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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编纂的《寻甸回族彝族自

治县教育志》，是寻甸教育史上的第一部专志j本志如实整理了我

县教育史料，记载了我县教育历史和现状，起到资治、教化、一存史

的作用。。全志本着弃粗取精，详今略古的原则，。探讨了教育发展的

客观规律。兴衰起伏，尽在其中． i，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治学兴教，鬈以芯为鉴．教育作为传授人

类优秀殳化知识：发展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工程；作为振

兴经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作为传递人类‘

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i越来越为全县各级领导和广

大人民群众所认识。～ 1；一’一一“。t。‘t、_- 一： ．；’： 』

总结历史的经验，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尊师重

教，培养入才；改革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改革教育教学内容和方

法，使之与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加强基础教育，’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发展成人教育和民族教育．、培养思想好、’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接班人，继往开来jj创新

业绩．
’，|’r、’∥⋯，r 01 r_P。o、：一⋯“．，㈠：、 ：’

寻甸教育，将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

。向，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教育改革．为提高劳动者素

质，发展社会生产力，振兴寻甸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探
索前进1．

冀坪泉
刊以前x月咖、田

’

’

l国



僦。

j一，．本志的编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尽想为指导，．力求思
想性j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 ： 。

t：三、本志共分十三章，志稿中涉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名称，，
均省去7“回族彝族自治糟：简写为寻甸县．．县教育委员会简写为县‘
教委。

三、，’上溯明朝，，下限1989年·

，四、记述中，综合运用记．述、

纵叙史实．一． ． +．：

’，‘

～n

‘

^‘

志、图，表、录，横排门类，
’．，一。： ．

五，明。清、．民国纪年用其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公元纪

年。明，清年、月用汉字，民国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

元纪年．，f ，，．一，一，一． ．，分卜一；。，．}，：7 i．，．：：：j．．：乏’l
7

六、数字，表格用阿拉伯数字．-。。平方米巴用m2表示：二j ．．

． 七、所需注释均加注于词、-．句之后括号内．1． ：一．i。，一

．-‘八，图附志书之首，表附于相关章节之后． ’．‘～．．。j+．．

九、货币，按原货币单位记录．不换算．‘ ⋯。． ：： ，．。 ：+．
十、行政区划，一律以当时的名称记录，不作注释．一“．，。，i

。‘ ．．⋯ 。 I -2。．i．f‘'。一
’

·’ C ．一 ■ ‘。。。- 。j

]jj



：一∥：9。 ．‘{ i，

7，，·m述：
，，、

，

! ．，『、，+’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东经102。417—103。337，北纬25。
207。264 017．地处曲靖地区西部昆明市东北部．东西端距82．5公

里；南北相距75．4公里，山区半山区占87．5％，境内山脉起伏，沟

壑纵横，属亚热带季风气侯。+。1989年，”全县总人口426689人，其中

回族48978人，彝族3701 1人，苗族4579人j’其它少数民族145人j

少数民族总人口90738人，占全县人口的21．27呖。

‘元代前寻甸的教育未见记载。明史记述元朝军队进入云南各地

屯留戍守，“’汉、回、：．蒙古人陆续迁入境内，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

展。明弘治七年(1494年)，创办寻阳社学，‘正德九年(1514年)

办养正书院。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j置学田，，办义学。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办在州城内的凤梧书院改办官立高

等小学堂。三十三年(1907年)成立寻甸州劝学所f督促全州开办

新制学堂。至三十四年(1908年)，‘除州城内办有3堂小学外j乡

村蒙童仍靠私塾就读。 ． 。～’：。 j：二

民国元年(1 912年)学堂改为学校。开始重视培养师资，创办

短期师范养成所^．11年(1922年)于县城内创办女子初级小学，冲破

了女子不能上学的封建束缚。‘至i．4年(1925年)，全县办有学校87

所。同年，’县城北营街清真寺创办中阿怀圣学校。民国19年，推行

国民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事业有所发展。教育经费，县立师范和两

级小学由县支付，其它乡村学校主要靠收取少量的学田租息和街场

上的部分捐税维持，县国民党政府只有少量补助。教育事业发展缓

慢。民国23年，帝国主义为达到侵略的目的，千方百计输入宗教。

美、英国基督教会，先后在彝、苗族居住的新哨、朵马戛、西波田

等地区开办了教会学校15所。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国28年，县立师范改办中学，在当

时社会i只有名门望族的子弟才能进入中学读书．至民国35年



(1 946年)，全县6岁以上84823人中，文盲率占70．8叻。

在学校里，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师生们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自

1935年，红军长征过寻甸屁l至1947年．=’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
先后派党员马仲明、马冰清(女)，傅发媲、朱明华等6人，到寻

甸的中小学，以教书为名，进行革命活动。1949年7月，款庄、羊

街中学部分师生，’在中共地下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三支队的领导下i投笔从戎，参加反蒋武装斗争。11厅i寻禄新区

(现倘甸、凤仪和禄劝县的九龙、甸尾街一带)临时人民政府，集
中区所属的公立学校教员及吸收社会青年，’开办师训班，学习党的

政策．’这年∥由于县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j加之物价暴涨，．经费拮

据，学校时办时停。 。。；．， 一；。 ：i

1949年12月25日，寻甸解放。次年3月县文教科成立，接管中

小学1,46所，教师233人。这时，．，正处于建立人民政权和全面恢复工

农业生产时期。教育战线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为生产服

务一的方针，积极发展工农教育。．结合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政治

运动，发动群众进行文化诉苦，组织动员贫苦农民学习文化；整顿

教师队伍；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肃清封建

的、买办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

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后，百业待兴，要求教育战线为工农业

生产输送大批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县认真贯彻政务院1951年1月

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f稳步前进"的方针，积

极稳妥地发展学校教育．为满足广大农民子女学习文化的愿望，适

当放宽儿童入学年龄。结合少数民族特点，拨出专款扶持设置

回、彝、苗等民族小学35所a：为了改进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普希金的教育理论。次
年，又集中全县教师进行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1955年，针对人民

政权建立后，工农干部文盲多、：文化较低的实际，组织干部进行扫

盲，兴办县直机关干部业余高小班。1957年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lo

名党员于部到学校任支部书记或校长，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在教育经费

紧缺的情况下，组织教师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劳动建校，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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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教具，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同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提

出的靠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

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二加强学管
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毕业生树立升学与参加工农业生产同样光荣的

信念。
’ ’々’

■·：’：j’、

1 958年，在“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师生被卷入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参加大

炼钢铁。忽视客观实际，片面强调数量，大办民办学校和半耕半读．

农中。过多地安排勤工俭学和社会活动，导致质量下降。经过1961 j

年至1962年的调整，教育结构趋于合理。正确处理教育、教学与劳7

动之间的关系，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1964年，积极推行全日制和半日制同时并存的“两种教育制

度一．到1965年农村耕读小学发展为1000余班，半耕半读农中9

所；全日制普通中学2所、小学346所；．一一揽子”、半日制等多

种形式办学10所。，．” ⋯j。． ’、“．：； 一j —n

1966年至1 976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在学校中，贯彻

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随着，●文化大革命一运动的开

展，逐步形成了发展教育事业上搿左一的指导思想。?1967年，-。全县，

学校已经停课，8月在极少数坏人操纵下，召开所谓的十七年总清

算大会，彻底否定寻甸从解放到1965年的教育成果；学校基层党组

织停止活动，领导被迫“靠边站一9尔后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中、

学；。小学实行贫管。1968年至1969年，。大搞搿以人划线、层层站

队"，造成了教师之间的相互对立，有的地方出现教师被毒打致死．晦
严重后果。广大教师的精神受到无情的摧残。，1 969年，，学校复课一．．

但是，大批判仍在进行。1971年，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
‘

要》，推行靠两个估计"．。(靠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

旧的一套。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

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把绝大多数教师推向对立

面。1973年12月， “四人邦_利用_个小学生对教师不满的日记颤

大作文章，吹捧。反潮流的典型’’，开始大批“师道尊严一．_1．974。

；p



年f月，：又把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_女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

的事件，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掀起

了．．-反复辟”浪潮。 ：i． t ^’
J‘

阱1975年，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工作，指示各条战
线要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全县教育

注重普及与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是在搿四人邦"的操纵下，说成是

订右倾翻案风"。1976年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校

风校纪遭到严重破坏．在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态，毫不具备办

学条件的情况下，则大力发展中学。以《毛主席语录》代替文化

课∥以社会代替课堂；以推荐选拔代替招生考试。践踏了党的教育

方针·学生，教师，学校数在上升，但质量严重下降，耽误了一代

青少年的成长． ，。

、’

．

J_’1978年3月和4月，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强调靠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

化一，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同年，全县开展批

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炮制的搿两个估计纾≮j膏黑线专政"

等谬论；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

的大讨论；逐步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改善经济待遇。各级各类学

校恢复组建基层党支部、共青团，少先队。。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

作，端正办学指导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以调整为中

心的八字方针。对全县教育结构进行调整，”纠正“文化大革命"中

盲目发展的倾向。整顿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政治业务水平。经过

1979年至1982年的调整，压缩初、高中，加强了小学．以农职业技

术教育为龙头的农村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开始起步，开办县职中妒i．

以培养农村经济建设急需人才．注重发展民族教育，1982年拨出专

款在中学开办民族班。。1984年，又开办了半寄宿制高d',43所，．以提

高民族学校的教育质量。 ，‘

提高质量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合格而稳定的教师队伍，疏通

教材；教材教法过关考核；学历进修及专业合格考试，提高了中小

学教师的合格率。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师德教育，在金社会树立

了崇高的威信。 ‘：．．‘．．： ，， ⋯。， ， 一， ，，一．--v．



开设法制课，进行法制教育；创建文明学校、文明班活动，涌

现了关批的先进教师和三好学生。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批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至1989年，计向
大中专学校输送合格新生2348人．．。． _

坚持“两条腿走路"酌办学方针，调动了广大群众集资办学的
积极性，仅1988年，全县集体和群众集资243·6万元，全县人均集

资5．82元，1988年排除中小学危房，实现搿一无两有"，为学生创

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确立基础教育由地方负

责的指导思想，建立“分级办学、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

裱法组织适龄儿童入学，实行多种形式办学，1988年实现了全县普
及初等教育。 0。j。：：’⋯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

育"的方针，已为人所共识。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教学研究形成制

度；投影、录像等先进的电化教学走进了课堂，逐步提高教学质

量∥全日制中小学开设劳动技术课，使学生学有所长；+职工文化棼
术补课、自学考试、报考函大、电大、，逐步弥补。文化大革

命"。十年浩劫造成的损失；创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进行扫盲和农

民实用技术培训，走上了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
，4 7：一 ’、j’

幼儿园，学前班由城镇逐步向农村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技术

教育、成人教育，民族教育协调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至1988年，文盲率由民国35年(1946年)的70·J8呖降为
22．5％々 ， ‘j．’ 一．



。- ‘， ． I

：：‘弘治七年(1494年)寻甸创办寻阳社学。，1 o。、．4。，；．¨

。正德九年准寻甸学置廪生20人。 “，、j：t．一 +，：‘：：’

同年知府戴鳌建．“养正书院一于今道院村： 。ji，一

正德十一年(151 6年)准寻甸立府学， j+ ：、

正德十三年(1518年)养正书院改办庙学。 ．．：：一、。一

_嘉靖六年(1527年)寻甸土司安铨率众起兵，烧毁府城，4庙学，
随之被毁。， ’．：

．。‘一．：”一o、，一
‘一．’，’

。

：o ，．

^一．嘉靖二十八年(1 549年)／寻甸知府王尚用，‘建。萃华书院誓二

有弟子50余人．一t。i1：：～二， i： 。_-．·，7． 、一．‘ “7．一≮

2万历七年(1579年)．。张大鸱首中举人，建-金字牌坊一，于现

粮食局外北营街岔路口，以励后人．- ，． ：；．． ：．：：≯

’’，‘： ’j，⋯，√‘÷． -’⋯ ⋯
l：。

T‘．
‘

、

， ．一?，’，!，t、清 朝、’；．i： ：～

’～

。。+‘

。 ，
-|

t—P’， j
“

f f一 。。，√+ 一·p、，。}r一 ．，～．

一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州芏有德立雷义学∥‘手宦祠√：’、。。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州黄肇坤建搿寻阳书院一于城西+

门外．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改为村凤梧书院一．

光绪三十年(1904年)，寻甸州将。凤梧书院一改设官立高等
小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寻甸州在治城(现仁德)南门内创办

官立初等小学堂，有教员1人，学生一班22人(土著21人，客籍1
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寻甸州成立搿劝学所一，张械诚任总
董，下设劝学员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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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三十四年(1 908年)六月 云南省视学杨德修奉命视察寻
； 甸学务，，督查开办新学情况j．‘ ，”‘．‘j‘1‘‘；．：， ． j一
。

同年寻甸州靠劝学所鼍、增设“宣讲所"设宣讲员2人；j‘_阅

报所．?：星期·至星期六向读者开放。．J ．． ；：、：：．’：．
，7_ ‘{

，
：’ 十 ”’ '

l ：1
c j．’’．2．、：，，．∽}～，√：+、， j、 ，，∥· ‘“，：

■ ’、～一一⋯’ 中华民国(1 91 2—1 949年) 。一‘： ‘．‘．

j‘，』’ ．一一：。_X：!：+{7一、’卜。．㈡’“’’：：。7⋯ 。：：3：：。÷。 ?。， ：+∽，’． ．，’，。。。／，：：：‘∥t．t：， ：，( 。．． 。。t·、．，
·

一：

。。7 ． 、民国元年(1912年)小学堂改为学校，开办速成师范班培养教

。” 员。。一。≯·jr_：：：。■、。■‘，，、i o◆；．：’，”．，。-。+L．?，：‘。’。，o’

：、 ?：+：：2年(r19l‘3年。)寻甸县成立教育会，’设正副会长备1入。，
{ 10年(1 921年)冬创县立师范讲>-j所。 。j：，

}。 ：7◆1 1年(1 922年，，)1创办县立初级女子小学。+：．i一． i?!

i 14年(1 925年)秋县城北门清真寺内创建“怀圣中阿学
。’

校一。，．．。． 一．I一．．。。。：7；0． ，，． j．． _，

18年(1929年)劝学所改称寻甸县教育局，局长张文光．√

：：：．’同年。、创办女子高级小学，校长李华章。 。 i

同年。成立寻旬县教育经费委员会，实行教育经费专管。 。．

co．?i、19年(1930年)县立师范讲习所改为县立乡村师范学校．。
。

同年在学海(现县委会办公楼所在地)开办民众教育馆．。：j．
：．j、：’』：同年5月：寻甸县教育局颁布《整顿教育暂行规则》五十二

条≯对学校领导、’小学教员、学董、’在校学生作了具体要求．一：‘j

同年县教育局决定，春季在县立女子两级小学里附设幼稚
园，招收幼稚生1班．．_j、■，；．．： 。o j： 。：

20年(1931年)云南省政府鉴于寻甸县长王应龙腐败偏狭，睛

恨教界，自上任以来政绩平平，特记大过一次． 一，{，

j．～．、同年．以九·--]k抖事变后，县立乡村师范全体师生，怀着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烈义愤，掀起抵制日货的浪潮。次年1

月，师范全体学生会同县立男女两级小学学生在县城检查日货．

：i．22年(1933年)3月 云南省教育厅，对曲靖学区8县小学教

员进行检定，寻甸参加检定人数185人”及格134人，不及格51人．’
：；7 23年(1 934年)云南省政府奖励寻甸公立小学教员2 32名，奖

9



金5376元． 一-
．’

：‘．’j，。i ：；!：‘j．?，．0

同年英、美国基督教会为了在寻甸彝苗族聚居地区传教J：+先

后在朵马戛，新哨等地办教会学校l 5所．“ 一“． ，

同年2月1 9日 云南省教育厅批复寻甸县教育局给膏品端学
粹"任教30年的国文教员张连芳嘉奖的报告，由县长题匾一方，写 ⋯

上“道高德重静． - ～。：’!j．o：。：
”“‘⋯～’

‘?

24年(1935年)7月23日 云南省教育厅对实施义务教育成绩

甲等的寻甸县奖给匾额一块，《万有文库》一部，县长记大功一 j

次，并报请教育部给寻甸县教育局长颁发奖状．厅长手书横额褒．

勉，照相记名悬挂省立民众教育馆，其它出力人员由县政府给予奖 ，、

励． ，．．’． ‘。．。’| ：㈠o 。“ ：

25年(1936年)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改名为县立简易师范，j．校长 {

郑如樾。：．．_ ’。_。。：。_。 ，， 。-；．一+一。 j’t

。

同年lo月6日 寻甸第八区公民呈文省教育厅，要求惩办鲸吞

学款的地方恶霸李秉全．j，．|．一。’’’。√．．’一。 ：√‘’￡： i’

同年6月5日 省教育厅批准寻甸亦郎乡关于大水井村麻疯蔓

延，居民四散，学生不能上学，学校暂停办二年的报告．。o；
。

26年(1937年)寻甸县开始征收猪毛作为义务教育经费，分令

各乡小学学董负责征收．1．． ，．，， ‘·、．j。：．．：。 一‘；二!tl

二-8；29年(1940年)7月、为纪念一七·七糟，芦沟桥事变，在教师

马冰清的倡议下，。寻甸初级中学和凤梧小学学生捐款1000元支援抗
，

日． 、‘ ， 。! 。，
． ：．：、 ；

同年春在县城民众教育馆创办私立焕文小学．：寻甸县立简易

师范改办为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曹维生．o 。+二u￡，-，ii’

29年(1940年) 瑞和乡(现倘甸)赵其询和甸尾街(现禄劝

转龙镇)蒋昌海联合瑞和乡⋯禄劝县的甸尾街、三江口，九龙和巧

家县的团街、雪山等地乡绅筹资在马街创办’。寻禄巧联合中学一．．

32年(1943年)创立寻甸款庄中学． 。。．～』，·．。 ：二-、
，

．_∥．38年(1949年)7月，寻甸羊街初级中学师生和校外群众共
200余人在边纵三支队支持下武装起义．， 、、． 一，．，t’
．、 ，lo月 寻禄新区临时人民政府成立，设文教科。并在马街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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