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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普通教育

第一节 小 学

小学事业发展概况

1986年本县政府重视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市、县

教育局的指导下，县、乡两级政府认真为实施《义务教育法》努力办好农村中、

小学，花大力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县共办小学280所(包括聋哑学校)，在

校学生总数为40667人，教职工共2885人。小学入学率99％，巩固率99％，毕

业率98％，普及率98％。(详见附表一至五)各类教育的办学成绩显著，因此

1986年，我县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但当时办学条件还不尽如人意，由于历史上“学校办到家门口”、“农村小

学生上学不出村”造成的后遗症，80％的自然村都办起了小学，造成农村初完

小学校设点太分散，学校规模一般较小，学额不足，县的校均学额只有145人。

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小学任课教师中具有中师、高中毕业以上合格学历

的只有52．4％，大约一半小学教师学历不合格，而且教师队伍不稳定。很多村

校的校舍较差，还有一定数量的危房和陈旧房屋，设备也破旧落后。针对这些

问题，县府、县教育局为了提高义务教育质量，落实《上海市普及义务教育条

例实施细则》，根据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原则，积极筹措教育经费，在1985—

1988年期间着重改造危房，1984--1988年间各乡、村共筹到2612．58万元，其中

市补贴990万元，县补贴646．7万元，乡村集到976．05万元，共新建和翻建危险

陈旧房屋138962平方米，受到市督导团“两基”验收时的好评。在改善农村小

学办学条件的同时，还大力宣传依法治教，有计划地培训教师，采取多种措施

控制流生。提出让农村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为了提高办学规模效

益，县教育局着手调整学校布局，把办学条件差、规模小、办学困难的农村初

完小稳妥撤并。对校舍进行整修，危房干脆拆除。1986年拆除危旧校舍8355．68

平方米，使莲盛、西岑、赵屯、小蒸、练塘、解放和香花桥乡的农村学校消灭

了危房。添置教学仪器设备34．5万元，体育设备27．5万元，办学条件开始得到

改善。赵屯、莲盛、白鹤、西岑等7个乡的教育委员会获得县农村学校改善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学条件先进集体称号。以后又逐年有计划地撤并村校，1991年至1993年加快了

撤并速度，3年中共撤并了118所村校，到1995年金泽镇率先实现了一个乡只办

一所中心小学的目标，至2000年全县小学学校数只剩47所；至2001年只剩34

所，其中村校剩11所。(详见附表一)

在调整布局，撤并村校的同时，大力动员流生复学。1988年底，全县有436

名中小学生辍学。问题发现后，引起了县府、县教育局高度重视，发挥分级管

理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流生的措施，如当时重固乡干部带头去新丰村4

次动员，使已交300元押金进厂做工的蔡青芳同学复学。香花桥乡教育执法认

真，仅1985h1986年间，对多次动员仍无故辍学的学生家长采取经济罚款措施，

各乡均有类似办法狠抓义务教育对象的入学，这样基本制止了流生，达到了农

村学生“进得来、留得住”的目标要求。

1990年县教委贯彻市教育局下发的《办好乡以下小学基本要求》，办好每所

学校，教好每个学生，使每所学校成为合格学校。县教委有计划地动员各乡改

善乡村教师待遇，在乡镇建造教工住房，仅1986年每乡完成500平方米住宅建

设，以稳定教师队伍。危房改造完成后，在1995--1997年间又进行薄校更新工

程，使大量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达到义务教育标准，通过了“双高普九”的验

收。

从1986到2000年的15年中，共撤并村校233所，平均每年减少15所，管

理加强，质量提高，因此1993年12月我县教委被市教育局评为1991--1993年度

办学先进单位。

15年来的小学教育事业，因“优生、优育”，生源减少，所以从数量上看，

规模并未扩大，但由于强化了教育执法意识，加强了管理，调整了布局，因此

出现了“六个”减少，即学校数、学生数、班级数、教职工数、专任教师数、

村校数均逐年减少。1986年与2000年比较，还出现了“三多”、“三高”、“三

新’现象。“三多”为：县校均学额增多，从1986年的每校145人增加到2000

年的每校666人；县班均学额增多，从29人增加到47人，超过上级规定的每班

40人的要求；教育投入增多，小学事业费投人从537．67万元增加到10442．7万

元。“三高”为：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提高，从1986年的县均达标率52．4％提高

到2000年的94％；高层次学历达到35．53％；入学率提高，从1986年的99％提

高到100％；教学质量提高，从1986年的语文、数学、英语会考合格率分别为

72．3％、97．6％、94．3％，提高到97．3％、97．8％、97．6％，毕业率从1986年的

96．5％提高到100％(详见附表二一九)。其他方面如体育、卫生、艺术等成绩

均有提高，落实了两课两操两活动，开展了素质教育活动及科技活动，全面推

进了素质教育(详见附表十一、十二(1)(2)、十六至十八)。“三新”即：学

校翻新．从1986{{i的个别学校校舍较新外，到2000年中心小学及村校令部翮新



或扩建；教学设备更新，从1986年只有实验小学等个别学校设备较齐全，到

2000年中心小学全部配好音、体、美专用教室、电脑房、语音室等，达到“双

高普九”验收要求；办学模式、教材教法更新：1986年时只有实验小学等个别

学校低年级开设外语试点，到2000年全县小学从一年级起均开设外语。办学模

式的改革，办起了环城、大盈两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开展了赵屯“五·四”分

段学制改革实验，逸夫小学实行小班化教学试点。与此同时，对弱智儿童除入

县辅读学校外，在普通中小学实行随班就读方式解决。(详见第六章特殊教育)

全县小学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到1999年，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对全县23所中心

小学进行评估，结果分别获得示范校、规范校、合格校，其中有4所为示范校

(90分以上)、规范校14所、合格校5所，合格率100％。

15年来，小学教育办学的规模效益与质量提高了，事业发展了。92％的学

生在条件较好的镇中心小学读书。1995年金泽中心小学首家实施校车接送学生，

这种好风气很快在全县发扬光大，现在很多村、镇都配备专车接送学生。这样

初步适应了农村人口集镇化后对教育提出的需求。可以说，我县基本做到了高

标准、高质量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然而，由于农村人口集镇化速度较快，城镇教育设施的建设速度及经费一

时难以同步跟上，加外来人员子女借读的增多，青浦镇、朱家角镇等地区普遍

出现了班均学额严重超编现象，青浦镇地区的小学，最多的班额达60余人，影

响了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因此，区府准备有计划地新建几所标准化义务教育

学校，以缓解青浦镇地区中小学生入学难的矛盾。

二、小学管理

1986年4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8月，上海市人民

政府发布了《上海市普及义务教育条例实施细则》，这些法规规定了中、小学教

育由各级人民政府分级管理，郊县由县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分级管理。据

此，我县小学教育的行政业务的管理由县教育局及各乡镇教委和学校共同管理。

县教育局通过各职能科室及县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等有关科室分工实施。

1986年，县教育局为加强中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认真贯彻市局关于中小

学德育大纲和学生行为规范，端正教育思想，先后在沈巷、小蒸等地召开4次

教育思想研讨会。5月上旬举办小学新校长学习班，认真学习市局制订的《办好

乡以下小学的基本要求》。为稳定农村初、完小教师队伍，专门在青西片定向招

收42名初中毕业生进中等师范学历培养。在学科教学上，将实验小学列为国家

教委“思品课”改革试点单位之一。12月19日在庆华小学召开电化教学现场

会，多渠道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

想。在6月份。白鹤西胜小学5位同学捡到人民币15000元，如数归还失主．受

一3()3一



到当地群众的好评。同年还加强了体育、卫生等工作的常规管理。

1987年，根据市局(87)第11号文精神，认真贯彻市局教学计划，强调小

学教育中要“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改变重知识轻能力、智力的现

象，要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贯彻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精神。小学课

程设有基础课程和活动课程两大部分，基础课程有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

语等，活动课程有广播操、眼保健操、体锻等，(详见附表二十一、二十二)。

新学期开学，县教育局派员到学校检查教学计划落实情况，强调学生每天要保

证-d,时体育活动，普教股组织人力对全县34所中、小学调查，体锻情况，调

查结果有80％的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标准(详见附表十一、十--)，年末还组织

全县中小学文娱汇演，以全面落实教育方针。1988年，县校两级成立德育领导

小组，县成立班主任协会，以进一步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在培养学生能力

上，该年起，小学毕业考试英语试行笔试加口试。赵屯实验区启动课程教材改

革。

1989年，县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

德育工作的通知》，以实施学生行为规范为抓手，全面开展“五爱”教育，充分

利用本县教育资源，与县博物馆、文化馆、少年宫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文物知

识夏令营，开展少年儿童“红读”和影视教育等活动。加强青保工作和法制教

育，使青少年犯罪率比上年下降4．15个百分点，教学秩序正常。实验率、演示

实验率分别达90％和100％。

1990年，县教委提出学校领导要聚精会神抓教学质量，加强师德教育、师

训工作和督导工作，全县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从67．8％上升到72．1％。对香花

桥、赵巷及蒸淀三所小学进行办学水平评估试点。切实落实课外活动、劳技活

动和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为城北、实验、庆华三所小学配备了电化教学设备，

努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抓了村校管理工作，5月10日在商榻前荇小学

召开“农村学校管理现场会”，交流了村校管理经验，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如徐

泾乡新华小学内部订有班主任考核制度(详见附表十)。

1991年，县教委在全县中小学开展“二史一情”教育，7个乡建立了社区教

育委员会，聘请校外辅导员263名，校外法制教育宣传员55名。总结并推广了

小蒸乡南湾小学少先队“双轨制经验”，县教委作出了“向优秀辅导员余金辉同

志学习”的决定。并对全县常规管理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同年县教师进修学校

以开展评比活动促进思品课的教学研究工作，城北小学周丽红老师的思品课

《爱惜粮食》教学录像在全国小学思品课教学观摩研讨会上评为优秀课，12月25

日还在实验小学召开“优化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素质”现场会。

1992年，国家教委颁发《中小学校同环境管理的暂行规定》，4-教委普教科

组织人力对自鹤、沈巷、华新、蘸淀等小学的校同进行榆夼，并在陕f#小学召



开“优化育人环境，促进全面发展的现场会”。同时县教育督导室对徐泾、环

城、赵巷、金泽等乡镇进行义务教育达标检查。1990年起，城北小学、照屯中

学列为市第二期课改试点学校，这两校思想品德教研组获市、县优秀教研组称

号。

1993年，县教委根据上海市九年义务教育办学标准，组织人力对21个乡镇

的义务教育进行达标验收，并针对村校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整改。11月17日

在沈巷中心小学召开“加强管理现场会”，11月23日在东门小学召开“愉快教

育现场会”，在朱镇中心小学召开“创办好特色”研讨会，县教委发了《加强学

校常规管理》等规章，由于多方面加强小学教育的管理，组织教师参加“240”

课程培训，小学教育质量又有明显提高，小学毕业会考，语文、数学、外语县

及格率均在99．85％以上，入学率100％，巩固率99．68％，无流生出现。实验小

学唐慧英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小蒸南湾小学余金辉老师被评为市优秀教

师标兵。小学办学成绩受到当年市政府五项督导团督学们的好评。上海市小学

教育表彰会也在青浦县召开，表彰会第一天的下午与会领导分两路在县教委两

套班子陪同下，参观了实验、沈巷、西岑、商榻、城北、赵屯、徐泾等小学，

这些小学都受到参观者的好评。同年，青浦县被评为“上海市小学教育先进

县”。

1994年，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纲

要》的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到10月份先后

建立了26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举行了挂牌仪式(详见第七章附表)，有2．5

万人次的中小学生受到教育。为完小校长举办培训班，为小学教师举办“三结

合”大专班(指：①结合自学、辅导、工作；②经济上：本人、学校、教育局

三方各承担一部分)，以进一步提高领导与教师的水平。在常规管理方面，继续

抓好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落实，301名智障儿童落实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白

鹤、赵屯等13所中心校均建立了智障学生辅读班。10月份实验小学校长陆文一

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校长。

1995年5月1日起，国家实行5天工作制，学校如何引导孩子过好双休日?

县教委为此与县妇联、县司法局、县社区教育委员会、县青少年保护办公室、

共青团青浦县委员会、少先队青浦县工作委员会共同制订了《青浦县中小学生

双休日生活指导工作常规》，并推广小蒸小学余金辉老师的少先队“双轨制”经

验，即校内少先队组织与校外社区少先队组织“双轨并行”，在双休日引导少年

儿童在社区小队开展活动，既满足了小朋友们的各种需求，又解决了学校家庭

的后顾之忧。5月县教师进修学校少先队教研员左丽华被评为“1994年全国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少先队工作学会在2001年还

为她出版了《左丽华少先队教育文集》，并向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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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小学管理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县教委及时

传达贯彻，并对全县小学贯彻情况进行了检查。县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制订了

《青浦县小学学科教学常规》，教研员深入学校进行调研检查，学校内部规范管

理不断强化。为加强青少年教育，结合“三五”普法宣传，举办了36期培训

班，为学生作了260多次讲座。在全市中小学举行的“香港，你好!”的征文赛

中，东门小学获一等奖。在市六届小运会中，有7个项目获团体第一，青浦获

最佳赛区、最佳组织奖和先进集体，其中实验小学、徐泾小学、商榻小学获上

海市体育先进集体。当年小学体育成绩和学生体锻达标率又有提高(详见附表

十一、十二、十七)。

1997年，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结合《规程》的贯彻，强调小学生良好

的行为规范要到位，素质要全面提高，并深化教育科研。实验小学的《传统美

德教育的实践与研究》论文，东门小学的《发挥影视教育功能，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庆华小学的《以“红读”为抓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论文获上级肯

定，并在杂志上发表。东门小学、城北小学、庆华小学、环城学校等获市级行

为规范校，实验小学的《面向新世纪，提高小学师生基本素质的行为研究》列

为市级课题。同时继续加强小学师训工作，小学教师获教师资格证书的有2741

名。当年县获得上海市“双高普九进步显著奖”。

1998年，根据沪教育党(98)92号文《关于组织学生参加素质教育活动的

若干意见》精神，全面加强素质教育，进一步贯彻《规程》，在东门小学、颜安

小学举办素质教育展示现场会。县教育局普教科与县教育督导室一起对全县29

所小学进行办学水平评估验收。(详见附表十三)同时督导随访了18所小学，

检查学校内部管理及体育、卫生工作等情况，健全了学校内部档案和学生档案。

该年小学入学率100％，毕业率接近100％，无大龄退学学生。5月9日，县少体

校蒋林华同学代表中国参加第九届亚洲OP帆船锦标赛，为中国队夺得首枚金

牌。

1999年，继续贯彻《规程》，全力推进素质教育。针对实际情况，为进一步

加强村校管理，县教育局普教科下发了《青浦县村校管理基本要求》，并在11

月份，对村校进一步检查。在村校检查的同时，普查了弱智儿童随班就读情况。

11月在城北小学召开以“深化课程教材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的青

浦小学二期课改研讨会。此外，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中小学影视工作会议的全体

代表在市教委副主任夏秀蓉带领下，特地来青浦观摩了东门小学的影视教育展

示活动，这次活动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该年我县小学生毕业会考成绩又有提

高。(详见附表九)

2000年，全县在师风师德、教学管理、教学改荸等方面全面加强，全而推

进素质教育．县教育局党委号“令县教师歼腮“今犬怎样?与教师”、“今灭怎样



当校长”大讨论，并作出“向张鉴周同志学习的决定”。普教科在实验小学举办

“改进教法，提高效率”的大型教学展示活动，在朱镇小学举办了“变革教学行

为”的交流活动。逸夫小学申报市级“小班化”教育实验基地。9月28日在沈

巷葑沃小学召开“村校规范化管理现场会”，强调村校存在一天，要办好一天

(详见附表十五)。会上，对葑沃小学、重固章埝小学、商榻陈东小学、徐泾蟠

龙小学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交流。11月3日，县教育局在城北小学举办以“探

究性学习研究与实践”为主题的研讨展示活动。市教委对实验小学、赵屯小学

进行了上海市素质教育实验校的评审。当年语文、数学、英语毕业考成绩县均

及格率均在97％以上，100％升入初中。徐泾小学、城北小学、赵巷小学及县少

体校均获得上海市小学体育先进单位。小学任课教师学历达标率达94％。其中

庆华、东门、逸夫、徐泾、赵屯、莲盛等小学的达标率达100％。另外，还做好

学生的保健工作，小学生常见病防治也取得新成果(详见附表十六、十八)。

15年来的小学管理，无论从设点布局的调整，村校撤并，中心校新建迁建，

校舍设备的更新添置，还是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制订，教育教学改革、教科研

活动，特殊教育工作及体育、卫生、艺术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绩与进步。县

教育局管理上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校长会、研讨会、现场会、视导调研、

考核评选(见附表十四)、督导评估以及组织校长外出参观学习等各种灵活多样

的方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开拓进取的小学校长队伍；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健

全，层层落实，所有这些成绩得到了市教委等有关上级领导的肯定与表彰。但

由于农村人口集镇化速度加快，外来人口的导入等各种复杂原因，给小学管理

带来新的问题和难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诸如：校际之间发展不平衡(见

附表二十)，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少数学校内部管理中

学生学籍资料、考务工作、质量监控等工作不严不细；目标管理意识不强，村

校质量尚属较低。教师中由于社会转型期受各种负面影响，个别人员工作不认

真，有体罚和变相体罚现象，甚至有个别教师违纪违法犯罪。少数学生课业负

担过重，影响教学计划的全面实施。今后要在不断开拓创新中缩小校际差距，

推进教育的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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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青浦县1987年与2001年小学设点数布局对照表

单位 单位
序号 1987年小学没点数 序号 2001年小学设点数 备注(乡镇) (乡镇)

小
中 自 堕 中心 村 村 _邕

心
兀 初 小 6

初 班 (村校农村)
计 小 小

班 校镇 兀
占 (2001年)

校 占 计
小 小完小

l 青浦镇 4 4 l 青浦镇 6 6

南港、薛家浜、
2 朱家角镇 2 l 1 2 朱家角镇 5 2 3 泖塔

3 练塘镇 l l 3 练塘镇 3 3

4 徐泾乡 13 l 4 4 4 4 徐泾镇 3 l 2 蟠龙、新华

北崧、崧泽、
5 赵巷乡 15 1 4 3 7 5 赵巷镇 4 1 3

里浜

6 凤溪乡 10 1 4 2 3

7 重固乡 ll l 8 2 6 重固镇 2 2

8 香花桥乡 9 l 3 5

9 华新乡 l l 5 2 3 7 华新镇 2 2

旧青浦、
10 白鹤乡 20 l 8 6 5 8 白鹤镇 3 l 2

新园

ll 赵屯乡 13 l 4 l 7 9 赵屯镇 l l

12 大盈乡 12 l 3 8

13 环城乡 10 l 3 5 l

14 盈中乡 8 l 2 4 l

15 朱家角乡 19 l 10 5 3

16 沈巷乡 15 1 3 6 5

17 练塘乡 18 6 7 5

18 小蒸乡 10 1 4 5

19 蒸淀乡 13 l 4 2 6

20 莲盛乡 13 l 4 1 17 10 西岑镇 2 2

21 西岑乡 8 1 3 4 ll 金泽镇 l 1

22 金泽乡 8 l 4 3 12 商榻镇 2 l l 陈东

23 商榻乡 18 l 7 6 4

24 解放乡 4 l l 2

合计 265 22 99 6l 83 合计 34 23 ll

说明：1、1986年时，全县小学校总数280所，其中22所中心校，258所村镇初完小。到1987年

学校总数为265所．比上年减少15所。

2、到2001年初全县还剩34所小学，其中村校ll所，从1986年到2000年村棱减少246所．

平均每年：成少16．4所。，

3、从1986年到2000年底乡镇从24 1、奇芽戒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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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986E2000年青浦县历年小学校数师生数变化表

＼项目 学校 在校学 皎均 班级 班均 教职工 其中专 教职工 专任教师
＼ 总数 生总数 学额 总数 学额 总数 任教师数 师生比 师生比

年厉＼
1986 280 40667 145．23 1359 29．92 2885 2399 l：14．1 1：16．95

1987 265 40077 151．23 1271 3t．53 2909 242l l：13．78 1：16．56

1988 251 43200 172．1l 1304 33．13 3028 2588 l：14．27 l：16．69

1989 241 43463 180．34 1293 33．61 3057 2623 l：14．22 1：16．57

1990 236 42226 178．92 1270 33．25 3111 2499 1：13．57 1．：16．90

1991 196 40160 204．90 1163 34．53 3083 2427 1：13．03 1：16．55

1992 15l 39109 259 1073 36．45 2996 2282 l：13．05 1：17．14

1993 118 38985 330．38 10cIo 38．99 2936 2150 1：13．28 l：18．13

1994 107 36349 339．7l 923 39．38 2904 2088 1：12．52 l：17．41

1995 98 35130 358．47 874 40．19 2838 2043 1：12．38 1：17．20

1996 92 35448 385．30 856 41．41 2751 1988 l：12．89 1：17．83

1997 84 35836 426．62 841 42．61 2676 1943 1：13．39 l：18．44

1998 72 35254 489．64 820 42．99 2595 1924 l：13．59 l：18．32

●

1999 56 33094 590．96 770 42．98 2546 1883 1：13 l：17．58

2000 34 31302 920．65 724 43．23 2475 1832 l：12．65 1：17．09

2001

说明：l、学生数从1986年2000年减少9365名，平均每年减少624．33人；

2、教职工数从1986年到2000年减少410名，平均每年减少27．33人；

3、专任教师数从1986年到2000年减少567名，平均每年减少37．8人；

4、平均班学额从1986年到2000年增13．31名；平均每年增加0．89人；

5、平均校学额从1986年到2000年增520．8名，平均每年增加51．69人；

6、上述数据根据县教育局历年教育事业统计资料摘编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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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986-----2000年青浦县小学任课教师学历变化情况表

＼项目 其中获高层次 其中获合格
学历数 学历数

不合格学历数

t 任课 指获大学本科 指中师高中毕业、
指高中、中专 备 注{ 教师 毕业及以上 中专毕业及本科、

{
总数 毕业以下数及占比

学历数及占比 大学肄业数及占比

年份＼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986 2402 14 O．58 1168 48．63 1220 50．79

1987 242l 32 1．32 1313 54．23 1076 44．45

1988 2588 50 1．93 1524 58．89 1014 39．18

1989 2623 54 2．06 1724 65．73 845 32．21

1990 2451 1768 72．13 683 27．87 本年统计仅分两档

199l 2427 72 2．97 1730 71．28 625 25．75

1992 2282 78 3．42 1694 74．23 510 22．35

1993 2153 172 7．99 1587 73．3l 394 18．30

1994 2089 97 4．64 1659 79．42 333 15．94

1995 2043 107 5．24 1644 80．47 292 14．29

1996 1988 169 8．5 1576 79．28 243 12．22

1997 1943 247 12．7l 1488 76．58 208 10．71

1998 1924 1754 91．16 170 8．84 本年统计仅分两档

1999 1883 672 35．65 1760 93．47 123 6．53 本年统计仅分两档

2000 1832 620 33．84 1107 60．43 105 5．73

2001

说明：1986—1989年获高层次学历(指获大专、本科毕业学历)根据教育局年鉴记载得出的数

据。



附表四

1986--2000年青浦县小学毕业生历年会考成绩表

＼项目 语文 数学 英语

＼
毕业班

毕业率％ 备注
学生总数 县均分 及格率％ 县均分 及格率％ 县均分 及格率％

年纾＼

1986 6286 12．3 96．5 87．3 97．6 86．9 94．8 96．5

1987 6122 76．9 98．6 88．2 97．2 88．5 97．7 97．7

1988 5992 74．3 98．6 88．3 97．8 96．1 98．8 97．2

1989 6132 74．47 98 87．6 97．1 87。6 98．8 99

1990 6434 75 98．9 88．8 98．7 88．2 99．5 99．7

i珍9I 6113 75．96 98．92 90．03 98．95 83．9 99．5 99．1

1992 6689 75．96 90．92 90．03 98．95 83．8 99．1 98．5

1993 653l 82．7 99．85 91．2 99．87 90．8 99．9 99．37

1994 6938 88．68 98．04 89．98 99．07 88．74 98．41 993

1995 6997 83．53 99．67 93．18 99．05 88．89 99．42 98．98

1996 4644 79．41 99．09 91．56 99．36 83 95．99 99．1

1997 5838 80．84 99．78 91．1l 96．88 87．79 99．27 99。76

1998 6132 77．3 99．1 88．17 98．74 87．22 99．58 100

1999 6238 77．7 98．2 88．4 91．7 80．9 96 100

2000 5554 78．40 97．30 90 97．80 80 97．6 loo

2001

说明：】989年语、数、英成绩因资料残缺，系根据1990年的成绩推算而来。

一3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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