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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中的辽宁教育 50年 (中 )

辽宁省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喜平

　　第二个重要标志是: 教育结构科学化、 现代

化、 合理化程度显著提高。

教育结构是否合理、 科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

地区教育发达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 , 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社会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

标志 , 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重

要基础。刚解放时 ,辽宁教育 ,不仅基础极为薄弱 ,

而且有两大致病的弊端: 一是 “远离工农” , 二是

“远离工农业生产”。经过 50年代的改造 , 很快地

确立了 “面向工农大众” , “服务于工农大众”的教

育方向。但直到 70年代 ,“教育与工农业生产相结

合”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 ,直到

改革开放之前 , 我省的教育结构 , 主要是普通教

育 ,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教育十分薄弱。其

主要表现有三方面: 一是直接为经济发展培养合

格劳动力和中初级技术人才的职业教育近于空

白 ; 二是为提高在岗劳动力职业适应能力和技术

水平服务的成人教育很不发达 ; 三是普通高等教

育和普通中等专业教育 , 其专业结构也与辽宁经

济、 社会发展很不适应。 1978年 , 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提出新形势下 “教育必须与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 的新的宏观层面的 “教劳结合观”。同

年 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实现了在全党工作重

点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和全教会精神的鼓舞下 ,为适应新的 “向

四个现代化进军” 的客观要求 , 我省开始了 20年

的教育结构大调整 , 基本上建成了符合江泽民总

书记所要求的 “教育应与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的辽宁教育新的结构框架 ,保证了教育更好地

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

1. 建成了具有辽宁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

1979年 , 我省在全国最先启动中等教育结构调

整 , 率先创办了职业高中。到 1980年 , 全省新办

职业中学、 农业中学 672所 , 100多个专业 , 在校

学生 6. 5万人。加上中专 112所 ,在校学生 4. 8万

人 ;技工学校 259所 , 在校学生 5. 8万人 ,三种形

式在校的学生总数达 17. 1万人 ,占全省高中阶段

学生总数的 36%。①此后 , 又经过 18年的不断深

入调整、 巩固、 发展 , 到 1998年 , 全省共有职业

中学 523所 (职业高中 454所 ; 职业初中 69所 ) ,

在校学生 20. 73万人 ,是 1980年的 3. 2倍 ;另外 ,

还有中等专业学校 (含中技和中师 ) 170所 , 在校

学生 15. 55万人。两者共 36. 28万人 , 是 1980年

的 2. 12倍 , 除去职业初中在校生 5 603人之外 ,

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共 35. 7万人 ,

占全省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 50%。 其中城市占

62%。

省政府和省教委为了进一步完善我省职教体

系 ,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向上下延伸。一是 “向下延

伸”: 即大力加强 “农村初等职业教育”。把它作为

改革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的突破口 , 作为农村初

中控辍的治本措施 ,开展了 “农村初级职教年”活

动。 1998年 , 新建县级职教中心 12所 ,完成了 54

个农村县 (区 )建立职教中心的任务 ,全省农村县

(市 ) 区中等职业教育结构布局调整工作基本完

成。二是 “向上延伸”: 即开拓高等职业教育的新

局面 ,新建和改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5所 ,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试点学校增至 28所、 58个专业、 79个

专业点 , 年招生规模增至 3 865人。

此外还有新建预备军人学校 43所 ,年均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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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120人以上。

目前 , 一个包括接受农村初等职业技术教育

人数达 15万人、 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数达

35. 7万人 , 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数达 5 209

人 , 以及年均接受农村职业技术培训达 600万人

次的 “初、 中、 高” 三级相连、 “基、 职、 成” 三

教相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业已形成并逐步完善。

表 12: 1962年— 1980年— 1998年辽宁职业教育发展变化表

总 人数
占高中阶段

比　例

职 业 中 学 中等专业学校

学　校　数 在校生人数 学　校　数 在校生人数

1962年② 0. 218万人 微乎其微
59个班

(开始创办 )
0. 218万人 - -

1980年③ 17. 1万人 36% 672所 6. 5万人 371所 10. 6万人

1998年 35. 7万人
50%

(城市为 62% )
523所 20. 73万人 170所 15. 55万人

表 13: 截止 1998年辽宁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所拥有的培养能力

结构层次 发展水平及培养能力

初等职业

技术教育

—— 接受农村初等职业教育人数达 15万人 ;

—— 全省建成 54个县级职教中心 ;

—— 全省 1 000多所农村初中都要承担初等职教任务。

中等职业

技术教育

—— 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数达 35. 7万人。

占高中阶段学生数 50%以上 (其中城市为 62% )。

高等职业

技术教育

—— 已建成 5所高职院 ; 高职教试点学校增至 28所 ;

—— 年招收高职学生增至 3 866人 ( 1999年将增至近万人 )。

职业技术

培　　训
—— 年均接受农村职业技术培训达 600万人次

　　 2.建立起初步适应终身教育需要的辽宁成人

教育体系。 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是社会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 建立健全开放式成人教育系统是实施

终身教育的保证。建国以来 ,辽宁成人教育从无到

有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又开辟了现代远程教育

系统和自学考试系统 , 建立起一个 “纵向” 包括:

成人高等教育 ( 53所 , 在校学生 15. 41万人 )、 成

人中等专业教育 ( 247所 , 在校学生 9. 15万人 )、

成人中学 ( 265所 , 在校学生 2. 6万人 )、 成人技

术培训学校 ( 12 440所 ,在校学生 367. 4万人 )、成

人初等学校 ( 1 057所 ,在校学生 2. 82万人 )。“横

向” 包括: 广播电视成人教育 ( 11所 , 在校学生

7. 11万人 )、 职工成人教育 ( 287所 , 在校学生

6. 59万人。职工技术培训学校 381所 , 在校学生

17. 6万人 )、 农民成人教育 ( 1 223所 , 在校学生

5. 41万人。农民技术培训学校 12 059所 , 在校学

生 350万人 )、干部成人教育 ( 8所 ,在校学生 1. 04

万人 )、 函授成人教育 (在校学生 9. 45万人 )、 教

师成人教育 ( 93所 , 在校学生 0. 38万人 ) , 以及

自学考试 (在考考生 40万人 )所组成的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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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初步形成了“紧密结合我省经济建设实际需

要 ,结构比较合理 ,科类比较齐全 ,规模比较适当 ,

基本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提高现有劳动力素

质需求” 的成人教育格局 (体系 )。 见下表:

表 14: 截止 1998年辽宁成人教育体系简表

　层　　
　　　次
类　　　
　　型　

成人高等学校 成人中专 成人中学 成人初等学校 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所
在校生

(万人 )
所

在校生

(万人 )
所

在校生

(万人 )
所

在校生

(万人 )
所

在校生

(万人 )

广播电视

成人教育
3 2. 57 8 4. 54 - - - - - -

职　　工

成人教育
41 2. 15 117 3. 19 119 1. 11 10 0. 138 381 17. 6

农　　民

成人教育
- - 30 1. 23 146 1. 50 1047 2. 68 12 440 350. 0

干　　部

成人教育
7 1. 04 1 0. 0035 - - - - - -

函　　授

成人教育
- 9. 45 - - - - - - - -

教　　师

成人教育

(继续教育 )

2 0. 195 91 0. 188 - - - - - -

自学考试 40万在考学生

表 15: 截止 1998年辽宁成人教育

体系所拥有的培养能力

结构层次 　培　养　能　力

初等成人教育 年毕业学生 3. 57万人

中等成人教育 年毕业学生 4. 81万人

高等成人教育 年毕业学生 4. 66万人

成人技术培训 年培训学生 414. 7万人

自 学 考 试 年培训学生 1. 5- 2万人

3. 基本形成了符合辽宁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

的普通教育的科类结构、 层次结构。 50年来 , 随

着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特别是产业结

构的不断调整、变化和升级 ,我省普通教育 (主要

是普通高等教育、普通中等专业教育 )主动与之适

应 , 不断调整、 改造 , 现已形成与我省经济、 社会

发展更加适应的科类结构和层次结构。 ①从层次

结构来看 , 1949年 , 我省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

生和中等专业人才四个层次人才在校生之比为

0. 008∶ 1∶ 0. 1∶ 12。经过 50年的发展、 优化 ,到

1998年 ,其层次结构为 0. 07∶ 1∶ 0. 42∶ 2. 57,若

含成人教育则为 0. 07∶ 1∶ 0. 86∶ 3. 29, 明显趋

向为合理化。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从无到有。

1949年我省仅有研究生 48名 ; 到 1998年 , 已经

发展到博士点 124个、硕士点 448个 ,在校研究生

9 895人 ; 是 1949年的 206倍 , 其中博士生 2 221

人 ; 硕士生 7 674人。年毕业研究生 2 854人。与

此同时 , 本、专科人才比例日益合理。中等专业人

才 (含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人才 )发展迅速。

逐步形成四个层次 (指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中专生及中职生 ) 人才培养的梯型结构 , 见下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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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1949- 1998年辽宁专门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调整变化表

年　　结　　层　

　份　　构　　次

研究生

(万人 )

本科生

(万人 )

专科生

(万人 )

中等专业人才

(万人 )

一

九

四
九

年

在校生数

(万人 )
0. 0048 0. 5634 0. 0563 6. 6

层次结构 0. 008∶ 1∶ 0. 1∶ 12

毕业生数
(万人 )

- 0. 004 0. 1046
0. 2111

(只有中师记载 )

层次结构 0∶ 1∶ 26∶ 53

一

九

九

八

年

在校生数

(万人 )
0. 99

13. 96 (含成人

教育为 14. 12)

5. 96 (含成人

教育为 11. 75)

36. 27 (含成人

教育为 45. 42)

层次结构 0. 07∶ 1∶ 0. 42∶ 2. 57 (含成人教育为 0. 07∶ 1∶ 0. 86∶ 3. 29)

毕业生数

(万人 )
0. 23

2. 51 (含成人

教育为 3. 04)

2. 24 (含成人

教育为 6. 38)

10. 47 (含成人

教育为 13. 53)

层次结构 0. 09∶ 1∶ 0. 9∶ 4. 5 (含成人教育为 0. 07∶ 1∶ 2. 1∶ 5. 4)

　　②从科类结构来看: 1949年 ,辽宁仅有综合

大学 1所 ,在校生 1 062人 ;理工院校 3所 ,在校学

生 1 398人 ;农林院校 1所 ,在校学生 479人 ;医药

院校 1所 ,在校学生 2 533人 ;语文院校 1所 ,在校

学生 60人 ;艺术院校 1所 ,在校学生 124人。师范

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民族院校、

职业技术学院等六类院校空白。 经过 50年的发

展 ,到 1998年 ,已有综合大学 4所 ,在校学生 228

523人 ;分别是 1949年的 4倍和 26. 8倍。理工院

校 19所 ,在校学生 90 455人 ;分别是 1949年的

6. 3倍和 64. 7倍。农林院校 3所 ,在校学生 8 590

人 ;分别是 1949年的 3倍和 19. 7倍。医药院校 6

所 ,在校学生 13 505人 ;分别是 1949年的 6倍和

5. 3倍。语文院校 1所 ,在校学生 2 056人 ,分别是

1949年的 1倍和 34. 3倍。 艺术院校 2所 ,在校学

生 1 518人 ;分别是 1949年的 2倍和 12. 2倍。此

外 ,从无到有发展了师范院校 13所 ,在校学生 30

169人。财经院校 4所 ,在校学生 13 078人。政法

院校 2所 ,在校学生 3 744人。体育院校 1所 ,在校

学生 1 736人。民族院校 1所 ,在校学生 650人。职

业技术学院 5所 ,在校学生 5 209人。 共设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等 10大科类、 64个二级学科、 100多个

专业、 490专业点。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顺应当

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 ,创建一批新兴

学科。我省新建的新兴学科包括: “法学类”、“大气

科学类”、“信息与电子科学类”、“材料科学类”、

“环境科学类”、“科技信息与管理类”、“农业工程

类”、“电子与信息类”、“森林资源类”、“环境保护

类”、“ (农业 )管理类”、“ (医学 )管理类”等。据不完

全统计 ,我省现有新兴学科在校生人数已占到在

校生总数的 14. 8%。 详见下表 17和表 18:

表 17: 1949- 1998辽宁省高校分科类发展表

项　年　科　

　目　份　类
合计

综合

大学

理工

院校

农林

院校

医药

院校

师范

院校

语文

院校

财经

院校

政治

院校

体育

院校

艺术

院校

民族

院校

职业技

术学校

高

校

数

1949 8 1 3 1 1 0 1 0 0 0 1 0 0

1998 61 4 19 3 6 13 1 4 2 1 2 1 5

1998
1949

倍 7. 7 4 6. 3 3 6 - 1 - - - 2 - -

在
校
生
数

1949 6 197 1 062 1 398 479 2 533 0 60 0 0 0 124 0 0

1998 199 22328 52390 445 8 590 13 505 30 169 2 056 13 078 3 744 1 736 1 518 650 5 209

1998
1949

倍 321 268 647 179 53 - 343 - - - 1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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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1985- 1998年辽宁主要科类

结构调整、 优化情况对照表

(按在校学生 , 即培养能力计 )

　　年份

科类　　

1985年 1998年

在校生

数 (人 )
%

在校生数
(本、专科 )

(人 )
%

增 长 的

百分点数

总　计 79 001 100 199 223 100 -

工　科 38 749 49 96 360 48. 4 - 0. 6

农、林科 2 662 3. 3 8 590 4. 3 + 1. 0

医、药科 7 194 9. 1 13 505 6. 8 - 2. 3

师　范 15 285 19. 3 30 169 15. 1 - 4. 2

文　科 3 216 4. 1 17 532 8. 8 + 4. 7

理　科 2 757 3. 5 12 958 6. 5 + 3. 0

财　经 6 388 8. 1 13 078 6. 6 - 1. 5

政　治 1 574 2. 2 3 744 1. 9 - 0. 3

体育、

艺术　
1 446 1. 8 3 254 1. 6 - 0. 2

其中:　

新兴学科
- - 29 569 14. 8 + 14. 8

4. 形成与辽宁中小学师资需求相适应的师范

教育体系。师范教育是教育的 “母机”。建国以来 ,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 , 我省师范

教育获得长足的发展 , 从 1949年没有一所高等师

范院校 ,只有 9所中师 ,在校学生 2 111人。到 1998

年已经建成层次结构、 科类结构符合中小学师资

发展需要、 职前职后相互衔接的、 完备的辽宁师范

教育体系。该体系由四所普通师院 (师大 )、 9所普

通师专、 26所普通中师、两所教育学院、 91所教师

进修学校组成。在该体系中 ,职前在校生总量达 53

892人 (其中: 4所高师 18 038人 ; 9所师专加大

连师范学校大专班共 12 131人 ; 26所中师 23 723

人 ); 职前专任教师总量达 9 900人 (其中高师 3

898人 , 师专 3 943人 , 中师 2 059人 )。职后在校

生总量达 3 796人 (其中两所教育学院 1 916人 , 91

所教师进修学校 1 880人 ) ;职后专任教师总数达 4

849人 (其中教育学院 444人 ; 教师进修学校 4 405

人 )。

表 19: 1949- 1998年辽宁 “师范

教育体系” 的发展变化表

　　　项　目

年　份　　　
所数

在校学生数

(人 )

专任教师数

(人 )

1949 9 2 111 -

1998
(含职前、 职后 )

130 57 688 11 106

1998年辽宁 “师范教育体系”

职

前

高等师范院校④ 4 18 038 1 983

高等师范专科⑤ 7 12 131 2 215

中等师范学校⑥ 26 23 723 2 059

职

后

教育学院⑦　　 2 1 916 444

教师进修学校⑧ 91 1 880 4 405

职前小计 37 53 892 6257

职后小计 93 3 796 4 849

由上述可见 , 50年来 ,我省教育系统坚持在发

展中不断优化教育结构 ,包括布局结构、办学形式

结构 、 种类结构、 层次结构等 , 特别是通过填补职

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空白以及完善基础教育

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 ,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 “四

类教育齐全 ,基础教育力量雄厚 ,职前职后教育相

互沟通 ,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举 ,以及教育系统内

部各类教育之间比例适当 ,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

比较适应的合理教育结构”。

第三个重要标志是: 教育质量、 科研水平和办

学效益有了显著的提高。

教育资源整体水准的提高、 教育结构的优化 ,

最终都要表现到人才培养质量、 科研水平和办学

效益上来。教育质量、 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是教育

系统对社会贡献程度的根本标志。建国 50年来 ,辽

宁教育系统不仅为全社会提供了 200多万名高校

毕业的人才、 1 000多万名高中阶段毕业的人才和

将近 1. 5亿初中和小学毕业的人才 ,以及数以万计

的科研成果 , 而且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 , 我省教

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日益提高。

1. 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和教育的整体质量有

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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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前两年实现 “双基” 达标 , 名列全国第 7。

辽宁省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 , 早在 1994年

就已完成并通过国家验收。辽宁省以县 (区 )为单

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 , 也于 1998年完成并通

过国家验收 , 提前两年多的时间 , 实现 《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要求 , 从而成为全国

第 7个 “双基” 达标省 (直辖市、 自治区 )。

②一批先进学校、 学科和教学管理部门被列

为 “全国示范性单位”、 “全国先进 (或优秀 ) 单

位”。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辽

宁大学等四所高校被列为国家 “ 211工程”学校。沈

阳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第一个被列为 “全国示范专

科学校”。 一批优秀的职业中学和农村中学相继被

列为全国或省级示范学校。 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中 , 一批 “精神文明校园”、 “学雷锋先进

集体” 相继涌现。

③以提高人才培养综合素质为目标的 “素质

教育工程” 已经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基础教育

在基本实现 “普九” 任务的基础上 , 已经走上 “区

域均衡发展” 和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的轨道。“区

域均衡化发展” , 旨在巩固 “普九” 成果 , 提高 “普

九” 水平。“实施素质教育” , 旨在解决基础教育的

方向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提高全民族素质。高等

教育加强综合素质教育 , 旨在培养 “广博与精深相

结合、人文和科学相统一”的 21世纪新型人才。目

前 , 我省推进素质教育已经出现 “全省有氛围 , 各

市有特色 ,校校有行动 ,一批有创造”的大好局面 ,

受到国家教育部领导同志的肯定。

④ “每万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 及 “人

均受教育年限” 等教育水平的综合指标居于全国

先进行列。 我省高等教育每年毕业人数将近 10万

人左右 (其中 , 普通高校毕业生 5万左右 , 成人高

校毕业 4至 4. 5万左右 , 另外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 2万左右 ) , 职业技术教育每年能为全省培养

近 20万名中、 初级技术人才和合格劳动的后备力

量。目前 , 全省每万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已

达 450人 ; 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 8. 6年 , 城市已达

9. 4年等 , 这些指标不仅比 1949年高出几十甚至

几百倍 , 而且比改革开放前的 1978年也有了大幅

度的提高。 这些指标目前都居于全国先进行列。

2.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①经

过 50年的发展 ,我省教育战线 (特别是高等学校 )

已经成为科教兴省的重要生力军。目前 , 我省高校

已经建成 9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5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 , 4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 2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 , 8个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此外 , 全省高校中

还有 244个专门科研机构 (其中科研所 169个 ) ,每

年约有 1. 5万人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

“八五”期间全省高校年均承担国家、省、市各级政

府和企事业单位研究与发展课题 7 800余项 ,非研

究与发展课题 700余项。年鉴定主要科技成果 420

余项 ,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占 25%以上 ,

年均申请专利 140余项。 五年共获科研经费 8. 43

亿元。⑨ “九五” 期间 , 全省高校科技实力和贡献率

又有了进一步上升。 1997年 ,我省高校科技经费达

4亿元 ,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77项 , 国家

级科技攻关项目 104项 , “ 863” 高新技术项目 16

项。当年全省共推广重大科技成果 41项 ,其中高校

就有 35项 , 占 85. 4%。 1998年 “辽宁省产学合作

项目洽谈会”上 , 全省高校鉴定合同数和成交项目

投资数分别占全省的 75%和 78%。 科研与开发经

费达 5亿元 ,其中 70%来自企业。由此表明 ,我省

高校科研工作已经走上了 “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和 “在服务中发展” 的良性发展轨道。②高校高科

技产业化和中小学科技示范工作迈出了可喜的步

伐。我省高校在不断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时 ,大力兴

办高科技产业 ,促进产学研一体 ,不仅加速了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而且为创建新的 “育人

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 “八五”期间为例 ,我

省高校共建立高科技产业实体 256个 ,拥有教职工

2. 1万人 , 实现总产值 12亿元 , 总利润 1. 5亿元。

1998年 ,省教委还确定了锦州 、辽阳两个市为产学

合作示范市 ,大石桥为科教兴农示范市 ,并与省直

有关部门一起确定了 11家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

一批大中小学在全省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

了科技试验示范和技术推广辐射作用。 科技示范

和服务的本身也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学校自身水平

的提高。近年来 ,我省还充分发挥教育外事的优势 ,

积极实施“春晖计划” ,成功地吸引和接待了留美博

士企业家代表团来我省洽谈合作项目 , 签订意向

协议 45件 ,许多项目已在实施中。③在提高 “两出

(出人才、 出成果 )水平”的同时 ,办学效益有了较

大幅度的提高。 仅以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年与

1998年相比: 高校生师比已由 4. 87∶ 1, 提高到

11. 4∶ 110 ,提高了 133. 8% ; 高校生员比由 2. 25∶

1, 提高到 4. 59∶ 1, 提高了 103. 8% ; 高校校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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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由 1 736人 /校 , 提高到 4 367人 /校 , 提高了

151. 5% ,提前两年实现国家 《面向 21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 提出的校均 4000人的标准。

表 20: 1980- 1998年辽宁省普通

高等学校办学效益对比表

　　年份

效益　　
1980年 1998年11 提高%

生师比 4. 87∶ 1 11. 4∶ 1 133. 8

生员比 2. 25∶ 1 4. 59∶ 1 103. 8

校均规模 1 736人 /校 4 367人 /校 151. 5

第四个重要标志是: 教育国际交流取得积极

的成果 , 促进了辽宁教育的 “三个扩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 辽宁只有屈指可数的

几所高校有涉外活动 , 而且活动也仅限于聘请几

名文教专家或接纳少量的外国留学生。 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和推动

下 , 我省不仅是高等院校而且许多中小学也积极

创造条件开展国际交流 ,博采各国之长 ,为我所用 ,

为提高我省教育战线的教学、 科研及管理水平 , 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与国外学校之间的交往日益

扩大。到 1998年末 ,全省已有 40多所高等院校、近

百所中小学与国外相应的 200多所高等院校、数百

所中小学、 以及有关教育机构和民间团体建立了

校际交流关系。 全省每年聘请长短期外国文教专

家 500- 600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 日本、 德国 、

俄罗斯、 英国、 韩国等 , 在全省 70多个大、 中小学

及有关教育机构中工作。 ②外国来辽留学人员不

断增加。 自 80年代以来 , 辽宁省高校共接受来自

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 7 000人。 1995年以来平

均每年有 50- 60个国家和地区的 1 000多名外国

留学生在省内近 30多所高校及若干其他教育机构

中学习汉语 , 有的学习中医、 经济等。③辽宁派出

学习和合作研究人员也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 ,

辽宁每年通过国家公派、 单位公派和自费等多种

渠道派出学习、合作研究人员不断增加 ,由 80年代

的每年几百人 ,发展到 90年代的每年上千人。随着

辽宁省 “跨世纪人才工程” 的实施 , 外派留学人员

数量还将有一个大的增长。与此同时 , 国际学术交

流也不断扩大。 80年代以来 ,我省高校共举办了十

多次国际性会议。年均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近 200

人次 ,提交学术论文年均 250余篇。随着对外交流

活动的深入开展 ,学校的学术视野得到扩展 ,促进

了辽宁综合教育省力的提高。

第五个重要标志是: 地方教育法规日臻完善 ,

依法治教迈上了轨道。

①加强地方教育立法 , 逐步完善地方教育法

规体系。 自 1980年起 , 省政府首先以辽政发

[1980] 70号文发布了 《关于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

的若干规定》 , 接着 , 相继于 1981年省五届人大第

十次常委会通过了 《辽宁省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

的几个问题的规定》、 1986年省政府以辽政发

[1986] 117号文件发布了 《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规

定》、 1987年省政府以辽政发 [ 1987 ] 30号文件批

转了《辽宁省基础教育分级管理暂行规定》、同年省

政府以辽政发 [ 1987 ] 54号文件批转了 《关于加强

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的暂行规定》、 同年省六届人

大第 27次常委会通过了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条

例》、 1988年省七届人大第 6次常委会通过了 《辽

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1986年省六届人大第 20

次常委会通过 、 1990年省七届人大第 19次常委会

修正通过了 《辽宁省九年义务教育条例》、 1991年

省政府以辽政办发 [ 1991 ] 97号文批转了 《辽宁省

幼儿园管理实施办法》 等。此外 , 还有以省委、 省

政府联合名义颁发的一系列有关教育的重要法规

性文件 , 如 1985年以辽委发 [1985 ] 28号文颁发

的 《中共辽宁省委、 省政府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 , 以及 1993年以

辽委发 [ 1993] 16号文发布的 《辽宁省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等等。 1998年 , 在深入调研、 反复论证

的基础上 ,又起草了《辽宁省民办中小学条例》 ,现

已报省人大常委会并通过一审。经过 20年的努力 ,

辽宁地方教育法规正在日臻完善。 ②加强执法监

督 ,保证依法治教。 1998年省教委下发了 《关于加

强教育法制工作的意见》 , 并配合省人大对全省贯

彻执行 《职业教育法》 的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同

时 , 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全省教育执法人员进行了

培训 ,完成了对全省教育执法人员颁发 《行政执法

证》的工作。全社会依法治教的宣传也已形成声势 ,

有效促进了依法治教新观念的形成与普及 , 为深

入促进依法治教提供了组织、 队伍和思想保障。

第六个重要标志是: 教育科学研究蓬勃兴起 ,

科研兴教蔚成风气。

随着 “科教兴省” 战略的实施 , 全省 “尊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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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和 “科研兴教” 意识不断增强 , 有力地促进了

新形势下教育规律的深入探索和育人质量的飞跃

性提高。①建立健全了省、 市、 县 (区 ) 三级教育

科研网络。迄今为止 , 辽宁教育科研网络建设一直

走在全国前列。 “九五” 前半期已经完成了省、 市 、

县 (区 )三级教育科研网络建设 , “九五” 后半期将

进一步向省、 市、 县 (区 )、 校四级教育科研网络发

展 , 并在实施中总结出一系列符合省情和市情特

点的网络建设经验。如 “小机构、 大网络、多功能 、

高效益”以及 “行政支持 ,课题牵动 ,逐级组织 ,覆

盖到校” 的经验等。②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教师结合

教学实践投身科研 ,收到 “以研促教”的明显效果。

辽宁省的教育科学研究历来强调 “针对性”、 “实用

性” 和 “科学性” 的结合。正因为其针对性强 , 吸

引了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广大一线教师 ,

以高昂的热情争取课题、 参与课题。 例如 《落实

“科教兴省”战略 ,深化区域化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

就有十几个市、 县 (区 )教委参加 ; 《素质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 ,有 100多所中小学参加 ,等等。据

统计 , “九五”期间全省有 3 000多所大中小学承担

或参与 了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 参与研究的

专、 兼职科研人员、 教师、 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领

导同志达三万余人。 ③一批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成

果正在成为推动我省教育、 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强

大动力。“七五”以来 , 省教委、 省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相继表彰了一批紧密结合辽宁教育改革和

发展实践、 具有较大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的教育

科研课题 , 其中 , 获一等优秀成果奖的 186项 ; 二

等优秀成果奖 354项 ; 三等优秀成果奖 503项。这

些成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它们都已成为加速辽

宁省教育、 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 正在产生不可

估量的社会效益。 如其中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科

技进步二等奖、 获省 “九五” 教育科学规划优秀成

果一等奖的 《面向 21世纪的辽宁教育发展战略研

究》 和 《辽宁省 1998- 2002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研

究》 , 为确立全省和 14个市的跨世纪发展战略 , 形

成统一的思想和明确思路 ,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促

进辽宁跨世纪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

1998年省教委又制定并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

我省教育科学研究的意见》 , 它标志着我省教育科

研将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表 21: 辽宁省 “七五”、 “八五”、 “九五”

(中期 ) 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表

合计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总　　计 1 043 186 354 503

“七五” 期间12 191 31 64 96

“八五” 期间13 410 78 163 169

“九五” 期间14 442 77 127 238

　　 ( “九五” 中期还有 131个单位获 “辽宁省 `九五’

教育科研先进集体” 称号 )

注:

①见《辽宁省普通教育年鉴 ( 1949- 1985)》 ,辽

宁大学出版社 , 第 207页。

②、 ③见 《辽宁省普通教育年鉴 ( 1949-

1985)》 , 第 207页。

④见辽宁省教委 《辽宁教育事业统计资料

( 1998- 1999年度 )》 , 第 60页。

⑤高等师范专科 7所之外 ,还有一个大连师范

学校大专班。 资料出处同上 , 第 60页、 第 64页。

⑥资料出处同上 , 第 162页。

⑦资料出处同上 , 第 482页。

⑧资料出处同上 , 第 524页。

⑨见辽宁省教委 1997年编辑出版的 《辽宁教

育 (画册 )》 第 64页。

10按在校本专科学生当量数计 , 具体计算方

法见11。

11根据国家教委教计 [1994 ] 239号文件规定

的核定高校 “本专科学生当量” 的计算标准 , 1998

年我省在校研究生 9 895人 , 折合成本科生为 19

790人 (当量 ); 成人脱产班 15 618人 , 折合成 23

427人 ,函授生 51 819人折合成 10 364人 ,夜大 27

118人折合成 13 559人 , 所以 1998年在校生 (当

量数 ) 为 266 363人。

12见辽宁省教育委员会辽教委字 [ 1991 ] 69号

文件。

13含 “八五” 中期和末期两次表奖数。见辽宁

省教育委员会辽教委通字 [1993 ] 318号文件和辽

教委办字 [ 1996 ] 2号文件。

14见辽宁省教委辽教委函字 [1998 ] 130号文

件。

(责任编辑: 刘国瑞 ; 责任校对: 王少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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