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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育局副局长郭培埋赔同国家教委副主任王吵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盾鸡龄及州、县领导到文山县母

学视察工作。

州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在德厚下寨检查验收寄宿制学



全州八县评审《文山县教育志》参审人员合影。

《文山县教育志》评审会议一角



开化中学一角

文山县第一幼儿园幼儿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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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坝中心校教学区一角

古木中心校教学楼。



平坝中心幼儿园。 五于祠图书馆一角。



县一中学生在进行化学 县一中学生在进行化学
实验之一

县三小课外活动一角

实验之二。

县三小教学楼。

卫生所作体检。 县一小教学楼。



乏山县第’中学教学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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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县第：小学鼓呼队在进行排队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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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教育是人类宏伟的事业，是培养人才的重要社会活动，是国运的兴衰所系。教育的

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思想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技术素质

等等。它是建设我国“四化”大厦的基础工程，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发展的今天，要掌

握最新的技术装备，管理好现代化的工程，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向世界科学技术高峰

迈进⋯⋯都离不开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专门人才。教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势必要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制约，又服务于各个历史

时期的政治经济，从而促进社会及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教育不仅有阶级性，而且有继承

性。因此，我们不应当割断教育的历史，而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弃其糟粕，取

其精华，对历史加以科学的总结：《文山县教育志》编纂组的同志，正是遵循这一指导

原则进行工作的。

《文山县教育志》，记述了从明代崇桢十三年(1640年)，胡琏在黑莫设帐授徒起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87年，共347年间的教育史实。计分十五章，五十八节，

六十四目，另有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编后记、各种图表等，约四十万

字。编纂组的同志本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以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态度，历时三

年，搜集近三百万字资料，对文山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数易其稿，历

经艰辛，最终以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纵横结合的体例，编纂了《文山县教育志》。从

《文山县教育志》所记述的历史事件中，既能够总结出一些应该接受的历史教训，亦可

以找到今后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端倪。《文山县教育志》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对于领导机关进行决策时少一些随意性、主观性，多一些科学性、民主性，对于指导当

前的教育改革，正确地规戈Ⅱ未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进行爱国、爱乡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乡土教材资料，可以起到资治当今、垂范后世，惠及

子孙的作用，因此，甚值一读。

文山县的教育，源远流长，它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它有着在各个历史对期热心

开发民智，重视教育的仁人志士，他们不辞艰辛，集资办学，造就人才。民国初期，一

批在云南省优级师范毕业归来的家乡赤子，就克服了重重困难，发展了文山的教育事

业。

文山的教育，还有着它的光荣革命历史。早在1927年，中共云南省特委就派地下党

员严英武，李国栋到德厚小学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文山县第一个党支部。1946年后，

地下党小组长岳世华，先后在省立开广中学、县立中学、国立西南师范和威远小学组

织“青年读书会”，创办“拓荒者”、“六集周刊"等壁报，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思

想教育。1948年至1949年，文山县各校青年学生，在进步教师的带动下，纷纷投入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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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下，通过布点调整，学制编制，

教师检择，课程设置和款产整理，学校不断得以发展，小学基本普及。此外，中学教育

(包括附设初中)，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电视函授学校，职工业余补习班

以及轮训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广大青少年勤奋读书，自学成才，报效国家，献

身·c四化”-，其势方兴未艾。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青年们学历史、学政治、学科学、

学管理，并把这些知识用于实践，用于改革，积以时日，他们将不断增长科学文化之

才，以成就“四化”建设之功。本县境内还创办了一所高等学校一一文山师范专科学

校，使文山县的教育结构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虽然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教育发展的部份历史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文

山县的教育事业曾有过一些失误，但总的来看，发展是迅速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

我们丝毫不能自满，因为要使文山经济进一步振兴，改革、开放卓有成效，并求得与先

进县市同步，教育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艰巨，我县的教育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很不

相适应，如不抓紧抓好，必然会推迟振兴文山经济的进程，贻误我们的后代。这是关系

到我们文山县“四化”建设盛衰成败的大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振兴经济，多出人才，这是我

们教育事业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明确培养目标，深化教育改革，逐步建立使学校

具有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有效机制，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谨

以为序，与全县教育工作者共勉。

文山县教育局

一九八九年八月五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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