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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教

育战线一项重要任务。 -

，《二七区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方法，对所获二十余万字的资料，严

加考证，慎重取舍，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准确性的三统一；严

’’守搿详今略古，众手成志一原则，力求体文适中，言简意赅，突出教

。 学，体现党的教育方针。为今后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一点历史借鉴，

并保存我区教育史料。

辖区的教育于19 1 2年始有小学，发展至今已有各类学校64所，幼

儿园34所，托儿所73处，教职工队伍达9，387人。
一

l 9 8 5年3月中旬成立二七区文教局《教育志》编辑组，经过

调查访问，查阅文献、档案，广为搜集资料，同年1 2月中旬草稿初

就。本志书上启清光绪二十八年(1 9 0 2年)下至l 9 8 6年底，

共分十章二十一节约八万字，采取横排竖写，纵横交织笔法，虽尽最

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资料缺乏、人力不够，时间短促，疏漏、

贻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望提出批评指正。

对热情提供资料的许多老同志，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给予编纂工作

的积极支持和提供方便的同志们，顺致谢意。 ．

二七区文教局(教育志编辑组)

1 9 8 5年l2月I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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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丈事记(1 9 0 2一l 9 8 6)



第一章 大事记

(1 9 0 2一一l 9 8 6)

：
‘

一九。二年(光绪二十八年)

△光绪二十八年首次制定近代学制，高等小学堂，寻常小学堂两

级，修业各三年。

。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

△光绪二十九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

程》是我国付予实施最早的一个新学制．规定七岁入学．初等小学堂

修业五年，高等小学堂修业四年． ‘，、

。

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
’

·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略谓：科举风

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

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

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选师资，广开民智．

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二年，学部颁布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

实，尚武。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

△民国元年一月，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

定。 “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一，膏监督，堂长应一律通称校长”，

一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

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废止旧时奖励出身”．

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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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国元年九月，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宗旨： “着重道德教育，
”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i △民国元年九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规定：学制为初

小四年，高小三年。

． 。△民国元年，基督教徒，福建入魏亦亨在长春路，(今二七路南

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院内，创建教会附属私立履光小学。l 9 5 2

： 年政府接管后改为市立二七路小学。1 9’8 6年因市政建设，拆除校

址。 ，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民国六年四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发表《体育之研

究》一文。文章对当时学校课程太重，忽视体育，摧残青少年的现象

进行揭露和批判，论述了德育，智育，体育之间的关系，主张学校教

育应该德育、智育，体育并重，使学生身体平均发展。
‘

。-九二。年(民国九年)

△民国九年，明令公布，把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

定至l 9 2 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
、 。

’

文。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规定学

7制：初小四年(从六岁开始)高小二年。

．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民国十六年，杨天庆在我辖区裕元里创建义务小学：l 9 3 3

年(民国二十二年)改为郑县第十一小学校。校址几经变迁，1946年

迁至正兴街改名大同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解放后定名郑州市立第五

完全小学校，后更名正兴街小学。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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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

△民国十八年，铁道部在本辖区操场街创建·部立郑州扶轮第二

小学”．解放后定名郑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二小学． 、．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国民党政府在初等教育方面实行“政教合

一”办法，采取搿管教养卫”的精神。通令全国实施国民教育：每乡

(镇．)设中心国民小学，乡(镇)长兼校长；每保设保国民学校，保

(队)长兼校长。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民国三十七年，从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十月，社会物价暴

涨达到顶点．公教人员月薪无着，县令教工到各乡保膏摧讨其食一毫

无所得。学校经费频竭，各校师生不断停课，l 9 4 8年学校工作陷

于停顿·

△十月二十二日，郑州解放，辖区公办完小一所，初小六所，私

立小学五所相继开学。计有六十个教学班，学生21 06人，教工近百
：

人． ．

’

-、

一九四九年
一

‘．． ．

△元月市教育局在南学街小学集中全市小学教工，主办小学教师

寒假讲习会，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同年八月举办

中小学教师暑假讲>--j会，学习“论联合政府”等文件。对旧教育工作

者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对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等方面，培tJ,I了教师队伍。 ，

△同年五月批准第一批青年团员入团，在南学街小学召开入团宣

誓大会，并建立学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

△同年春，解放军南下路过郑州地区，子弟兵路过时师生们擎着

·4．·



小红旗，敲锣、打鼓、化装扭秧歌午，迎送解放军亲人，向他们致敬

和致谢，同时不断高呼膏打倒蒋家王朝” 。打到江南去” “解放全中

国打． ，

△同年冬，各小学开展冬学活动，组织工人晚上学>--．1文化。

△十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扩大常委会议通过

<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和《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草案》。

各小学先后建立少年儿童队的组织。

△十二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教育

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并确定新解放区教育，

执行搿维持原校，逐步改善”的方针；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

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改革旧的教育

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

一九五。年 ，

-△四月教育部发出通告：废除旧的四月四日儿童节，规定六月一

日为儿童节 ，

△八月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成立。各小学先后建立学校基层

工会组织，受市教育工会直接领导。

，一 △本年先后在解放路西段创建完小一所，在汉川街创建初小一

所。

△本年秋各小学使用全国统编教科书。

一九五一年

△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镇压反革命在全国开展。各小学开展镇反运动的学>--j活动。
。

△同年根据市教育局指示，各小学推广李廉方教学法活动，提高

教学质量。

·5 o



△同年春各小学开展反浪费活动。 t。

△同年市教育局确定在西陈庄小学试行并推广对学生的成绩考核

办法——五级记分法。 ，
，

一九五二年 ：

△本年春各校学习，贯彻、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暂行规程》草

案。

△十月根据政务院指示各小学教职工亨受公费医疗待遇·

△同年秋根据教育部指示，我区五所私立小学先后由政府接办，

改为公立。 ．

一九五三年 ，

△八月青年团中央发出把搿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Ⅳ中国少年

先锋队一的决定。次年六月一日，青年团中央公布《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章》·各小学响应执行这一决定。 。

△十二月政务院公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提出：

今后几年内小学教育应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展。

并提出小学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小学学制仍沿用四二制，分初高两

级。市、区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本年小学发展为l 8 7个教学班，学

生有8338人。

一九五四年

△二月，教育部颁发《小学“四二制一教学计划(修订草案)》，

对l 9 5 3年9月颁发的教学计划作了修改。 ‘，：

△四月，小学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由文教科副科长陈宝玲兼任第

—·任党支部书记，加强党在学校的领导作用。

△六月，教育部，卫生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出：《开展学校保

健工作的联合指示》。各小学先后建立学校保健组织和Ⅳ保健药箱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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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J，体育运动委员会，教育部等五单位联合发出指示，从

l 9 5 4年上学期开，始在全国小学中推行少年广播体操。各学校遵照

执行． ．～，

， △同年，各小学深入学>-7凯洛夫教育学，广泛推广_五环教学法一

活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

一九五五年

△二月，教育部公布《小学生守则》

△五月，全国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确定，中小学教育必须贯彻全

面发展的方针，注意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同时有步骤地

实施基本的生产技术教育。

△暑期市教育局集中小学教师学>---j，《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及按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

运动。 I ，_o-

△同年各校开展教育整顿工作．，以清除法西斯教育为中心内容，

改进领导作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一九五六年

△元月，教育部发出通知：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投入农业合作

化运动·

△暑期市、区分批组织语文教师学习普通话，贯彻国务院二月，

发布11：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从秋季起语文课一律用普通话教

学．

△秋季，各小学教工普遍进行工资改革。
’。

，一九五七年 ．
：’，～

△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

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

：·7．



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

数十年来各学校遵照此一方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三月七日，毛泽东主席和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中小学

教育问题。毛主席谈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课程要

减少，教材要减轻；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小学可以。带帽子一办初

中班；允许社办，民办学校；以及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

等问题。我区先后办起民办中学和小学三所，即民办二七区第一，二

中学和西陈庄前街民办学校。

．，△五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各学校开

展整风运动。 ，’

△六月，在开展反右派斗争中，区属小学干部，教师有二十四名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 。 ，

：
7

，， -一九五八年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讲话时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

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

制度；一种是八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本

年6—10月问，刘少奇多次阐述了关于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

制度的问题。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半工半读教育．于l 9

5，8年提出到1 9 6 4年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

组成部分，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体现。

，△五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表后，教育战线迅速出现：。大跃

进”的局面。区属学校在西陈庄小学，集中一批年轻力壮的中、青年教

工办起炼钢厂；各校根据不同条件办起小饲养场和小农场。要求学生
i 8·‘



作文突破万字关。

△前半年，在反对右倾和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全省左倾思潮的影

响，区属小学广泛开展反。三气一(暮气、娇气．骄气)一拔白旗一

活动。九月部分小学干部八人．被错划为右倾，分别受到撤职，降薪，

开除团籍处分；l 9 6 3年夏初，在中央正确政策指引下，均得到平

反，恢复原职、原薪和团籍。是年，并动员部分教工退职和部分教工

家属返乡从事农业劳动。

一九六。年

△春，我国进入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根据上级指示，区属各

学校进一步搞好勤工俭学，大力办好小工厂，小农场、小饲养场。体

育课暂时停上，开操场种植蔬菜或农作物，渡过难关。各校共养猪七

十七头，羊九只，鸡二十七只，兔七十二只。

△五月，各学校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保证学

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对学生的学>-／时间，睡眠

时间、师生的各种活动和会议，教学工作、伙食管理等作了具体规

定÷
、 △同年，因兴建市邮电大楼，解放路--／5校址被占用，停办。市

拨款在民主路北段新建一所小学。

一九六三年

△三月，各学校响应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邓少平等同志号召，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大做好人好事。

’。△五月，各学校贯彻执行教育部重新制订颁发的《小学生守则》

(草案)· ，

△同年秋，各学校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出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

作条例》(草案)、即小学四十条。

·9。



一 △下半年，课堂教学贯彻精讲多练原贝|j。提出： 。精讲多练是当

前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问题，要讲究实效，克服形式主义

使学生通过多练，加强双基教学，1形成熟练技巧、能够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各校组织观摩教学，深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一九六四年

△区属小学十九所，有3 4 3个教学班，’学生15380入．

一九六五年
‘

‘

△根据刘少奇同志一九六四年提出“两种教学制度、两种劳动制

度捧的设想和一九六五年指出： 搿．我国的国民教育有三神形式：全日

制、业余教育、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精神。教育部召开全国城市半

工半读教育会议，确定方针和措施。我区借用民主路小学部分地皮筹

建厂房，办起半工半读实习工厂。 “文化革命”开始后，由解放路办

事处负责安排学生就业工作。

△同年，西陈庄、铭功路，解放路、自由路四所小学，开展的试

点搿小四清运动"结束。
’

．^

’

一九六六年

△五月七日，毛泽东同志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

指示的公开发表，成为教育革命的指导方针。 ，

，△七月，教育部发出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七月底学校党，

政机构瘫痪，日常工作停顿，师生员工被卷入“文化大革命斗运动．

在运动中大批干部，教师受到残酷迫害。

△八月，区属小学少数教工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各学校出现的

“红小兵”组织取代了少年先锋队。 ，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
·

·10·



定》，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区属小学进一步掀起文化大革命高

潮· ．

一九六七年

△春，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军宣队进驻区属各小学，参与关于

开学，整顿组织，建立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

和实行斗，批、改工作·各校先后建立革委会组织。

△同年，《人民日报》三次发表社论，号召大、中，小学革命师

生，响应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区属各小学陆续复课。

一九六八年

，△后半年，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

工宣队)进驻各学校，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

导学校。九月工宣队先后进驻区属各小学．

一九七一年

△四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张春桥，迟群等一伙控

削会议，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提出所谓Ⅳ两个估计一、，

即膏文化大革命一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是搿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大的挫伤了广大教师的教育事业心和积极性．

一九七二年

△本学年，为解决部分小学毕业生暂时不能进入中学的困难，区

属师资条件好的小学，暂用戴帽的办法来解决，称“带中班一就学学

生学>--j初中课程。
，

一九七三年

△四月、国务院科教组在六个大区分别召开全国中、小学教育工

作予备会，着重研究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普及小学五年计划的问
·l 1．‘



题。区属小学逐渐转入正常教学活动。 ． ，

△八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人民日报》转发《辽

宁日报》搿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大树交白卷搿英雄”张铁生的典

型，并号召全国青年向张铁生学习。学校刚开始恢复的教学秩序，又

被打乱。中、小学刚恢复的考试制度被废除了，由闭卷考试，改为开

卷考试．允许学生看书，自由讨论，互相照抄答案。

△十二月，《人民日报》全文转发《北京日报》“一个小学生的

来信和日记摘抄”把小学生黄帅树为反潮流小将，竭力鼓吹黄帅敢于

造反的大无畏精神，号召全国青少年向黄帅学习，做头上长角，身上

长刺的革命闯将。学校秩序再次陷入混乱状态．

△本年，区属小学有二十一所，3 4 6个教学班，学生l 4，43 1．

人。
●

一九七四年

△元月，江青一伙在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上抛出搿马

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文件，利用这一事件进

一步煽动搿反复辟”Ⅳ反潮流”，中小学秩序更加混乱。

△二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六

月国务院科教组的《教育革命通讯》开辟《教育史上儒法斗争》专

栏．以后又连续发表评介教育史上甜儒法斗争”的文章。八月国务院

科教组又召开北京等四省．市中，小学批林批孔汇报会。会议强调发

挥学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用，要重视“儿童团”，把中。‘小学批

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的开展下去。

△区属小学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大批“师道尊严一，

搿学而优则士”，讲儒法斗争史．并以此为中心选择教学内容，组织

教学。使学生把矛头对准老师，搞乱了思想，搞乱了教学，教师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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