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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大事记

一九四九年

一 月

天津解放后，唐云、郭炳辉分别接管了二、三区的文教工作。本着“三原”政策，

两个区分别在三区中心小学和二区地藏庵文化馆召开教职工大会，会后发给每人1，ooo：元钱
(旧币)以维持生活。寒假后各校立即开学。

三月

三区文教股召开部分校长座谈会，解决救济失学儿童问题。会上决定t市立小学按

冲心小学“小先生制"的方式筹办识字班，招收贫苦的市民子女，私立小学建立义务班，招

．收免费生．
四 胄

根据市教育局通知， “国民"学校更改名称，学校按数字顺序排列命名·

十月

二、三区部分小学建立了“少年儿童队"组织。

是 年

二、三区政府为工农子弟发放学习用品补助费．仅三区三次下发就达14，895斤小米．

一九五O年

一月

三区于廿四日、二区于廿八日分别成立文教委员会．郭炳辉、林松分别任主任委

员．三月按市教育局通知并入区公所改设为文教股。
三月

二区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成立。初小设在区公所，高小设在二分局，初中设在女二

冲。
三区建立八个工人业余学校。五月，二区亦成立八个工人业余学校。

四 月

在市教育局指导下，各区建立教学研究委员会，下设国语(分低、中．高三组)、史

觉、政治、常识、算术研究组。

七月

二区政府接管了由于经费不足而提出申请的秀山二小和秀山三小，并分别改为二区

】



第六小学分校和第十四小学。三区政府接管了三区秀山小学，改为三区十七小学。

一九五一年

五月

二区文教科组织了校长、主任、教师15人对四所小学(公、私各半)进行了教育、

教学检查。提出公立小学领导要多从理论和创新教法上改进工作，私立小学校长要发扬民主

作风，启发老师们的创造性。

九五二年

五月

“三、五反，，运动触及了一些不法资本家，因此私立小学经费发生困难。政府拨款予。

以补助。凡教师工资不足250斤小米，工友不足150斤小米的一律补齐，其它方面欠款也可申

请。二区私小提出申请的共发83，184斤小米。

六月

三区文教股总结了三区中心小学“五年一贯制”实验班经验。

同 月

三区建立扫盲委员会，并召开了动员大会。会后建立了31个基层委员会，当时有

9，000人用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进行学习。

八月

区文教科召开各校校长会，部署对教师评职定薪工作，提出以德才为评定标准。各

校建立了党、政、工、团、教师代表组成的评委会。至十月份完成评薪工作。

十二月

接办私校办公室成立，下设四个接办辅导小组。在区文教科领导下接办了19个私

小，占63％。(3ii-。‘年底二、三区合并为三区，文教股改为文教科)。

一九五三年

五 月

为了整顿学校中的纪律问题，市教育局、工会、共青团联合派出工作组，对三区一

中心小学、十小、廿一小进行调查。之后区文教科建议各校采取如下措施：

①要求各校制定制度，组织活动、经费开支等都要围绕教学需要，明确教学工作是

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②加强思想领导，改变劳动纪律松驰现象。

③认真核算教师的工作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加强工作计划蝴1目的性。
④裁并组织，整顿制度。

上半年

结合整顿纪律，全区教职工的业务学习以苏联达巴拉金教授的《苏联新道德教育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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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校长》为内容。部分校行政干部和优秀教师系统学习了苏联普希金教授的教育学。

一九五四年

三月

区文教科转发了市局所拟的《小学视导工作暂行办法》。新办法规定；区文教科小

学股与视导员混合编成视导组，对所辖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教导、教学工作和教师的政

治、业务学习都有视导、检查、监督之责。

六 月

针对小学生毕业后升学与就业问题，各校进行了毕业生劳动教育工作。同时全区从

各校抽出40人按地区编成七个组，向街道群众进行宣传。

一九五五年

六 月

小学在片进行教学观摩的基础上，开展了全区性教学观摩活动。这次观摩的重点是

语文课、低年级的字词教学、高年级的讲读教学。观摩活动在一中心、二t；，心等十所小学进

行。

七 月

全区教职工开始了“肃反运动”的学习。

一九五六年

一 月

贯彻市教育局颁发的((克服目前中、小学忙乱现象的规定(草案)》和《减轻中小

学学生负担过重的规定(草案)》。区文教科提出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和改进教法，教学中

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合理安排课程。严格规定小学生不能连上五、六节课。调配适

合儿童身体发展的泉椅，解决好教室光线和冬季的取暖问题，并要求学校行政领导要深入教

学第一线，校长每周听课不少于四节，主任不少于六节。

四 月

中共河北区委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捉到：由于政

治上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信任，教育系统有1845人参加了系统的马列主义学习，一年

来有40名小学教师被提升为校长和主任，373人被评为市、区、校级模范教师，并发展1j8

名知识分予入党。

八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区11所私立小学由政府接管。至此我区不再存在

私立学校。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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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区教育局成立，文烈任局长。区政府文教科撤销。中学由市教育局下放到区，

接受区教育局管理。

一九五七年

七 月

全区中、小学教职员集中参加整风运动并进行了反右派斗争的学习。翌年四月，区委

文教系统整风运动办公室报告中记载：全区中学定案结论的右派分子101人，全区小学定案

结论的右派分子70人。

秋

河北区举行首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二中、十中，五十三中分获男子少年组前三名。

铁中、二中、廿四中分获男子青年组前三名。女二中、铁中、二中分获女子青、少年组前三

名。有111名运动员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

是 年

教职工调整工资工作完毕，全区教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为1 6·57％。

是 年

河北区组织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动员87名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一九五八年

各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普遍建立了“勤工俭学委员会"。学生每周学习五

天劳动一天，并强调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六月

中小学的整风运动在批判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基础上，转向“对资产阶级教育思

想，教育观点的猛攻”，随即开始了“拔白旗”运动，又一批教师被定为“白旗”。

十 月

全区教育系统开展了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各校都建起了“小土钢炉”。

十二月

工农教育成绩显著，由政府和工矿企业办起初等、中等、职工业校、业大、干部学

校、半工半读及农民学校等182所。其中半工半读学校27所，青年工人技术学校6所，农民技

校6所。

是年

安定里小学、六十九中、东河沿小学教学楼动工兴建，建筑面积共6074．1m2，投

资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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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区中、小、幼教育研究室成立。教研室在区局直接领导下，设专职视导员2—3

人，脱产研究员lO人，业余研究员115人。办公地点设在河北师范学院内。

是 年

河北区第三十五中学评为全国勤工俭学红旗单位。

一九六O年

三 月

三月一一六月，先后召开区一、市、省、全国四级文教群英会。我区普通教育和业余

教育系统出席区群英会代表l，101人。出席市群英会的35人，出席省级群英会的27人，出席

全国群英会的6人。

七月

区局制定出《河北区中小学学制改革规划(草案)》。我区将大规模试验“五三

二”制。二年制高中实行文理分科。

一九六一年

五 月

区教育局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市委对中、小学六一年工作指示精神的具体意见》。

《意见j》中提出了提高中、小学质量的六项措施：(1)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提高师生

的共产主义觉悟。(2)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精神，大力提高教

学质量。(3)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关于保证师生健康指示，切实提高师生的健康水平。

做到劳逸结合，消灭浮肿病。(4)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5)加强党的领导，改进领

导作风。(6)切实办好一批重点校。

六 月

区第一中心小学定名为“新开中学，，，小学部称为“附属小学"，另有“附属幼儿

园”，以进行“十年一贯制的实验"(俗称“一条龙”)。

七 月

自春节开始我区中、小学进行了调整。原六十六中并入二十六中，原七十七中撤销

并入五十三中。金家窑小学并入东河沿小学，西箭道小学与金钢花园小学合并为西箭道小

学；墙予街小学与一号路小学合并为幸福道小学；原锦衣卫桥小学改称为一中心小学。

是 年

我区又增设了宙纬路小学、志成道小学、真理道小学、兴隧街小学。

一九六二年
九 月

为解决小学学生入学问题，除部分小学兴建教学楼外，小树林、中山路、水梯子大街

等小学的平房全部修复使用。又从油漆颜料厂、电缆厂借房办学。另外发动社会办学(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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