⋯⋯⋯⋯⋯⋯⋯⋯

t第二节教师⋯⋯⋯⋯⋯⋯⋯⋯⋯⋯：⋯⋯⋯⋯⋯⋯⋯⋯⋯⋯⋯⋯⋯⋯⋯⋯⋯一

第三节教学⋯⋯⋯⋯⋯⋯⋯⋯⋯⋯⋯⋯⋯⋯⋯⋯⋯⋯⋯⋯⋯⋯⋯⋯⋯⋯⋯⋯

一、课程设置⋯⋯⋯⋯⋯⋯⋯⋯⋯⋯⋯⋯⋯⋯⋯⋯⋯⋯⋯⋯⋯⋯⋯⋯⋯⋯⋯

二、教学管理⋯⋯⋯⋯⋯⋯⋯⋯⋯⋯⋯⋯⋯⋯⋯⋯⋯⋯⋯⋯⋯⋯⋯⋯⋯⋯⋯

三、教学改革⋯⋯⋯⋯⋯⋯⋯⋯⋯⋯⋯⋯⋯⋯⋯⋯⋯⋯⋯⋯⋯⋯⋯⋯⋯⋯⋯

四、教学评估⋯⋯⋯⋯⋯⋯⋯⋯⋯⋯⋯⋯⋯⋯⋯⋯⋯⋯⋯⋯⋯⋯⋯⋯⋯⋯⋯

五、语言文字工作⋯⋯⋯⋯⋯⋯⋯⋯⋯⋯⋯⋯⋯⋯⋯⋯⋯⋯⋯⋯⋯⋯⋯⋯⋯

第四节科研⋯⋯⋯⋯⋯⋯⋯⋯⋯⋯⋯⋯⋯⋯⋯⋯⋯⋯⋯⋯⋯⋯⋯⋯⋯⋯⋯⋯

第五节培训⋯⋯⋯一⋯⋯⋯⋯⋯⋯⋯⋯⋯⋯⋯⋯⋯⋯⋯⋯⋯⋯⋯⋯⋯⋯⋯⋯

第六节 学生⋯⋯⋯⋯⋯⋯⋯⋯⋯⋯⋯⋯⋯⋯⋯⋯⋯⋯⋯⋯⋯⋯⋯⋯⋯⋯⋯⋯

一、教育．．．⋯⋯⋯⋯⋯⋯⋯⋯⋯⋯⋯⋯⋯⋯⋯⋯⋯⋯⋯⋯⋯⋯⋯⋯⋯⋯⋯⋯

二、管理⋯⋯⋯⋯⋯⋯⋯⋯⋯⋯⋯⋯⋯⋯⋯⋯⋯⋯⋯⋯⋯⋯⋯⋯⋯⋯⋯⋯⋯

(180)

(180)

(180)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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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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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青团⋯⋯⋯⋯⋯⋯⋯⋯“⋯⋯⋯⋯⋯⋯⋯⋯⋯⋯⋯⋯⋯⋯⋯⋯⋯⋯⋯·

第七节 校舍设施⋯⋯⋯⋯⋯⋯⋯⋯⋯⋯⋯⋯⋯⋯⋯⋯⋯⋯⋯⋯⋯⋯⋯⋯⋯⋯

一、校舍⋯⋯⋯⋯厶⋯⋯⋯⋯⋯⋯⋯⋯⋯⋯⋯⋯⋯⋯⋯⋯⋯⋯⋯⋯⋯⋯⋯⋯

二、图书馆⋯⋯⋯⋯⋯⋯⋯⋯⋯⋯⋯⋯⋯⋯⋯⋯⋯⋯⋯⋯⋯⋯⋯⋯⋯⋯⋯⋯

三、教学设备⋯⋯⋯⋯⋯⋯⋯⋯⋯⋯⋯⋯⋯⋯⋯⋯⋯⋯⋯⋯⋯⋯⋯⋯⋯⋯⋯

第七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 概 况⋯⋯⋯⋯⋯⋯⋯⋯⋯⋯⋯⋯⋯⋯⋯⋯⋯“⋯⋯⋯⋯⋯⋯⋯⋯⋯⋯·

第二节 农民教育⋯⋯⋯⋯⋯⋯⋯⋯⋯⋯⋯⋯⋯⋯⋯⋯⋯⋯⋯⋯⋯⋯⋯⋯⋯⋯⋯

一、文化教育⋯⋯⋯⋯⋯⋯⋯⋯⋯⋯⋯⋯⋯⋯⋯⋯⋯⋯⋯⋯⋯⋯⋯⋯⋯⋯⋯

二、技术教育⋯⋯⋯⋯⋯⋯⋯⋯⋯⋯⋯⋯⋯⋯⋯⋯⋯⋯⋯⋯⋯⋯⋯⋯⋯⋯⋯

第三节职工教育⋯⋯⋯⋯⋯⋯⋯⋯⋯⋯⋯⋯⋯⋯⋯⋯⋯⋯⋯⋯⋯⋯⋯⋯⋯⋯⋯

第四节 干部教育⋯⋯⋯⋯⋯⋯⋯⋯⋯⋯⋯⋯⋯⋯⋯⋯⋯⋯⋯⋯⋯⋯⋯⋯⋯⋯⋯

第五节 成人高等教育⋯⋯⋯⋯⋯⋯⋯⋯⋯⋯⋯⋯⋯⋯．．．⋯⋯⋯⋯⋯⋯⋯⋯⋯⋯

一、函授⋯⋯⋯⋯⋯⋯⋯⋯⋯⋯⋯⋯⋯⋯⋯⋯⋯⋯⋯⋯⋯⋯⋯⋯⋯⋯⋯⋯⋯

二、成人高考⋯⋯⋯⋯⋯⋯⋯⋯⋯⋯⋯⋯⋯⋯⋯⋯⋯⋯⋯⋯⋯⋯⋯⋯⋯⋯⋯

三、广播电视大学⋯⋯⋯⋯⋯⋯⋯⋯⋯⋯⋯⋯⋯⋯⋯⋯⋯⋯⋯⋯⋯⋯⋯⋯⋯

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第六节 玉溪地区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第八章民族教育⋯⋯⋯．．⋯⋯⋯⋯⋯⋯⋯⋯⋯⋯⋯⋯⋯⋯⋯⋯⋯⋯⋯⋯⋯⋯⋯⋯⋯·

第一节 概 况⋯⋯⋯⋯⋯⋯⋯⋯⋯⋯⋯⋯⋯⋯⋯⋯⋯⋯⋯⋯⋯⋯⋯⋯⋯⋯⋯⋯

第二节 发展民族教育的措施⋯⋯⋯⋯⋯⋯⋯⋯⋯⋯⋯⋯⋯⋯⋯⋯⋯⋯⋯⋯⋯⋯

一、以初等教育为重点，发展民族教育⋯⋯⋯⋯⋯⋯⋯⋯⋯⋯⋯⋯⋯⋯⋯⋯⋯

二、经济上给予特殊扶持，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条件⋯⋯⋯⋯⋯⋯⋯⋯⋯⋯⋯⋯

三、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要求，分类指导，采取灵活措施办学
⋯⋯⋯⋯⋯●⋯⋯⋯⋯⋯⋯⋯⋯⋯⋯⋯⋯⋯⋯⋯⋯⋯⋯⋯⋯⋯⋯⋯●o⋯⋯

四、采取特殊措施，培养民族高、中级人才⋯⋯⋯⋯⋯⋯⋯⋯⋯⋯⋯⋯⋯⋯⋯

五、紧密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办学⋯⋯⋯⋯⋯⋯⋯⋯

六、加强民族教师队伍的建设⋯⋯⋯⋯⋯⋯⋯⋯⋯⋯⋯⋯⋯⋯⋯⋯⋯⋯⋯⋯

七、发展民族地区成人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节 各民族教育⋯⋯⋯⋯⋯⋯⋯⋯⋯⋯⋯⋯⋯⋯⋯⋯⋯⋯⋯⋯⋯⋯⋯⋯⋯⋯

一、彝族⋯⋯⋯⋯⋯⋯⋯⋯⋯⋯⋯⋯⋯⋯⋯⋯⋯⋯⋯⋯⋯⋯⋯⋯⋯⋯⋯⋯⋯

二、哈尼族⋯⋯⋯⋯⋯⋯⋯⋯⋯⋯⋯⋯⋯⋯⋯⋯⋯⋯⋯一⋯⋯⋯⋯⋯⋯⋯⋯

三、傣族⋯⋯⋯⋯⋯一⋯⋯⋯⋯⋯⋯⋯⋯⋯⋯⋯⋯⋯⋯⋯⋯⋯⋯⋯⋯⋯⋯⋯‘

四、回族⋯⋯⋯⋯⋯⋯⋯⋯⋯⋯⋯⋯⋯⋯⋯⋯⋯⋯⋯⋯⋯⋯⋯⋯⋯⋯⋯⋯⋯

五、白族”⋯⋯⋯⋯⋯⋯⋯⋯⋯⋯⋯⋯⋯⋯⋯⋯⋯⋯⋯⋯⋯⋯⋯⋯⋯⋯⋯⋯‘

六、蒙古族⋯⋯⋯⋯⋯⋯⋯⋯⋯⋯⋯⋯⋯⋯⋯⋯⋯⋯⋯⋯⋯⋯⋯⋯⋯⋯⋯⋯

七、苗族⋯⋯⋯⋯⋯⋯⋯⋯⋯⋯⋯⋯·：⋯⋯⋯⋯⋯⋯⋯⋯⋯⋯⋯⋯⋯⋯⋯⋯·

八、拉祜族⋯⋯⋯⋯⋯⋯⋯⋯⋯⋯⋯⋯⋯⋯⋯⋯⋯⋯⋯⋯⋯⋯⋯⋯⋯⋯⋯⋯

九、其他民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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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t．⋯⋯⋯⋯⋯⋯⋯⋯⋯⋯⋯⋯⋯⋯⋯⋯⋯⋯⋯⋯⋯

一、一师一校⋯⋯⋯⋯⋯⋯⋯⋯⋯⋯⋯⋯⋯⋯⋯⋯⋯⋯⋯⋯⋯⋯mmO Q OQ gQI．QIO⋯

二、寄宿制、半寄宿制高小⋯⋯⋯⋯⋯⋯⋯⋯⋯⋯⋯⋯⋯⋯⋯⋯⋯⋯⋯⋯⋯⋯

三、双语教学⋯⋯⋯⋯⋯⋯⋯⋯⋯⋯⋯⋯⋯⋯⋯⋯⋯⋯⋯⋯⋯⋯⋯⋯⋯⋯⋯

四、民族语文教学⋯⋯⋯⋯⋯⋯⋯⋯⋯⋯⋯⋯⋯⋯⋯⋯⋯⋯⋯⋯⋯⋯⋯⋯⋯

第五节 学校选介⋯⋯⋯⋯⋯⋯⋯⋯⋯⋯⋯⋯⋯⋯⋯⋯⋯⋯⋯⋯⋯⋯⋯⋯⋯⋯⋯

玉溪地区民族中学⋯⋯⋯⋯⋯⋯⋯⋯⋯⋯⋯⋯⋯⋯⋯⋯⋯⋯⋯⋯⋯⋯⋯⋯⋯

元江县民族中学⋯⋯⋯⋯⋯⋯⋯⋯⋯⋯⋯⋯⋯⋯⋯⋯⋯⋯⋯⋯⋯⋯⋯⋯⋯⋯

玉溪市洛河民族中学⋯⋯⋯⋯⋯⋯⋯⋯⋯⋯⋯⋯⋯⋯⋯⋯⋯⋯⋯⋯⋯⋯⋯⋯

峨山一中民族高中部⋯⋯⋯⋯⋯⋯⋯⋯⋯⋯⋯⋯⋯⋯⋯⋯⋯⋯⋯⋯⋯⋯⋯⋯

玉溪市大营育才学校⋯⋯⋯⋯⋯⋯⋯⋯⋯⋯⋯⋯⋯⋯⋯⋯⋯⋯⋯⋯⋯⋯⋯⋯

新平县白沙斗小学⋯⋯⋯⋯⋯⋯⋯⋯⋯⋯⋯⋯⋯⋯⋯⋯⋯⋯⋯⋯⋯⋯⋯⋯⋯

元江县羊街乡小学半寄宿制女子班⋯⋯⋯⋯⋯⋯⋯⋯⋯⋯⋯⋯⋯⋯⋯⋯⋯⋯

第九章教育行政⋯⋯⋯⋯⋯⋯⋯⋯⋯⋯⋯⋯⋯⋯⋯⋯⋯⋯⋯⋯⋯⋯⋯⋯⋯⋯⋯⋯⋯

第一节教育方针⋯⋯⋯⋯⋯⋯⋯⋯⋯⋯⋯⋯⋯⋯⋯⋯⋯⋯⋯⋯⋯⋯⋯⋯⋯⋯⋯

第二节 管理机构⋯⋯⋯⋯⋯⋯⋯⋯⋯⋯⋯⋯⋯⋯⋯⋯⋯⋯⋯⋯⋯⋯⋯⋯⋯⋯⋯

一、机构沿革⋯⋯⋯⋯⋯⋯⋯⋯⋯⋯⋯⋯⋯⋯⋯⋯⋯⋯⋯⋯⋯⋯⋯⋯⋯⋯⋯

二、组织规程⋯⋯⋯⋯⋯⋯⋯⋯⋯⋯⋯⋯⋯⋯⋯⋯⋯⋯⋯⋯⋯⋯⋯⋯⋯⋯⋯

第三节 管理体制⋯⋯⋯⋯⋯⋯⋯⋯⋯⋯⋯⋯⋯⋯⋯⋯⋯⋯⋯⋯⋯⋯⋯⋯⋯⋯⋯

第四节 教育投入和设施⋯⋯⋯⋯⋯⋯⋯⋯⋯⋯⋯⋯⋯⋯⋯⋯⋯⋯⋯⋯⋯⋯⋯⋯

一、经费⋯⋯⋯⋯⋯⋯⋯⋯⋯⋯⋯⋯⋯⋯⋯⋯⋯⋯⋯⋯⋯⋯⋯⋯⋯⋯⋯⋯⋯

二、校舍⋯⋯⋯⋯⋯⋯⋯⋯⋯⋯⋯⋯⋯⋯⋯⋯⋯⋯⋯⋯⋯⋯⋯⋯⋯⋯⋯⋯⋯

三、设备⋯⋯⋯⋯⋯⋯⋯⋯⋯⋯⋯⋯⋯⋯⋯⋯⋯⋯·，⋯⋯⋯⋯⋯⋯⋯⋯⋯⋯·

第十章教师⋯⋯⋯⋯⋯⋯⋯⋯⋯⋯⋯⋯⋯⋯⋯⋯⋯⋯⋯⋯⋯⋯⋯⋯⋯⋯⋯⋯⋯⋯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管理⋯⋯⋯⋯⋯⋯⋯⋯⋯⋯⋯⋯⋯⋯．．．⋯⋯⋯⋯⋯⋯⋯⋯⋯⋯⋯⋯⋯

一、来源⋯⋯⋯⋯⋯⋯⋯⋯⋯⋯⋯⋯⋯⋯⋯⋯⋯⋯⋯⋯⋯⋯⋯⋯⋯⋯⋯⋯⋯

二、1．壬用⋯⋯⋯⋯⋯⋯⋯⋯⋯⋯⋯⋯⋯⋯⋯⋯⋯⋯⋯⋯⋯⋯⋯⋯⋯⋯⋯⋯⋯

三、培训与考核⋯⋯⋯⋯⋯⋯⋯⋯⋯⋯⋯⋯⋯⋯⋯⋯⋯⋯⋯⋯⋯⋯⋯⋯⋯⋯

四、职称改革⋯⋯⋯⋯⋯⋯⋯⋯⋯⋯⋯⋯⋯⋯⋯⋯⋯⋯⋯⋯⋯⋯⋯⋯⋯⋯⋯

第三节 生活待遇⋯⋯⋯⋯⋯⋯⋯⋯⋯⋯⋯⋯⋯⋯⋯⋯⋯⋯⋯⋯⋯⋯⋯⋯⋯⋯⋯

一、工资⋯⋯⋯⋯⋯⋯⋯⋯⋯⋯⋯⋯⋯⋯⋯⋯⋯⋯⋯⋯⋯⋯⋯⋯⋯⋯⋯⋯⋯

二、福利⋯⋯⋯⋯⋯⋯⋯⋯⋯·⋯⋯⋯⋯⋯⋯⋯⋯⋯⋯⋯⋯⋯⋯⋯⋯⋯⋯⋯”

三、住房⋯⋯⋯⋯⋯⋯⋯⋯⋯?⋯⋯⋯⋯⋯⋯⋯⋯⋯⋯⋯⋯⋯⋯⋯⋯⋯⋯⋯”

第四节 政治生活⋯⋯⋯⋯⋯⋯⋯⋯⋯⋯⋯⋯⋯⋯⋯⋯⋯⋯⋯⋯⋯⋯⋯⋯⋯⋯⋯

一、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教师中的建设和发展⋯⋯⋯⋯⋯⋯⋯⋯⋯⋯⋯⋯

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教师中的建立和发展⋯⋯⋯⋯⋯⋯⋯⋯⋯⋯⋯⋯

三、民主党派在教师中的发展⋯⋯⋯⋯⋯⋯⋯⋯⋯⋯⋯⋯⋯⋯⋯⋯⋯⋯⋯⋯

四、参政、议政活动⋯⋯⋯⋯⋯⋯⋯⋯⋯⋯⋯⋯⋯⋯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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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工⋯⋯⋯⋯⋯⋯⋯⋯··(350)

第五节 民办教师⋯⋯⋯⋯⋯⋯⋯⋯⋯⋯⋯⋯⋯⋯⋯⋯⋯⋯⋯⋯⋯⋯⋯⋯⋯⋯⋯(350)

第十一章人才输送⋯⋯⋯⋯⋯⋯⋯⋯⋯⋯⋯⋯⋯⋯⋯⋯⋯⋯⋯⋯⋯⋯⋯⋯⋯⋯⋯⋯(357)

第一节 大中专招生⋯⋯⋯⋯⋯⋯⋯⋯⋯⋯⋯⋯⋯⋯⋯⋯⋯⋯⋯⋯⋯⋯⋯⋯⋯⋯(357)

一、机构沿革⋯⋯⋯⋯⋯⋯⋯⋯⋯⋯⋯⋯⋯⋯⋯⋯⋯⋯⋯⋯⋯⋯⋯⋯⋯⋯⋯(357)

二、考试和录取⋯⋯⋯⋯⋯⋯⋯⋯⋯⋯⋯⋯⋯⋯⋯⋯⋯⋯⋯⋯⋯⋯⋯⋯⋯⋯(358)

第二节 为社会输送人才⋯⋯⋯⋯⋯⋯⋯⋯⋯⋯⋯⋯⋯⋯⋯⋯⋯⋯⋯⋯⋯⋯⋯⋯(370)

第十二章教学研究和学术团体⋯⋯⋯⋯⋯⋯⋯⋯⋯⋯⋯⋯⋯⋯⋯⋯⋯⋯⋯⋯⋯⋯⋯(375)

第一节教研机构⋯⋯⋯⋯⋯⋯⋯⋯⋯⋯⋯⋯⋯⋯⋯⋯⋯⋯⋯⋯⋯⋯⋯⋯⋯⋯⋯(375)

第二节教研活动⋯⋯⋯⋯⋯⋯⋯⋯⋯⋯⋯：⋯⋯⋯⋯⋯⋯⋯⋯⋯⋯⋯⋯⋯⋯⋯”(376)

一、1962年地区教研组成立后的教研活动⋯⋯⋯⋯⋯⋯⋯⋯⋯⋯⋯⋯⋯⋯⋯(376)

二、1980年至1990年的教研活动⋯⋯⋯⋯⋯⋯⋯⋯⋯⋯⋯⋯⋯⋯⋯⋯⋯⋯(376)

第三节 学术团体⋯⋯⋯⋯⋯⋯⋯⋯⋯⋯⋯⋯⋯⋯⋯⋯⋯⋯⋯⋯⋯⋯⋯⋯⋯⋯⋯(381)

一、学会的建立和发展⋯⋯⋯⋯⋯⋯⋯⋯⋯⋯⋯．．．⋯⋯⋯⋯⋯⋯⋯⋯⋯⋯⋯(381)

二、学会活动⋯⋯⋯⋯⋯⋯⋯⋯⋯⋯⋯⋯⋯⋯⋯⋯⋯⋯⋯⋯⋯⋯⋯⋯⋯⋯⋯(383)

第十三章勤工俭学⋯⋯⋯⋯⋯⋯⋯⋯⋯⋯⋯⋯⋯⋯⋯⋯⋯⋯⋯⋯⋯⋯⋯⋯⋯⋯⋯⋯(387)

第一节概况⋯⋯⋯⋯⋯⋯⋯⋯⋯⋯⋯⋯⋯⋯⋯⋯⋯⋯⋯⋯⋯⋯⋯⋯⋯⋯⋯⋯(387)

第二节 经验选介⋯⋯⋯⋯⋯⋯⋯⋯⋯⋯⋯⋯⋯⋯⋯⋯⋯厶⋯⋯⋯⋯⋯⋯⋯⋯⋯·(397)

一、通海县积极发展，努力搞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397)

二、澄江一中坚持开展勤工俭学，不断改善办学条件⋯⋯⋯⋯⋯⋯⋯⋯⋯⋯⋯(399)

三、元江民族中学开展勤工俭学，助教育人⋯⋯⋯⋯⋯⋯⋯⋯⋯⋯⋯⋯⋯⋯⋯(400)

第十四章名录⋯⋯⋯⋯⋯⋯⋯⋯⋯⋯⋯⋯⋯⋯⋯⋯⋯⋯⋯⋯⋯⋯⋯⋯⋯⋯⋯⋯⋯(402)

第一节 荣誉录⋯⋯⋯⋯⋯⋯⋯⋯⋯⋯⋯⋯⋯⋯⋯⋯⋯⋯⋯⋯⋯⋯⋯⋯⋯⋯⋯⋯(402)

一、部级劳动模范名录⋯⋯⋯⋯⋯⋯⋯“?⋯⋯⋯⋯⋯⋯⋯⋯⋯⋯⋯⋯⋯⋯⋯(402)

二、中共玉溪地委、玉溪行政公署表彰的先进、模范名录⋯⋯⋯⋯⋯⋯⋯⋯⋯(402)

三、1983年玉溪地区中、小、幼教师教龄满25年以上、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

调委员会“园丁纪念章”获得者名录⋯⋯一⋯⋯⋯⋯⋯⋯⋯⋯⋯⋯⋯⋯(408)

四、玉溪地区执教30年以上、玉溪地委、玉溪行政公署“锲而不舍培育新人”

荣誉证书获得者名录⋯⋯⋯⋯⋯⋯⋯⋯⋯⋯⋯⋯⋯⋯⋯⋯⋯⋯⋯⋯⋯(413)

第二节 特级教师、高级职称教师名录⋯⋯⋯⋯⋯⋯⋯⋯⋯⋯⋯⋯⋯⋯⋯⋯⋯⋯(419)

一、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名录⋯⋯⋯⋯⋯⋯⋯⋯⋯⋯⋯⋯⋯⋯⋯⋯(419)

二、玉溪地区教育系统1986年至1990年3月职称改革，经云南省高评委审

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录⋯⋯⋯⋯⋯⋯⋯⋯⋯⋯⋯⋯⋯⋯⋯⋯(419)

附录

一、书院一览表⋯⋯⋯⋯⋯⋯⋯⋯⋯⋯⋯⋯⋯⋯⋯⋯⋯⋯⋯⋯⋯⋯⋯⋯⋯⋯(422)

．， 二、义学一览⋯⋯⋯⋯⋯⋯⋯⋯⋯⋯⋯⋯⋯⋯⋯⋯⋯⋯⋯⋯⋯⋯⋯⋯⋯⋯⋯(423)

三、视察华宁县教育报告(1944年4月22日)⋯⋯⋯⋯⋯⋯⋯⋯⋯⋯⋯⋯⋯·(424)

四、《关于认宾贯彻执行党在教育工作中两条腿走路的意见(草案)》(摘要)

(1964年6月)⋯⋯⋯⋯⋯⋯⋯⋯⋯⋯⋯⋯⋯⋯⋯⋯⋯⋯⋯⋯⋯⋯⋯(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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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

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的意见(草案)》(摘要)(1964年7月)

六、玉溪地区行政公署批转地区教育局《关于搞好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的通知(1978年12月22日)⋯⋯⋯⋯⋯⋯⋯⋯⋯⋯⋯⋯⋯⋯⋯⋯⋯⋯(430)

七、中共玉溪地委、玉溪行署领导关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初步意见

’(1983年1月8日)⋯⋯⋯⋯⋯⋯⋯⋯⋯⋯⋯⋯⋯⋯⋯⋯⋯⋯⋯⋯⋯⋯(434)

八、玉溪地区采取特殊措施普及小学教育(摘自1985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435)

九、玉溪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转发地区教育局《关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请示

报告》的通知(1984年9月27日)⋯⋯⋯⋯⋯⋯⋯⋯⋯⋯⋯⋯⋯⋯⋯⋯(436)

十、地委讨论1985年教育工作纪要(1985年2月1日)⋯⋯⋯⋯⋯⋯⋯⋯⋯(437)

十一、中共玉溪地委、玉溪行署领导“关于贯彻省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的意见(1987年1月12日)⋯⋯⋯⋯⋯⋯⋯⋯⋯⋯⋯⋯⋯⋯⋯⋯⋯⋯⋯(438)

十．二、玉溪地区学校班主任工作条例(试行意见)(1987年6月10日)⋯⋯⋯(439)

十三、玉溪地区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试行意见)(1987年6月10日)⋯⋯⋯⋯(440)

十四、峨中星火(1946--1948年峨山中学教育学生情况)⋯⋯⋯⋯⋯⋯⋯⋯⋯(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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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概况

玉溪地区地处云南中部、行署所在地玉溪市，距省会昆明98公里。全区总面积15000平方

公里。区内地形复杂，高山、峡谷、高原、盆地交错分布，海拔在328米到3137米之间，气候温

和，具有准热带刮温带的多种气候类型，高原季风气候特点显著。全区风景秀丽，抚仙湖、星云

湖、杞麓湖被誉为“高原明珠”，连同坐落在“礼乐名邦”通海县的秀山，早就是游客向往的旅游

胜地。玉溪地区资源和物产比较丰富，铁、磷等储量丰富且品位高。主要农产品有粮食、烤烟、

甘蔗、茶叶、蔬菜、水果等。素有“云烟之乡”、“滇中粮仓”的美称。 ．

1950年1月1日成立滇中专员公署，属云南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同年3月改称玉溪

专员公署，辖毛溪、昆阳、晋宁、呈贡、江川、通海、河西、澄江、易门、峨山、新平】2县。1951年5

月12日，峨山县改没峨山彝族自治区，1956年改称峨山彝族自治县。1954年8月，元江县由蒙

自专区划归玉溪专区。1956年11月22日，河西与通海两县合并，改称杞麓县，1958年10月，

华宁与杞麓两县合并，改称通海县；江川与玉溪两县合并，称玉溪县；晋宁、呈贡、昆阳3县合

并，称晋宁县。1959年lo月18日，通海县分设通海和华宁两县。1960年，晋宁县(包括呈贡、

昆阳)划归昆明市。1961年10月，玉溪县分设玉溪县和江川县。1970年，玉溪专区改称玉溪地

区，辖玉溪、江川、澄江、通海、华宁、易门、峨山、新平、元江9县。玉溪、江川、澄江、通海4县为

坝区县，华宁、易门2县为半山区县，峨山、新平、元江3县为山区县。1980年11月，元江县改

设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平县改设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1983年9月，玉溪县改设玉

溪市。1990年全区总人口180多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fj有57万多人，占总人口数的31．3％。

主要少数民族有彝族、哈尼、傣、回、白、蒙古、苗、拉祜等8个，少数民族中，傣、回、蒙古大部分

居住在坝区，其他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殊的地理环

境，致使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

化十分落后，发展极为缓慢，许多边远少数民族的村寨还处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

社会末期，生活极为贫困，文盲为10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

除民族压迫，各民族平等友爱，党和政府采取特殊政策，积极扶持，引导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文

化教育，进行改革，使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在短期内迈入社会主义，促进了

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在全区总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占5．1l％，小学和初

中程度占58．64％。15岁至40岁年龄段的文卣半文盲人口还有84000多人，占同龄人口

的12．1％，人口文化素质还较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仑区经济发展迅速，1990年与

1980相比，全区同民生产总值增长2．55倍，国民收入增长2．09倍，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3．68

倍，财政收入增长6．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66倍，粮食总产量增长24．4％，人均占有粮

食353公斤，全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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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1949年，个别资料上溯至元大德年问(1297--1307年)，下限1990年。

二、本志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收集、鉴别、筛选、运

用资料，本着“存真求实、服务四化”的目的，记述玉溪地区教育事、眦发展的伞貌。

三、本志采用“事以类聚，类为一目，分级横排，统纵为主”的宏观设计，按照科学分类，逐类

纵写，一贯到底的构思方法安排材料。概述、大事记，从宏观角度综述玉溪地区教育发展的总趋

势；全书共14章62节。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qk技术教育、中等师范教育、高等师

范教育，成人教育是根据玉溪地区教育的6大类特点记述其始末；比族教育、教育行政、教师、

人才输送、勤工俭学、教学研究和学术团体、名录，属于专题性的，通纵记述，分别展示一个方面

的发展状况。

四、本志述、记、志、图、表、录并用，力求图文并茂。各种数据表格附于有关章节后，以补正

文。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使用规范简体字及标点符号，力求文字简明流畅。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档案馆、地区教育局文书档案和地区所属各县(市)教育志。有关

统计数字以地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均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简称

“党”。

八、本志记事政区范围，以现行政辖区1市8县为限，历史上有些事件涉及当时辖县，也适

当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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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

元大德年问(1297年至1307年)，本区澄江最早建立“府学”，明代全区各县都建起“学

宫”，清代各县建有数目不等的“书院”。城乡还设有不少义学、私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开办新学，废科举，设学堂。澄江率先创办”，清代各县建有数目不等的“书院”。城乡还设

有不少义学、私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办新学，废科举，设学堂。澄江率先创办澄江

师范传习所和县属高、初两等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5年(1916年)，澄江、螬峨

(今峨山)、易门等县曾开办过职业学堂“乙种蚕业学校”、“乙种工业学校”、“艺徒学堂”等，习种

桑、养蚕、织染、窑业。民国元年(191 2年)，国民政府改“两等小学堂”为高、初两级小学校后，小

学教育逐渐有所发展。民国12年(1923年)至民国21年(1932年)，先后在玉溪、江川、华宁、新

平、澄江、河西、峨山、易门、元江等9县创办县乡村师范，后又改名简易师范，招收高小毕业生，

培养初级小学教师。民国27年(1938年)至民国38年(1949年)，县立简易师范多数改为县立

初级中学。民国28年(1939年)，“玉溪县立初级中学”改为“云南省立玉溪中学”，并增设高中。

民国28年(1939年)，国立中山大学曾迁来澄江，随后云南省立昆华中学也迁来玉溪、澄江办

学，输入了外地先进文化，中山大学的部分教师、学生还在澄江中学、部分小学校兼课，对澄江

的教育促进很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工委派来了王正斋(王以中)、董治安等共

产党员和“民青”(云南民主青年同蓝)成员，到玉溪地区开展工作。他们利用统战关系，在部分

中、小学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勤学、勤qk、勤交友”的指示，团结进步教

师，紧密配合当时革命斗争，以革命的思想教育学生学习好文化科学知识，关心国家命运、前

途。同时在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引导人民组织起来迎接解放，准备了一大批干部。

194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峨山县工委组织领导峨山武装起义，峨lJI中学的全部师生和先期毕

业的部分学生近300人参加了武装起义，为滇中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创建新中

国的斗争中，有的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在建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

是骨干，至今还在不同工作岗位上为人民作新的贡献。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全专区直辖的12

个县共有中等学校17所，其中：完全中学1所(即玉溪中学)，公立初级中学1】所，私立初级

中学2所(江川铸民中学，玉溪广文学校)，简易师范3所，在校学生2736人。全区人口120

万，平均每万人中有22．8名中学生。小学851所，在校学生43793人，平均每万人中有365名

小学生。中、小学教职工2178人。全区人口中85％以上是文肓，IJJ区、半山区县文盲率更高，有

的地区还处于刻木、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日滇中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在玉溪成立。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1959年1月至1990年底，玉溪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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