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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现将《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一书呈献在你们面前。大理白族自治

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云南中部偏西的一个民族自治州。历史上一直为滇西要地。各

族人民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素有。文献名邦”之称。 。

古代，大理地区因居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古道的要冲。远在秦汉时代就与内地

有密切的联系，受汉文化的影响较为深远。早在汉代时期，大理地区就已出现用汉文化

兴办私学教育。南诏时，不少唐代文学士流寓白族地区，对南诏的教育事业和国家政

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大理地区私人办学讲学的风气更加浓厚。大理国时期，白族的

文化教育事业在南诏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民间尚有私塾出现。元朝时期，云南虽为

元朝统治，但大理白族地区一直是大理国后裔段氏总管的势力范围，其文化教育仍十分

发达。明清在元代建立学宫的基础上，大理白族地区各州县普遍建立文庙，设立书院；

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创办新学，大理白族地区的一些书院，逐步改为中小学校。民国年

问，除大理有省立中学和鹤庆有省立师范外，各县的中学均为初中，小学分为中心小学

和国民小学两类。虽然大理地区接触汉文化较早，但解放前，由于政治腐败，各民族受

着深重的压迫和剥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理地区教育仍然比较落后。解放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纵观历

程，虽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若干曲折，但总的来看，发展迅速，成绩显著。

总结过去，认识现在，大理地区教育有过失误，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极开展对

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为今天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借鉴和科学

依据；为检验昨天的决策提出了反证材料；从中揭示出教育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提高

劳动者文化素质的目的，使我们的教育更好地为大理州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服务。这就是

我们趁盅世之年，编写《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的目的。

《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记载了大理地区教育的发展史，这在大理州教育史上是

一次新的尝试。志书体现了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和科学性。为此，在古代教育部分，集

中反映大理地区各族人民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近代和现代教育部分，编辑人员

在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尽了极大的努力，将民国时期大理地区的教育作了较全面的反

映。就整部志书来看，记述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理地区的教育情况，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它充分反映了大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情

况．

志书在反映专业特点和民族特点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身·嚣实施的一种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影响的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类型的人，为一

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所以，教育是一种。育人”的活劝，。育人”就是教育这项专业

最集中的特点。志书如实地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办教育的方针，举办各级各类学校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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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了记述，并围绕“育人”这一中心记述各类学校办学的有关情况。这样处理，既反

映了教育的专业特点，叉避免了离开“育人”这个中心的资料堆砌。这样记述，为研究大

理地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大理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教育志理应充分反映民族教育的特点。

所以，志书除设。少数民族教育”专章外，其它各章凡涉及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情况和统

计数字也应结合进行记述。而在记述少数民族教育方面，志书着重记述大理地区各级党

委、人民政府在发展民族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效果，特别是在发展山区民族

地区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素质方面所进行的努力。，

综上所述，《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是一部资料翔实特点突出的资料书，它将在

今后大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它的。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沧桑历变，历史沉浮。’无数史迹在漫长的岁月中湮没了，给编写工作增添了许多困

难，但全体编辑人员发扬了埋头苦干，沙里淘金的精神，在为数不多的档案资料和散落

各地的教育资料中细细拾遗，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几易其稿，终成其志。这无疑是大

理州教育史上的一件幸事。但由于修志是一件难事，要求颇高，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旨意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如达此意，便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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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努力

做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以及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点突出，体例完

善，文风端正的要求。

断限：地断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时限以1988年为下限，各类教育事业可追溯至

自已的发端，但要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结构：首列“概述”，从宏观角度总摄全志；次列。大事记”，纵向记述各个历史时期

所发生的大事；三是专志的各个分类，为专志之主体。对现有完全中学的现任和历任

党、政主要领导列名于各类学校之后。在“教师”章后面，对高级职称的教师列名：四是

人物，对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作简介和列名。此外，。概述”之前加。序言”和“凡

例”；书末有“后记’。

篇目：采用章节体，志下设章、节，目，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竖结合。

称谓：对单位的称谓，用第三人称；人物称呼，除行文外，一般直呼其名；政权和

党派也直呼其名；地理名称用国家核定的规范称呼；民族也用国家承认的正式称呼。

时间记述：民国及以前朝代用年号，同时标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

元纪年。

数字书写：凡世纪、年代，民国纪年、公历年、月、日，人的年龄均用阿拉伯数字

书写；清以前年代以汉字书写；分数以汉字表示；百分比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如单独书

写个位数字可用汉字，十位数以上用阿拉伯文；百位数以上数字每三位数之间不加一

撇；引用法规和历史文献，其数字保留原来书记法。

度量衡单位写法：度量衡一律以全国通行的公制和市制为准；温度用摄氏。

书写规格：一律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

标题和语言：力求简洁、准确，通俗、生动，一律用规范的现代汉语，除行文外，

一律不用古文，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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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彝、回、汉等民族聚居区，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

素有“文献名邦”之称。

西汉时，大理地区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一蜀身毒(今印度)要冲，与内地联系密切。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益州郡，后又在洱海地区设云南(今祥

云)、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四县。据明代李元阳嘉靖《大

理府志》载：。汉帝元和二年乙酉(公元85年)滇池出神马四，甘露降，白马见，乃建

学立师，叶榆之有学始此。”《新纂云南通志》载：。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建兴学校，逮

及蜀汉，经学未衰，雍闺、吕凯年能文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初宁州都督霍戈

在治内：“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大理地区在当时属宁州)。

这些史实反映了在西汉蜀晋时汉文化在洱海地区传播。在西南夷各族中，洱海地区是接

受汉文化较早的地区之一。 ，t|

唐代(公元八世纪)，南诏崛起，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大理。南诏二百

多年，与唐王朝关系时密时疏，但是奉守唐正朔，与唐王朝系臣属关系。南诏民族地方

政权疆域辖地超过今云南省的范围。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南诏吸收了汉文化，唐王朝“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发展了灿烂的民族文

化。南诏晟罗皮立孔庙于国中，皮罗阁设。慈爽”兼管教育，阁罗风任郑回(唐西泸令)

为王室教师，教授王室三代子孙。后异牟寻任郑回为清平官。南沼君臣能诗善文，阁罗

凤。不读非圣之书”。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至今存立的南诏德化碑，洋洋三千余

言，辞令工巧，文字高洁，书法秀整，代表了南诏时期的文化水平。南诏重视教育还突

出地表现在大量派遣子弟到成都习孔子诗书，长达50余年，学成归来的上千人。

继南诏之后，公元lO世纪～13世纪中叶的大理国，教育又有进一步发展。除设有

。儒官”管理教育外，“曾开科取士”(阮本《南诏野史》)南诏、大理国均崇奉佛教，+以儒

治国，以佛治心，文化教育以佛寺为中心。。儒、释’结合为“释儒～师僧”。《大理行记》

说：。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云南志略》也说：。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儒

书。”大理国大量吸收汉文化。在与内地交往中，大量购买经史等书籍。元初郭松年《大

理行记》载：。其宫乐、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破阵之法，

虽不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行为，略本于汉。至今观之，尤有故国之风

焉”! 。’
f一

，

大理地区白族人民在学习传播汉文化的过程中，曾用汉字记录白语。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识字启蒙教育中，一直存在“双语教学”，即用汉语识字正音，用白语或其他少数民

族语言解释，逐步过渡到使用汉语文教学。 ，

元灭大理国，建云南行省，政治文化中心移中庆(今昆明)，大理置路，滇西一带

仍由大理国后裔段氏总管管辖。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建大理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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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改土归流”，大理地区设府、州、县，文化教育纳入中央集权的封建教育科

举制度。府、州、县普遍建文庙，设书院，办社学、义学。大理地区“学风日盛，人才

蔚起”，比较著名且有影响的有明代的“中溪书院”和清代的“西云书院”。西云书院碑

云：。大理文教甲于滇省”。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云南学政司采取过渡办法，逐步改书院为学堂。大理地区

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借“西云书院”创办“迤西高等学堂”。各县的书院在民国初

期先后改建为中、小学(有的改建延至民国末期)。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大理县在县城创办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学堂，这是

大理地区女子教育的开端。同年冬，大理县成立学务公所，在南、中，北三乡新设初等

学堂11 l所，遍布各村。宣统年问，云龙、鹤庆两县创办私立小学。

民国元年(1912年)，大理地区中、小学堂改称中、小学校，各县先后成立劝学

所，小学呈发展趋势。不久，护国军兴，教育经费困难，随后，战乱不停，教育事业发

展缓慢。民国14年(1925年)大理发生大地震，学校遭到极大破坏。民国18年

(1929年)，云南省指拨卷烟特捐为教育专款，实行各县教育经费独立，并厉行义务教

育，大理地区教育事业又有较快发展。到民国26年(1937年)，小学在校学生增加一

至二倍，大理、蒙化(今巍山)、鹤庆、弥渡等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到30％至

50％。县立中学有10所，省立学校有中学两所、师范两所、职业学校一所。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滇缅公路修通，大理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西南联

大”在昆明建立，武昌私立华中大学迁至大理喜洲。为大理地区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师资。一批公私立中学相继开办。如大理喜洲私立五台中学就是其中一所，该校办

学条件较好，管理严格，教学严谨，为滇西，特别是为大理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抗日期间，中共党员李仲烈到大理省立中学工作。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派

李之楠，李伯悌夫妇到大理省立中学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地下党员张子斋回到剑川开

展工作。 ． ．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昆明爆发：·二一”学生运动，大理省立中学、大

理县立中学等学校积极响应。

民国37年(1948年)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大批党员和

民主青年到滇西，他们多数以学校为据点开展工作。

民国38年(1949年)中共滇西工委在剑川举行了。四·二”武装爆动，一部分师生

参加了滇黔桂纵队七支部和八支队，投入人民解放战争。

民国时期，大理地区教育事业在30年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交通、经

济的发展，师资条件的改善，相应有了较快的发展。除了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外，

还创办过桑、农、棉和护士职业学校。曾经探索过中学高中阶段综合学制，在高中阶段

办职业班，在普通中学引进职业教育，为中学毕业后创造从业条件，但是没有得到批准

实行。在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

制，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工农家庭甚至殷实之户也难供子女入学。加之学校经费困

难，设备简陋，教师薪俸菲薄，整个教育又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民国38年

(1949年)，仅有中等学校30校，在校学生5 310人，小学1 005校在校学生39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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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教育事业翻开了新篇章，各类教育事业都得到发展。

1950～1952年，各县人民政府对中等学校进行接管改造。学校实行新民主主义教

育，学习老解放区办教育的经验，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教育事业有了初步发展。

1953年教育纳入国家计划，贯彻中共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

前进”的方针，重点发展中等教育。到1956年，小学由1 846校调整为l 553校，在校

学生由141 980人增至165 804人。完全中学由4校增至6校，高中学生由787人增为

l 664人，初中学生由6 847人增至9 554人。大理师范学校从大理一中分离出来单独建

校，新建了云南省下关农业学校。
’

1953年思想改造学习以后，大理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都认真传达学

习了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在西南讲学的录音。在此基础上系统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并在

课程设置方面采用苏联的教学大纲，教科书，推动了教育内容的改革。在课堂教学中，

重视直观性、系统性等“十大教学原则”和教学过程的“五个环节”，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

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学习苏联的经验是有成效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不从实

际出发，照搬照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如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方针，

要求学生门门功课“5分”，操行成绩也要求个个“优秀”，造成学生负担过重，影响了身

体健康。 ， ，

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实行“两

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教育。全州出现了各行各业办学的新局面，各级各类学校都有较

大发展．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师资缺乏，校舍紧张，在1959""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

时期，中小学生大量流失，新建学校大多数下马，教育事业大起大落，呈现出。马鞍

形”． ．．

，

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全州各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师生参加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改变了。关门办学”的情况。但是，在教育教学的改革上，由于忽视教育

自身的规律，学生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过多，甚至随意让学校停课，影响了学校的正常

教学秩序，造成教学质量下降。 ’，
，：

1957年，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反右斗争扩大化，大理地区各类学校的一批

干部和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反“地方民族主义”，1959年。反右倾”和1960

年反。中游思想”，都伤害了一批干部和教师。1961年中央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后，纠正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错误，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调动了广大知识分

子的积极性。 ．．

．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撤并了一

部分学校，调整了小学的布局，精简了一部分小学教师回到农业生产岗位。1964年，

又根据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农村举办农业中学和耕读

小学。在城市举办职业学校。从而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趋于适当，整个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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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大批干部和教师被批斗，戴上“走资

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政治帽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关进牛

棚，有的致伤致残，有的含冤死亡。1969年，学校虽相继开学，但工人、军队、贫下

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学校处于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中，农业中学被砍掉，中小学实行。五、二、二”学制。由于实行“读

小学不出村，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的办学要求，造成全州教育事业畸形

发展，中等教育结构单一，中小学比例失凋，民办教师大量增加，师资水平严重下降。

同时学校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批判“三个中心”(教

学、课本、教师)，学校秩序混乱不堪，教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贻误了整整一代

人。

1972年，周总理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大理地区教育上的一批老干部相继出来

工作，大家都希望把教育教学质量搞上去。并从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人手，恢复学校的

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同时实行高中招生统一考试，学校教育情况曾一度好转。但在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上述做法义被视为“穿新鞋走老路”，“回潮”而遭到批判。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大理地区各学校，根据上级布置，纠正“划线

站队”错误，反对派性，落实政策，“拆墙填沟解疙瘩”，调动了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但

是，1976年，又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打断。“四人帮”大肆鼓吹反潮流精神，号召

学“朝农”、学“黄帅”，学校又陷入一片混乱。

’。1976年IO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教育部

门和学校揭批江青“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调整领导班子，落实

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推翻“两个估计”，肯定知识分

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此，整个教育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工作相继作出了一系列正

确的方针、政策，确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坚持共产党对教育工

作的领导，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向，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全州教

育事业逐渐走上持续稳步协调发展的道路。

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教育部门按照党的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全面了解

县、区、乡教育与经济的现状和历史，针对十年“文革”造成的教育内外比例关系失调，

结构单一，质量下降等问题，大胆拨乱反正，贯彻以调整为中心，全面落实。八字”方

针，较快地扭转了教育的被动状况，有力地推进了全州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普及小

学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小学附设初中班的调整既快又稳，到1988年，全州小学

附设初中班由1978年701个校(点)，在校生79 610人，下降为142个校(点)，未过

渡完的在校生有25 952人。教育部门办的初级中学由原来的13校发展到137校，85％

以上的乡镇建立了初级中学。普通高中由1979年的39校，调整为28校，每年招生稳

定在5 000人左右。中小学的“五、二、二”学制改为。六、三、三”制。全州小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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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中的结构比例基本合理，基础教育的办学规模与社会经济能力基本协调，各级学

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有较大的加强，办学条件得到一定改善，教育教学质量相应提

高，全州大专新生录取由1979年258人，逐年上升，到1984年突破千人大关，1985

以后，每年录取都在l 400人左右。

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州、

县、区、乡政府和教育部门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列为干部岗位责

任制的考核内容，实行全面规划，分类指导，分期实施，突出抓好民族山区的普及工

作，切实解决经费、校舍、师资、布点、办学形式和组织领导问题。1986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全州把普及初等教育纳入依法治教的轨道。按云南省普

及初等教育“四率”、。五条件”的要求，通过乡、县、州逐级检查验收。经省批准，到

1988年，全州十二县(市)中有8个县(市)，72个乡镇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

为了加快民族山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州党委、州人大和州政府把发展民族教育作

为振兴民族经济的大计，要求各级将治穷与治愚结合，采取特殊措施，扶持民族山区发

展教育。全州先后举办了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高小264所(点)，中学民族班60班，

新建了州民族中学和州民族师范学校。民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了符合大理州

实际的民族教育体系。全州中小学在校生和大中专录取新生中，少数民族学生所占的比

例已达到或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州总人口中的比例。1988年，国务院授予大理州教

育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 j
，

全州教育在整体发展中，为了优化结构，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

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1979年起，先后新建了农机化、财贸、技工、城

建学校，到1988年全州共有中师、中专、中技8校。1983年开始，积极倡导改革中等

教育结构，扶持县(市)举办职业高中，到1986年，各县(市)都有了职业高中，全

州计13校。中等教育结构有了一定变化。1984年以后，积极扶持乡镇举办农民技术学

校，对回乡知识青年、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并倡导乡镇初级中学对毕业生

进行一定时间的职业教育，到1988年全州有6校初级中学举办。3+l”班，有74个乡

(镇)、村建立了农民技术学校。为了推动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州教育局把大理市海

东乡、祥云县周家乡、剑川县上兰乡、云龙县旧州乡定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乡，

进行实践，摸索经验，，开展“三教统筹”。 ．7t ，

1980年后，州、县教育局成立业余教育办公室，总结推广扫盲与普及教育结合，

。联教计酬”的经验，一些乡镇做到青少年无文盲，弥渡县首先达到省关于青少年无文盲

的标准。随即农民教育在扫盲的基础上发展了农村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举办各种培训

班，推广实用技术。农民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大理市风仪乡、宾川县牛井镇等办

得较好的农民业余技术学校。据1987年州统计局抽样调查推算，全州文盲半文盲84．6

万人，占总人口的29．5％，比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98．2万人，占总人口

36．22％，下降了6．7个百分点。

1979年，高等函授教育恢复招生，省广播电视大学创建，州县普遍开展函授、广

播电视教育。1984年，州举办中师函授。1986年，成立电大大理分校。函授和广播电

视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省开始举办高等自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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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参加高等和中等自学考试人数逐年迅猛上升，

1988年达三千多人。自学考试成为鼓励自学成才的重要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教育部门和学校坚持依靠教

师办学，尊师重教，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发展和改革教育的重点，州县教育部门成

立落实政策办公室，组织专人负责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纠正反右斗争以及历次政

治运动造成的全部冤假错案。在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解决了许多优秀教师入党

难的问题。评选先进教师，为教师办实事，切实贯彻执行有关改善教师工资，生活待遇

和专业职称的政策，提高教师的社会政治地位，逐步改善了教师的住房条件。全州各县

建立了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培训工作逐步形成制度，万名教师通过教材教法过关考试和

专业合格证考试，提高了业务水平。从1979年开始，师范教育被列为教育工作的重

点，州财力投资一千多万元以上，扩建大理师范，新建了大理师专、大理民族师范、电

大大理分校，并委托省教育学院和大理农业学校培养初中教师和职业技术课师资近千

名。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民办教师队伍素质亦有较大提高，全州中小学民办教师，由

1978年的9 298人，下降为1988年的4 178人。整个教师队伍的结构和质量发生了很

大变化。小学教师学历达到中师、高中毕业的，由1978年的29．86％，到1988年上升

为61．52％。初中教师学历达到专科毕业生以上的，由1978年的8．25％，到1988年上

升为35．1％。高中教师学历达到本专科毕业的，由1978年的62．51％，到1988年上升

为89．57％，其中本科毕业的为54．43％。

在“教育为本，科技兴州”思想的指导下，州、县、乡各级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

入，1980年，州人大决定每年从州地方财力中拿出lO％的资金用于发展教育。1985

年，财政体制改革后，州，县(市)政府在财政预算安排中，除保证教育的正常事业费

外，还根据财力情况安排各种专项经费，用于基本建设，排除危房，购置教学设备，培

训师资。全州教育总经费(含教育基本建设费)逐年上升，由1978年的1049．6万元，

到1988年上升到8444．1万元。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中小学危房面积比例大幅度下

降，一些乡(镇)出现最好的房舍是学校的情况。

十年改革中，州、县教育部门在注重教育事业的整体协调发展的同时，逐步加强了

教育教学的管理。学校从整顿校容校貌，绿化美化学校人手，恢复建立健全学校的规章

制度，整顿学校秩序。1982年，州教育局制定颁发了中小学教职工《暂行工作条例》

和《学籍管理办法》，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办学无章，管理混乱的状态。1985年，州

人民政府批准州教育局制定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

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调动了州、县、乡、村各级办学的积极性。在教育教

学管理方面，1985年开始，连续四年组织对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检查评估。

1987年，州教研室又制定了《中学教师教学常规》和《中学生学习常规》，要求学校建

立教学业务档案。教育教学、体育卫生、电化教学、仪器实验工作开始走向量化评估，

加强了管理，促进了教育改革。

1983年，邓小平同志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

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指明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大理州充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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