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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纂<奉新县教育志>的通知

各中学、各乡文办：

为了认真研究、总结我县教育的历史经验，根据县政府《关于编

纂<奉新县志>的通知》精神，县局决定：编纂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

教育志，并成立奉新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由刘大瑞同志任组长，

余建祥同志任副组长，聘请戴祥铿、徐迅同志为顾问，徐冰云同志为主

编，刘屏山、鄢祖莹、黎松竹、杨建国、刘铉功、雷有声、杨幼全、张小林等

同志任编辑。征得有关方面同意，聘请肖正根、熊训模同志为特邀编辑。

编纂《奉新县教育志》，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全县各级学校和教职员工要积极协助，热情支持，提供

史料和线索，为编写出一部具有我县地方特色的教育志贡献力量。

奉新县教育局

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



序

牵新县是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的故乡，历史上人材辈出，

素以“文化之乡”著称。《奉新县教育志》是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部

门专业志，记载了从南唐迄今一千多年奉新教育的历史。

全志分为古代书院、民国私塾、教育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业余教育、教师队伍、人材输送．人物传略．体育运动、

教育杂录、教育经费、大事纪要、图片集锦等十五编，约四十余万

字，并有照片一百多幅。

《奉新县教育志》采取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写法，宜纵则纵，

宜横则横；讲究尊重事实，注重史德，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有机结合；力求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具有地方特色，富有时

代精神．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教育战线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发

的喜人景象．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越来越关心和重视教育工作，

教育已被列为我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革教育，振兴教育．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从实

际出发，认真研究本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特别要回溯新中国成立三

十五年来的教育实践，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而鉴古知今，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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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因此，编写一部具有奉新特色的教育志，是一件承先启后、惠

及子孙、服务四化的大事，决不可等闲视之。

由于县委、县政府的殷切期望．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全

县各级学校和教职员工的大力协助，省内外一切有关部门和人士的热

情支持，教育志编写组全体编辑的辛勤努力，《奉新县教育志》终于

出版了．谨让我们怀着一片裁挚之心，把它献给全县二十三万热心教

育的人民，献给省内外一切关心奉新教育的读者们，献给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三十五周年的光辉佳节!

黄瑞发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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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一个地区人材的兴旺与否，与这个地区教育发达与否有着更直接、

更密切的联系。自春秋末至战国，齐鲁之地(今属山东省)，人材

辈出，灿若繁星，诗如仲由、有若，闵子謇、孔鲤、冉求、宰予、仲

弓、颜回，子贡、曾参．孔饭，孟轲等等孔门之士，更仆难数。这难

道不与孔孟在其家乡讲学、大办教育密切关联着么?相传孔门弟子先

后有三千人，著名的有七十余人，其中就多数是鲁国人。史称洙泗之

风，就是鲁国文化和孔子教泽的指代，它已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光辉

典范。

宋、明两朝，江西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人材称盛．无论从

数量上．质量上讲，都远胜于同时代其他地区。细探其源，莫不与书院

教育大兴有密切联系焉。考有宋一代，我省书院如雨后春笋，长势喜

人。最著名的就有由唐朝庐山国学改建的白鹿洞书院，是著名理学家朱

熹讲学之所，号称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有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

两个不同学派曾进行过公开论辩而闻名的鹅湖书院；有培育过民族英

雄、爱国文学家文天祥的白鹭洲书院；有在唐代(包括五代)就兴建

起来，此时又有重大发展的吉水皇寮书院、德安义门书院和我县的梧

桐书院；有轰动当世，湮没千年的我县华林书院；(徐铉评之日： “岜

直豫章之间气概，以占皇宋之文运”)；有明一代，又有著名哲学

家、教育家王守仁巡抚南赣时为讲学而修建的濂溪书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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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在宋、明两代，教育之发展，人才之蔚茂，又居豫章之前

列。且不论上面提到过的、闻名全国的华林书院、梧桐书院)即以华

林书院创办人胡仲尧主办的书院而论，还有郁竹书院、南垣书院．车

坪书院，又有余骧创办的龙州书院；明代有四贤书院、吟溪书院、阳

溪书屋。更可喜者．书院在清一代更加发展壮大了，据本志统计便有

三十六所，为唐、宋．元、明、清五朝书院总和(十所)三倍多，散我

县在历史上不但。代有才人出”，而且一代多过一代。即以进士一项

而论，据本志统计，唐四人(包括刘膏虚在内)，宋五十人，。元1四

人，明二十四人。而有清一代，仅从其建国至忍治十年止就有七十八

人，几乎为唐、宋、元、明四朝的一倍。
‘

消末及民国时期人才产生的情况，本志未予统计，’这时期教育事

业发展的情况，也有待进一步查实补充，7今暂从略。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突飞猛进，起了质的变化。本志各种

统计材料具有深刻的说服力。仅以中等学校校数，在校人数与旧社会

比较而言：一九O七年一所，学生五十名；“一九二四年一所，学生一

百五十名；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最高峰是三所，学生四百七十三

名；而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到最高峰时学校一百所(一九六八年)，

学生人数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二名(一九七七年)。

新旧时代人材的造就，也是无法相伦比的。旧时的进士约相当于

现代的大专学生。仅以此项相比：旧时代唐、宋、r元、明、’清五朝一

千二百五十三年I"．-1(至同治十年止)共计进士一百六十人，而新中国成

立后，二十四年间(一九六一年一一九八四年)便培养大专学生九百
二十七人(在外地升学的本籍生及研究生未计算在内)。这是值得我

们大书特书的，也就是我县教育志需要单独编写的、可喜的逼人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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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是人，是创造财富乃至于创造整个世赛的人，

特别是人材．教育志所记载的教育成果理所当然是人材．教育志，归

根结底是关于把人培养成材的记录。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为什么

不值得庆幸?怎能不把它载入史册，另立专业志?

我佩服这次参加编写的同志．既有眼力，又有魄力．一个县写专

业志，这是在开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耳聪眼明，看得准确。行得坚决，信心百

倍．要从这里踏出一条路来。现在他们已成了铺在路上的石子。

正由于这是创举．尝试，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新生事物本身

所具有的幼嫩的弱点，每个人都应象扶植幼苗一样地爱护它．培育

它，使它茁壮成长。我想这是每个贤明之士所乐从的。

本志美中不足的是，从清同治十午以后至清末这一段历史，因史

料散失，着墨甚少，有些不宜遗漏的人物却遗漏了。如清翰林宋育德

(公威)，系江西南昌一中创始人，成绩卓著，声望很高，在抗战胜

利后的校园里(故址在今南昌师范学校、南昌二十八中内)还建有

_公威亭·来纪念他。这些有待于今后深入调查，不断补充，以臻完

盖
口●

我深信．新：生事物既已诞生，它是会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

让我们站在“昨夜一枝开·的向阳高处，用双手去迎来方志领域中万

紫千红的春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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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小学教 育

第一章 清末时期的小学教育⋯⋯⋯⋯”⋯⋯⋯⋯⋯⋯⋯⋯⋯⋯⋯⋯⋯⋯⋯⋯⋯⋯’(63)

第二章 民国】H寸期的小学教育⋯⋯⋯一⋯⋯⋯⋯⋯⋯⋯⋯⋯⋯⋯⋯⋯⋯⋯⋯⋯⋯⋯’(63)

一、民国初期的县城小学⋯⋯⋯⋯⋯⋯⋯⋯⋯⋯⋯⋯⋯⋯⋯⋯⋯⋯⋯⋯⋯⋯⋯⋯(63)

附：奉新县民国时期县城小学设置简表⋯⋯⋯⋯⋯⋯⋯⋯⋯⋯⋯⋯⋯⋯⋯⋯(64)

奉新县民国时期各乡中心国民学校设置表⋯⋯·⋯⋯．．⋯⋯．．⋯⋯·⋯⋯⋯(65)

二、民国初期的乡村小学教育⋯⋯⋯⋯⋯⋯⋯⋯一⋯⋯⋯⋯⋯⋯⋯⋯⋯⋯⋯⋯⋯’(66)

三、苏区的小学教育⋯⋯·⋯⋯⋯⋯⋯⋯·⋯⋯·⋯⋯⋯⋯⋯⋯⋯⋯⋯⋯⋯⋯⋯⋯⋯(67)

四、抗战时期的小学教育⋯⋯⋯⋯⋯⋯⋯⋯⋯⋯⋯⋯⋯⋯⋯⋯⋯⋯⋯⋯⋯⋯⋯⋯(67)

五、抗战胜利后的小学教育⋯⋯⋯⋯⋯⋯⋯⋯⋯⋯⋯⋯⋯⋯⋯⋯⋯⋯⋯⋯⋯⋯⋯(68)

六、民国时期小学的学制⋯⋯⋯⋯⋯⋯⋯⋯．．⋯⋯⋯⋯⋯⋯⋯⋯⋯⋯⋯⋯⋯⋯⋯’(68)

七、几所小学简介⋯⋯⋯⋯⋯⋯⋯⋯⋯⋯⋯⋯⋯⋯⋯⋯⋯⋯⋯⋯⋯⋯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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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川镇中心国民小学⋯⋯⋯⋯⋯⋯⋯⋯⋯⋯⋯⋯⋯⋯⋯⋯⋯⋯⋯⋯⋯⋯⋯⋯(68)

奉新县立女校⋯⋯⋯⋯⋯⋯⋯⋯⋯⋯⋯⋯⋯⋯⋯⋯⋯⋯⋯⋯⋯⋯⋯⋯⋯⋯⋯(69)

进化小学⋯⋯⋯⋯⋯⋯⋯⋯⋯⋯⋯⋯⋯⋯⋯⋯⋯⋯⋯⋯⋯⋯⋯⋯⋯⋯⋯⋯⋯(69)

崇文小学⋯⋯⋯⋯⋯⋯⋯⋯⋯⋯⋯⋯⋯⋯⋯⋯⋯⋯⋯⋯⋯⋯⋯⋯⋯⋯⋯⋯⋯(70)

干洲任重小学⋯⋯⋯⋯⋯⋯⋯⋯⋯⋯⋯⋯⋯⋯⋯⋯⋯⋯⋯⋯⋯⋯⋯⋯⋯⋯⋯(71)

育英小学⋯⋯⋯⋯⋯⋯⋯⋯⋯⋯⋯⋯⋯⋯⋯⋯⋯⋯⋯⋯⋯⋯⋯⋯⋯⋯⋯⋯⋯(71)

上富刘氏小学⋯⋯⋯⋯⋯⋯⋯⋯⋯⋯⋯⋯⋯⋯⋯⋯⋯⋯⋯⋯⋯⋯⋯⋯⋯⋯⋯(71)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学教育⋯⋯⋯⋯⋯⋯⋯⋯⋯⋯⋯⋯⋯⋯⋯⋯⋯⋯⋯⋯⋯(72)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学教育⋯⋯⋯⋯⋯⋯⋯⋯⋯⋯⋯⋯⋯⋯⋯⋯⋯⋯一⋯⋯‘(72)

二、“文革”时期的小学教育⋯⋯⋯⋯⋯⋯⋯⋯⋯⋯⋯⋯⋯⋯⋯⋯⋯⋯⋯⋯⋯⋯(74)

三、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小学教育⋯⋯⋯⋯⋯⋯⋯⋯⋯⋯⋯⋯⋯⋯⋯⋯⋯⋯⋯(74)

四、学制，课程、教学研究⋯⋯⋯⋯⋯⋯⋯⋯⋯⋯⋯⋯⋯⋯⋯⋯⋯⋯⋯⋯⋯⋯⋯(77)

五、几所学校简介⋯⋯⋯⋯⋯⋯⋯⋯⋯⋯⋯⋯⋯⋯⋯⋯⋯⋯⋯⋯⋯⋯⋯⋯⋯⋯⋯(79)

城镇小学⋯⋯⋯⋯⋯⋯⋯⋯⋯⋯⋯⋯⋯⋯⋯⋯⋯⋯⋯⋯⋯⋯⋯⋯⋯⋯⋯⋯⋯(79)

冯川小学⋯⋯⋯⋯⋯⋯⋯⋯⋯⋯⋯⋯⋯⋯⋯⋯⋯⋯⋯⋯⋯⋯⋯⋯⋯⋯⋯⋯⋯(80)

澡溪中心小学⋯⋯⋯⋯⋯⋯⋯⋯⋯⋯⋯⋯⋯⋯⋯⋯⋯⋯⋯⋯⋯⋯⋯⋯⋯⋯⋯(80)

赤岸中心小学⋯⋯⋯⋯⋯⋯⋯⋯⋯⋯⋯⋯⋯⋯⋯⋯⋯⋯⋯⋯⋯⋯⋯⋯⋯⋯⋯(81)

九仙完全小学⋯⋯⋯⋯⋯⋯⋯⋯⋯⋯⋯⋯⋯⋯⋯⋯⋯⋯⋯⋯⋯⋯⋯⋯⋯⋯⋯(81)

罗塘中心小学⋯⋯⋯⋯⋯⋯⋯⋯⋯⋯⋯⋯⋯⋯⋯⋯⋯⋯⋯⋯⋯⋯⋯⋯⋯⋯⋯(81)

会埠中心小学⋯⋯⋯⋯⋯⋯⋯⋯⋯⋯⋯⋯⋯⋯⋯⋯⋯⋯⋯⋯⋯⋯⋯⋯⋯⋯⋯(82)

奉新县小学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表⋯⋯⋯⋯⋯⋯⋯⋯⋯⋯⋯⋯⋯⋯⋯⋯⋯⋯⋯⋯⋯(83)

奉新县各公社(场)小学辅导区划分表⋯⋯⋯⋯⋯⋯⋯⋯⋯⋯⋯⋯⋯⋯⋯⋯⋯⋯(84)

奉新县l 9 7 7——l 9 7 9年普及教育情况统计表⋯⋯⋯⋯⋯⋯⋯⋯⋯⋯⋯⋯(86)

奉新县一九八。年普及小学教育检查统计表⋯⋯⋯⋯⋯⋯⋯⋯⋯⋯⋯⋯⋯⋯⋯⋯(87)

奉新县一九八三年普及初等教育情况统计表⋯⋯⋯⋯⋯⋯⋯⋯⋯⋯⋯⋯⋯⋯⋯⋯(89)

第六编 中学教育

第一章 概述⋯⋯⋯⋯⋯⋯⋯⋯⋯⋯⋯⋯⋯⋯⋯⋯⋯⋯⋯⋯⋯⋯⋯⋯⋯⋯⋯⋯⋯⋯(91)

清末时期的中学教育⋯⋯⋯⋯⋯⋯⋯⋯⋯⋯⋯⋯⋯⋯⋯⋯⋯⋯⋯⋯⋯⋯⋯⋯⋯⋯(91)

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91)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学教育⋯⋯⋯⋯⋯⋯⋯⋯⋯⋯⋯⋯⋯⋯⋯⋯⋯⋯⋯⋯⋯⋯⋯(91)

第二章 普通中学⋯⋯⋯⋯⋯⋯⋯⋯⋯⋯⋯⋯⋯⋯⋯⋯⋯⋯⋯⋯⋯⋯··⋯⋯⋯⋯⋯·(93)

重点中学⋯⋯⋯⋯⋯⋯⋯⋯⋯⋯⋯⋯⋯⋯⋯⋯⋯⋯⋯⋯⋯⋯⋯⋯⋯⋯⋯⋯⋯⋯⋯(93)

完全中学⋯⋯⋯⋯⋯⋯⋯⋯⋯⋯⋯⋯⋯⋯⋯⋯⋯⋯⋯⋯⋯⋯⋯⋯⋯⋯⋯⋯⋯⋯⋯(94)

初级中学⋯⋯⋯⋯⋯⋯⋯⋯⋯⋯⋯⋯⋯⋯⋯⋯⋯⋯⋯⋯⋯⋯⋯⋯⋯⋯⋯⋯⋯⋯⋯(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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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94)

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94)

奉新第二中学⋯⋯⋯⋯⋯⋯⋯⋯⋯⋯⋯⋯⋯⋯⋯⋯⋯⋯⋯⋯·⋯⋯⋯⋯⋯⋯”(96)

奉新第三中学⋯⋯⋯⋯⋯⋯⋯⋯⋯⋯⋯⋯⋯⋯⋯⋯⋯⋯⋯⋯⋯⋯⋯⋯⋯⋯⋯(98)

赤岸初级中学⋯⋯⋯⋯⋯⋯⋯⋯⋯⋯⋯⋯⋯⋯⋯⋯⋯⋯⋯⋯⋯⋯⋯⋯⋯⋯⋯(98)

罗塘初级中学⋯⋯⋯⋯⋯⋯⋯⋯⋯⋯⋯⋯⋯⋯⋯⋯⋯⋯⋯⋯⋯⋯⋯⋯⋯⋯⋯(09)

罗市初级中学⋯⋯⋯⋯⋯⋯⋯⋯⋯⋯⋯⋯⋯⋯⋯⋯⋯⋯⋯⋯⋯⋯⋯⋯⋯⋯⋯(100)

历富初级中学⋯⋯⋯⋯⋯⋯⋯⋯⋯⋯⋯⋯⋯⋯⋯⋯⋯⋯⋯⋯⋯⋯⋯⋯⋯⋯⋯(100)

磉下初级中学⋯⋯⋯⋯⋯⋯⋯⋯⋯⋯⋯⋯⋯⋯⋯⋯⋯⋯⋯⋯⋯⋯⋯⋯⋯⋯⋯(101)

澡溪初级中学⋯⋯⋯⋯⋯⋯⋯⋯⋯⋯⋯⋯⋯⋯⋯⋯⋯⋯⋯⋯⋯⋯⋯⋯⋯⋯⋯(101)

石溪初级中学⋯⋯⋯⋯⋯⋯⋯⋯⋯⋯⋯⋯⋯⋯⋯⋯⋯⋯⋯⋯⋯⋯⋯⋯⋯⋯⋯(101)

仰山初级中学⋯⋯⋯⋯⋯⋯⋯⋯⋯⋯⋯⋯⋯⋯⋯⋯⋯⋯⋯⋯⋯⋯⋯⋯⋯⋯⋯(101)

干洲初级中学⋯⋯⋯⋯⋯⋯⋯⋯⋯⋯⋯⋯⋯⋯⋯⋯⋯⋯⋯⋯⋯⋯⋯⋯⋯⋯⋯(102)

会埠初级中学⋯⋯⋯⋯⋯⋯⋯⋯⋯⋯⋯⋯⋯⋯⋯⋯⋯⋯⋯⋯⋯⋯⋯⋯⋯⋯⋯(102)

上富初级中学⋯⋯⋯⋯⋯⋯⋯⋯⋯⋯⋯⋯⋯⋯⋯⋯⋯⋯⋯⋯⋯⋯⋯⋯⋯⋯⋯(103)

七里初级中学⋯⋯⋯⋯⋯⋯⋯⋯⋯⋯⋯⋯⋯⋯⋯⋯⋯⋯⋯⋯⋯⋯⋯⋯⋯⋯⋯(104)

第三章 其它中学⋯⋯⋯⋯⋯⋯⋯⋯⋯⋯⋯⋯⋯⋯⋯⋯⋯⋯⋯⋯⋯⋯⋯⋯⋯⋯⋯⋯(104)

奉新职业中学⋯⋯⋯⋯⋯⋯⋯⋯⋯⋯⋯⋯⋯⋯⋯⋯⋯⋯⋯⋯⋯⋯⋯⋯⋯⋯⋯⋯⋯(104)

罗塘农业中学⋯⋯⋯⋯⋯⋯⋯⋯⋯⋯⋯⋯⋯⋯⋯⋯⋯⋯⋯⋯⋯⋯⋯⋯⋯⋯⋯⋯⋯(105)

共大冶城分校⋯⋯⋯⋯⋯⋯⋯⋯⋯⋯⋯⋯⋯⋯⋯⋯⋯⋯⋯⋯⋯⋯⋯⋯⋯⋯⋯⋯⋯(105)

农业技术高中⋯⋯⋯⋯⋯⋯⋯⋯⋯⋯⋯⋯⋯⋯⋯⋯⋯⋯⋯⋯⋯⋯⋯⋯⋯⋯⋯⋯⋯(106)

奉新农业中学⋯⋯⋯⋯⋯⋯⋯⋯⋯⋯⋯⋯⋯⋯⋯⋯⋯⋯⋯⋯⋯⋯⋯⋯⋯⋯⋯⋯⋯(106)

甘坊医学专业班⋯⋯⋯⋯⋯⋯⋯⋯⋯⋯⋯⋯⋯⋯⋯⋯⋯⋯⋯⋯⋯⋯⋯⋯⋯⋯⋯⋯(107)

江西省工读学校⋯⋯⋯⋯⋯⋯⋯⋯⋯⋯⋯⋯⋯⋯⋯⋯⋯⋯⋯⋯⋯⋯⋯⋯⋯⋯⋯⋯(108)

附录一：奉新县第一中学教工、学生、领导概况表⋯⋯⋯⋯⋯⋯⋯⋯⋯⋯⋯⋯⋯(108)

附录二t奉新县中学教育事业发展浦况(校、班)表⋯⋯⋯⋯⋯⋯⋯⋯⋯⋯⋯⋯(109)

附录三：奉新县中学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表⋯⋯⋯⋯⋯⋯(111)

附录四。奉新县中学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毕业生)表⋯⋯⋯⋯⋯⋯⋯⋯⋯⋯⋯⋯(113)

第七编 业余教育

第一章 概述⋯⋯⋯⋯⋯⋯⋯⋯⋯⋯⋯⋯⋯⋯⋯⋯⋯⋯⋯⋯⋯⋯⋯⋯⋯⋯⋯⋯⋯⋯(114)

第二章 干部业余教育⋯⋯⋯⋯⋯⋯⋯⋯⋯⋯⋯⋯⋯⋯⋯⋯⋯⋯⋯⋯⋯⋯⋯⋯⋯⋯(114)

义务教师调练班⋯⋯⋯⋯⋯⋯⋯⋯⋯⋯⋯⋯⋯⋯⋯⋯⋯⋯⋯⋯⋯⋯⋯⋯⋯’⋯⋯(114)

区乡干部训练班⋯⋯⋯⋯⋯⋯⋯⋯⋯⋯⋯⋯⋯⋯⋯⋯⋯⋯⋯⋯⋯⋯⋯⋯⋯⋯⋯⋯(114)

附录。奉新县干部培训情况表⋯⋯⋯⋯⋯⋯⋯⋯⋯⋯⋯⋯⋯⋯⋯⋯⋯⋯⋯⋯⋯⋯(115)

第三章 职工业余教育⋯⋯⋯⋯⋯⋯⋯⋯⋯⋯⋯⋯⋯⋯⋯⋯⋯⋯⋯⋯⋯⋯⋯⋯⋯⋯(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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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t奉新县职工夜校漪况表⋯⋯⋯⋯⋯⋯⋯⋯⋯⋯⋯⋯⋯⋯⋯⋯⋯⋯⋯⋯⋯(116)

附录二。奉新县业余教育基本情况综合表(1 9 7 6年)⋯⋯⋯⋯⋯⋯⋯⋯⋯⋯(117)

附录三：奉新县业余教育基本情况综合表(1 9 7 7年)⋯⋯⋯⋯⋯⋯⋯⋯⋯⋯(118)

附录四：奉新县职玉初中文化补课统考情况表⋯⋯⋯⋯⋯⋯⋯⋯⋯⋯⋯⋯⋯⋯⋯<119)

第四章 农民业余教育⋯⋯⋯⋯⋯⋯⋯⋯⋯⋯⋯⋯⋯⋯⋯⋯⋯⋯⋯⋯⋯⋯⋯⋯⋯⋯(120)

附录一I奉新县冬学与扫盲班学员人数表⋯⋯⋯⋯⋯⋯⋯⋯⋯⋯⋯⋯⋯⋯⋯⋯⋯(121)

附录二：奉新县无盲率、入学率、巩固率调查统计表(198,2年12月)⋯⋯⋯⋯⋯(122)

附录三：奉新县无盲率、入学率、巩固率统计表(1983年llY]12日)⋯⋯⋯⋯⋯(124)

附录四I宜春地区基本无盲县(市)验收表⋯⋯⋯⋯⋯⋯⋯⋯⋯⋯⋯⋯⋯⋯⋯⋯(126)

附录五。奉新县“三中全会，，以来农民扫盲情况统计表⋯⋯⋯⋯⋯⋯⋯⋯⋯⋯⋯(127)

第五章 函授教育⋯⋯⋯⋯⋯⋯⋯⋯⋯⋯⋯⋯⋯⋯⋯⋯⋯⋯⋯⋯⋯⋯⋯⋯⋯⋯⋯⋯(127)

第六章 电视大学教育⋯⋯⋯⋯⋯⋯⋯⋯⋯⋯⋯⋯⋯⋯⋯⋯⋯⋯⋯⋯⋯⋯⋯⋯⋯⋯(129)

附录；奉新县电大教学班历年学员人数表⋯⋯⋯⋯⋯⋯⋯⋯⋯⋯⋯⋯⋯⋯．．⋯⋯·(130)

第八编 教师 队伍

第一章 师资概况⋯⋯⋯⋯⋯⋯⋯⋯⋯⋯⋯⋯⋯⋯⋯⋯⋯⋯⋯⋯⋯⋯⋯⋯⋯⋯⋯⋯(131)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校师资⋯⋯⋯⋯⋯⋯⋯⋯⋯⋯⋯⋯⋯⋯⋯⋯⋯⋯⋯⋯⋯⋯(131)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师资⋯⋯⋯⋯⋯⋯⋯⋯⋯⋯⋯⋯⋯⋯⋯⋯⋯⋯⋯⋯⋯⋯(133)

干部任免⋯⋯⋯⋯⋯⋯⋯⋯⋯⋯⋯⋯⋯⋯⋯⋯⋯⋯⋯⋯⋯⋯⋯⋯⋯⋯⋯⋯⋯(133)

附；“文革"前后学校干部一览表⋯⋯⋯⋯⋯⋯⋯⋯⋯⋯⋯⋯⋯⋯⋯⋯(133)

教师状况⋯⋯⋯⋯⋯⋯⋯⋯⋯⋯⋯⋯⋯⋯⋯⋯⋯⋯⋯⋯⋯⋯·⋯⋯⋯⋯⋯⋯“(133)

附表一。奉新县中、小学教师政治情况统计表⋯⋯⋯⋯⋯⋯⋯⋯⋯⋯⋯(136)

附表二：奉新县高中、初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统计表⋯⋯⋯⋯⋯⋯⋯(136)

附表三。奉新一中高考成绩与省、地比较一览表⋯⋯⋯⋯⋯⋯⋯一⋯⋯(137)

第二章 教师培训⋯⋯⋯⋯⋯⋯⋯⋯⋯⋯⋯⋯⋯⋯⋯“⋯⋯⋯⋯⋯⋯⋯⋯⋯⋯⋯⋯·(138)

宜春师范奉新分校⋯．．⋯⋯⋯⋯⋯⋯⋯⋯⋯⋯⋯⋯⋯⋯⋯⋯⋯⋯·⋯⋯⋯⋯⋯⋯⋯(138)

奉新师lfII班⋯⋯⋯⋯⋯⋯⋯⋯⋯⋯⋯⋯⋯⋯⋯⋯⋯⋯⋯⋯⋯⋯⋯⋯⋯⋯⋯⋯⋯⋯(138，

附。奉新师训班各期基本情况表⋯⋯⋯⋯⋯⋯⋯⋯⋯⋯⋯⋯⋯⋯⋯⋯⋯⋯⋯(139)

奉新电大教学班⋯⋯⋯⋯⋯⋯⋯⋯⋯⋯⋯⋯⋯⋯⋯⋯⋯⋯⋯⋯⋯⋯⋯⋯⋯⋯⋯⋯(139)

奉新县教师进修学校⋯⋯⋯⋯⋯⋯⋯⋯⋯⋯⋯⋯⋯⋯⋯⋯⋯⋯⋯⋯⋯⋯⋯⋯⋯⋯(140)

第三章 教师待遇⋯⋯⋯⋯⋯⋯⋯⋯⋯⋯⋯⋯⋯⋯⋯⋯⋯⋯⋯⋯⋯⋯⋯⋯⋯⋯⋯⋯(141)

一，政治地位⋯⋯⋯⋯⋯⋯“⋯⋯⋯⋯⋯⋯⋯⋯⋯⋯⋯⋯⋯⋯⋯⋯⋯⋯⋯⋯⋯⋯。(141)

附录一；文教系统第『七届县人民代表名单⋯⋯⋯⋯⋯⋯⋯⋯⋯⋯⋯⋯⋯⋯⋯(142)

附录二：文教系统第八届县人民代表名单⋯⋯⋯⋯⋯⋯⋯⋯⋯⋯⋯⋯⋯⋯⋯(143)

附录三：政协奉新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144)

附录四。政协奉新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名单⋯⋯⋯⋯⋯⋯⋯⋯⋯⋯⋯⋯⋯⋯(145)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