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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际收人水平。1982年改为工资制后，月平均工资一般不低于40元，国家补贴部分，
除统一提取规定的福利基金外，全部发给本人。民师还享受公办教师同样的假期、节假

日、星期天，6个月以内的病假和女民办教师的产假期工资照付，国家补贴照发，并参加合
作医疗，享受保健待遇。

    民国初期，教师的社会地位沿尊师传统尚受尊崇。之后，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
教师社会地位随着经济待遇一起日趋低下。景德镇解放后教师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1949年景德镇解放，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聘请市立中学校长项
振东，浮师副校长周绍武等为教育界代表，分别担任副主席和秘书长，项经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任命为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委员。历届市、县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府委员均有教师名

额，1952-1957年每年召开一次全市表彰教师大会，选送模范教师去梅岭、庐山休养。
1959年三中教师王文镳出席国庆十周年庆祝会，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1960年评出203
名先进工作者出席市文教群英会，其中12人出席省文教群英会，会上，陶院教师张志汤、
一中教师杨启村当选为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的代表。

    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教师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教师遭受严重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市被错划为“右派”的48人
全部改正，对“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涉及的82人进行昭雪平反。教师中被选为市人
民代表的n人，选为市政协委员的18人。1981年有16名大、中、小学的党员教师出席
市第四次党代会。1978年以来，有59名教师先后获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授予的各种
模范先进称号。城市公办中、小学教师被接纳为中共党员的有180人，相当于“文化大革
命”前在教师中发展党员总数的2．6倍，占现有党员总数49．6％。1980年6月2日，经江
西省政府批准，升景德镇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副校长胡观培为特级教师。1982年全市
召开庆祝30年教龄教师大会，为171名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颁发了“三十年教龄光
荣证”。1984年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发了“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1985年9月
10日，市人民政府隆重集会庆祝第一个教师节，表彰先进教师和“尊师重教”单位，受市
政府表彰的先进教师110人。市委、市人民政府从第一个教师节起，定每月10日为市领
导人接待教师日。

第三节 教师培训

    民国时期，仅在推行初小义务教育初期，对小学教师办过几次训练班。民国25年

（1936年）保学工作人员征训所（师范前身）  ，向浮梁征训133人，分5期进行，其中有保
学教师，也有社会其他人员。1937年暑假和1943年寒假办教师讲习会，前者由专署举
办，全县小学教师188人参加，后者是县教育科为城区小学教师举办的。
    建国初期，市、县举办假期教师讲习会（中学由专署举办，小学由市、县举办）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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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政治，帮助教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组织教师在职进修，提高业务水平。
1951年，城市小学设立3个学区，农村小学划分13个辅导片，开展星期日业余学习和教

研活动，部分中、小学分科建立教学研究组，互磋互学，共同提高。1952年浮梁县举办首
届速成识字法师资脱产训练班，抽调部分小学教师参加学习；1953年举办教师业余进修
班；1956年举办标准语音训练班，培训中、小学语文教师70人，并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

江西省教师函授学校进修。1958年市、县成立函授学校，设16个函授辅导站（县市合署
办公后改为市函授学校）  ，同年暑假分别举办文化进修班、汉语拼音训练班、体育训练班，
共吸收中、小学教师442人参加学习。组织中、小学教师到南昌、北京参观访问，先后4次
共100余人。1963年成立市教师红专学校，参加学习的在职教师100余人，每周四个早
晨分班集中上课。1966年以前，为发展幼儿教育，先后抽调90名小学教师分别到幼师和
中师教师进修班进修。先后推荐18名中、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参加江西省行政干部训练
班和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选送16名小学优秀教师到江西省中等师资进修班和大专
院校深造。通过各种途径培训教师，师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文化大革命”
期间，教师培训工作中断。

    1977年办教师红专学校（即教育学院前身） 。1978年以后，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
分期分批轮训教师和认真组织教师在职进修。1982年办小学教师进修班（后改为进修学
校）  ，蛟潭、鹅湖二区分别办教育学校，短期培训初中和小学在职教师。8年来，386名初
中教师进教育学院学习，233人取得大专毕业证书。330名小学教师在教师进修学校学
习，取得中专毕业证书。同时，先后批准110人到省内外大专院校进修，并获得大专或本
科毕业证书；一人赴美国进修；189人参加电视大学学习，472人参加高师函授。在职进
修方面，提倡“教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自订规划，自学为主。同时举办各

种短训班和各种讲座，开展校际之间的教研活动。8年来，490人参加各种短训班，17人
参加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分别获得4科或6科结业证书；举办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
等专题讲座33场，举办仪器电教训练班9期，各学科研究组、学会定期开展教研活动。此
外，中央讲师团来景市讲学，陆续举办了各种培训班讲座。

第七章 勤工俭学

    民国四年（19巧年）竟成小学创办“补习班”（即职业班）  ，学生一边学文化，一边参加
画瓷板像、陶瓷刷花、陶瓷雕塑等劳动。劳动收人，主要作为学生本人的学习和生活费

用。次年，竟成小学又创办工厂，以雇工为主，在南河渡口设点，收集瓷土屑进行加工，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