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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教育史志工作是教育战线的一项基本建设．十年来，在各

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于洪区教育志》(1905—1990)出版了。
这是我区教育战线的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

。

《于洪区教育志》共ll篇41．5万字，它囊括了本地区1905一1990年即从清末、民国，伪满、国

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到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史实和现状．其中自有经验、教训可资记取．

本书在文体上以记述为主，记，志，图，表，录等体相结合，在语言文字上力求简洁、朴实、寓

褒贬于叙事之中．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统帅史料，遵循

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三统一的原则．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突出地反映了于洪区教育具有的

特点．

一部好的志书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于洪区教育志》的诞生，对于提高领导决策水

平．发展教育事业，搞好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是向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尊师爱枚教育的生动教材．也可以向社会各界宣传教育，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

风气，可以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而献身．

历史递嬗，人事变迁．于洪区在建区前境内均为周边区县分辖，而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又多

变，故无本地区单纂史志．今《于洪区教育志》继《于洪区志》后问世，是于洪区教育发展史上一

大成果．它将为全区人民、特别是教育系统和关心教育的同志所瞩目．由于经验不足，遗误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修志编史，功在当代，泽被后世．今天，《于洪区教育志》业已脱稿，我们谨以此作为一件小

小的礼物，献给为振兴于洪教育而呕心沥血的全体园丁和为实现于洪经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全区

人民． ．

于洪区教育志编审委员会

主任刘德秀

1994年12月 ，i

。

秽j

叫．。b



凡 例

一，本志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起到。存史4、。资政。、。教化。的作用为目的，贯彻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记述的上限起于1905年，下限到1990年，重点放在建国后，特别是1964年建区以

来教育发展的史实上． ．

三，本志按横排竖写的方法记叙．篇首设概述、大事记使读者略领内容．然后横排：教育行政

管理机构、政党和群团组织、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威人教育、普通教育教师队伍、‘于洪区

教师进修学校、勤工俭学．学校基本建设和教育经费．人物共11篇．各篇均按时间竖写，有的篇

·下横排后再竖写．

四，本志用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的体倒一：在语言上秉笔直书．不加修饰议论，寓议于

一叙事之中；除行文用习惯术语数字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纪年为使解放前后统一．一律使用公元纪年，解放前附以朝代年号．

六、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惯倒．立传的均系已故人物，而。人物简介。则不受已故和健在限

。 制．在人物表格中的。1906—1907’、。65—68。分别系指1906年一1907年．1965年一1968

、年。余皆以此类推．

七、本志的资料来源于省、市出版的志书、报刊、杂志，本区档案馆，教育局各科室，学校集存

的历史资科和口碑资科．采甩的资料比较广泛不易注明。又兼为节省篇幅而省略出处．

(

一2一



概

于洪区在清末是沈阳县辖境的一部分．当时的教育以私垫为主体．私塾有义学、家学和学馆

之分．而以学馆届多．几乎遍于全境村屯．至兴学堂废科举之际境内尚有私垫75处，学生188。

名．
’ 7

建国前，于洪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缓慢．1907年大青堆于办起了省城西路官立两等模范小学

堂．从此时起，一些村屯相继兴办了小学堂．至1917年(民国六年)小学校发展到87所．1928年

(民国十七年)沈阳县在沙岑堡筹建县立第三初级中学．翌年竣工招生．1931年9月18日，

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后．伪政权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村村办小学．这些学校．绝大多数是一所学

校．一个班级，一名老师．在校学生一般在30名左右．1940年。是日伪实行。新学制4的第三

年，小学校为99所，207个班级，9 148名制．1938年将沈阳县立第三初级中学易名为奉天省立沙

岑堡国民高等学校。在国民党统治二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是教材有些变动，

将沙岑。国民高等。学校改名为辽宁省立第五初级中学。学制恢复。三、三制。．

解放后；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50年代初，中、小学普遍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方法。推广

试行了。五步教学法。．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新的教学计划，采用一整套新编教材．与此同时

还加强了。五爱。教育和。学生守则。教育．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相适应。

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后由于政治上左的思想影响。1958年。大跃进”期间，学校也大办工厂，农

场，致使学生的校内外劳动活动过多，影响了教学工作．1963年开始在中、小学贯彻执行教育部

《关于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倒(草案)》。加强了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术技能的训练。学校

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所加强，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老师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挂黑牌

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到处可见，往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戚了阶下囚．学校设备的损失无法

计算，全区中．小学无一幸免．1967年号召复课闹革命，冲杀出来的红卫兵们早已象脱僵的野

马，难以收柬．t968年贫宣队进校。领导一切．尤其1971年，。四人帮”泡制的《全国教育工作

座谈会议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从此，教师被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1972年。全区教育刚

刚出现好的势头，但不久。四人帮。一伙硬把这种好的势头斥之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随之

批判。师道尊严’，学生在学校来去自由，刚刚好一点的学校秩序，又乱了起来。喊什么。知识越

多越反动。，．当时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致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

· 。文革。期间，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教育，不少农村小学附设。戴帽。初中班，初中办高

中，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从而造成了师资缺乏，教学设备适应不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学习质量差的严重后果．

1976年．粉碎。四人帮4以后．经过拔乱反正，整顿学校贯彻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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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了生机．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和正常教学秩序．加强了。双基。教学，并积极进行教学改

革．一三结合’(主导和主体的最佳结合，知识和能力的最佳结合。教学和育人的最佳结合)；三为

主(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以自学和练习为主线)的教学规律，逐步为广大教师所理解，并积极

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大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1982年小学学生学习成绩的及格率为68．8％，

1985年提高到98．4％，积极推行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1982年于洪区有五所中学办起了职业

班．招收150名学生．1983年7月成立了于洪区第一职业技术高中．1985年全区职业技术教育

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共建起了4所职业技术高中，7所中学开设职业技术高中班，13个专

业，27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l 000名．占高中在校学生总数的30％．

1985年全区境内有小学校170所，l 157个班级。32407名学生，儿童入学率达99．5％。有教

职工2243人，有中学20所．其中两级中学5所，是建区时(1964年)的一倍半，在校学生19 551

名，l 283名教师，1964年有幼儿园20个班。人园幼儿l 122人，保教人员27名，1978年为36个

班。l 726名入园儿童，保教人员48名，到1985年发展到271个班，8 114名入园儿童．363名保

教人员．

1988—1990年．于洪区的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义务教育

法》、《燎原计划》和省、市有关教育工作部署精神的指导下。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教

育改革，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了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详见各类教育。发展概况。部分)．

把教育列为了重要议事日程，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区委、区政府和各级组织的领导，认识

到。百年大计，教育第一’，坚持。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

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始终把教育放到了总览国民经济全局的地位．每年都召开教育

工作会议，作出有利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决定、政策，措施与实施方案；坚持有目的．有计划地每季度

研究一次教育工作；区五大班子领导亲自深入学校与教育部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话。调查

了解并解决实际问题．

1988年，区委作出了《于洪区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化了。三级办学，两级管

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加大了地方办学的权力和责任。确定：区管高中、乡(镇)管初中、村办小

学．各乡(镇)成立了教育委员会，村建立了办学领导小组．明确了区，乡(镇)村各级的职责范

围；成立了区，乡(镇)两级教育基金会，在全区内按人均收入的I-2％提取教育基金，保证了教

育经费有可靠的来源；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和教师队伍优化组合．由于扩大了地方和学校办学的

自主权，区教育局对下由领导型向服务型转化．在工作中，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济与为社会服务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改变工作作风和方法。具体做法
是：

一、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区教育局机关坚持“四、一，一。工作制，每周有四天时间到基层办

公，检查指导工作。井减少会议和表报．

二，用政策、规划和典型导向．区教育局对基层的指导，严格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用上级机

关的文件和部署精神进行指导．在开展各项工作中，都首先抓好典型．取得经验及时推广导向．

三，强化学校指挥系统．按。四化。配齐各中学和中·t>／b学的领导班子。实行目标管理，层层

建立岗位责任制，签订责任状．给学校领导印发《工作手册》．在校际之间开展千分评比活动．

区教育局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指导．督导室评估学校．学期、学年末学校领导干部写出实现任

务指标情况的报告。逐级验收，总结，表奖，推动学校工作健康开展．同时注重对学校领导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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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工作，主要做法是：(一)，不断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在开展各项工作时，首先解决

学校领导干部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二)，进行岗位练兵．通过讲座、研讨，经验交流和实际工作锻

练．提高学校领导干部的水平；(---)，区教师学校设干训部，负责学校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1990

年有50名小学领导干部经过一年的培训学习，获得了《职务培训证书》．干部的学历达标率达全

区小学领导干部总数的95％以上．

1987年制定了《于洪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1989年5月国家、省教委将于洪区列为全

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五、四。制学制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组成部分．为搞好。五、四。制

学制改革．于洪区做了以下工作：

一，广泛开展《义务教育法》的宣传学习活动。形成了群众性的实施义务教育的高潮，特别是

＼召开了。实行‘五，四’学制改革论证座谈会。．讨论了实行。五、四。学制改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及

于洪区教育局关于《于洪区实行。五，四4分段学制改革的论证》．1989年lO月25日《教育参考》上

发表了署名为于洪区教育局的论文一《全面实行。五、四。学制改革的论证》．同年，该区被评为省

级教育先进区．
7

二，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省教委(1988331号文件即：《关于初等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规

定》和《沈阳市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必备办学条件标准》。于洪区加强了经济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发挥区、乡(镇)、村和社会各方面集资的积极性，同时学校大搞勤工俭学，增加学校办学经费，

逐年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特别在改善办学条件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到1990年建教学楼75

座．总面积为134 228平方米；新建平房校舍63座，面积334 330-平-方米；建起膏房舍6l座，面积

49 313平方米；整体改造校舍面积217 925平方米．使中小学生人均占有校舍面积由1985年的2．7

平方米，增加到5．8平方米．全区校舍达到了。一无两有。．在实验室建设上，中学由1988年的57

个，增至67个；小学由1988年的73个，增加到87个，均达到了国家一、二类标准．实验室的建

设．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的第一名，该项经验做为国家的交流材料．图书，中学由1988年的

1988册，增至1990册；小学由1988年的80 791册，增加到121 886册．桌椅，通过更新已足

用．消除了二部制． ．

三、强化了学校领导班子和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中学和小学(特别是中心小学)均按。四

化’配齐了领导班子，干部队伍的学历达标率达95％：按编制配齐了教师，学历达标率为90％，业

务能力合格率达85％以上．

四，教育经费．以财政投入为主，与综合调节，多方筹集相结合，保证了逐年增加．

五，区政府下发了(1989310号文件和《关于严禁使用童工的通知》．通过工商局，劳动局和教

育局配合学校进行深入细微地宣传、教育、动员工作。使初中学生的辍学率由8％降至2％，控制

了学生的流失．

六、努力抓了学校标准化建设．1988年，经市，区验收合格的学校ll所．1989年，经市验收

合格的学校28所，大青、北陵、造化三个乡和马三家镇小学达到了。一无三有六配套”，被；乎为市

的小学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
’

七，不断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着重解决人才观、质量观和教育观问题，克服了单纯应试思想，

坚持德、智，体、美，劳一起抓．加强了常规教学的管理，积极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使学生得以各

方面协调发展．1989年．全区中、小学思想品德合格率达99．2％；1990年幼儿教育基本普及了学

前二年教育；小学毕业率达99．3％：初中毕业生统考平均分达76．9分；高中升学率达26．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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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达标率为98％以上．

1990年．区对中、小学实施。普九。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查．确认已基本具备了实施。普

九’的条件．据此，区政府发出了(199038号文件《关于1990年秋季小学一年级实行五年制的通

知》，并附发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五·四4制教学计划》(初稿)．从而．当年秋季

于洪区全I文'／b学一年级全部进入了。普九。．‘

于洪区把德育放在首位．不断加强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强化德育指挥系统；区成立了由区委

主管副书记，区政府主管副区长分别任正，副组长．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德育工作领导

小组。，并组成了。中小学德育研究会’，各乡(镇)和区教育局与学校也都逐级建立了相应的组织

机构。区教育局在中，初教科分别设了德育视导员，有的中学改辅导处为政教处，同时力Ⅱ强了德育工

作队伍的建设．区委，区政府等五大班子在1989年和1990年两年里，对中、小学德育工作先后进

行了三次检查，区教育督导室于1990年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区属39所中、小学进行了督导检查，

并写出了。督导报告’．于1989、1990年年来分别召开了两次。中小学德育经验交流会。并表奖了德

育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会后将经验材料集成。汇编。发至全区．每年都有近24％的教育经费用

于德育教育上．‘
‘

发挥区内各有关部门和社会上的德育功能．区成立了。杜区教育委员会。．公安．工商，文化部门

清理了影响学校环境的书摊、电子游戏厅，台球社．清理了24所学校门前的摊贩；文化局电影队为

学校放映电影100余场，图书馆、文化馆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有益的活动，并配合环保部门进行了

。热爱家乡、珍惜资源。的教育；团区委经常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学雷锋、赖宁等活动；区妇联协同教

育部门组织了幼儿园和17所小学的。家长学校。；宣传部动员老干部组成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到学校讲革命传统；有40余所中，小学与当地派出所，驻军，工厂，机关建立了。共建’关系．每年

教师节表奖先进集体和个人时，德育方面的都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印发《光荣册》，增强社会德

育意识，推动德育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
‘

‘

实施。燎原计划4促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于洪区于1989年6月30日。被国家、省教委确定

为实施。燎原计划。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实验区．区成立了领导小组．在教育局开设了。教育

综合改革办公室。，并制定了区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施‘燎原计划’方案。：确定5个示范乡、16个

示范村，还组织示范乡、村干部参加市在该区第一招待所举办了。实施‘燎原计划’示范乡(镇)干

部培训班4学习．又制定了实施方案，上报省，市有关部门．1990年，示范乡初步建立起了由政府

统筹，各部门配合。农、科、教一体的。三教沟通。的新型教育体制．其中：彰驿、于洪、造化三个乡

的。乡科教中心。，已初具规模；增强了职业技术高中办学的活力．加强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幅射

力，促进了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发展．主要表现在实行学制改革。在普通教育中增职教因素．

和初中毕业生实行。两个毕业证书。制度与强化成人教育上，也促进了勤工俭学的发展．

在实施。燎原计划4中，彰驿乡和造化中学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于洪区教育综合改革的初步

经验在省里进行了交流．1989年8月28日市教委通知批准于洪区为教育先进区．

1990年。全区有幼儿园60所．在园幼儿为l 814名；另有129所小学办了学前班，在班幼儿

共达4 774名．经调整．小学由1988年的170所(其中教学点14个)降至163所(其中教学点33

个)，而班级数则由1988年的l 215个增至l 255个，学生由1988年的35 170名增至35 996名

(其中有朝鲜族小学6所，78个班，l 480名学生；蒙古族小学l所，5个班．104名学生)．中学

将市第五十九中学改为初中．当年秋季区内有初中22所。高中2所。计24所，344个班(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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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个班，高中37个班)．学生14 990名(初中13 224名．高中1 766名)．调整后，使区内中学

结构和布局趋于合理，也进一步落实。三两办学。的体制．促进了中学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职

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大有发展． ，

随着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也逐年增加．除国拨以外，自1983年实行-三级

办学·两级管理。以来，社会赞助和勤工俭学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大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于洪
区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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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O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

9月，奉天府学政改为学务处，为主管全省教育机关．

10月，清廷颂布废除科举制度．

一九O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7月．清廷颂布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本年，承德县(含兴仁县)劝学所成立．苏咸亨为总监．
’

一九O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3月，承德县立西路高等小学堂在杨士屯成立．有校长1名，教员4名．四级。学生40名．

经费2699元．与此同时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堂成立的有：甘官屯，大燃堡、沙岭堡、沙坨子、诺木
珲、北李官堡、丁香屯、高台于，平罗堡，北三台于等小学堂．

4月。省城官立西路模范两等小学堂在大青堆于成立．有职员1名，三级．学生93名。经费

2533元． ．

一九O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2月．辽中县张福安小学堂成立．有教员2名，二级．学生87名，经费80000元(1957年触

归沈阳县)．

3月。承德县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堂成立的有：大潘建台，郎家堡、大于实堡、南李官堡．边台、

悟兵林于．

本年。刘扶宇为承德县劝学所总监．

一九O九年(清宣统元年)

3月，承德县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堂成立的有：前马门于、静安堡、岔路口，永安桥、大韩屯、

前辛台、揽军屯、老边村．

．本年．承德县劝学所总监改称劝学员长．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

2月，承德县教育统计表。其中。西路和北路共有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l所，有教员3名，

学生70名．初等小学65所．教员69名．学生24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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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承德县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堂成立的有：彰驿站、张士屯，红旗台，范家电，十里河，大。

转湾桥．高力屯、造化屯，旺牛电等小学堂．

’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2月。承德县撤销并入奉天府． 。

3月。辽中县大高花堡小学堂成立．有教员3名，三级。学生124名，经费10，000元(1957

年划归沈阳县)．与此同时奉天府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堂成立的有：大祝三堡、李达堡、马贝堡、
曹家电，宁官屯，东民屯、田义屯等小学堂。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3月．奉天府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堂成立的有：小挨金堡，赵家口门，四台子．(沙岭镇)．于

洪电、曹家台、大房身、养马厂(富强)、闸上等小学堂．

5月6日。教育部颂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名学校，初等学堂改称国民学枚，

由五年制改为四年制．高等小学堂改称高等小学校，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

‘

1月6日．奉天府将原承德县辖区改建奉天县．

1月20日．奉天县劝学所成立．刘扶宇为劝学员长．

1月26日．奉天县教育会成立．冯景异为会长，敦亨文为剐会长．

3月，奉天县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成立的有：小潘建台、双树坨子、汪家河子、东三十家、古城

于，北四方台(解放村)，小韩电，秋家屯等小学校．
’

4月，奉天县改称承德县，5月又改称沈阳县．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3月，沈阳县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成立的有：前庙三台、翟家堡，西瓦子窑，方溪湖、青堆于(平

罗乡)，尚义林。

7月，省颂布《学校职员任用暂行规程》规定：省立学校校长由省巡按使委用，县立中学校长

由县荐请主管道尹委用。县立小学校长由县知事委用。其余职员和教员均由校长聘用。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3月．沈阳县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成立的有：四王堡、侯家、前民屯、包道电、北沙河子

等。 ·

lO月2日，省颂布《奉天小学教员讲习所规程》其宗旨，以速成国民学校教员为目的。学期

一年，课程有：修身，国文、理科等11门课程。 。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3月，沈阳县西路和北路乡立小学成立的有：土台子、朴坨子，小祝三堡、大两家子(集体

村)、也什牛录(全胜)，四台于(建设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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