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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栾城县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类教育改革与发

栾城县教育局在中共栾城县委、栾城县人民

政府直接领导下，按照党中央指示，坚持教育低重

心发展的战略，确立“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的

“重中之重”，确保20世纪末实现“两基”目标。

1990至2000年是栾城县小学在校学生人数

高峰期。1991至1996年，在校小学生每年递增

3000至5000人，增长率6％至ll％。1997年，在

校小学生人数达到颠峰，全县186所小学，在校生

61726人，比1990年增加24935人，增长率67．

8％。从1998年开始，在校生逐年下降，到2000

年在校生56475人，与1995年基本持平。

与小学相衔接的初级中学在校生，同年度段，

也呈现大幅度增长的势头。2000年，栾城县16所

初级中学在校生28202人，同1991年相比，在校

生增加17078人，增长率153．5％。2002年，将是

初中在校生人数的颠峰年，比2000年约增．5000

人以上。

面对中小学在校学生逐年大幅度增加的情

势，已有的中小学校舍显得严重不足，教学设施也

十分短缺，为解决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难的问题，保

证20世纪末完成“普九”(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

务，中共栾城县委、栾城县人民政府多次召开县、

乡(镇)、村三级干部改善办学条件专题会议或现

场会，部署扩建、新建中小学校舍具体工作，明确

目标，责任到人。教育局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

加大“普九”宣传力度，协助乡(镇)政府和村委会，

展，内容丰富，成效显著，不但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且富有地方特色。

按照“分级办学”和“分级管理”的原则，通过财政

拨款和依靠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先

富裕起来的农民，自愿捐资助教等多渠道集资办

法，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在社会上形成“党以兴教

为先”、“政以重教为本”、“民以助教为荣”的好风

尚，到2000年底，全县中小学校舍建设发生了根

本变化。180所完全小学占地总面积1006649．5

平方米，学校建筑总面积228212平方米。127所

小学建起教学楼，占全县小学校数的70％，教学

楼建筑面积156083平方米。1991至2000年，全

县小学校舍建设总投资4916．45万元。147所小

学开辟出“三室”(仪器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少先

队活动室)，占全县小学校数的80％，36所轨制较

小的小学辟有“三室合一”专用室。16所初级中

学占地总面积315919平方米，学校建筑总面积

65794平方米，各初级中学均建起高标准的教学

楼和实验楼，楼房建筑面积52839．36平方米。

1991至2000年，全县初级中学校舍建设总投资

1813．45万元。各初级中学“七室”(物理、化学、生

物每科仪器室、实验室和图书室)具备，并设有音

乐、美术、体育器材专用室、卫生室和危险物品保

管室。

各中小学都建有校门、围墙、厕所和水源等配

套基础设施。全县中小学建成一级花园式学校5

所，二级花园式学校1l所，三级花园式学校30

所。

1998年新建栾城第五中学(初中)和聋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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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校。

1991至2000年，全县各小学教学设备总投资

1256．08万元，有19所小学仪器装备和实验室配

置达到省规定的一类标准，128所小学达到二类

标准，36所轨制小的小学达到三类标准。自然课

演示开出率100％，分组实验开出率85％。3所小

学装备闭路电视，装备电视机60台，录放机6台，

摄像机3台。11所小学开设计算机课，装备计算

机300台。199L至2000年，全县16所初级中学

各类教学设施与装备总投资558．412万元，有8

所初级中学(含县四中初中部)仪器装备达到省规

定的一类标准，其余9所达到二类标准。全县初

级中学演示实验开出率100％，分组实验开出率

90％。各实验室专用桌凳均达25组。13所初级

中学开辟计算机室，装备计算机475台。

由于中小学办学条件的飞跃变化，满足了在

校中小学生逐年大量增长的需求，实现了“普九”

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两基”作为20世纪90

年代整个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并要求把“两

基”同“两全”结合起来，即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

面向”为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也是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

略的一项根本措施。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1991至1996年，栾城县小学进行素质教育的

试点研究，即整体改革实验，积累了一些可行性和

有效性教改经验。1997年，栾城县被国家教委定

为“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实验区，开始区域性推

进素质教育，“以建立全面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

工作的预期目标，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

一直保持在100％，初中适龄少年毛入学率保持

在98％左右。1996年通过省级“普九”工作验收。

1999年在巩固、提高“普九”工作中，又顺利通过

省级复查验收。1998年，栾城县被评为省级“普

九”工作先进县。2000年lO月，“普九”工作又顺

利地通过国家验收。到2000年，全县4所普通高

中也先后建起高标准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学

生宿舍楼，楼房建筑面积64109平方米。校舍建

设总投资2224．4万元，教学设施与装备总投资

555．85万元。栾城第一中学达到省规定的示范

性高中办学标准，其余3所达到合格高中办学标

准。为扩大招生规模，1999年栾城一中增设一所

分校，校舍暂占县新建的劳动技工学校。2000

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4749人，比1991年增加

2218人，增长率87．6％。

系为导向，指令全县中小学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

发展轨道”。由于按素质教育目标进行教学质量

评价，促使中小学校长认真落实国家课程计划，开

全课程．上足课时，用素质教育课程结构保证素质

教育目标的实现。指令全体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做

到面向全体学生，面向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方面，

使每个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

得到发展，从而达到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发挥全面教学质量评

价的导向和杠杆作用，加速催化全县中小学内部

管理机制进行整体改革，从而形成全县区域性教

育转轨的整体效应。与“全面科学的教学质量评

价方案”相配套的有县教育局一年一度制定的“教

育目标责任书”和“中小学德育评估标准”都为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发挥有效的保障作用。1999年，

栾城县教育局被国家教育部“素质教育理论与实

践研究”课题领导小组评为优秀实验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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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办学和目标管理，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90年代栾城县各类学校

管理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标志。 ，

随着国家教育立法的健全和完善，栾城县教

育局将主要教育工作目标逐步纳入法律的调整范

围，各级教育管理职能，主要通过行政执法的方式

来实现。按照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教育局依法

行政，学校依法办学，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进程。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学籍

德育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按照中共中央

《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1988

年12月)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改进学校德育工作

的若干意见》(1994年8月)，从1992年开始。全县

各中小学均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德育工作领导小

组，强化校长对德育工作的责任意识，促使各中小

学把德育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县教育局将

中小学德育工作纳入学校年度教育目标管理体系

并制定具体的评估标准，实行年终评估考核，使中

小学德育工作，有统一活动计划，有完善的规章制

度，有具体任务目标。制度健全，责任明确，保证

了德育工作的有效运行。同时还完善德育表彰和

奖励机制。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和“五四”青年

节，对优秀团、队员进行表彰，年终评选“三好学

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对每一个中小学生写出鼓

励性评语。

规范教学管理，改革教学方法，使教学管理与

教学研究同步优化，向管理要质量，向科研要质量

是栾城县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过程中，实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两条途径。

在教学管理上，将开全课程，上足上好课时，

实施校长责任目标管理。对非考试科如音、体、

四

五

用。通过教材培训、教学评优、抽查教案、质量考

核等措施落实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教学计划。

中小学的日常德育活动内容主要有：以“两史

一情(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基本国情)为基本内容，

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这是中小学德育

活动的主旋律。各中小学坚持每周一和重大节日

升国旗、唱国歌制度，全县中小学都开辟有“两史

一情”展室，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在迎接香港、澳门

回归和国庆50周年，举办一系列的读书和庆祝活

动。以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目标，进行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与文明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和集体主

义教育。同时还进行法制教育、劳动教育、环境保

护教育、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愚昧教育。

美、劳课，通过检查任课教师课时教案、广泛听课、

抽查作业、举办竞赛活动和期末抽样检测教学效

果进行考核，落实上述4科教学计划。改革考试

科质量评价，提高合格率绝对分值，指令教师授课

面向全体学生，以获取大面积丰收。初级中学一

律控制重复学习，严禁招收复习生，确保应届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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