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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黄河之滨，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境内发现的多处新石

器时期文化、墓葬群和大量精美的彩绘陶器证实，五千年以前，在临夏这块古

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河州古西羌地，禹贡雍州之域，书

导河自积石是也"(清《河州志》)。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先后在临夏设县、置

州、建郡，称袍罕、河州、导河等。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历代军事重

镇，也是陇右的一个商业、文化中心，素有“河湟雄镇"之称。五千年来，居

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休戚与共，世代相依，共同开垦了这块土地，共同创造

了灿烂的文化，共同谱写了临夏教育的历史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

出了自己的贡献。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紧随着历史的进

步，教育也按它特有的规律在向前发展，不断完善。临夏教育的发展，从境内

出土的马家窑、半山、齐家等类型的文物看，其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在造型设

计、图案布局、施彩方法等工艺、知识的传授、运用和发展上，都可证明临夏

教育早在五千年以前开始萌芽，并已渗透在人们劳动生产的整个过程中。

史至西汉，居住在临夏以西至青海东北部一带的西羌族，屡入河湟，常扰

金城、陇西等地。汉武帝出兵征羌，灭先令羌首领，在临夏始置罕千于县。从此

以后，临夏地区先后经历了三国时魏国、西晋、前凉、北魏、西魏、隋、唐等

朝代的管辖。尽管朝代更换，多有战火，但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政局也相对稳

定。这一时期，临夏成了古丝绸路上一个东进西出的商品集散地和较有名气的

茶马市场，对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临夏教育从原始萌芽状态

经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教育体系之中。从“汉武帝始兴学，劝以官禄，令

天下郡国立学校、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开始，至唐代，随政权建制变更，

因时设儒学，立教授、学正、训导、教谕等学官，专司教育。明洪武五年(1372

年)设河州府，立儒学，置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属县亦置教谕一人、训导二

人。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教设科分教。清初沿袭明制。至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河州属兰州府，置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属县亦

置教谕、训导等学官。遂创建凤林书院，后又创办莲花、龙泉书院，开办了太

子寺树德、龙泉祠尚德、唐汪养正、吹麻滩明善、北塬尚文、何堡懋德等28

所义学。 ，

甘肃乡试历来与陕西合闱。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奏请分闱后，开

始创贡院于兰州。是时，以制艺试贴取士；童试兼赋论，乡试兼经策，肄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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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以四书五经为体，文章、诗赋为用。光绪初年，临夏宣讲社作为进行社

会教育的组织形式筹资创办，设宣讲员两名，每逢朔、望宣讲，余者下乡宣讲。

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知州杨鼎臣创设广文月课，以课取士。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政府迫于各方之压力，“谕立停科举

以广学堂’’。于是，各省创设学堂。甘肃府、州、县则分设中学堂、高等小学

堂、初等小学堂。临夏境内先后改凤林书院为第一区第一高级小学堂、爱莲书

院为第五区第一高级小学堂，龙泉书院为第三区第一高级小学堂，八股取士制

才被废止。但部分义学和私塾在临夏城乡仍以民间办学的形式继续存在。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壬寅

学制”。此学制因多种原因未能实行。第二年清政府又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在全

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即“癸卯学制”。该学制把小学定为五、四制(初等小学

堂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堂五年；大学教育分三级：大学院五年，．分科

大学三至四年，大学预备班三年。初等小学堂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

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有时可加开图画、手工；高等小学堂除上述

学科外，另视地方实际加授手工、商业、农业，中学堂另加授外语、博物、物

理、化学、法制及理财。这一学制基本上是从外国，特别是从El本引进的。因

此，也自然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教育实质和特征。临夏境内由官府改

办或创办的高等小学堂，除开设该学制规定的学科外，还让入学儿童读《百家

姓》、《千家诗》乃至《古文观止》中有关文章，习学大小楷。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教育部先后颁布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普通教

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有关教育法令，对清末教育作了重

要的改革。改学堂为学校，分初、中、高三级教育。规定了新的学制，即小学

为四、三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为四年，大学或专门学校：预科三

年，本科三至四年。初级小学开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

高级小学加开本国历史、地理、理科、英语；中学开修身、国语、外语、历史、

地理、数学、博物、物理、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女子学校加家事、

园艺、缝纫。这一学制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为首的复

辟派复辟后的复古活动，未能持续多久，但影响较大，波及全国。这一学制对

临夏初等教育亦有很大促进，先后开办了不少初、高级新型小学，像康乐牛载

坤创办的树风小学，金树仁、田士允、鲁丕敏等先后任校长的凤林小学，以及

在和政杜家河、临夏县双城集、永靖汪歌集、广河太子寺、临夏天桥庙、东乡

折桥湾等开办的小学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民国5年(1916年)，改初级小学为

国民小学，在体制上分县立、区立、公立、私立等。民国11年(1922年)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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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小学又改为“四、二’’制，中学实行“三、三"制，课程设置也有新的改

动。这一时期临夏地区只有小学教育。直到1923年，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及乡

绅徐绍烈、喇世俊、鲁效祖、鲁效孔、马秉良等捐资，县府拨款2000元，在

临夏县城内昭忠祠创立导河县初级中学，鲁效祖首任校长，学制四年。此后，

小学“四、二’’制延至50年代初期，中学“三、三’’制延至“文革’’初期。

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行政机构也不断演变。清代以前，临夏地区因

置县、建州的变化，教育行政设学正、教谕，主事教化。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由提学使令厅、州、县置劝学所后，临夏遂建立劝学所，为境内学务总汇，

监督管理学务。劝学所设总董、准核各学区事务。所下设学区，为辅佐教育行

政机关的地方自治机构。学区设劝学员一名，专事学区所属事务。不久，劝学

总董又改为劝学员长。辛亥革命后，国体鼎立，劝学所遂被废止，至民国4年

(1915年)又复设，张学仁、拜自励等先后任所长，其章程也有所修改。民国

11年(1922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设局长、督学、事务业员，主事学务。

此间，陕福、鲁效孔、陈硅等先后任临夏教育局长。下面亦设学区，学区立教

务委员，负责教化学务诸事。

1927年时，临夏境内共建立初级小学91所，代用初级小学7所，高级小

学10所，女子小学、初级中学各1所；小学在校生4500多人，初中学生百多

人，中、小学教工150多人。这一时期，临夏因受军阀混战影响，教育的发展

十分缓慢。但经过一段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后，特别是以“五四"

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临夏的许多社会贤达、志士仁人，通过外出考察、

学习，深感发展临夏教育的重要，于是他们返回故里，致力于办学；不少临夏

籍军政要员也感到要发展势力非靠教育不可，亦支持办学或亲自办学，使临夏

境内学校数增到110所，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的学院、义学相比，

发展较快，成绩突出。同时，临夏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也引起了官府的重视，

在兴教办学上给予支持。1926年(民国15年)，，导河县回族教育促进会筹建，

此后回族教育从过去的经堂教育逐步走向社会、民众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东北全

境的沦陷，许多学校、文化团体相继迁入内地，大批知识分子也纷纷流入后方，

为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人才需求上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广大有志之士、地方

乡绅、军政要员把握这一时机兴办学校，相继出现了云亭、青云、魁峰、建国、

大寨(永靖)、折桥等小学，促进了临夏教育的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临夏地区具有爱国思想的一批知识青年曹福寿、梁成玉、汪迪民，民族上层人

士马全钦、马辅臣，工商界人士拜景星、秦宪周，宗教人士马益寿，地方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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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质生、张学仁、马秉良、喇世俊以及影响波及西北地区，左右临夏政局的军

界大员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等人，从不同的角度筹资、投资，兴教办学。

同时，政府也建办了康乐、永靖初级中学和一批小学。1941年迁来了国立西

北师范学校。至1948年，临夏地区小学发展到175所，中学5所，师范1所，

小学在校生7500多人，中学生584人，教职工536人。这一时期的临夏教育

成为解放前教育发展的高潮时期。1947～1949年，因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

民党政府不断派款捉丁，各类学校相继关门，临夏教育处于停滞状态。

1949年8月22日临夏解放，遂成立军管会。9月18日，成立临夏专员公

署，接管了旧政府时建立的公立、私立学校。除公立学校外，接管了马步芳、

马步青私立小学16所，马鸿逵私立完小6所、初小5所，私立兴华小学1所。

撤销了云亭、兴华2所私立中学，与临夏中学合并后成立了临夏区联合中学。

同时，对各类学校立即进行整编。据当时统计，全区七个县(含临潭县)有完

小83所(临潭10所)，在校学生8931人(临潭1470人)；初小210所，在校

生7788人。1950年人民政府为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临夏专署成立第三科(即

文教科)，任命曹稷农为科长，具体负责教育事务。根据省人民政府1950年工

作任务，继续恢复整顿学校，有重点地实行必要的改革，使文化教育逐步成为

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教育。

在中学实行三、三制，小学实行四、二分段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中

小学没有成熟教材的情况下，剔除了旧教材中的反动内容，仍延用1日教材进行

教学。对教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集中进行思想教育，开展“忠诚老实

运动"、“三反五反’’，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使

学校教育经过恢复整顿，逐步走向正轨。1950--,-1952年恢复整顿期间，临夏

教育认真贯彻专署“在整顿充实和巩固提高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地逐步发

展”的教育工作方针，使各级各类学校有了一定的发展。

党和国家也十分重视民族教育。在东乡自治区创办了东乡师范，充实加强

了八坊女子小学等少数民族小学75所。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达到5054人。省政

府批拨民族教育事业费，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课本和助学金。据1952年底统

计，全专区有小学326所，比解放初发展了1．4倍，在校小学生32627人，发

展了3．1倍，小学教职工693人，发展了1．61倍。1950年底云亭中学恢复，

遂改名为临夏县初级中学。这样，全区中学增加到4所，在校生765人，教工

】15人，师范2所，学生439人，教工51人，均比解放时有较快发展。

1953"-'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也是教育事业的改革、

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临夏教育在“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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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方针指引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得到发展。对全区小学，在核定基数、提

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整顿，各校普遍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文

体教育、健康教育和劳动教育；县、区层层成立总学委、分学委，负责指导、

检查学校工作。这一时期，全区又相继创办了广通县初中、临夏市二中、临夏

市女中。在校中学生达1574人，中等学校教工143人。工农教育发展迅速，成

绩较为显著。至1955年，全区有951人参加民校学习。9500人参加冬学学习，

134033名青壮年参加扫盲；学前教育开始起步，临夏市第一所幼儿园成立。

1957年暑期，全州各县：市组织中小学教师开展整风运动，至10月中共

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工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的通知》

后，全区县、市一小部分骨干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应有的惩处，教学工

作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

1958年随着总路线的制定，大跃进高潮的掀起，全州教育工作提出了

“两年普及小学教育，三年实现无盲州’’的口号，州、县、市各级政府通过多

种形式，召开电话会议、现场会议，多次布置、积极开展大跃进。各县分别成

立工农业余教育跃进办公室，组织扫盲大军，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掀起全民

办学高潮。是时，．全州105538名适龄儿童入学，入学率高达90．4％。兴办民

校573所，在校学生54724人。据统计，全州有公、民办小学933所，在校学

生128551人；公办中等学校13所，在校生5451人，教工254人；民办中学

38所，在校生1704人；州办工业、农业、畜牧、卫生大学4所，县办大学3

所，在校生920人。在上下动员、全民办学的形势下，各级各类学校遵照团中

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精神，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办工厂和农、林、牧场。至9月份，各中小学投入大炼钢铁运动。这一系列以

劳代学，注重数量，忽视质量，超越财力，盲目发展等等违背教育规律的活动，

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全州教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的损害。
。

1959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召开，教育部长杨秀峰在会上提出

1959年教育工作着重“整顿巩固，适当发展’’，“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大力提

高教育质量"的方针。州政府为贯彻这一文教工作方针，作了具体安排，对全

州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整顿，决定在新华小学试行五年制，并遵照中央五月会

议精神，开展群众性扫盲活动，积极发展业余教育。至七、八月间，又在全州

教师中开展“反右倾’’斗争，部分教师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

1960"--"1963年的困难时期，全州教育工作处于低潮。在贯彻国民经济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在办学上提出并坚持“统筹

安排，合理布局，保证重点，提高质量’’的方针。到1963年底，全州有小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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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所，普通中学12所，中等专业学校2所。小学在校生24640人，中学在

校生2250人，中专生428人；小学教职工1073人，中学教职工269人，中专

教职工48人。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1964

～1965两年，教育事业又有新的发展。1965年底，小学发展到1263所，中学

17所，在校生：小学85053人，中学3266人。与此同时，又积极发展

半工(耕)半读学校7 6所，在校生达3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 9 6 2年的

12．7％提高到51．7％。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工

作组相继进驻各中学领导运动，“造反’’浪潮席卷全州，中小学“停课闹革

命"，教育战线处于一片混乱。在1月之内，全州约65％的教师被打成“牛鬼

蛇神’’，遭到批判、抄家等。工作组撤走后，工农兵宣传队又开进学校，红卫

兵组织产生，派性、派仗进一步激化，武斗从学校向社会扩大。1968年夏，清

理阶级队伍的“台风"波及全州。教育界打、砸、抢、抄、捉等违法活动不断

升级。临夏中学、临夏师范、各县、市一中等学校广大教师惨遭折磨，身心健

康受到严重摧残。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做出了“两个估计’’，全

面否定17年来的教育工作及其成就。这一《纪要》使全州教育受到严重破坏，

极大地损伤了全州广大教育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给他们套上了莫须有的精

神枷锁，事业受损，教育质量严重下降。1972年的“反回潮”、“反复辟"以

及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加剧了教育战线这个重灾区的灾情，又一次

打乱了教育教学秩序，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欲教不能，不教不忍。这一时期，全

州小学实行五年制，中学实行二、二制(初、高中各两年)、七年制(小学五

年，初中二年)和九年一贯制等三种学制；全州中小学均采用实用主义极强的

省编教材。中学将10门课合为5门，“文科’’以社会为课堂，“理科"以工厂

为课堂，无休止地参加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学校废除了升留级和考试制度。

在这样的形势下，各县均办起了“五七"红专学校，提出了“远学朝农，近学

仓房"的口号，只讲斗争，不抓教学。1973年的“马振扶中学事件"和1976

年“反潮流英雄”的出台，极大地影响了临夏教育。全州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学

生学习“反潮流英雄"，掀起批判“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

潮”，使学校出现干部不管、教员不教、学生不学的混乱局面，“读书无用论”

再次抬头，部分无辜教师在“马振扶事件"中被批判，有的甚至被法办劳教。

紧张气氛笼罩校园，教育事业再遭破坏，损失更为惨重。
n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揭开了临夏教育事业发展的

新篇章。全州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职员工、教育工作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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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批判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粉碎他们套在教师身上的精神枷锁，拨乱

反正，澄清是非，打响了教育大治的第一个战役，推倒了“两个估计’’；稳定

教学秩序，开始整顿领导班子，调整职能机构，狠抓教师培训，先后恢复了考

试、升留级和奖惩等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学籍管理，撤出各校工农兵宣传队；

1978年5月州委州政府隆重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教育战线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对12名教师授予“优秀教师”称号，46名先进工作

者和9个先进集体受到表彰。1978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

作条例》，初中恢复三年制，并开始贯彻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学校工

作全面转向正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教育列为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

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州、县、市各级领导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基础上，

及时纠正办学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影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复查

和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州、县、

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得到了调整和加强。在办学上坚持了“两

条腿走路’’的方针，学校布局基本趋于合理。这一时期，全州基础教育进一步

加强，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起步，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形势喜人。

1984年党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公布，对全州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指明了方向，在政策上、理论上提供了保障。从1985年开始我州为贯彻

《决定》精神，先后在八个县、市实行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全州138

个乡(镇、办)都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法》颁

布以后，根据省政府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结合临夏地区的实际，制定了

1986至2000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全州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开始走上了有计

划、分阶段实施的轨道。1988年4月省政府在临夏召开了“临夏教育工作座

谈会’’，研究总结了临夏州民族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子，确定了“面向经济、深

化改革、分类指导：注重实效"的指导思想。会后，州委、州政府及时制订了

《关于贯彻省政府临夏教育座谈会精神的具体规定》(即《临夏教育工作二十

条》)。全州掀起了一个大办教育、为教育办实事的热潮，普及初等教育取得了

成效，职业技术教育从无到有，开始起步；幼儿教育、成人教育也有新的进展。

截止1990年，完全中学由1979年的35所经过调整、控制压缩为23所，撤并

附设高中2所，附设初中155所，村学611所，独立初中由1979年的5所增

加到43所，五、六年制小学由909所增加到1104所，教学点74个，附设初

中班的小学18所。全州中、小学布局基本趋于合理。一个不同层次、多种规

格的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总计达144658人，中、小学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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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10563人，其中小学教工7624人。全州共办起幼儿园38所，增设学前班51

个，入园幼儿6009人，中等专业学校5所(师范2所，农、卫、民族学校各

1所)，在校中专生1 747人，中专教工486人。职业中学4所，在校生486人，

教工64人。初中“三加一’’职业班12个，学员371人。全州扫盲工作，根据

国务院颁布的《扫盲工作条例》精神，于1985年制订了“七五"农民教育规

划(草案)，提出了农民教育的目标和措施。到1989年底，全州组织32996人

参加扫盲，有5022名青壮年脱盲。大中专招生工作进展顺利，1989年全州大

专录取新生346人，中专录取新生969人，其中高中中专248人。电大开办专

业19个，累计招生760人，已毕业275人。高、中等专业自学考试开设专业

21个，其中大专15个，有708人参加自学考试，503人取得单科专业合格证，

35人取得大专文凭。在教师职称评聘中，共评聘高级职称的教师139人，中

级职称的教师1483人，初级职称的教师3470人。仅10年间受到国家、省、地、

县表彰奖励的劳模、园丁、优秀教师共计1286人，其中全国劳模1人，全国

优秀教师26人，省级园丁90人。

1990--．,1995年，州委、州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于

1990年召开了全州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分析研讨全州各级各类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成效、经验及问题。1994年州委、州政府为贯彻鬈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召开了全州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促进教育事

业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即《教育三十条》)，推动了全州教育工作的发展，较大

地提高了全州教育的整体水平。至1995年底占全州总人口50％的43个乡

(镇、办)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在校生达16329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9553

人)，全州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4．53％，其中女童入学率73．63％，少数民族儿

童入学率71．88％，少数民族女童入学率56．53％，接受学前教育的幼儿14316

人。全州职业技术学校8所(含培训中心)，在校生747人，中专5所，在校

生2147入。扫盲工作有新的进展，五年内扫除文盲7万多人，全州青、壮年文

盲率由1990年的43．2％下降到1995年的29．5％。

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至1995年底，全州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

10730人，教师学历合格率小学为87．75％，初中56．82％，高中40．98％，890

名民办教师被录取为公办教师，16名教师获特级教师称号，全州高级、中级

职称的教师分别为89人、1417人，有266名教师获得国家、省、州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

在“八五’’期间，全州教育经费支出达6999．7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的资金达3998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89万元，社会捐助1399万元，征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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