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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中学

1963年，康定中学即定为省的重点中学，实行省教育厅、州教育行政部门双重领导。 

1978年，贯彻省教育厅《关于下功夫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意见》，拟定县属重点中学有： 

泸 定 （一中）、康 定 （县二中）、九龙、乾宁、甘孜、新龙、德格、邓柯、色达、理塘、义 

敦、乡城、丹巴、炉霍、白玉、石渠、巴塘、稻城、得 荣 （初中班）等 19所 （班）。1980 

年，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康定中学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86年泸定中学增补为省重点 

中学。

重点中学教师配备，1966年以前由省教育厅直接分配应届师范本科毕业的优秀生。 

1978年以后，康定中学和泸定中学一直保持有三分之一的有经验的骨干教师。1981年， 

在全省重点中学工作会后，康定中学总结了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三育”（德育、智育、体 

育）一起抓；面向全体学生，好、中、差一起抓；加 强 “双基”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加 

强初中、高中一起抓等方面的经验。1983年以后，根据省的要求，改革政治课教学，改 

进思想教育工作，挖掘各学科的思想教育潜力；改革课堂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动手能力；改变教育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状况，让学生 

掌握一定的劳动能力；课内课外全面安排，开展课外阅读、课外科技、文体活动，扩大 

学生视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落实好数、理、化三科两种要求的教 

学纲要等教改实验的要求。

解放以后，从 1950年到1990年，全州中学毕业生共89142人 （其中，初中69396人， 

高中19746),其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为3065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34. 3 9 % ，仅 1978〜1989 

年升入大专院校学习的高中毕业生达1878人，升入州内外中等专业学校的初中毕业生 

5622人。1990年全州高中毕业生1084人，升入大专院校学习的272人，升入中专学习 

的 92人，升学率为33. 5 8 % ; 初中毕业生3220人，升入中专92人，升入高中1142人， 

升学率为38. 3 2 % 。其中不少人成为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的领导或专家学者，有的是州县 

各部门的领导和骨干，更多是在基层从事工农林牧业生产。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附：学校简介

康定中学前身建于民国28年 春 （1939)，原名“西康省立康定中学”，设校址于康 

定城西大街城隍庙内。1950年康定解放后，原国立师范专科学校、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省 

立实用职业学校、泸定县初级中学与该校合并，重新组建成康定中学，设校址于原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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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科学校内（现州群众艺术馆址）。1954年春更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康定初级中 

学”。1955年因康定地震迁校雅安。1956年 8 月复迁回康定。1958年更名为“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学”，设新校址于南郊稻子坝（今址）。康定中学是解放前藏区创办 

最早的中学之一，解放后一直到1960年，是全州唯一的一所高完中。1963年被列为全省 

重点中学。1980年被列为全省首批办好的42所重点中学之一。1987年增设民族寄宿制 

高中班1 个，在各县招收藏族初中毕业生。

学校占地面积34815平方米，建筑面积18340平方米。学校实验室建筑面积1589平 

方米，分物理、化学、生物、语言、微机、摄影等实验室，设备优良。校图书馆藏书达 

52000册。现有高初中2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000余人，藏、回、彝等少数民族学生占 

3 1 % 。教职工130人，专任教师93人，有高级教师9 人 ， 一 级教师45人，大专学历以 

上者8 6人。建立了教学资料室，把计算机运用于教学管理过程之中。逐步完善整编学校 

《管理制度汇编》一书，注重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培养学生动手及灵活运用知识的能 

力。重视民族寄宿制班的双语教学教研和对班主任的培训工作，加强与北京、重庆、成 

都等地同类学校的信息往来，处理好升学与就业教育的关系，培养学生全面发展。1990 

年民族寄宿制高中班毕业率10 0 %，升学率达6 0 %。

4 1年来，康淀中学共培养高初中生6800余人，为全州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90年获四川省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康定县新都桥藏文中学新都桥藏文中学建于1987年 1 2月。开始只办初中班，以 

后增设高中班。学校教学执行双语教学，各学科均用藏语授课，加设汉语文。主要招收 

康定及关外部分县的农牧民子弟。学校占地面积39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83平方米，另 

有 1400平方米的劳动生产基地。现有教职工4 5人，专任教师31人，有藏文理科教师17 

名，一级教师6 人。有初中8 个班，289名学生，高中2 个班，46名学生，其中寄宿学 

生 239人。

学校除招收本县境内学习双语的小学毕业生外，还招收道孚、乡城、得荣三县学习 

双语的小学毕业生。凡招收的初中生学制延长一年。

学校本着“打基础、抓重点、抓质量、发展民族教育”的原则，在搞好学校内部管 

理的基础上，探索利用民族语文教学的各种特点和规律，为丰富和完善双语教学体制起 

到了促进作用。办学以来，每年初中升学率达6 5 % 以上，1988年升学率达10 0 %。历年 

初中毕业会考，藏文平均成缋名列前茅。1988年，康定县政府授予学校“优秀藏文教研 

组”称号。1989年被县文教局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同年获州教育局颁发的“藏语文优胜 

奖”。1990年被省民委评为“民族教育基金奖”获奖单位。先后受上级部门表彰的教师11 

人，全国优秀教师1 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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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专教育

一、 甘孜州农牧学校

州农牧校于1960年 10月建立，校址开始设在原乾宁县距城7 公里的惠远乡。由̂ 

当时州内生源不足，在绵阳专区潼南县、射洪县招收初中毕业生1〇〇人入校就读。根1 

甘孜州农牧业生产的需要，分设三年制的农作物和畜牧兽医两个专业。1961年 9 月从4 

内招收初中毕业生46人，加上州专科学校撤校后11名学生转入，全校共有学生143人 

到 1962年上期，在校学生128人，教师22人 （其中藏族8 人），学制为三年。同年7 月 

1 7 日，四川省农业厅下达《调整后保留的中专学校概况及1962年至1963年计划和1961 

年撤销合并中等专业学校一览表的通知》，州农牧校于1962年 8 月撤销。

1975年 8 月，四川省革委同意恢复州农牧学校，校址设在康定县榆林乡驷马桥。学 

校先后设有农学、畜牧、兽医、农经、水利、林学5 个专业。因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 

限，水利专业只办了 1年，林学专业办了两届。现开设有农学、牧医、农经3个专业。有 

土化、物理、电教、天平、显微镜、计算、微生物等7 个实验室、操作室。有图书室1个， 

阅览室两个，藏书4 万余册。现有教学实习耕地31亩，每年划给每班从事专业生产耕地 

在 2 亩以上，作为学生“练功地”。养有鸡、奶牛、羊、马等，供学生实习用。1977年以 

来，学校分别与州内有关单位合作，参加完成了《康定县新都桥大粟金龟甲的扑灭防 

除》、《九龙县牦牛资源调査任务》、《甘孜州草地资源调査内业面积量算及资料汇集统计 

工作》、《甘孜州家畜疫病普査》等生产推广、科研工作。1981年，对本地栽培的主要蔬 

莱引进优良品种进行试种试验，对蔬菜地膜覆盖的试验，经几年的引种试验筛选出蔬菜 

栽培优良品种莲花白品种4 种 （京丰、晚丰、报春、中甘11号）、大白菜品种5 种 （鲁 

白一号、三号、旅城四号、青城二号、胶州白帮），其栽培技术和品种，先后推广到甘孜、 

得荣、九龙、康定、泸定等县。蔬菜亩产值达1200〜1700元。每年均有15〜20万斤蔬 

菜销往康定、泸定、石棉，远至西藏芒康等地。

学校创办以来，至 1991年 10月，为全州农牧业战线培养和输送中等专业技术人才 

1667人 （其中少数民族500余人）。并举办各种培训班12个，参培人员449人，提高了 

干部的专业素质。在 1988年全国农牧、农机中等专业学校教学质量检査中，被评为四川 

省单项先进学校。

二、 甘孜州卫生学校

州卫生学校始建于1958年 10月，校址开始设在康定县榆林乡。1959年 10月，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