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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s月曹荻秋、陈丕显、石西民、宋日昌等中燕上海市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出席上海市业余工业

吾毕业生典礼

1鹕‘年q月上海市市长江泽昆、甫鞍吉委昴皂党委书记陈铁迪出席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首届教师节庆祝大会



1984年全国^大副委员长

周谷城f中)在张家祥院长【左}

王云武副院长(右)陪同下视察

上海教育学院

1 986年全国政协教育文化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垂员

会副主任邹时炎视察上海第二

教育学院

1 992年上；每市副市长、上

j每电视大学第三届校务委员会

主任谢丽娟主持会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许多全日制高等院校教授

兼任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师，

图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张承

漠在为夜大学本科生上课

l qq2年q月西藏企业经营

管理干部培训班结业



成人高等学校人才辈出．图为

全国劳动模范、革新能手、上海第

二工业大学lq81年毕业生包起帆

在工作现场

．17

上；每代表作学术报告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重视应

用科学研究，图为节能研究室

教师庄水成等研制的“油水

乳化装置及供应系统” 在

q#n年J月H B荣获+口届

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

会金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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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人高等学校名单(图中以数字表示)

1．上海电视大学
2．上海第二_1：业大学
3．上海教育学院
4．上海第一-．．教育学院
5．上海市黄浦区业余大学
6．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
7．上海市南I训区业余大学
8．上海市杨浦区业余大学
9．卜海市虹口区业余大学

10．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大学
11．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
12．上海市长宁区业余大学
13．上海市徐汇区业余大学
14．上海市闸北区业余大学
15．上海市吴淞,lk余大学
16．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
17．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学院
15．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
19．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学院
20．上海市虹n区教育学院
21．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
22．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23．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学院
24．t-海市南市区教育学院
25．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

26．上海电业职32大学
27．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职_12大学
28．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职212大学
29．上海造船丁业公司职212大学
30．上海邮电局职212大学
31～匕海海港职工大学

，。32．上海化．22研究院职212大学
33．上海航天工业局职2[2大学
34．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船维修第二职212大学
35．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职工大学
36．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职212大学
37．上海机电工业职212大学
38．上海业余土木建筑学院
39．上海纺织工业职_12大学
40．上海治金联台职212大学
41．上海轻工业职212大学
42．上海化学212业职工大学
43．上海交通运输局职212大学
44．梅山职212大学
45．上海市粮食局职212大学
46．5703厂职_32大学
47．上海新闻出版局职212大学
48．上海海运职J二大学
49．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职工大学

50．上海仪表电子212业职212大学
51．上海医药工业职212大学
52．上海对外经济贸易职212大学
53．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职_12大学
54．上海财政税务职212大学
55．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职22大学
56．上海职工医学院
57．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
58．上海市建工局职212大学
59．上海供销职212大学
60．上海金融职2／2大学
61．上海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62．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63．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64．上海212会管理干部学院
65．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66．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夜大学
67．上海电力学院函授夜大学
68．复旦大学函授夜大学
69．同济大学函授夜大学
70．华东师范大学函授夜大学
71．华东化212学院函授夜大学
72．中国纺织大学函授夜大学
73．上海机械学院函授夜大学
74．上海交通大学夜大学
75．上海纺织专科学校夜大学
76．上海第二二医科大学夜大学
77．上海外国语学院夜大学
78．上海医科大学夜大学
79．上海中医学院夜大学
80．上海水产大学夜大学
81．上海体育学院函授部
82．上海工业大学夜大学
83．上海音乐学院夜大学
84．华东政法学院函授夜大学
85．上海财经大学函授夜大学
86．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函授夜大学
87．上海师范大学夜大学
88．上海铁道学院函授部
89．上海大学夜大学
90．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夜大学
9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夜大学
92．上海轻212业专科学校夜大学
93．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夜大学
94．上海机械专科学校夜大学
95．上海海运学院函授部
96．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函授夜大学
97．上海业余科技学院
98．上海工商学院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详今略古地记述了上海市成人高等教育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文体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述而不论，寓

观点于叙事之中。记述以文字为主，记、志、传、图、录等体裁综合运用。历史纪年，

沿历史习惯通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的年代断限，上限年代因事而异，下限年代迄至1990年。

四、本志篇目结构，遵循“横排门类，纵叙史实’’的志书体例，按章、节、目三个层

次编列。全书除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分11章46节111目。

五、本志人物列传，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均为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史上有较

大影响的已故人士，并按卒年顺序排列；在世人物一律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或

列入人名录中。

六、本志使用的各种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再现时用简称。

七、本志史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和上海市教育局档案

室、上海市人事局教育处、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所和上海市部分成人高等学校收集

的文史资料，文内一般不注出处。

八、本志按序言、学校分布图、照片、凡例、正文、附录、编后记顺序排列。



序

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90年代，《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一部记载上海自

1863年至1990年成人高等教育轨迹的标志性著作问世了!这是本市成人高等教

育的第一部史志类专著，是上海成人教育研究与发展史上的一颗硕果。

《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是一部记述上海自开埠以来成人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和

现状的著作。从纵向上记载了上海开埠以来近150年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

迹，从横向上呈现出每一重大历史时期内教育各个侧面的缩影，特别记录了上海解

放41年来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展现了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在国内外所

处的地位及作用。这部教育志对保存史料，开拓未来，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上海是中国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由于国际贸

易和对外交往的发展，社会各个领域的人员迫切要求学习外语和技术，官办和私办

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应运而生。清同治年间，上海一些新式学校在招生青年学生的

同时招收在职人员，培养外语翻译和科学技术人员，此乃上海成人高等教育的萌

芽。此后，这类教育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发展逐渐壮大。1912年始，一些高等院校如

东吴法院学院、沪江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陆续办起了夜

校，在职人员接受教育的机会愈益增多，领域愈益拓宽，并出现了潘序论、刘湛恩等

捐资筹款倡导成人教育的著名办学者。至1949年上海解放，计有15所私立普通高

校设立了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近2000人。

新中国成章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领导下，上海成人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发展。41年来，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形成了一个由各类成人高

等学校组成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20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上海的

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回顾41年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在政治风云和经

济浪潮中几经磨砺，在比较与鉴别中选择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其间有

两次大的波动和三次调整发展。第一个调整发展时期以上海解放为标志至1957

年，这一时期人民政府在对高等院校的接管、整顿和1952年院系调整中，对成人高

等教育进行了合并、整顿、发展，1957年计有业余高校15所，学生约8500人，4倍

于解放前夕。第一个波动期为1958"-'1960年，其间成人高教规模大起大落。19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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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发展，成人高教设校482所，学生1．77万人。1959年调整至80所。1960年又

一次大发展，建校203所、学生4．96万人。并在《上海市1960"-"1972年职工教育事

业规划(草案)》中，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在13年内普及职工高等教育的目标。第二个

调整发展时期为1961'～1965年。全国文教工作会议提出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1960年《上海市职工业余高等教育工作条例(修订稿)》的颁布，

规范着成人高教稳步发展。至1963年对冒进发展的成人高校调整到74所，在校生

减半至2．7万人；至1965年稳步发展到88所，在校生2．96万人。第二次大波动为

1966"-'1976年10年文革破坏期。这一时期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余党先后泡制“上

海机床厂经验”和“朝阳农学院经验”，大力发展七二一大学和农民业余大学，迫害

知识分子，否定和摧毁17年中形成的办学秩序。至1976年文革结束前，全市七二

一大学多达2111所，成人高教处于极度混乱状态。随着文革结束至今，上海成人高

等教育进入第五个历史时期，即由恢复、整顿进入繁荣、改革的新时期。随着党的工

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成人高等教

育不断拓展，逐步形成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灵活多样的办学体制模式。成人学历

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传统面授与电视教学、函授、自学考试制度共同繁荣。通

过第二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从联合学分制到联合办学的尝试，社区学院、高等职

业学校的创建等等，办学形式推陈出新、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上海的成人高等教育

正在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化、面向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变与重塑中，大展雄风。回顾

41年成人高等教育的风风雨雨，其间有多少成败得失，有多少值得深入探讨、研究

发掘的宝贵财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部教育志的出版，对促进上海成人高等教

育的改革与发展，必将提供有力的借鉴。值此新志出版之际，愿从事上海成人高等

教育工作的干部群众从中获益，以借鉴过去，把握现在，迎接21世纪上海成人高等

教育发展的伟大曙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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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人高等教育，萌芽于清同治年间。民国时期，有所发展，但成人教育

在旧学制中没有地位，基础十分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颁发的第

一个《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就确立了成人教育应有的地位。此后，逐步形

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成人教育体系，使青年人和成年人都能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保障了广大人民受教育的权利。40多年来，上海高等教育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办好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提

高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解放前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来，开始对外交往。为适应官场、领事、海关、洋

行等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学习外语和技术的需要，官办、私办的各种教育

机构应运而生。清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批准设立上海外国语言文学同文馆

(后易名为上海广方言馆)，培养外语和科技人才。招收青年学生的同时，也招收

官场、商界等在职人员，可谓成人高等教育之萌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

奏准改为工业学堂。此外，私人举办的外语学塾陆续兴起，由中、外人士在业余

时间为在职人员教授英语。

民国建立(1912年)后，一些高等学校的有识之士，为使职业青年有进修机

会，陆续办起夜校(班)。民国4年(1915'年)9月，东吴大学在上海设置法科，

除招收青年学生外，也招收在职人员。民国16年(1927年)，改名为东吴法律学

院，开设夜校班，专门招收在职青年，毕业后同样授予学士学位。民国19年(1930

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鉴于上海商界青年缺乏高等商业补习教育之机会，发

起募捐，筹办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设夜校部。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

战争爆发，一部分私立大学迁入租界办学，夜间上课者，人数增多(包括青年)。

民国30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占，学校被迫解散或内迁。立信

会计专科学校迁往重庆后，留沪师生以明信会计补习学校名义，继续办专科班。抗

战胜利后，内迁学校返沪，夜校增多。民国35年(1946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迁回上海，增设夜校(班)，招收在职青年。民国36年(1947

年)后，上海新办一批高等学校，其中4所设有夜校班。据解放初调查，解放前

夕，上海共有15所私立普通高校设有夜校(班)，在校学生1988人。学校规模小，

100名学生以上者，仅占40％。设备简陋，在34个系、科、班中，办学较好的仅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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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后17年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
。

上海市解放后，人民政府为贯彻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就

着手培训旧知识分子，提高和补充干部(包括教师，下同)队伍。1949年暑期，市

教育局举办中学教师学习班，1950年5月成立新教育学院，培训在职教师和失业

知识分子。1951年9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四期开始，停止招收青年学生，招

收旧机关供职的知识分子。同时，为适应职业青年的学习要求，人民政府在接办、

整顿高等学校时，对高等学校举办的夜校(班)进行了调整。1951年夏，把条件

较差的6所私立大学的夜校(班)，合并为上海学院夜校部。同时，撤销私立上海

商业专科学校的日班，改组为上海商业专科夜校。1 952年初，私立震旦大学法学

院试办夜专科。1952年高等学校全面调整时，沪江大学等7所高等学校的夜校合

并为财经学院夜校部，对原有班级进行整顿，加强教学管理，建立规章制度，改

变了原来的混乱局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各业务部门还举办各种专业训练班，提高在职干部

的业务水平。市教育局于1953年建立中学教师进修学院，1954年举办上海市中学

教师训练班。同年，上海财经学院开始招收新生，从在职干部中择优培养，党团

员约占半数。1954----1956年间，学院还接受华东统计局、华东纺织局、第一机械

工业部和上海市工业部门的委托，先后举办统计、财务、会计干部培训班，得到

中央教育部的肯定。1955年5月，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指出，“用函授或举办夜

大学等办法，吸收工矿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进行在职学习，是一项极

重要的培养干部的方法’’。同年12月，中央高教部、中央教育部、全国总工会联

合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要求各地。大力开展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的职工

业余教育，努力提高职工文化水平和培养国家建设人才”。1956年5月，中央高教

部决定，从秋季开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4校开设函授专业。这一年，上海

高等学校中，创办函授教育的3所，增设夜校部的3所。纺织、动力、土建、机

电等产业部门率先办起4所独立设置的业余学院。1957年，又有增加。到年底，全

市业余高等学校达15所(其中普通高校举办的8所)，在校学生8479人，为解放

前夕的4倍。这时期办学，基本按照苏联模式，大量举办本科(约占学生总数的

91％)，学制5"-'6．5年，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和全日制大学相同，学生负担过

重，流生严重。‘ ．

1958年，全国出现以大炼钢铁为先导的工农业大跃进运动。同年3月，教育

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要求。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大跃进’’。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多快好省地发展教

育事业”，上海业余高等教育也迅速发展。邑庙、黄浦等6个区办起8所业余高校，

普通高校举办的函授、夜大学也有增加，特别是许多工厂企业和郊县，不顾办学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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