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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县地处祖国南疆的粤西山区，文化开发较晚．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始在县城

建学宫，明代以前，仅在县城先后办了4间书院，清咸丰三年0853年)、光绪三年(1877

年)，书院、义学才扩展到．怀乡、东镇．清末(1892,--1911年)，信宜县才将书院改办或兴办

lo所学堂．民国29年0940年)，信宜县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各乡、保普遍设立国民学校．

同样，信宜县历来没有教育专志，有关教育的史料，只散见于《信宜县志》及一些书刊、档案

之中。这次编纂的《信宜教育志》面世，实属信宜县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r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把教育

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要振兴经济，就必须发展教育。要发展教育，就必须了解

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汲取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这就是编纂《信宜教育志》的出发点和 ．．

宗旨． ．

科举时代，信宜县的教育，培育出进士10人(其中武进士1人咒举人70人(其中恩赐

举人10人，武举人11人)，贡生343人． ．

．民国时期，信宜县的学校，有过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大革命时期，怀新小学和信宜中学

部分师生参加了怀乡农民起义．民国29"一30年(1940"-"1941年)，信宜中学、广雅中学、信

宜农校就先后建立了中共支部．在党的领导下．信宜学校的部分师生，积极投身于农民运

动、抗日救亡运动．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游击小组，配合或参加革命武 ．

装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信宜县的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幼儿教育有很大的发展，小学教

育已经普及，中学教育在大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结构改革，成人教育实现了扫除文盲并向

。提高型”发展．校舍建设实现了。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学生人人有课桌

椅)．又基本实现了教学楼房化．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左”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的破坏，信宜县的教育曾有过失误，有过挫折．

今天，党中央重视教育，尊重人才．振兴经济，渴望人才．展望未来，教育事业前途无

量．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化教育改革，为祖国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更多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人才．谱写信宜县
‘

教育史的新篇章．

甘松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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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客观地反映信宜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详今

略古，立足当代，以反映现状为主。

2．本志编写年限，上限为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下限为1989年，大事记、教育行政

机构、教师队伍。校舍建设、人才输送等部分内容延伸至1995年底．

3．本志以中、小学教育为主体内容，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他各类教育和有关教育的其

他情况占较小的篇幅．本志篇目分章、节、目三级排列．采取以事为横、以时为纵的方法编

写，从古到今，力求完整。

4．本志以公元纪年．如用习惯称谓纪年时，则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

6．本志的数字，除清末以前的纪年及习惯用语中的数字用汉字表示外，凡民国及其以

后的纪年以及文体内的统计性数字和表格内的数字，一律用阿拉拍数字．

7．本志计量单位如重量、长度、面积等均采用(或折合)公制记述．但建国前的校产田

和租谷仍保留“石”(校产田l石相当于0．02公顷，租谷l石相当于50"--70公斤不等)．校

园占地和生产场地仍用亩．

．8．本志采用语体文，引用史籍文字时．文照原体，改用简化汉字．本志以文字志述为

主，并兼用图、表、录、照片等．地图、照片集中放在志的首部，图、表、录附于有关章节之后．

9．1：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大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

lO．人物称谓，除有特殊需要者外，一般直书其姓名，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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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县是粤西山区县，地处勾漏山脉和云开山脉之中．崇山峻岭纵横交错。全县面积

3080．5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0％，1989年人口总数为98万．．

信宜县文化开发较晚。据现有史料记载，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始在县城建设学宫，

招收生员授课。明万历至明末，也只在县城内外设立4间书院。清顺治至道光年间，先后

在县城设立5间书院，至咸丰三年(1853年)以后，才在怀乡、东镇分设书院、义学，招生人

数也不多。科举时代，信宜的教育以私塾为主．光绪十八年(1892年)，信宜开始试办学堂，

， 至民国初年，全县学堂不过lO所．嗣后，取缔私塾，开展国民教育．民国30年(1941年)全

县各乡、保普遍设立小学，中学也增至6所，但在校学生仍不多．建国后，逐步普及小学教

．育，扫除文盲，发展各级各类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教

育改革的深入开展，信宜县的教育事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t 建国后，对旧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了旧的管理制度，开设马列主义思想课

程，改革教材内容，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在工农中普及文化教育，培养大批工农知识干

部，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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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为社会主义“四化挣(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文化大革命”(指1966一,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也称

。十年动乱”)10年，教育事业曾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挫折，教育质量大为下降．粉碎“四

人帮一(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帮派)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j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尤其是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焕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不断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

高． ’

建国40年来，信宜县的教育事业持续发展．职工、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取得显著的成

绩：1956年，全县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职工，农民达72000多人；1980年，全县有18000多
· 农民参加业余文化学习，是年，全县少、壮年非文盲总数达309842人，占少、壮年总人数的

92％，已达到基本扫除文盲的标准。1984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 7，％，在校生的年巩固率

达98．5％；毕业班学生的毕业率达94．“％，12,'-,15周岁少年儿童中，初等教育的普及率

达95．9％，实现了普及小学五年教育．1989年，全县在校的中小学生149846人，比1949

年的37830人增加2．96倍，其中小学增加2．3倍，中学增加18倍．在园的幼儿16472人，1

增加139．8倍．在校生占全县人口的比侈I，由1949年的7％增加到1989年的15％．

建国40年来，为高等院校输送了大批新生．“文化大革命”前的17r年，全县考上大学

的410人．。文化大革命一lO年间．推荐上大学的241人．恢复高考以后，1977一-1993年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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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间，考上大学共4410人。上大学的人数逐年增多，近期1 7，年比1950"---,1966年的1 7r

年增加9．75倍。

建国以后。一直坚持贯彻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学校基本

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尤其1980"-,1986年，为实现学校的“一无两有”，国家投资400多万

元，群众集资1500多万元。1986年，全县已新建成教学楼195幢，建筑面积166827平方

米；新建平房4129座，建筑面积123895平方米；添置课桌椅23000多套。这样，全县新建

校舍占校舍总面积的32．8％，维修、改造、更新校舍占校舍总面积的52．9％。全县校舍面

貌为之一新，教学设备不断完善。1989--,1991年，全县中小学普遍进行改造危房工作，共

集资8838万元，建成钢筋水泥捣制的教学楼501幢，基本实现了中小学校校有教学楼．

《羊城晚报》以“奇迹，奇迹，信宜出奇迹，一年冒出五百幢教学楼l”为标题在头版作了报
道． ·

全县中小学教师(包括公、民办教师)1949年为1290人，1989年已增至7693人，增加

4．96倍。幼儿园教职工由5人增至355人，增加70倍。教师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支

宏大的教师队伍为振兴信宜，普及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日益受到党和人民

的尊重。尊师重教的新风尚已在社会上初步形成。

1958年“大跃进’’，社社办初中，队队办小学，中学在校学生数比1957年增加近l倍．

1968",,197．o年，社社办高中，队队办初中，在校中学生由1967年的3203人增至1970年

的47165人，增加13倍多．教育发展超乎客观实际条件，表面看是大发展，实际上是一种

虚浮现象，信宜中、小学教育的两次急剧大膨胀都导致教育质量的大下降。经过1982"-

1983年的调整，学校布局渐趋合理，师资力量也得到充实，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教育质量

又重新逐步提高．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够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

育不行．”中共十二大把教育科技同农业、能源、交通一起，明确提出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战

略重点，向教育部门提出了新而繁重的任务。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更须发奋图强，努力

工作，提高劳动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强健

体魄的一代新人，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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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元 代

至正十四年(1354年)，县尹卜颜察儿在县城(镇隆)建设学宫，教育生员。

明 代

万历二十五年(1579年)前，在县城建窦江书院、观化书院、双川书院．

万历二十五年(1579年)，知县周世臣在双川书院旧址设丽泽书院．‘

清。 代

顺治十二年(t655年)，知县徐鸣琨在县城建凤岗书院．

康熙元年(1662年)，知县罗士毅在城外西关建同春书院．

．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知县裴正时创建起凤义学(后为起凤书院)，捐置校产田626

石．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知县李玉章捐资在同春书院旧址建养正书院．

道光二年(1822年)，知县文廷杰在登高山下创建起凤书院．

咸丰三年(1853年)，举人宁象雍在怀乡圩头倡建怀新书院．． 。-

光绪三年(1877年)，在县城、镇隆、东镇分设3问义学．

光绪十四年(1888年)，怀乡陈鸿模创建奎光义学．
‘

·

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知县敖式裰在县城东岳庙试办“中义学堂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知县叶祥麟将镇隆的“起凤书院”改办为中西学堂．这是信

宜最早的一所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信宜县城设立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怀乡改怀新书院为怀新高等学堂，奎光书院改名奎光初等学

堂；东镇成立广华学堂．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界区建立西江高等学堂．水口村成立陆氏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县设立劝学所，掌管县内教学工作．

宣统二年(1910年)，白石区在坡坪吐珠庙建立吐珠高等学堂．北界区在金渠村建立

金渠初等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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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年)，东镇建立乐群学堂。水口区在双山建立龙南初等学堂。池洞区在

扶参建立扶参学堂。

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912年)，县改劝学所为第三科，是管理教育的政府机构。

民国5年(】91 6年)，由举人陆肖如倡议，在县城(镇隆)内“中义学堂”旧址创办“信宜

．县立初级中学”。第一任校长是陆肖如。民国14年改为3年制。民国30年秋增设高中，

成为信宜县第一间完全中学。

民国10年(1921年)，设置“信宜县教育会”，指导学校教育。第一任教育会长是梁之

材． 一

‘

民国18年(1929年)，兴办信宜县私立怀新中学和信宜县私立新东中学。

民国19年(1930年)，在县城首创公立女子小学，民国30年信宜师范在该校设立附

小时停办。

民国21年(1932年)，“信宜县教育委员会’’成立．理事长梁超干。民国28年改组，罗

步云为秘书。

民国26年(1937年)，西江小学改办为西江初级农校，民国34年，又改办为西江中

学，民国36年增办高中。
’

‘

民国2 7P年(1938年)．著名的广东省立广雅’中学从顺德陈村碧江迁来信宜水口村办

学．民国28年春季首届招收高、初中各l班，秋季招高中1班，初中3班。民国34年秋，

抗日胜利后，该校迁回广州市西村原址．

民国28年(1939年)秋，开始实施普及国民教育． 一 ·

民国29年(1940年)，县政府设教育科．

是年，信宜中学、广雅中学建立中共支部．

秋，在水口荷村成立信宜县简易师范学校．民国30年(1941年)秋迁到县城，改名信

宜县师范学校．同时，设立附属小学和幼稚园。 ，

秋，在东镇梅柳岗下成立信宜县农业职业学校。
一 秋，东镇办了一所幼稚园。

秋，广东省立勃勤商学院迁到水口村办学。院长储嗣曾(号光宇，水口村人)．该院于

民国30年(1941年)迁离水口村，民国33年又第二次迁来信宜县，借用城内陇西书院为

校舍，抗日胜利后，迁回广州市石榴冈原址．

民国30年(1941年)，县政府发布命令，取缔全县私塾．

春，信宜农校建立中共支部；

秋，茶山乡榕垌兴办私立榕秀初级中学。全县办起了36所乡中心国民学校和300多

所保国民学校。

民国30-,-,33年(1941,--．,1944年)，先后从海南迁来琼崖中学(校址在东镇附近的梦

村)，从香港迁来私立仿林中学(校址先在金垌，继迁绿荷，最后迁到东镇现信-／J,校址)，

j从香港迁来岭东中学(校址在镇隆西江坡)．白石吴佐平从澳门取回校名在白石坡坪吐珠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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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开办私立尚志初级中学．
’

民国35年(1946年)，水P村兴办私立元启中学，朱砂区兴办私立高远初级中学．’
民国38年(J949年)秋，思贺区兴办私立兴华初级中学，池洞丰境兴办私立梅丰初级

中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 1949年

11月】8日，信宜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委派练航为文教科长。 ．

县人民政府接管全县公办中学和中心校，中心校改称“x区×小"，公办中学和公办中

． 心小学校长由文教科统一委派。各私立中、小学由政府接管，教职工留用，教育经费仍由原 ，

j校收校租维持． ，

’

1950年 ．‘

秋’各区设文教助理1人，管理本区中小学校事务．原中心小学教师由当地乡政府任，．

免．．原保国民学校改为村校，村校教师多数留用，部分由乡重新任免．
，‘ 秋，信宜师范学校改为。信宜县干部学校”，练航为校长，陆希彦为副校长。开始招收农

村知识分子以及从各小学抽调部分教师入学培训．、
‘

冬，全县举办冬学和夜校．
‘， 1951年 。．

·
一

乜

_ 一春，全县中小学校长由文教科重新调整、任免．小学教师由各区进行调整、任免，报文

教科备案． ．’

秋，原初小四年、高小二年的分段制，改为小学六年一贯制．
’

． 全县中小学校发动师生踊跃捐献钱物，购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

高、初中全县统一招生，当年统招高、初中新生约1500名．

冬，全县扩大举办冬学，把冬学改为“群众夜校”． ．

1952年

春，县文教科成立“教学研究委员会”，开展中、小学语文、数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 暑假，全县中学教职员工集中高州城进行。思想改造”学习。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县城学

习，进行“教师整队’’．
‘

秋，全县私立中小学一律改为公办，县人民政府拨发教育经费．’．

．全县设6所县立小学(每区1所)，排名为一小(镇隆)、二小(北界)、三小(东镇)、四小’
、

(怀乡)、五小(白石)、六小(合水)．

信宜县师范高中部并入省立高州师范学校．

有重点地开始试行教学改革，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试行“五级记分法一(分1、2、3、4，

5五级，3分为及格，5分为最高分)．
’

‘

。

1953年
、

’

．

春，对全县中、小学教师进行整编，有的离队，有的编余．

一． 5月，中小学教师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并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
，

●

．

。

． 5



秋，把全县1 1所普通中学合并为5所，排名为：一中(镇隆)，二中(东镇)、三中(怀

乡)、四中(北界)、五中(合水)。原在镇隆、北界、怀乡、白石、合水的县立小学按当地地名命

名，把原在东镇的县立三小改为县立第一小学。

秋，各中、小学开始建立“少年儿童队”。

12月5日，中共信宜县委发出《关于全县开展识字运动的指示》，要求对15～50岁的

文盲、半文盲青壮年，运用各种形式进行识字教育，计划到1958年春以前基本扫除文盲。

】954年 ，

春，全县中小学开展以学习普希金教学法(课堂教学5个环节)为内容的教学改革。业

务学习以《马卡连柯教学法》为主要内容。

4月，开始执行教职员工享受公费医疗的规定．

夏，对全县小学进行整顿，解决学校中的混乱现象。并对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全面评

级定薪。

对全县中小学生开展劳动教育，动员不能升学的初、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

生产劳动，扎根农村。．

秋，信宜县职工学校在县总工会会址成立．同时，在镇隆、怀乡、合水办了3所职工分

校。

给各中学和规模较大的小学配备体育专职教师。

全县对部分中、小学教职员工进行工资调整。

文教科属下的“教学研究委员会”改为“教学研究室”，设专职干部3人，领导和组织全

县中、小学开展业务学习和各种教研活动．各区分别成立“教学委员会一，在学区的领导下 。

组织区内各小学开展各种教研活动．
‘

．

，，

1955年 ．

j

秋，信宜一中高中部迁到东镇．。～中设在东镇，原在镇隆的一中改为二中．

信宜农校合并省立高州农校和电白农校．

信宜县幼儿园在信一小校内成立，招生2班．1958年，县幼儿园迁至信城镇沿江路现

址．

12月1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工农教育会议，研究开展扫盲工作．

1956年 ．

3月，各中学正式建立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县委组织部委派．各学区建立小学党

支部，支部书记由各区委委派．
’

春，全县教育系统开展肃反(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审干(审查干部的政治、历

’史)运动．

春，县和中学、小学陆续成立教育工会． ．

县政府设立教育科，把文化与教育分开．．

县成立扫除文盲协会，在教育科内设立扫盲办公室．

进行社会知识分子登记，从中选择一部分人任试用教师或代课教师．

署假，县教育科动员中、小学教师报考大专，有8名教师以调干待遇到广州师专和华 ：

南师院学习．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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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在朱砂，自石、古丁小学试办初中班(即戴帽子初中)．

对全县公办中、小学教职员工进行工资改革，按德、才、资及职务重新评定工资等级。

。召开全县中、小学优秀教师代表大会，并评选出出席省优秀教师代表大会的代表8

人。

各中学开展“劳卫制”(劳动与卫国体育锻炼制度)体育锻炼和测验。 ：，

’

1957年 ．

暑假，优秀教师代表8人出席广东省首届优秀教师代表大会。

秋，朱砂、白石、古丁小学附设初中班脱掉帽子单独办学，分别称为六中、七中、八中．

寒假，全县中学教师集中湛江市，小学教师集中县城进行整风“反右”(反对资产阶级

右派分子)学习。小学教师45人、中学教师1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
’

’

2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开展教育改革的试验：儿童7周

．．岁入学改为6周岁入学；进行中小学lo年一贯制的试验；进行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试

验；初、高中语文分为汉语课及文学课；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办学．

5月，每公社成立一所民办中学；每大队成立一所民办小学；以大食堂或自然村为单

位成立耕读班。

教育科与文化科合并，称文教科，稍后，又与卫生科合并，称文教卫生局。

，6月4日，信宜县人委会发出关于迅速发展普及文化教育事业的指示，要求青壮年文

盲百分之百入学，7～12周岁儿童全都入初小，初小毕业生全部入高小；社社办中学．村村

办小学，每公社要办起7～10所农业中学，并要在当年内招生．
’

秋，在厚园林场创办信宜县林业中学．该校于1964年迁到东镇林场，改名信宜县林业

学校，1968年停办． ．

成立。信宜县工农大学”，丘继英为教务长，主持学校工作．
’

9月，全县中、小学师生全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各校均筑建小高炉，上山砍木烧炭，．

运矿石，有的学校曾停课1个月．各中小学全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大办小工厂、小农场．

全县中学和部分小学大搞“四集体”(同食、同住、同学习、同劳动)．’

11月，信宜县和高州县合并为高州县，县政府设文教卫生局，文教卫生局在东镇设办

事处．

1959年

3月，信宜中学改称“高州县第二中学”，信宜-／J,改称为“高州-d,”．

4月儿日．县委向全县中、小学发出关于当前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保证重点中学

高、初中的招生．

11月4日，文教卫生局分为文教局、卫生局． ．

1960年
， 春，全县各公社成立文卫部，设正副部长各1人，领导该公社的文教、卫生工作．

全县各中学轮流抽调学生参加高州水库劳动。

3月14日，县委决定成立高州县业余教育委员会．’

， 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高州县城参加反。右倾”．

秋，把全县学校升初中、高中的学生成绩排队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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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 ．

3月，县文教局向全县中、小学发出《关于教育工作改革的意见》，全面贯彻《全日制小

学工作条例》(四十条)、《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五十条)。

3月，在全县教育系统中精简压缩非农业人口，一大批中、小学教职员工的非农业人

口家属被精简压缩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 ．

4月，信宜与高州分县，县府设教育局．

夏，信宜中学受龙卷风袭击，倒塌课室2间，学生2人受重伤，12人受轻伤．

9月，在镇隆成立信宜县中医学校。该校于1963年5月迁到东镇良花坡，1965年改名

“信宜卫生学校”，1970年列入国家计划，定为中专学校。

1962年

成立信宜县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其办公室与教育局合署办公。

秋，池洞公社东安办起4间私塾，所用教材是《三字经》、“四书五经”、《幼学琼林》、红

白帖式、祭文等。

1963年 ’

．．

‘

2月，全县中、小学学生开展“学雷锋”活动。

3月，教育局与文化局合并，称文教局。

秋，全县中小学部分教职员工调整工资。

全县中、小学开始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在办全日制的同时，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

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开展农村扫盲，大办农民识字班，送字上门，巡回教学。． ．

全县大部分民办中学改为农业中学． 。
、

9月，信宜师范设。函授部”，指定专职教师4人到各公社定点上辅导课。 ．

1964年
’

，．

4月8日，召开信宜县’1963年度文教卫生系统“五好代表"大会，奖励文教系统。五好

集体”21个，先进单位30个，“五好个人”82人，先进工作者325人．

5月，副县长兼科教办主任罗强带领信宜县教育系统英模15人出席广东省教育战线

群英大会。

8月，文教局又分为文化局和教育局。

秋，停行“劳卫制”，实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

n月11日，在县城举办教育系统。小四清一(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作风)学习

班，参加学习的中、小学教师有2902人．

冬，在尚文水库创办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第二任校长是李延昆．

全县各中学组织学生参加怀乡水利工程劳动．

冬，全县共办起了24所农业中学，339所耕读小学，入学人数达到23066人，使全县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

年底，县委宣传部组织工作组有重点、有计划地在全县开展图书馆清理工作．仅在4

所中学便清理出反动书籍171本，荒诞淫秽书籍1 7r本，有政治错误的书籍580本。

1965年 ．

． 、

2月27日，教育局、卫生局、团县委、县妇联联合颁发《试行中、小学生保护视力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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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草案)》。

，’。 9月25日，县委批转教育局的意见：1．严格控制学生活动总量，每天中学生为8小

时，高小学生为7小时，初小学生为6小时；2．适当调整授课时间，中、小学每周为24,-,-28

课时，每课时为45分钟；3．·般作业应在课堂上完成，改进教学和考试方法，控制和妥善
’

安排学生各种活动。
’

秋，信宜中学招收小学教师进修班和农业中学教师进修班各l班．

12月，池洞公社开办农业中学校1所，招生3班，148人．
、 到12月止，全县农业中学发展到26所，共42个班，学生18明人．耕读小学1908所

(班)，学生34643人，为在校学生的32．5％．
．

～

1966年 ．

2月，教育局动员全县教育工作者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

3月16日，部分教师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

· 5月2日，全县中、小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学生开始大串连．全面开展批判中、

‘小学领导；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

．
，

5月5日，怀乡公社德胜小学教师湛连华因抢救被河水冲走的学生而牺牲．后县人委 ，

会追授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模范人民教师一．
。

‘

5月中旬，垒县学生开始学习“老兰篇”(指毛泽东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 ．

．恩》、《愚公移山')，小学生学习<毛芏帑语录>．

5月27．日，教育局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各中、小学组织教师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一运

动． 1 ， j

， 6月．按上级指示，取消大专院校招生制度，大专院校不招新生，高三毕业生全部留校

搞。文化大革命”．

6月19日，各中学全部停课，中小学掀起“四大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高潮．

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人人思想检讨过关，又

行军到钱排白马岭，来回程100多公里． 。．

8月1日起，全都公办教职员工开始享受粮食差价补贴．

9月5日，各中学正式成立红卫兵组织． ，

9月上旬．县委宣传部黄佐佳率领信宜县第一批赴京红卫兵代表出发，参加10月1

日国庆节盛典，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

10月，小学生开始成立红小兵组织．

12月，全县各中、小学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称为“造反兵团一、“造反战斗队一、“××司

令部”等．或冠以。毛泽东思想”的3井岗山队”等．至此，学校党政领导基本上已无法行使职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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