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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成 人 、职业教育

第 一 节 成 人 教 育

康区成人教育始于民国时期，范围仅限于康定、泸定及关外个别县。如 民 国 1 7年 

(1928)康定县知事严钟麟在康定河东、河西各办“平民学校”一所。民国 2 7年（1938)，康 

定、泸定两县城内曾办过“失学民众学校”补习文化。同年，九龙县县长王昭文举办民众教 

育，第一期8 2人参加学习，第二期附设于各小学，收效不大，旋告终止。

理塘县城区曾办过“民众夜校”一所，借县立小学教室上课，由县立小学教师和县府职 

员兼任夜校教师。教材为《民众须知》、《新生活须知》及西康史地和社会常识、抗日消息等， 

每天午后5〜7 时为授课时间。

康定曾办妇女识字班，借用康定县立两等小学教室上课，每天小学生放学后学习两小 

时，共办两年。

西康建省后，民国3 0年(1941)实行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失学教育和扫盲教育纳入 

其中。但在康区实行新县制的仅有康定、泸定，关外各地很少有成人教育记载。

民国3 2年 (1943),在康定建立西康省民众教育馆，地址在南门城楼上（现州公安处与 

州法院之间），馆内设有图书、报刊杂志和生理卫生模型等，供人阅览。还办有成人夜校，设 

汉文识字和藏文识字两班。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成人教育，抓了对农牧民扫盲、职工业余文化学习、成人中 

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但各个时期在扫盲工作上坚持得不够，8 0年代以后，逐渐步入正 

轨。

一、农牧民扫官教育

5 0年代初，仅在泸定县和康定县折多山以东汉族聚居区，采取冬学的形式，对农民进 

行时事、政策教育，结合进行识字教学。1952年泸定县建立以县长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 

成的冬学委员会，部分区建立冬学指导组，区、乡、村分别组织夜校、识字班、学习组等，开 

展农民业余教育。教师由工作组干部、学校教师及有文化的农村基层干部担任，但多数是 

小学教师担任。中青年中7 0 %参加了学习。康定营官区沿公路的乡村，相继开展了农民业 

余教育，柏桑乡建立了一所农民业余藏文夜校，4 7人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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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6年起，随着民主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的进行，扫盲工作逐步推开。部分农村牧区 

组织藏语文识字班。1957年，州文教处组织编印的藏语文扫盲课本，给农牧民学习藏文提 

供了教材。丹巴、道孚、雅江等县试办了农民业余文化学校。1958年在全国“万人学”、“全 

民学”的影响下，农村、牧区的各种识字班、扫盲班不断出现。甘孜县城区小学的8 个学生， 

在附近农村办了 4 个扫盲班。九龙县子耳乡提出了“生产、扫盲双跃进，粮食文化齐丰收” 

的口号，仅 用 3 个月的时间，全 乡 4 4 0个青壮年文盲，能 识 500〜7 0 0个生字的有 2 2 8人， 

能识 700〜1000个生字的 2 0 4人，能识 1000〜1500个生字的有 8 人。通过扫盲，该乡还培 

养民办教师 1 6人，生产叭记分员 4 8人。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牧区的扫盲教育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64年根据省人 

委批转教育厅《关于开展农村业余教育的意见》精神，才逐步恢复扫盲工作和农民业余文 

化学习，一些地区开展学政治、学科学技术、学文化的活动，有些地方小学教师利用业余时 

间办起扫盲班，有的恢复了农民业余夜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牧民扫盲教育和业余文化夜校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根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指示》，相继恢复业余教育工作。甘孜、稻城、巴塘、理 

塘、色达、丹巴等6 县成立工农教育委员会。甘孜县增设工农教育组，配 备 3 名工作人员。 

丹巴成立工农教育办公室。稻城、乡城、巴塘、理塘、炉霍、德格、道孚等7 县文教局和州文 

教局配备业余教育专职干部8 名。1980年，有 13个县先后办班(点）116个 ，参加学习的青 

壮年达3525人。1980年以后，扫盲工作虽逐年开展，但由于普通教育欠帐多，资金、教师 

等压力大，扫盲工作进展缓慢。

1988年 2 月国务院颁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后 ，州委、州府根据州的实际，要求各 

县：（1)以提高认识，因地制宜，文化技术教育结合为扫盲指导思想；（2)加强领导，实行一 

堵、二扫、三提高，并把扫盲同普及初等教育结合起来；（3)按照标准，实行脱盲检査验收。 

州制定的脱盲标准为:农牧民识汉字1500个，企事业单位职工识汉字2000个 ，用藏、彝语 

扫盲的能识800个藏(彝)语单词。凡脱盲者，能看懂所学文字的浅显易懂的报刊文章，用 

所学文字记简单的帐目，书写简单的应用文。基本扫除文盲单位的标准为：15〜4 0周岁的 

人口中，在农村非文盲率达到8 5 % 以上，城镇达到9 0 % 以上，并继续组织脱盲人员进行提 

高学习。扫盲工作在农村牧区发展较快，形式多样，有教育部门办班，妇联办班，几个部门 

联合办班。州教育部门重新编写了《藏文扫盲课本》，印刷8 万册。

1990年，州成立扫盲工作领导小组。由州人民政府、甘孜军分区政治部、州委宣传部、 

州教育局、州农业局、州畜牧局、州财政局、州宗教局、州科委、共青团甘孜州委、州妇联、州 

广播电视局、州文化局、州林业局等 1 4家组成，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胡克礼任组长。各县相 

继成立扫盲领导小组，有的县还在区乡设立扫盲领导小组。国家民委、省民委把德格县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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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扫盲试点县。

为牧民补习文化

到 1990年底，有 16个县开展扫盲工作。发放教材17560册，其中藏文课本13320册。 

扫盲班(点)达到627个 ，有 15959人参加学习，其中妇女有5024人，占 31. 4 8 % 。达到脱 

盲标准的有6972人，占当年参加学习人数的43. 6 9 % ;其中妇女脱盲的1904人，占脱盲 

总数的27. 3 1 % 。泸定县扫盲工作进展比较快，1991年，经省验收合格，成为基本脱盲县。 

德格县在1990年春，先后办扫盲班112个，专兼职扫盲教师达120人，2800人参加学习， 

达脱盲标准的544人。

1990年，中、小学及其他学校综合报表中成人中小学统计:全州有农民成人小学274 

个班点，在 校 生 6 7 0 4人，当年招生 5 8 4 0人，毕 业 2 2 2 5人，专任教师 1 人，兼课教师 253 

人〇

二 、职 工 文 化 教 育

解放初，州、县办有各种政治文化学习班。1951年，举办康定机关业余文化补习学校， 

李春芳兼任校长，有专职干部 1 人，兼课教师 2 人，学员 9 3人。办了 8 个月后，因经费不足 

停办。

1952年 5 月，康定总工会主办工人业余学校，有学员 2 7 1人。当时因工人分散，在读 

店员较多，流动性大，调动频繁，学员人数不巩固，“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即停办。

1953年上半年，恢复康定机关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由西康省调来5 名专职教师任课， 

有学员 2 6 3人(其中藏族 4 7人，回族 3 人），借用康定县二完小(现在的西小)教室上课，每 

晚 7〜9 点学习，由王华年负责。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即停办。1956年春，该校再次恢 

复，有专职教师 9 人，兼课教师 7 人，借用回小教室晚上上课。共 有 1 4个班，即初小(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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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3个班，高小 6 个班，初 中 3 个班，藏文甲乙两个班。后专职教师增加到12人，成立语 

文、数学两个教研小组，主要研究对各班参差不齐的文化程度的教学方法。学员流动性大， 

每期能坚持学习的只有6 0 % 。

1956年 和 1957年，在全国掀起文化大进军高潮的影响下，各县纷纷举办业余文化学 

校或班，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位自办了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扫盲班。教师由各机关单 

位抽调思想好、文化高的干部职工担任。1956年 4 月，康定总工会开办职工业余文化学 

校，参加学习职工占各工厂、企业应入学职工数的36%以 上 ，共 编 4 个扫盲班、两个高小 

班。参加干部职工业余校或班学习的学员，每人每学期交学费3 元，在本机关单位报销，企 

事业在工会提留的文教费内开支，没有成立工会的在行政费内开支。公安系统所属的公安 

部队、民警、交警、消防警等自行解决办学经费。不论何系统办学，学员所需课本、副本由学 

校统筹办理，费用由学员自付。

1959年前后，各县在县城、区公所所在地，办有干部业余文化夜校，每晚坚持学习两 

小时，内设有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除下乡干部外，无文化和文化低的干部都要参加文 

化学习，有的还要求订出学习计划，定期检査。各单位把文化高的干部抽来当教师，有的地 

方由小学教师担任夜校教师。道孚铁矿、康定云母加工厂等办了红专学校，除学习文化外， 

还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学习业务。1960年和 1961年 ，因经济困难，有的业余文化夜校停办。 

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各县的干部业余文化校(班），又陆续恢复开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无法坚持下去。至 1974年才相继恢复。1978 

年，道孚县举办业余英语讲座，参加学习的有医生、小学教师、农业科技人员和其他业余爱 

好者共4 0余人。每周星期一和星期五晚上坚持学习两小时，采用北京英语广播教材。新 

龙县林业局三大林场和人民武装部、道孚兵站、炉霍养路段等单位都办起业余夜校，有扫 

盲班、小学班、初中班。除按常规课程进行上课外，还加设藏文课、技术课，除干部、职工参 

加学习外，还邀请家属也来学习，取得一定的效果。

1981年 6 月，恢复州级机关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有专职教员5 人，总 务 1 人。开学时 

有 1 个高小班，两个初中班，1 个藏文班，共有学员218人。借康定县回民小学教室上课。 

每星期、一至五晚上，上课，每晚上两节。学员中男116人，女1〇2人；藏 族 9 4人，汉 族 118 

人，其他少数民族6 人;党员4 3人，团员8 5人;2 0岁以下的2 1人，21〜3 0岁的 139人，30 

〜4 0岁的 4 6人，4 0岁以上的12人。至1兆3年学校继续收了两个高小班、1 个高中班，共 

7个班，教师 7 人，学 员 410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老师和学员的要求下，办起第一个 

文科高中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 理 5 科，直接招收初中毕业班学员，共 8 4名。 

在此基础上学校又开设高中理科班、髙考补习班等。

1981年春，邓珠拉姆等几位州政协委员以义务形式，在州政协内办起一所康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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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藏文夜校。每期有学员 5 0人左右，学员中有在职职工、待业青年、附近的农民、居民、 

军警、汽车司机等。教材用州民干校编印的藏文课本。不收学费，只收学员的课本费。该 

校 从 1981年办到 1991年底，共 办 1 8个班，培养了 6 0 0余名学员。

1983年，州委、州政府要求各县都要办职工业余学校。康定县在城内办县级职工业余 

学 校 1 所，有专任教师 5 人，兼职教师 2 人，学 员 1 5 0余人，1 个高小班、两个初中班，共 3 

个班。每周星期一至五晚上学习，每晚学习两小时。课程主要是语文、数学两科，补习和复 

习原来学过的课程，1986年停办。

1984年以后，各单位和厂矿、企业自办职工学校和职工业余学校。职工学校除按原学 

籍升一级学习外，有的还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毕业生回笼复习和补课。康运司、州邮 

电局、州粮食局、州银行等单位，还调集各县本系统的在职干部和职工来康脱产学习。都以 

文化学习为主，按职工学校的教材进行教学。有的办了两三年，有的办了四五年之后改成 

函授中专、函授大学、电大、自学考试等办法，提高在、职干部和职工的文化水平，取得较好 

的效果。

三、成人中专教育

州自办成人中专技术学校比较困难，主要委托内地成人中专校和甘孜州职业技术学 

校培训。省、州共管单位为州邮电局、地质队、银行、气象等部门，由省直接下达名额，降低 

分数录取在职职工到省内或省外进修中等专业。同时，州内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州民干 

校、州委党校，在完成国家和州下达的统招任务外，还办有成人中专班，培养提高在职职工 

的业务水平和文化水平。

1985年 ，经省委批准对民族干部实行中专学历培训。从 1985年起到 1990年 ，先后开 

设政工、文秘、藏汉语翻译、经济管理 4 个专业，招 收 1 1个中专班，已毕业三届学员共 299 

人。此外，于 1989年与四川省行政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合办一期人事管理专业证书班，为州 

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州委党校于 1984年开始举办八四级、八五级、八六级、八七级和八九级 5 个中专班， 

均为政治专业，学制两年，其中八四级学制延长半年。到 1990年共培训学员 2 3 6人 ，毕业 

2 3 5人，其中少数民族学员 1 5 6人，党 员 1 7 5人，妇 女 5 3人，多数是乡级和区级干部，也有 

少数县级领导干部。1990年在校学习的九一级中专班4 4人。

州卫生学校从 1985年 至 1990年，办有职工中专班 3 个 ，学制三年，培养学员 1 1 3人， 

毕 业 1 0 3人。

州农牧校在 19 8 9年招收农村青年 4 0 名，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开办不包分配的农学 

班，学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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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师范校自1980年以来,办成人中专班多届。

四 、成 人 高 等 教 育

(一） 州教师进修学校大专班

1981年，在州教师进修学校开办大专班。有语文、数学、外语、生物、地理二年制专科 

班各1个。这一年5 个专业共招收学员250人，均为州内在职公办中小学教师，经过全州 

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两年学习期满毕业，州委、州府行文承认这批学员的大专文凭。

此外，州教师进修学校与绵阳教育学院联合，由绵阳教育学院负责专业课教学，办有 

语文、数学大专班各1个(语文班29人，数学班28人），两班学员均为州内在职中小学教 

师经过统一舍试择优录取。学员经过两年脱产学习后，全部毕业，由绵阳教育学院发给大 

专毕业文凭。州教师进修学校办完此班次后，即同康师合并。

(二） 州民千校电大班

为提高州内党政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现代化管理能力，州电大工作站受州委组织部委 

托，依靠州民干校的教学设备、师资，于 1984年、1985年两年举办八四、八五两届广播电 

视大学干部管理专修班。八四级于1984年 9 月底开学，八五级于1985年 9 月 1 日开学。

八四、八五两届电大班均在入学年参加了当年四川省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统一招生考 

试，八四级录取学员19人，八五级录取学员16名（实际报到10人）。两届电大学员实行全 

脱产学习，学制均为两年。学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入学后，电大站按省电大的要求建立 

了学籍管理。学员学籍是否保留，按政治思想表现，各科成绩等指标，实行淘汰制。在学籍 

管理上，八四级所学专业，均为必修课，两年内学习课程16科，需全部考试及格，才能获得 

毕业证书。八五级实行学分制，必修课为13科，必修学分为125. 5 分，选修课为5 科，只需 

获得14. 5 学分，加上毕业论文及格，即可获得毕业证书。

两届电大班均按省电大的要求，组织学员进行期中和期末考试，临近毕业的第四学 

期，写出毕业论文，进行论文答辩。八四级的论文答辩评定聘请了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有 

关专家组成评审组，进行答辩评审。八五级的论文答辩由学校组织有关专家组成评审组进 

行评审。八四级、八五级两届电大班学员35人，实际到校29人。经过两年的学习，学期、 

学年考试和毕业论文答辩合格，分别于1986年和 1987年毕业。两届学员毕业后,绝大多 

数回原单位工作，有的被安排到新的部门工作。

由于中央电大从1986年起不再招收党政专业学生，民干校电大班于1987年 7 月八 

五级学生毕业后停办。

(三） 州人事管理专业证书班

根据国家教委、人事部(88)高教字006号文件和四川省教委、省人事局川教成(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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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精神，州人事局报经省人事局同意，省行政财贸管理干部学院接受甘孜州委托，于 

1989年在州民干校联合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专业证书班”。招收州内从事人事工作5 

年以上，年龄在 3 5岁以上、4 5岁以下，具有高中学历或同等学力的在职人事干部5 0人。 

专业证书班学制为一年，全脱产学习。于 1989年 3 月开学，1990年 1 月毕业。

在一年的学习期中，教学总时数共计810学时，其中必修课程行政管理、应用文写作、 

人才学、社会调査理论与方法、人事管理学、人事心理学、法学基础与行政法、国民经济管 

理、公共关系等9 门共为630学时，占总课时的7 8 % 。另专业讲座课为外国公务员制度、 

现行科学技术与政策、领导科学学、世界经济概论、古代公文选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6 

门，共 计 180学时，占总学时的2 2 % 。专业必修课为考试课，专业讲座课为考査课。学员每 

门必修课程考试及格，发给学科结业证书。全部课程考核合格，发给高等教育'〈专业证书》。

(四） 省千部函授学院甘孜州分院

1985年，经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和州委、州人民政府批准，州委讲师团承办四川省干 

部函授学院甘孜州分院。招生对象为州内各行各业在职干部职工。所招学员均参加当年 

全州统一的成人高考，由省招委划定录取线择优录取。自 1985年开办至 1991年 ，设吉财 

务会计、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 3 个专业，各专业学制均为三年。授课实行面授和函授结 

合 ，以函授为主，面授则集中所有学员进行教学。至 1991年已为州内各行业输送大专层次 

毕业生 163人。

分院由州委组织部和州委宣传部共管，州财政每年划拨一定的办学补助经费。现拥有 

图书资料、电视机、录放机、收录机以及电视教学录音、录像带等教学设备。有教职工 12 

人 ，其中讲师 5 人，聘有兼职教师5 人(副教授 2 人，讲 师 3 人）。

教育教学管理严格，每年接受省院的不定时检査，做到开足课程，保证质量，严格执行 

毕结业考试和升留级制度。

(五） 全国法律业余大学四川省分校甘孜州分部

遵照“一手办案，一手办学”的指导思想，1985年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全国法律业余大 

学四川省分校批准成立全国法律业余大学四川省分校甘孜州分部，对州内法院系统职工 

进行大专层次的教育。全州法院系统在职职工学员的招收，均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达到省 

招委规定的录取分数线，由分部会同省招生部门进行择优录取。分部培养分为两个层次， 

法律专科生和专业证书生。自 1985年开办到 1991年，共培养法律专业毕、结业学员 112 

人(其中专科毕业生7 0人，专业证书生4 2人）。1991年有在读学生170多人。分部已拥有 

办学所需的教室、办公室、图书资料、录音、录像等教学设备，保持常年招生。

(六） 州检察院电大工作站

1988年，州检察院电大工作站成立，并 于 1989年通过全国电大文化考试，录取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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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名。这批学员经过两年的函授学习，于 1991年全部毕业，取得《法律（检察）专业证 

书》。

第 二 节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康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始于清末。清宣统二年（1910)，关外学务局及巴塘粮员根据巴塘 

地方泥质铅矿可以制造陶器的特点，请准在巴塘创办陶业学堂，从附近官话学堂中挑选家 

境贫寒而又急于谋生的学生为陶业学堂学生，请藏族陶工泽仁达吉和日本专科制陶技师 

池田小岛传授制陶技艺，学习 6 个月，实习2 个月，毕业后从事陶业生产。学生除学习陶业 

技艺外，还必须学习官话及开浅易珠算、识字课等，以提高文化程度。

清宣统三年(1911)，根据雅砻江沿岸盛产野桑可以养蚕的条件，关外学务局令河口县 

(今雅江县)筹办蚕桑学堂一所(附设于河口初等小学堂内）。由教习周文裕指导学生于每 

年春季试办采桑育蚕，总结经验，进行推广。与此同时，在有的初等小学堂内开设了制革科 

的雕绘画科。至民国32年 (1943)，建立西康省立康定商业职业学校(简称商职校），校址在 

康定北门幸福桥。分初、高两部各三个年级，初级班收高小毕业生，高级班收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每年招生70〜8 0人。以学习会计、统计、商业学、财政学为主，兼学初、高中国 

文、数学。关外学生享受公费待遇。学校设教导、总务主任各1 人，有教职员2 4人。民国 

3 7年（1948)经省教育厅决定，省商职校与农职校合并，更名为西康省立实用职业学校，设 

农科班、商科班。

民国 3 3年（1944)，在西康省教育厅和建设厅办的农业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西康省 

立农业职业学校(简称农职校，校址在今康定县二中处）,设初、髙级各一班，学制三年，以 

学农业、林业、牧业为主，兼学中学学科。常年有学生50〜6 0人。民国37年 (1948)与商业 

职业学校合并。

民国3 3年（1944)，西康省卫生处在康定创办医事职业学校（简称医职校，校址在今州 

医院处），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主任各1 人。分西医内外科、小儿科、妇产科、护士科，招收 

初中毕业生，分科学习专业课，分班学习药物学、化学、物理学、微生物学等。还学习一些医 

院英语会话和药用拉丁语。前后共办4 个班，毕业学生54人。有专兼职教师2 0余人。

民国3 5年 (1946)，建立西康省立甘孜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设农业、工艺两科，学 生 15 

人,均为汉族子女。办了 1 年后，由于缺乏生源，于民国36年 (1947)停办。

民国 3 7年 (1948)秋，西康省政府会计处设立西康省高级会计人员训练班(今东关旅 

馆处），学制为大专两年，招收学员50余人，食宿由训练班供给，学习期满由训练班分配工 

作。办了 1 年，临近解放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