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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修教育志可以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和

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可以积累保存教育文献和较系统的资料，传

播办学和教改的经验，为后人研究近、现代教育提供宝贵的真实材料；又可以为社
会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国情、乡情的教育提供生动的教材，起到“资治，存

史，教化”的作用。它是建设两个文明的需要，其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将随着时间

的推移越来越充分显示出来。天津市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开区

包括天津市的老城区，因此，南开区教育的发展演变更值得系统总结和认真研究。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事求是、详今略古、

突出本地区特色和述而不评的原则；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核查考证，存真求

实，整理汇编；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力求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南

开区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和特色。

本书所记始于清末改革科举制度创办新学之时，止于1986年，上下近百年。

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时代精神的原则，力求既反映南开区教育发展演变

的历史过程，又突出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变化

和新面貌。历史上南开区界和名称多次变动，尤其是城里曾分划他区及单独建区，

变动更多，本书所记内容以现在的南开区界为准。此外，本书主要记述南开区普通
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以中学、小学、幼儿园为主，兼及部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概

况，不包括高等教育、中等专业和技工教育的状况。

在本书收集材料和编篡过程中得到许多部门的热情关怀和帮助，如天津市教

育局《教育志》编修办公室、档案室、天津市图书馆、南开区档案馆、南开区教育局

档案室和各基层单位，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缩篡教育志是一件新事，我们缺乏经验。虽然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又将主要

部分刊印分送，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订，但是由于人力、条件和水平所限，遗误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同志、教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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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教育总述

一、南开区域沿革和概况

南开区是天津主要发源地区，旧城在其境内。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率军渡直沽

南下，称帝后于永乐二年(1404年)改直沽为天津，取“天子渡津”之意，并筑城设卫。永乐十八

年(1420年)迁都北京，天津遂成为京都门户。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州，雍正九年

(1731年)升为天津府。

“南开”是天津旧城外西南一带地方的通称。过去这里多是芦苇坑塘、坟茔义地，人烟稀少，

一片荒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次年迫使清廷拆除天津城墙，在旧城

墙基上铺设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居民区逐渐向城南的开阔地带发展，形成了住宅区。南开初期

的范围大致是北起西南城角，南至南开中学，东界为东南走向的大道，称南开大街，西抵蓄水

池。宣统元年(1909年)天津设巡警道，下属东、西、南、北，中五大区，此地属南区和东区。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些军阀、官僚、豪绅、买办陆续在今南开三马路以东一带修建住宅，

经营房产，居民不断增加，南开地域又有发展。北伐以后，1928年(民国十七年)天津改为特别

市，辖五大警区、四个特别区和外国租界地。当时此地是一区、二区辖地。1937年(民国二十六

年)日寇侵占华北，转年天津设九个行政区、三个特别区和四个租界地。当时此地属一、二、六、

九区和天津县。1945年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天津划为十一个区，此地属十一区，城里属二

区。1952年十一区改为七区，1956年改为南开区。城里改为城厢区，后又划至和平区。1958年

9月将西郊区十二个乡、四十七个农业社划入南开区。1960年1月又将杨柳青公社戈Ⅱ入。10月

将郭村、张家窝及杨柳青公社的一部分划归和平区，同时将和平区的东北角、东南角、鼓楼西三

个公社划归南开区。1962年2月将南开区的农村部分划归西郊区，10月将城区调整为14个街

办事处。“文革”初期南开区一度改称东方红区。1968年1月恢复南开区名称至今。1986年南

开区面积约39平方公里，辖18个街办事处，人口约61万人。

二、清末时期教育概况

(一)科举制度下的旧学校

清朝实行科举制度，中央设国子监和为八旗子弟办的官学，地方有各级儒学——府学、州

学、县学，各地还有由国家设立的书院及小学、社学和义学。地方上还有各类私馆，富贵人家在

家里设馆，聘请教师教其子弟；贫寒之家则联合一村或数村开设书馆或村塾；也有教师自开私

馆或门馆，附近子弟出钱就读。私馆分为低高两级，低级专教儿童，又称私塾；高级则教成人，名

为经馆。学塾的课程主要是读书、习字，读书以《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为主要教材，准备

参加科举考试者加读《五经》、《千家诗》等，不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者加读《幼学》及各种杂字。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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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天津享有盛誉的问津书院(1852年创建，在鼓楼南大街)、会文书院(1875年建立，在城内义

仓前)均在今南开界内。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商埠。清政府一部分官僚

向洋务派转化，他们输入了一些外国工业，办了一批实业，相应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以培养

使用西方机器和军事装备的人员，这是新式学校的开端。但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

方针下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教育。

(二)戊戌变法与新学的萌芽

戊戌变法前夕，1897年8月著名教育家严修(字范孙)时任贵州学政，就向皇帝奏折提出

改变科举取士，开设经济特科的主张。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圆是上谕，表示变

法决心。自此一百零三天内维新派发出数十项除旧布新的命令，关于教育方面的有废止八股，

改试策论，广设学堂，兼习中学西学等。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重新训政，废除一切

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同年10月严范孙辞去贵州学政，返回天津开办新学。他深信创办新教育实为救国根本要

图。11月他创设严氏家垫，聘请陶仲铭、张伯苓等名师教授子弟西学(算术、英语、理化、体育诸

科)。这是天津民办学堂的萌芽。1900年9月严范孙又同林墨青开办两个私垫，其课程除原有

旧科外，又设理科、算术、史地、英语等新学科，人称为“西一”、“西二”。以后林墨青又与王竹林

创立“东一”、“东二”两个义塾，课程也有新学科。

(三)科举制度逐步废除与靳学堂章程的制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01年1月慈禧为缓和国内外不满情绪，维护其统治，也表示要变

法。8月29日清政府令t自明年始，乡会试及岁科试均考策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

学命题。不再用八股程式。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

学堂，于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广设蒙养学堂。

1902年8月清政府制定《钦定学堂章程》，称为“壬寅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蒙养四

年，小学堂六年；第二段中学堂四年；第三段大学预备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共计二十年。但颁布

后并未实行。

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在全国推行的学制是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癸

卯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初等教育t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共十三

年；第二段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第三段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

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共十一至十二年。总计二十九至三十年。与上述直系的各级学堂并行

的还有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两系。

1905年9月清政府下诏，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也即

停止I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省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于乡城各处

遍设蒙小学堂。至此科举制度全部废除。同年清政府学部奏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五端为教育宗旨”，并宣布“立学宗旨不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为基础，俾学生心术

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

1907年3月清政府又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从此女子教育开始
2



取得合法地位。1910年又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专为年长失学者而设，年限一至三年，每

天二至三小时。这是成人补习教育的开端。1911年5月清政府提出以四年小学教育为义务教

育。这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开始。

(四)庚子以后兴学之风大盛

随着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明令兴办新学，天津逐渐形成兴学的高潮。1902年10月严范

孙、林墨青、李子赫在会文书院旧址创办蒙养学塾，1903年2月定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这是

天津也是直隶省开办最早的私立新式小学。同年严范孙又在家中办了严氏女垫，1905年扩大

为严氏女子小学，分初小、高小。这是天津早期成立的女予小学之一。1903年严范孙、林墨青在

西门里城隍庙创办官立两等小学堂。这是天津早期成立的官立小学之一。同年他们促使邑绅

卞、张二家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地址在鼓楼南。1904年严范孙与王锡瑛出资，由张伯苓主持

在严宅偏院创设私立中学堂，后改名为敬业中学堂，1905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1906年在

南开空地兴建校舍，1907年迁入新校舍，更名为南开中学堂。此外，1905年严范孙还在家中设

立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这是天津幼儿教育的开始。

在严、林等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影响之下，天津掀起兴学之风。至清末1911年南

开区域内共建中学堂4所、小学堂12所、女学堂7所、蒙养院1所、其他各类学堂9所。著名的

有1905年温世霖创立的普育女学堂(今九中)，1906年刘宝慈创立的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今

中营小学)。1906年清政府学部下令在府州县设立劝学所，为教育行政机关。据此天津县也建

立了劝学所，管理县内初等和中等教育，并劝导地方人士兴学，林墨青任所长。1907年又成立

了天津教育会，负责监督协商教育事宜。

三、民国时期教育概况

(一)民国成立至抗战以前(1912—1937年)

1．学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

令》，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堂长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

科。天津的学堂也照此规定改称学校。如南开中学改称南开学校，监督改为校长，由张伯苓担

任；民立第一小学堂改称私立第一小学校。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规定学制年限，

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8月教育部又修订了“壬子学制”，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分为三段四

级：第一段初等教育，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三年；第二段中等教育，为中学四

年；第三段高等教育，为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至四年I专门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此外下设

蒙养院，上设大学院，不计年限。这个学制基本上还是沿用日本学制。

1922年11月教育部公布《教育系统令》，改变了“癸丑学制”，规定学制分为三段；第一段

初等教育，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共六年；第二段中等教育，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六年；第三段

大学四至六年。还规定大、中学校课程采用学分制、选科制。这个学制称为“壬戌学制”，除以后

学分制、课程设置方面有变动外，基本上沿用至今。 ．

2．教育宗旨和实施。民国成立，教育部就规定；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各教科书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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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共和民国宗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手工科应加重。1912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公布国民

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以后袁

世凯任总统，企图复辟帝制，1914年制定《教育纲要》，要求各学校“均应崇奉圣贤”，“尊孔尚

孟”；1915年2月又公布《颁定教育宗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

进”七项，实质是宣扬忠君和不反抗。1910年4月北京政府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

神”为教育宗旨。1920年教育部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到1922年，凡旧

时所编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而改为语体文。

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一直以进步的教育思想办学。1914年4月他在演说中就提出“教育

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完全人格，三育并进不可偏废。”1916年他又提出

“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

1917年1月他又作了题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演讲。

北伐以后，1928年5月教育部颁布《小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增设三民主义和党童子军课

程。8月又颁布《中学课程暂行标准》，初中设党童子军，高中设军事训练课。1929年3月国民

党“三大”决议的“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提出“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

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

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提出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男

女教育机会均等。‘

此时张伯苓校长仍强调“三育并进”，1930年9月他说：“所要者诸生在校能自立，到社会

里去，更须不为环境所动移，值此求学时期，诸生当以道德、身体、知识三事为自立基础。”他十

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2月他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

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学校及旺‘

增设东北历史、地理课程以启发学生抗日热情。1934年南开学校制定“公”、“能”校训，目的为，

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3．教育行政。1913年天津劝学所取消，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由天津县署第三科负责。1914

年12月省政府又下令恢复劝学所；同年天津县还成立教育办事处，总董为林墨青，负责社会教

育，并兼管官立十一处女学。1923年10月劝学所改为教育局。1928年天津改为特别市，教育

行政机构为教育局。

4．学校设置。民国以来小学、中学及其它教育均有发展。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设文、

理、商三科，当时学生95人，校址在南开学校以南隙地，1923年迁至八里台新址。1923年9月

南开女中部成立，1926年迁入操场南新校舍。1928年8月南开学校又成立小学部。1933年7

月普育女学校改组为普育女子初级中学。据1934年统计，在今南开地界内有中等学校3所：南

开中学(包括女中部)、普育女子初级中学、私立中日中学(1921年建，1926年更名)；中等专业

学校2所：公立商科职业学校、私立电报学校；小学3l所：省、市立11所，私立20所；幼稚园2

所：市立第五幼稚园(1929年建)，市立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1934年建)；此外还有短期小学8

所。

5．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周恩来同志1913年入南开中学，1917年毕业东渡日本。1919“五

四”运动爆发，周恩来同志离日回津，领导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全市学生多次在南开中学举行集

会，游行，请愿，宣传爱国思想，南开中学成为天津学运的中心。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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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南开中学学生与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行动，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j掀起抗日救亡

高潮。1936年南开学生又参加了天津“五·-]k”反日示威游行。南开中学成为学生抗日活动
的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

1937年“七七事变”，7月28、29日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南开大学、中学和小学校舍，以后

又将南开中学校舍据为兵营。南开中学迁往重庆。天津沦陷后，敌伪政权推行“新民”教育，强

制增授日语，并篡改各科课本，降低文化程度，其编审方针是“扫除一切抗日思想，排除三民主

义”，并“恢复东方的固有文化道德”，以抵制新的、抗日的思想。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

立，提出以“建国精神”教育学生，具体内容是“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和平反共救国”，“建设大

东亚共荣圈”等，加紧实施奴化教育。

在此期间日寇还强制师生“勤劳奉仕”，逮捕进步师生，中小学教育遭到摧残和破坏，中学

减至二所：普育女子初中、中日中学。到1939年9月齐通侯夫妇创建了私立通澜中学，中学才
有三所。

(三)抗战胜利到天津解放(1945--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南开中学复校。南开女中部因校舍被炸毁，复校后迁到甘肃路

原日本松岛女子高等学校旧址，现属和平区。1945年普育女子初中添设高中，更名为普育女子

中学。1947年8月私立崇化初级中学成立。据1948年统计，在今南开地界内有中学4所：南开

中学、普育女中、通澜初中、崇化初中；中等职业2所：私立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原是公立商

科职业学校)、私立立人初级工科职业学校。这期间小学有新建也有停办者，据解放初1949年

3月统计，十一区有小学33所，其中市立小学9所、私立小学23所、义务小学1所。

1945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以后，中学取消日语、修身两科，增加公民、童子军(初中)、军训

(高中男生)、看护(高中女生)等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加紧搜刮百姓，根本不关心教育的

恢复与发展。当时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教师生活悲惨，学校校舍狭小简陋，教学设备残缺不

全，中小学教育困难重重，濒于绝境。广大师生群起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不断举行罢课，游行，

示威。1947年1月南开中学等校学生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5月又举行了“反内战，

反饥饿”的示威游行，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由于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解放前夕有大量文盲和失学儿童。据解放初1949年上半年

十一区公所统计：全区总人口为223100人，其中，不识字的人就有125，649人，占56．2％，(还

不包括5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老人。)其中失学儿童有22，146人。

四、新中国教育概况

(一)解放后十七年(1949--1966年)

1．教育方针。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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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

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49年9月)。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

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

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成员。”1957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中提出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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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

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

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

作条例》(简称“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鼍小学四十条")，提出。中小

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必须十分

注意德育。在智育方面，小学阶段必须注意语文和算术的教学，中学阶段必须注重语文、数学和

外国语的教学。还要适当注意体育。

2．学制。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缩短了小学修业年限，改四二

制为五年一贯制。1952年12月政务院指示，小学恢复六年制，四二分段。1953年9月教育部

颁布试行小学“四二制”教育计划，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1960年又大规模地试行《中小学改制

规划》，试行五三二制，同时重点试验九年(城市)和八年(农村)一贯制。1961年又做压缩，将改

制的小学一年级由30％降至lO一20％}初中一年级由100％降至10％。

1951年10月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还明确了对中等专业学校、业余中学和初等

学校的要求，从学制上确立了工农成人教育的地位，并开展识字教育，举办工农业余学校，吸收

工农群众参加学习。1958年5月刘少奇同志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UP和全日学

习、全日劳动制度相并行的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从1958年起半工半读教育发展很

快，但在1961年至1963年调整中将1958年兴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大部分砍掉。

3．教育行政。1949年天津解放后，区公所设文教股领导小学，中学由市教育局领导。1949

年7月文教股撤销。．在区内设中心小学，负责全区小学行政和教学业务管理；并建立党支部负

责党的工作和教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1950年初，区公所又设文教股。1950年5月为加强对

小学的领导又成立文教委员会。1952年10月区人民政府成立，文教科直接受区人民政府领

导，业务则受市教育局领导。1956年10月南开区教育局成立，文教科撤销。区教育局统一管理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业余学校。1963年5月，市教育局决定。完全中学和附设的业余中学改

由市局直接管理。至1968年又将完全中学划归区局管理。

1960年12月根据市委指示，南开区委成立南开区幼儿教育领导小组及幼儿教育委员会。

1964年9月天津市成立第二教育局，统一领导全市半工半读学校、中专、职校、技校和职工业

余教育。原市教育局改为第一教育局。

4．学校设置。1949年天津解放后军管会分批接管公立中小学和幼儿园，采取“维持现状，

立即开学”的办法，除个别反革命分子外，一律照常供职；对私立学校积极扶持，并帮助克服暂

时困难。1952年9月教育部宣布，自1952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将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

改为公立。1952年12月21日七区人民政府宣布接管私立小学18所I二区，八区人民政府接

管的私立小学在今南开区内的有9所。同年12月23日市教育局接管的私立中学，在今南开区

内的有南开中学(十五中)，崇化中学(三十一中)、通澜中学(三十七中)、育才中学(三十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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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1950年已接管普育女中，改为市立第三女中，并接管了数所私立小学。1956年2月

南开区又接管私立小学5所，城厢区接管私立小学8所。到此全市私立中小学均巳接管，改为

市立。

自1952年至1956年，南开区新建了一批中小学。有中学6所I(1)二十五中(1952年建立

女五中，1954年迁入新校舍，更名为二十五中)I(2)六十三中(1953年建立第三中级文化学校，

1956年改为六十三中，1960年迁复康路，后划归西郊区)l(3)四十三中，1954年建}(4)五十

中，1955年建，(5)五十二中，1955年建，(6)五十六中，1956年建。

1958年到1966年学校数量又有发展。二十九中由估衣街迁至东南角(1961年迁至西营门

外)。新建的中学有。1958年建六十七中、七十四中；1961年建109中11963年建临潼路中学、

渭水道中学t1964年建成阳路中学；1965年建天明中学、黄河道中学、湾兜中学、汾水道中学、

西湖道中学(“文革”期间迁到南丰路，改为南丰路中学)。此外，1960年建天南大附中，属大学

领导。小学数量也有很大发展，到“文革”前我区小学已发展到63所。

5．教育实施：

(1)1949年到1952年主要是接管和改造旧学校，贯彻向工农子女开门的办学政策。1949

年1月21日天津教育局宣布废除“党义”、“公民”、“童子军训练”、“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和教

材，取消训导制度，开设“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新课程。党组织公开后，学校建立了

党支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1952年在教职员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使教师划清敌我界

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解放后贯彻向工农子女开门的办学方针，大力增班建校，对贫苦子

弟实行减免费办法，使各级学校里工农成份的学生逐年增加。到1952年七区小学生中工农子

弟已占49％。普通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2)1953年到1957年转入全面教育改革。1953年1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确定教育工作方

针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本年市、区都召开会议，明确教学工作是学

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克服学校(特别是小学)中存在的忙乱现象，提高教学质量。在这

段时间里，通过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改进了中小学教育，强调使学生全面发展，努力提高

教育质量，并改革了课程，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学科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指导书，建

立了一些规章制度，培训了师资，充实了教学设备，改进了教学方法。学习苏联经验，成绩是很

大的，但也出现了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生搬硬套的偏向。3955年7月天津市委、市人委联合发

出《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指示》，指出“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任何脱离实际、不问

具体情况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还提出改进领导，提高质量的

要求，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3)1958年到1959年普教工作出现曲折。1958年开展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

的教育革命。3月市教育局召开中小幼工作会议，提出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增设生产知识课、各

科教学联系生产实际等措施。4月市局要求中小学开始推动勤工俭学。这期间有些学校也做出

一些成绩。据区教育局10月统计：全区中小学已办工厂240个，产值近10万元。但是教师和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针对出现

的问题，1959年7月市局对中小学学生劳动时间作了具体规定。区局也提出学校应以教学为

中心，学生的基本任务是学习，要建立学校工作正常秩序，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4)1960年至1966年普教工作稳步提高。1960年7月市教育局制订了《天津市中小学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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