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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十二教 育

概 况

汕头的学校教育，历史悠久。东汉初就设有州郡学，汉灵帝在京师鸿都门内设学校，主

张“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三国志》已记载汉建安二十年(21 5)揭阳吴砀举孝廉、仕上国、

擢官安成长．唐代，潮州刺史常怀德、常衮、韩愈拓展潮汕教育。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 9)，

韩愈复置乡校，聘海阳人赵德为师，以兴教化。及宋一代三百余年，潮州均有州学、县学之

设。宋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再兴郡学。宋元祜五年(1 090)，知州王涤以韩祠

办书院．南宋淳祜年间(1 241n1 262)，郡守周梅叟又建元公书院。明清年间，各县增建书

院、书庄，书斋、学馆，其中书院近百间。还办有社学34处，官学59处，义学37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外基督教、天主教等相继传入，他们在这里创办了一些学校。西

方学校的出现，促成潮汕教育的改革．晚清，潮汕各地纷废府学、县学，书院，转办新学堂，私

塾也按新的学制改进教学内容．

当时，各县设有学务公所(后改为劝学所)管理学校教育，规定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的教育方针。及民国以后，逐步参照推行西方国家的学制，颁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

校法等法规，各地才普遍办起小学、中学和各种职业学校，以至在抗日战争后办起高等学

校。在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时，由工会、农会组织的工人学>---j班、农运讲习班、劳动学院、民众

夜校等，潮汕工农革命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在抗日战争处于秘密活动的中共潮汕党组织也发

展各种革命教育，。岭东青抗会”及其所属组织开办工农夜校及训练班，创办一批“陕西公学”

式学校，为“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材，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潮汕党组织开办军、政干

部训练班，办潮汕干部学校，直接为准备解放汕头培训干部。

汕头解放初期，县(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稳妥地接管旧学校．至
1 954年，各地基本完成对官办学校，教会办学校、私办学校接收、接办或改造为公立学校的

工作，并贯彻“教育面向工农”的方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广泛发动工农子弟

入学，大力发展职工业余学校、街道民众学校、乡村农民业余夜校、干部文化进修学校，全面

开展工农扫盲教育及干部文化补习教育．

1 956年，汕头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制订了十二年(1 956—1 967)教育事业长远发展规

划，各类教育有较为扎实的发展．‘师范教育上，停办初级师范，发展中等师范，并增办汕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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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师范学校，部分县(市)设立教师业余进修师范学校及教师函授部；普通基础教育上，突

破由国家办学的定式，积极发展民办、侨办等类型的学校，增办民办中学3所，民办小学及

侨办小学46所，除南澳县外，县县办起华侨中学，县县办起幼儿园。
1 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形势，各地出现了勤工俭学、半工(农)半读的群众办学热湖，

但狭隘地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忽视了教育工作的规律，强调以“两条腿走路”的办

法发展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方面，创办了汕头工业专科学校、韩山师范专科学校、汕头医学

专科学校等3所专科学校；中专教育方面，从1957年的2所学校发展至20所学校；师范

教育方面，从原来的4所学校发展到县县办有师范；中学教育方面，从1 957年的79所中

学猛增至1 97所(未包括农业中学)，达到社社有中学；小学教育方面，校数成倍增长，由

1957年的1 308所发展到3295所；幼儿教育方面，从原64所幼儿园突增至4572所，实

现队队有园、村村有班；成人教育方面，社社队队均办起扫盲教育及业余教育。同时，开展中

等教育结构改革，创办农业职业中学，仅1 958年，便一举创办41 1所农业职业中学。可

是，教育经费支出仅比1 957年增加10．7％，而中、小学公办教师也没有相应增加．同时，

由于片面强调学校教育服从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的需要，学校安排的勤工俭学劳动越来越

多，而且县和公社可以随便下令学校停课参加社会性劳动，对要求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努力钻研业务的教师却被当作“右倾分子”、“白专典型”来批判，挫伤教师的积极性，使教育

质量急剧下降。

1 960年起，全面调整1 958年以来浮夸跃进的偏向。调整工作从精简调整部分教师，

压缩邸分在校学生，控制招生规模，调整学校布局，整顿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等几方面进行，其

时，大专学校只保留1所。中专及师范学校各只保留4所．普通中学的民办学校、农业职

业中学及半日制学校大部分下马，总校数减少1 65所。小学的在学人数也普遍减少，1 962

年的在学人数仅为1 959年的75．81％。幼儿教育中的农村幼儿园大部分解散，城乡总园

数从1 959年的4572所减少为1 963年的1 1 5所。同时，开始建立各县(市)的重点学校，

使学校教育得到稳步发展。

从1 962—1 966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汕头教育事业逐步得到提高和发展。首先，

是大力贯彻中央颁发的《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恢复学校教学秩序，加强了基础理

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创造出许多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学校，

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其次，认真贯彻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创设耕读小

学。1 965年全市耕读小学占总校数46％，并创立半工(农)半读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6所

及劳动大学10所。参加扫盲和工农业余教育学习的人数达1 5．66万多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是重灾区，“文革”开始不久，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组织各种

派性组织，揪斗学校领导及教师，大打派仗，武斗长达两、三年之久，1 968年开始“复课闹革

命”，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炮制“两个基本估计”，搞乱了办学方向，学校进驻工人、贫下中

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的教师被开除公职，老、弱、病、残和所

谓社会关系复杂的教师被强迫退休、退职，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先进学校

和优秀教师被作为“黑样板”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办教育，1 969年

全市幼儿园仅剩38所，比1 957年还减少26所。同时盲目执行。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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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高中不出社”的办学口号，到1 975年，全市初中学生达23．6万多人，比。文革”前的
1 965年的6．37万人增加了1 7．23万人；高中在校学生8．9万多人，比1 965年的1．28万

人增加了7．62万人，但由于强令中、小学全面推行。开门办学”，打乱正常教学工作，教学质

量低下。成人教育方面，扫盲教育及业余中、初等教育陷于停顿，成人高等教育却恶性膨胀，

1 976年，全市挂牌的“七·二一”大学便有”0所，但绝大多数徒有其名，在此期间，全市的

教育经费支出反而减少，1 966年，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32．76％，1 978年仅占23．2％，

远远适应不了教育工作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需要，汕头的教育事业开创了新的

局面，初步形成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到成人教育的

完整教育体系．到1 987年，汕头的学前教育，全市入园幼儿约22万人，比1 978年的6．1

万人增加了’1 5．9万人，小学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从1 978年的90％到1987年提高到
98．1 8％，中学教育，全市现有普通中学608所，比1 978年增加335所，同时，改革教育结

构，创办职业中学46所，全市普通高中与职业技术学校(包括中师、中专、技工)在校学生数

之比为6：4，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也有较大发展。

同时，华侨，港澳同胞发扬兴学育才的传统，经常到各校参观，访问，了解教育情况，近
1 0年来，华侨捐资1．381 67亿元，占全市中、小学校舍建设总投资4．1 1亿元的34％．潮

阳、普宁、澄海、金砂、郊区、达濠6个县(区)被省评为校舍建设特级单位，其余9个县，市、

区被评为校舍建设一级单位．同期，香港同胞李嘉诚为创办汕头大学共捐资3．058亿港

元。

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 987年，各县、市、区都全面实行分级管

理、分级办学，基本做到市管一批学校，县(市、区)管一批学校，镇(乡)管一批学校，村管一批

学校，调动了各级办学的积极性，同时，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在汕头市一中、潮州的庵埠、

澄海的外砂和普宁的梅塘等学校试行。教育的结构得到了积极的调整，教育的体制改革更

趋完善。

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 民国及其以前的教育行政机构

汕头这一地方的教育工作，自宋庆历以前，很长时间都由郡、州主官——太守、刺史、知

府亲抓，到庆历四年(]044)，规定州置教授一职，主管教育工作，当时到潮州任教授最先是郑

知刚，但具体日期不清，真正有记载的是宋高宗绍兴十年(1 140)到职的林霆。真正建立教育

行政管理机构，则是在清光绪推行新政的戊戍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潮汕各县设有学

务公所，管理学校教育。第二年，按《劝学所章程》改为劝学所．劝学所设所长(或学董)兼视

学一人，劝学员2叫人，分工专管县内各学区(每31千户为一学区)的劝学事务。劝学所
长由各县乡绅选举或公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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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0年(1921)4月16日，汕头市首设教育局，分设学校教育课和社会教育课，管理

市立各校及感化院，监督市内开设的私立学校，取缔各种戏院及公共娱乐所，经营市立慈善

事业并监督各私立慈善机关。

民国11年(1922)9月15日撤局为科，设科长1人，市视学1人，科员5人。

民国17年(1928)6月，复设教育局，下设学校教育股，社会教育股及视学2人。

民国21年(1932)，又改教育局为教育科。

汕头市沦陷期间，日伪民国政府设教育科，控制教育行政。

抗战胜利后至汕头解放前夕，教育行政机构的名称，在汕头市政府建制中曾先后改称为

第四科、教育科、第六科、教育局、第三科。

汕头各县的劝学所于民国元年(1912)改为督学局，民国6年(1917)复为劝学所。民国

11年(1922)改劝学所为教育局，民国29年(1940)改教育局为教育科，下置督学、科员、事务

员，一直沿设至1949年。

第二节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

民国38年(1949)8--10月，中共汕头市工作委员会在揭阳河婆就部署接管旧的教育机

构工作。lO月25日汕头解放的第二天，汕头市军管会设文教接管部及文教接管委员会，接

着汕头市与潮汕区，便分别设立教育行政机构。

一、汕头地区：

1949年12月设潮汕区专署教育科。翌年，改称文教科，下设科员及干事。

1952年11月设粤东行署文教处，下设教育科、文化科、卫生科、宗教科、秘书科、扫盲办

公室。

1956年3月设汕头专署教育科。

1957年8月设专署教育局。

1958年6月设专署文教处。

1959年5月设专署文教卫生部(下设教育等科)

1960年1月复设专署教育局。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3月实行军管，派驻解放军宣传工作队，4

月，组成教育局生产临时领导小组。1968年进驻工宣队(1974年8月成立地区工宣工作办

公室，1978年2月撤)。

1968年成立地区革委会教育革命领导小组。1969年5月改称革委会教育组。1970年

4月并人政工组办公，称为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教育办公室。

1973年7月复设汕头地区教育局。

1980年7月改设为行署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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