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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总督学柳斌题词

讲砰

做L诗求知先讨优化敖育歹重钠连重必展

首重瀑入研宠。

河韦省基础放育嚣室五+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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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教育

厅原厅长王日新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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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南省教委主任徐玉坤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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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马振海题词

加强数学研究
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合格人才
服务斜教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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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南省教委副主任李春祥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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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督学、原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游铭钧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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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王向阳阎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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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教育事业，关心中小学的教材建设和教学工作。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任河南省委书记时，于1995年为省教研室编写的乡土教材《河南

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写了序言，对中小学教学研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对青少年

一代的健康成长寄托了殷切的期望。现特将这篇序言刊录于下。

和墨

教育部门的同志组织编写的《河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本书，作为对全省

中学生进行省情教育的读物，让中学生了解河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激发他们热

爱河南的思想感情，从而立志建设河南，振兴河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河南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

有过辉煌的时期。北宋以前，河南一直处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只是到

了北宋以后，由于战乱频繁，天灾人祸，河南才逐渐衰落下去，到解放前夕，成了

全国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河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

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农业总

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居于或接近于全国的前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目前，全省在整体上来说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目标迈进。

河南地处中原，加快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有许多优势。一是地上地下资源丰富。

河南是我国农业大省，种植业和养殖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小麦、棉花、烤烟、油

料的产量居全国前5位，大牲畜头数居第1位。地下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已发

现各类矿产1 06种，有50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10位。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地下矿产

资源为河南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能源保证。二是初步形成了结构比较合

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机械、纺织、食品、化工、；台金、建材、能源、电

子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煤炭、石油、化肥、卷烟、平板玻璃、棉纱、水泥

等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居于全国前列。三是地理位置居中，交通运输发达，承

东启西，连南接北，京广、陇海、焦枝三大铁路干线纵横交汇，公路运输四通八达，

尤其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贯通，正在修建的京九铁路的完工，以及郑州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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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的建成，对处于交通枢纽位置的河南，无疑将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有很

大的推动作用。四是历史悠久，古迹遍布，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广阔前景。像洛阳的

龙门石窟、白马寺，开封的龙亭、铁塔、相国寺，安阳的殷墟，巩县的宋陵，南阳

的武侯祠，登封的少林寺等，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些古迹名胜既是丰富的旅游

资源，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河南人民以吃苦耐劳、勤俭朴实著称。在河南第五次党代会确立的“团结奋进，

振兴河南”的思想指导下，人心思团结，人心思奋进，全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干

事创业，开拓进取的好环境、好局面，全省人民正在为实现90年代河南经济发展的

“一高一低”战略目标(在提高经济效益和整体素质的前提下，经济发展速度要略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增长速度要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努力奋斗。

河南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一些主要的经济总量指标居

于全国前1 0位，但人均指标大多比较靠后，城市职工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经济比较落后，又制约着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实现河南经

济的振兴、崛起，把河南建设成为具有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省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青年是祖国的未来。现在的中学生是

十年、二十年以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主力军。因此，当他们在校学习期

间，需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省情教育，使他们初步认识河南，了解河南的历史沿革、

地理环境，人口、资源、生态、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今

后的发展远景等等。不仅要让他们知道河南进行经济建设的优势，也要让他'frl#o道

存在的差距和困难，这样有利于他'itl日后承担起建设河南的重任。

国情教育，是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省情教育是国情教育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重视这项工作，在对学生

进行国情教育时，认真对学生进行省情教育，并落实到教学当中。《河南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一书会对中学生了解河南和正确认识河南给予有益的帮助。我们坚信，经

过两代、三代人的努力，河南的振兴、繁荣，一定能实现。



本志的编写工作从2002年7月着手，制订编写方案，收集材料，拟定提纲，

写出初稿，征求意见，至2003年10月定稿、付印，历时一年有余。现将编写中

的若干问题作点说明。

一、本志所记载的省教研室历史，上限为1953年建立教研室起，下限为2003

年lO月本书脱稿时止。

二、本志所记载的省教研室历史，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为了叙述的方便，

我们在编写时，根据这个期间教研室的机构设置、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及工作侧重

点的不同，将这50年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列为一编。1953—1968年

为第一编，1968—1978年为第二编，1978—2003年为第三编。

三、编写中，我们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力求客观地如实地历史

地反映各个时期的教研工作情况。

四、在编写体例上，各编力求一致。但是对早期的教研室情况，由于距离年

代久远，资料的收集异常困难，所以只能反映概貌，有些项目暂时阙如，未免遗

憾。

五，各省辖市教研室，在几十年中也都做了大量的教学研究工作。因此，在

编写本志时，请他们写了有关机构设置、主要工作等方面的材料，一并列入本志。

六、本志的编写，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教育部和我省教育厅的有关领

导同志，包括已离退休的老领导，热情地为本志题词；一些原在教研室工作但早

已调离的老领导、老同志为我们积极提供当年有关的情况或资料；省档案馆为我

们查阅历史资料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对他们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对编写史志缺乏经验，加上历史资料不全的限制，本志的编写难免

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河南教研志》编辑室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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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河南省

教育厅党组副书记、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河南省总督学 马振海

“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修史编志，更是我们党和

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欣逢2l世纪之初，全国人民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心同德，奋发图强，继往开来，与时

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世

纪之交，基础教育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并为其提供了迅速发展的大好机遇。盛

世修志，当其时也。经过多年努力，全面反映河南教育历程的《河南教育志》已

经完成。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部门，也需要回顾历史，总

结经验，编写专业志书，以利于激励士气，开拓创新，谱写基础教育教研事业的

崭新篇章。

2003年是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成立50周年。为了回顾半个世纪以来

我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事业的光辉历程，展示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发扬优

良传统，开创我省教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建设的新局面，省基础教育教学研

究室组织力量编写《河南教研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已编撰竣工，即将付

梓。这既是河南教研事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是河南教育史志编撰的一

项新成果：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学研究和指导、教学业务管理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证，教学研究室是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部门。一个地

区教育的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教育质量往

往与教研工作息息相关。河南地处中原，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教育发展很不

平衡，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如何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

人力资源，是教育工作肩负的重任，而教学研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旧的教育体制如何改造，旧的教育思想如何在教学中

加以转变，旧的教学方法如何改革以适应新中国培养人才的需要，新的教材如何

使用，苏联的教学经验如何结合河南实际⋯⋯教学第一线存在许多实际问题亟待

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靠行政措施。省教育厅决定抽调政治可靠、精通业

务的教学人员专职研究和开展指导。经省政府批准，1952年从全省选调10名教

学骨干，成立了“教研组”，教研组深入学校调查研究，与校长、教师面谈，并

通过《教学业务通讯》等内部刊物指导全省教学工作，对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

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河南教研志·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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