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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 4 8元，增长率为49. 2 0 %。勤工俭学收入用于改善办学条件补助教育经费达44. 77 

万元，比 1989年增加21. 77万元，增长率为95. 1 1 %。校办企业增多，且向外延伸，打 

破仅限于学校单家经营，出现学校和其他部门联合经营的形式。有的县校特别注意流通 

环节，生产的产品已不限于州内销售，向州外销售产品的学校增多，且成发展趋势。勤 

工俭学已打破过去单一办农场、办工厂或经营单一的现象，逐步向多种经营，力求最好 

效益型发展。同年，州首次召开勤工俭学表彰大会，对勤工俭学开展较好的9 个县 

(校）进行了表彰。

第四节教学设备

一、教学仪器

解放前，康区绝大多数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教学设备简陋，实验仪器设备很少。 

民国时期仅康定和泸定部分学校有少量的实验仪器、药品和图书设备，其余各县学校在 

教学设备上基本属于空白。

解放后，在教学仪器设备方面，由省教育厅统一领导管理，州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订 

购、分配。1950〜1962年，教学仪器均由省教育厅从教育事业费中统拨经费；器材、药 

品等直接由省下发到州文教局，再由州局分发给各县学校；州、县教育行政部门都没有 

设置专管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常年划出专项仪器购置经费。小学除县城部分学校有少量 

仪器外，绝大多数的区乡小学没有自然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因此多数学校无法按教 

学大纲要求，开展实验教学。有少数小学在教师的努力下，根据可能的条件，自制教具 

或采购材料，开展部分实验教学。

1963年起，省教育厅要求按教学大纲逐年配备教学仪器。州教育行政部门将省分配 

的教学仪器、药品，本 着 “先重点，后一般，再普及”的原则，分配供应到各县（校）。 

至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前，完全中学、中等师范学校，以及部分县城中小学，基本上 

能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开展实验教学。“文化大革命”期间，省教仪供应社名存实亡，各 

县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损失极大，无法进行实验教学。1973年，省教育厅恢复教仪机构，给 

学校购置配发一些教学仪器设备，但满足不了实验教学的需要。

1980年后，省教育厅和州文教局每年都配发和拨款购进教学仪器、电教器材、实验 

药品、图书挂图、体育卫生用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成套供应部分学校，开展实验教学 

的演示和实验。但多数学校仍难分组进行实验，同时各类学校专职实验人员大多未经培 

训和配齐，因而实验教学很少开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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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80年，州文教局在教育科内设专职人员管理教仪工作。次年在经费紧缺的情况 

下，筹集9 万元资金在康定城东关（原八一小学旧址）新建一幢500多平方米的教学仪 

器站工作用房，初步解决了电教仪器供应仓库与工作用房，专职人员增加到3 人。康定、 

泸定两县文教局也设立了电教仪器组，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关外各县文教局和学校也 

相继配备了专、兼职的电教仪器管理工作人员。

1984〜1990年甘孜州学校教学仪器配备情况统计表

学校类别

学

校

数

(所）

班

数

(班）

仪

器

金

额

(万元）

配备情况

备 注
90%

以上

50%

89%

2 0 %以下及 

无仪器学校

省重点中学 2 49 27 2 康定中学、泸定中学

城市一般髙完中 17 221 74 14 3

县镇初中 4 36 7.8 2 2

农村初中 9 57 19.2 3 2 4

县以上实验小学 3 51 3 3

县镇一般小学 23 268 14 13 10

乡中心小学 284 1704 40.8 121 163

乡基点小学 2 20 1.3 2 泸定县共和、蔡阳两乡

村级完小 2 12 2

非完全小学 482 793 1.4 28 454

首批达标中师 1 13 6.2 1 康定民族师范学校

民族中师 2 8 2 2 甘孜、巴塘两所民族师范

职业高完中 2 4 11.3 1 1

职业初中 1 1 1

合 计 834 3237 208 189 18 627

二、实验室

解放后，1978年前，仅部分重点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开展实验教学工作。从 1980 

年开始，州文教局增配了专职人员，从事实验室的建设。截止1990年，全州中小学实验 

室面积达10826平方米，有 189所学校基本配足实验仪器。其中：省重点中学2 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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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一般高完中14所，县镇初中2 所，农村初中3 所，县以上实验小学3 所，县镇一般完 

小 13所，乡中心小学121所，乡基点小学2 所，非完全小学28所，职业高完中1 所。这 

些学校，按要求配齐实验人员。中等以上学校实验人员，由省教委分期分批按科定额选 

送到实验人员培训班进行培训，或委托院校进行离职训练。州先后举办电教、仪器实验 

人员培训班，聘请绵阳教学仪器厂的工程师、中央讲师团的有关专业人员授课，采取以 

会代培、参观、组织经验交流等各种形式培训中学理、化、生学科的实验人员。小学自 

然实验人员，除州教委组织集中培训外，有条件的县自行办班培训。

1992年经省、州、县三级联合检査评比，泸定县达到全县基本普及实验教学。州教 

委还组织力量，对已建成实验室的学校进行检査统计，各类学校实验室的实验教学开展 

情况如下表：

\ 项  

开 \ @

滅
初 中 段 高 中 段

演 示 分 组 演 示 分 组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重 点 中 学 85 85 70 80 80 60 90 80 75 80 70 70

县 镇 高 完 中 70 70 58 65 65 50 70 60 60 65 55 55

县 镇 初 中 80 80 60 60 50 30

农 村 初 中 60 60 45 40 40 25

达 标 中 师 70 65 65 65 65 60

小  学 演 示 分 组

实 验 小 学 80 70

县 镇 完 小 65 45

乡 中 心 小 学 45 15

乡 基 点 小 学 90 80

三、计算机的配备和管理

1985年，四川省教仪公司，根据省府批准制订的《关于我省开展计算机教学试验工 

作初步意见》，制发了机房建设要求和标准图样供各地、市、州使用，同时组织计算机设 

备供应。州内在计算机的配备和管理工作上，先在康定中学搞试点，一手抓师训，一手 

抓设备，分别开设进修课，并把计算机用于教学管理和师资培训。至 1990年，康定师范 

学校、泸定中学、丹巴中学、康定师范学校附小、康定县回民小学等共6 所学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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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计算机教学和使用工作。除康师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成套设备外，其他5 所中小 

学有 APPLE (苹果）5 台 （即教学用机），CAMX (航模）3 0台，中华机2 6台 （即学生 

用机），机房6 间、面积480平方米，稳压电源2 4台，桌凳300套；投资经费14万元 

(自筹经费，不含国家投资的一半），专职人员6 人，兼职人员6 人，分别经省教委设备 

处培训。同时，州教委电教馆还组织经验交流活动，帮助学校建立管理制度。订 送 《计 

算机》杂志，凡有计算机设备的学校，教学试点工作逐步开展，有的开设选修课，有的 

开展课外活动，有的进行师资培训，有的把计算机用于教学和学籍管理。

四、图书室

解放后，教育部门重视图书资料的购买、借阅工作。至 1990年底，全州学校，图书 

室总面积达到110281平方米，藏书总量达到368183册。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大 

专），从开办起就新建一幢面积3800平方米的图书馆，藏书拥有量为13. 8 万余册，配备 

专职管理人员13人。康定民族师范学校（中专），为省、州规划建设的师资培训中心和 

图书资料中心、电化教育中心。康定中学图书管理人员中有高级图书研究员指导业务工 

作。

五、电化教学

1950〜1966年，州文教处本着先重点，后一般，再普及的原则，逐步开展电化教学 

工作。一些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中，在外语、汉语拼音、语文朗读课教学中，用留声机唱 

片辅助教学；一部分完小也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中使用唱片。随着教学仪器的 

配发，有显微幻灯机，用于放映生物切片。到 60年代，部分学校已用电唱机进行外语和 

音乐教学；幻灯教学在部分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中得到应用。70年代，给中师、普中及部 

分小学配发电影放映机、盘式录音机和扩音机。

粉 碎 “四人帮”后，电化教育发展较快。1979年，州文教局在教育科增配管理电教 

工作的专职人员，购置配发了 16m m电影放映机24部，8. 75mm放映机20部，同时购进 

电影教学影片，组织培训放映人员。同年，分别配发19至 24英寸的“百花”、“牡丹”等 

牌的黑白电视机给部分中学师范和小学。同时配发大量的白昼与多用幻灯机、四用电唱 

机、盘式与盒式录音机、单放机以及幻灯片、唱片、录 音 片 （带）供各学校教学使用。

进入80年代以后，购置彩色、黑白电视机和收录机配发给中小学和各中等专业学校， 

再加上购置配发数百台投影仪、电教配套机具与部件，全州重点中小学、师范学校都不 

同程度地展开电化教学工作。

1984年，被省确定为电教试点的学校有康定中学、康定民族师范学校、康定回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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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泸定建设小学，每校配有1〜6 名专兼职电教人员，并选派到省参加电教技术培训。 

是年，州文教局购置电教器材设备的投资经费数额增多，部分县、学校亦自筹经费用于 

添购电化教学设备，购置录相机、电视监视机、投影器、幻灯机、收录机等装备学校，进 

行电化教学。

1985年州正式成立“电化教育馆”。投资70多万元的经费，新建一幢2300多平方米 

的电教大楼。康定民族师范学校被国家教委、四川省教委定为接受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 

会援助现代化电教系列配套设备的学校。在援助经费支持下，新建1860多平方米的电教 

大楼，内设有摄像编辑设备、录放像设备、语言室、演播室、计算机室、胶印复印系统、 

巡回教学设备等，为全州电教设备齐全、先进的电教中心。

1986年，选定泸定、丹巴、九龙、巴塘4 个县，开展卫星电视教育，由州电教馆提 

供设备，各县配备指导教师，进行中师学历培训。至 1990年，经考试合格共毕业106人， 

并由省电视广播学校统一颁发中师结业合格证书。

1986〜1990年的5 年间，州电教馆电教教材复制室从省电教馆购进各科录像教学片 

“母带”，或接收教育节目复制成套，配发给各校使用。同时，州电教馆、康定师范电教 

室还利用自身设备，协同州教科所及有关学校，摄制编辑课堂优质课教学片，分发给各 

县同级学校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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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篇

第 一 章 机 构 队 伍

第 一 节 机 构

一、管理机构

解放前，对科技无综合管理机构，有关科技事宜由各业务部门统筹办理。民国2 6年 

(1937)，仅雅江县政府第三科设有“技士”，管理建设技术事务。当时科技管理最高职位 

为 “技监”，依 次为“技正”、“技士”、“技佐”。“技士”负责管理交通、农业拓荒、矿产、 

气象测报组、农业试验场、工程勘测组。民国28年 （1939)，西康省政府内设建设厅，建 

设厅内一科主管农林牧、卫生、工业、教育等；各县政府建设科内设有“技士”。

解放后至1975年前，亦未设综合管理机构，科技事业由主管业务部门办理。1975年 

9 月，正式成立州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州科委），但归口州计划委员会（简称州计委）， 

无内设机构，配备副主任1 人，工作人员2 人。1978年，州科委从州计委内划出，配备 

正副主任3 人，工作人员14人，内设办公室、科技计划科、科技干部科。以后州科委内 

设的科室有过几次调整和增减。1983年 1 2月，定为四科一室，即办公室、科技管理科、 

科技干部科、科普科、学会科。1986年 5 月，将四科一室调减为三科一室，即办公室、科 

技管理科、科技成果管理科、科技教育科。1987年 1 月，成立州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设在州科委；1989年 6 月，该办公室连同编制3 人划归州人事局。先后担任 

州科委主任的有刘泽、长命、陈昌永。

州科委成立以后，各县科委也先后建立。据 1990年统计，18个县科委共有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