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基石遥 建国十七年袁西

北贫困地区各级党政组织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袁经过

多种尝试和努力袁使当地的基础教育工作取得了很

大进展遥 当时的工作经验对我国今后基础教育的发

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遥
一、建国十七年西北贫困地区基础教育

发展的基本经验

1.自力更生袁艰苦创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袁
由国家统一筹措尧统一分配遥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袁
学生不缴学杂费袁从 1956 年开始只缴少量杂费袁当

时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遥 平凉一中是当时平凉市办

学条件最好的学校袁条件也依然艰苦遥 据平凉一中

校史记载袁冬天学校宿舍无火盆袁学校给每人提供几

斤麦草铺床遥 学校的大灶袁面粉 80%以上为杂粮袁经

常吃不到食油和蔬菜遥 即便如此袁仍有部分同学无

钱上灶袁靠从家中背来炒面和干馍度日遥 全校只有

一个水灶袁用大锅烧水袁供不应求袁一日只能打上两

三碗热水遥 老师备课尧批改作业袁学生上晚自习袁均

用清油灯照明遥 1955 年后才逐渐改用煤油灯遥 [1]61

虽然条件艰苦尧 生活清贫袁 但广大教师潜心教

学袁学生发奋读书遥 据原平凉二中校长杨汉斌老师回

忆袁当时在西北广大农村边远学校袁涌现出了许多无

私奉献的感人事迹遥 例如蒙世侠老师就扎根山大沟

深的回民地区渊现崆峒区大寨乡雷神庙冤办学 21 年遥

雷神庙距公路有 30 多里的山路袁 生活条件异常艰

苦遥 在二十多年的山区办学中袁 蒙老师亲自打扫教

室尧修理桌凳尧组织动员学生入学遥 为保障学生安全袁
他每天一早翻山越岭一村一村去接学生袁 下午放学

后又一村一村去送学生遥 蒙老师的辛劳袁换来了家长

的信任尧学生的增多及学校的发展遥
经过 17 年的艰辛努力袁西北贫困地区基础教育

的基本框架得以形成袁教育质量得到稳步提高袁为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袁培育了大批人才袁使文盲众多尧知

识分子极度缺乏的局面得到了初步的改观遥 同时,也
为西北贫困地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积极宝贵

的经验遥
2援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袁充分发挥民办

教师的重要作用

解放后袁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逐步得到提高遥 解

放初期袁教师的经济待遇沿用国民党时的薪金粮制遥
1952 年起袁教职工享受国家规定的病假待遇遥 1953
年起袁女教师享受产假待遇遥 同年袁中小学教师一律

享受国家干部待遇遥 1954 年起袁教职工享受福利费

待遇遥 1956 年 1 月起袁实行教职工退休退职制度遥
解放后袁为扫除野一穷二白冶的落后面貌袁国家鼎

立发展教育遥 由于财力不足及其它因素制约袁国家

采取了集体办学尧以民教民的野两条腿走路冶办学方

针袁于是民办教师应运而生遥 半个世纪中袁民办教师

一直是我国农村教育的主体遥 民办教师安贫乐教尧
无私奉献袁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做出了

收稿日期：2011-03-27
作者简介：张希亮渊1967-冤袁男袁甘肃平凉人袁讲师袁硕士袁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平凉教育史研究遥

建国十七年西北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要要要以平凉市为例

张希亮

渊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课教学部袁甘肃 平凉 744000冤
摘 要：建国十七年袁西北贫困地区在发展基础教育的历程中袁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袁如自

力更生尧艰苦创业袁充分发挥民办教师的重要作用袁大力兴办耕读小学袁采取复式教学等遥 这些历

史经验对我国今后基础教育的发展袁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遥
关键词：建国十七年；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3-1972渊2011冤04-0107-03

第 13 卷 第 4 期 石家庄学院学报 Vol.13袁No.4
2011 年 7 月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Jul.2011

 用 FinePrint 打印 - 可在 www.fineprint.cn 订购

网络出版时间：2011-06-24 10:15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66.Z.20110624.1015.201104.107_015.html



重大贡献遥
民办教师为振兴农村基础教育无私奉献的崇高

形象袁将永远嵌刻在中华民族前进复兴的里程碑上遥
3援因地尧因时尧因人制宜袁大力兴办耕读小学

耕读小学是一种劳动与读书兼顾的办学形式袁
它的出现是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袁是农

村教育事业的需要袁特别是农村落后地区低年级学

生接受教育的需要遥
1962年袁甘肃省教育厅对小学的设置布局进行

调整袁要求每个公社设一所公办完全小学和一所初

级小学袁 并提倡生产队开办多种形式的简易小学

渊1964 年后称为耕读小学冤遥 至 1965 年袁各学校试行

叶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曳袁整顿恢复教学秩序袁教

学走上正规袁同时贯彻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

度袁既办全日制小学袁又办半日制耕读小学遥 采取因

地尧因时尧因人制宜袁在本村尧本队袁就近尧就地大力创

办耕读学校袁动员因家庭拖累而不能入学的学龄儿

童和失学儿童进耕读小学遥 允许迟来早退袁允许带

弟妹袁有全日制尧间日制和早晚班等各种形式遥
在创办耕读小学的过程中袁涌现出了许多感人

的事迹遥 据杨汉斌老师回忆袁崆峒区大秦公社三树

湾大队女民办教师罗桂兰袁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袁毅

然到偏僻山区的纯回民村三树湾创办耕读小学遥 她

自己寻找校舍尧修补门窗尧砌建泥台袁用自己的钱购

置教学用具和课本袁挨家挨户动员学生入学袁专程向

老师请教教学业务以提高教学质量遥 她的执着赢得

了家长的信任尧学生的喜爱遥 1964 年袁她白手起家的

三树湾耕读小学被树为甘肃省尧平凉地区渊现平凉

市冤耕读教育先进单位遥
耕读小学的创办袁 满足了农村孩子就近入学的

要求袁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迅速提高袁受教育面迅速

扩大遥 它在如何尽快实现普及初等教育袁培养学生的

劳动观点尧劳动技能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遥
4援创新教学形式袁采取复式教学

复式教学是在同一教室里编排两个或两个以上

年级袁由一位教师在同一时间内完成与单班同样多

的教学任务袁达到同样的教学目标的教学形式遥 野文

革冶前的西北偏远农村小学袁大都是一人一校袁均采

用复式教学法遥 在一人一校的村学中袁一个老师身

兼数职袁既是老师袁也是校长曰语文尧算术尧自然尧体

育尧音乐尧美术袁都得自己一个人来教遥最棘手的问题

是课堂教学袁同一教室袁坐着不同年级的学生遥 同一

节课袁有的上语文袁有的学算术袁每个学生都得有事

干袁每个教学环节都要精心设计袁否则就会互相干

扰遥一人一校的村学教师袁结合实际袁改进教学袁摸索

出了复式教学的成功方法院
渊1冤使用野小助手冶袁培养野小老师冶
在复式班教学中袁教师同时教两个或几个年级袁

在对一个年级进行直接教学时袁对其它年级则要进

行间接教学袁这就需要小助手对间接教学的年级进

行一些简单的尧无声的直接辅导或督促作业袁以解决

教师不便分身的困难遥 培养和使用小助手袁不仅是

搞好复式教学的重要措施袁也是培养尖子生的良好

机会遥
渊2冤动静搭配袁互相衔接

复式教学过程呈现交替性遥 当教师为某一年级

进行直接教学时袁其余年级必须进行自动作业遥 同

时在整堂课上袁直接教学与自动作业不断地进行着

交替遥但各年级直接教学的轮换次数不宜过多遥低年

级每节课轮换次数应该是两次或多次遥 高年级应该

一次袁最多不超过两次遥
渊3冤分层设计练习袁有效防治了野吃不了冶和野吃

不饱冶的现象

在教学中袁为了使优等生野吃得饱冶袁中等生野吃

得好冶袁后进生野吃得了冶袁自动作业分层设计袁注意一

定的坡度和弹性袁并分类提出具体要求袁使不同水平

的学生都能得以发挥他们各自的潜能遥 [2]

复式教学在我国有很强的生命力遥 一是因为复

式教学的存在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遥 二是因为复式

教学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遥 复式教学有利于发

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袁有

利于面向全体学生袁有利于培养学生之间的和谐合

作关系袁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遥 [3]

5援充分利用基础教育资源袁推进工农业余教育

发展

解放后袁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袁党和人民

政府十分重视工农业余教育遥 农村各地大力兴办农

民业余教育袁民校尧夜校遍地林立遥 当时袁业余教育

贯彻野坚持经常袁细水长流冶的方针和野农闲多学袁大

忙放假袁忙后复课冶的原则遥 各完小附设扫盲班尧文

化班袁统一安排时间遥职工业余学校每年安排 40 周袁
每周学习 4 至 6 小时遥 平凉市教材采用甘肃省编写

的叶冬学文化课本曳和叶冬学政治教材曳遥 农民业余教

育主要开设语文尧算术两门课程遥 教师来源的基本

原则是野以民教民袁兼职为主冶遥 教师报酬方面袁厂矿

单位任教的教员袁单位给以适当补贴或奖励；农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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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袁大队尧生产队适当记工分遥 以此掀起了全民教

育之风遥
工农业余教育的发展袁扩大了工农群众接受教

育的机会袁提高了工农群众文化教育的水平袁减少了

青壮年文盲袁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遥 它的发

展标志着以普通教育尧民办教育和工农业余教育为

主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遥
二、对今后基础教育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建国十七年西北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

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院
第一袁要充分认识基础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遥 基

础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基石袁是我国科教兴国的奠

基工程袁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袁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遥 不加强基础教育袁就

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遥
第二袁要不断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袁建设

好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袁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师

资队伍袁充分发扬中小学教师安贫乐教尧无私奉献的

精神袁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遥
第三袁坚持野两条腿走路冶的办学传统遥 从我国

国情出发袁 在坚持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同时袁还

要积极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袁这样才能更好地增

加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遥 教育投入要向农村和

贫困地区学校倾斜袁要改善农村和贫困地区学校的

办学条件袁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袁实现教育

公平遥
第四袁运用复式教学经验袁提高教学效率遥 复式

教学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袁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袁有利于面向全体学生袁有利于培养学生

之间的和谐合作关系袁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遥 在日

常教学中袁合理运用动静搭配袁分层设计练习袁使用

野小助手冶等复式教学的成功经验袁能有效实现学生

学习的个体化和教师指导的针对性袁可以全面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遥
第五袁教育是一种希望袁校长苦抓尧老师苦教尧学

生苦读的野三苦冶精神对在西北贫困地区发展教育至

关重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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