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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商州市教育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以清·道光二十年(1 840)为上限(个别章节内容上

溯至元、明)，下限一般断至1986年底，凡一百四十余年。．入志资

料，均经考订。

四、1 98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商县改市更名商州市。由于本志

成稿在先，付印在后，因此，除本志定名、 ∥概述一及沿革部分称

“商州市”外，其余记叙仍称“商县”。

五、本志篇目设1 6章、52节。以“概述和， “教育宗旨”置诸

章之首，总括统摄全志。附在志末的靠教育大事记”，记述了商州

市自1949年7月解放至1986年底教育界的各项主要活动。

六，本志体裁以志为主，采用“横排竖写”记叙。称谓均依当

时的历史习惯，图、表、录插配在正文内。

商州市教育局教育志编纂组

1 98 9年7月1日





2 目 蒙

第四节 办学形式⋯⋯⋯⋯⋯⋯⋯⋯⋯⋯⋯(56)

第五节课程设置⋯⋯⋯⋯⋯⋯⋯⋯⋯⋯⋯(58)

第六节学校管理⋯⋯⋯⋯⋯⋯⋯⋯⋯⋯⋯(68)

第七节学校简介⋯⋯⋯⋯⋯⋯⋯⋯⋯⋯⋯(76)

一、商县城关小学⋯⋯⋯?⋯⋯⋯··(76)

二、朝阳乐育小学⋯⋯⋯⋯⋯⋯⋯(83)

三、商县春芳女子小学⋯⋯⋯⋯⋯(85)

第七章普通中学教育⋯⋯⋯⋯⋯⋯⋯⋯⋯⋯⋯(88)

第一节发展概况⋯⋯⋯⋯⋯⋯⋯⋯⋯⋯⋯(88)

第二节学制演变⋯⋯⋯⋯⋯⋯⋯⋯⋯⋯(101)

第三节学校分布⋯⋯⋯⋯⋯⋯⋯⋯⋯⋯(104)

第四节课程设置⋯⋯⋯⋯⋯⋯⋯⋯⋯⋯(11 1)

第五节学校管理⋯⋯⋯⋯⋯⋯⋯⋯⋯⋯(117)

第六节陕西省商县中学简介⋯⋯⋯⋯⋯(124)

第八章职业教育⋯⋯⋯⋯⋯⋯⋯⋯⋯⋯⋯⋯(132)

第一节农业中学⋯⋯⋯⋯⋯⋯⋯⋯⋯⋯(132)

第二节半工半读学校⋯⋯⋯⋯⋯⋯⋯⋯(134)

第三节 中等专业学校⋯⋯⋯⋯⋯⋯⋯⋯(134)

第四节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 36)

第九章师范教育⋯⋯⋯⋯⋯⋯⋯⋯“⋯⋯⋯·(1 38)

第一节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1 38)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

。师范教育⋯⋯⋯⋯⋯⋯⋯⋯⋯⋯(1 40)

第十章成人教育⋯⋯⋯⋯⋯⋯⋯⋯⋯⋯⋯⋯(144)



商州市教育志

第一节农民教育”⋯⋯⋯”¨．⋯～⋯⋯”

第二节职工教育⋯⋯⋯⋯⋯⋯⋯⋯⋯⋯

第十一章学校体育卫生⋯⋯⋯⋯⋯⋯⋯⋯⋯

第一节学校体育⋯⋯⋯⋯⋯”⋯⋯⋯⋯·

第二节学校卫生⋯⋯⋯⋯⋯⋯”⋯⋯⋯·

第十二章教育教学研究⋯⋯⋯⋯⋯⋯⋯⋯⋯

第一节教研机构⋯⋯⋯⋯⋯⋯⋯⋯⋯⋯

第二节教研活动⋯⋯⋯⋯⋯⋯⋯⋯⋯⋯

笫三节教研成果⋯⋯⋯⋯⋯⋯⋯⋯⋯⋯

第四节教育体制改革⋯”⋯⋯⋯⋯⋯⋯·

第十三章教师队伍⋯⋯⋯⋯⋯⋯⋯⋯⋯⋯⋯

第一节发展变化⋯⋯⋯⋯⋯⋯⋯⋯⋯⋯

第二节任用管理⋯⋯⋯⋯⋯⋯⋯⋯⋯⋯

第三节培训提高⋯⋯⋯⋯⋯⋯⋯⋯⋯⋯

第四节待遇地位⋯⋯⋯⋯⋯⋯⋯⋯⋯⋯

第十四章招生考试⋯⋯⋯⋯⋯⋯⋯⋯⋯⋯⋯

笫一节清代科试⋯⋯⋯⋯⋯⋯⋯⋯⋯⋯

第二节 民国时期学校招生⋯⋯⋯⋯⋯⋯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招生工作

第十五章教育经费⋯⋯⋯⋯⋯⋯⋯⋯⋯⋯⋯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清代、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

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管理⋯⋯⋯⋯⋯⋯⋯⋯

(144)

(149)

(1 56)

(1 56)

(165)

(1 67)

(1 67)

(1 71)

(1 78)

(1 82)

(1 84)

(1 84)

(1 89)

(1 94)

(204)

(214)

(214)

(21 8)

(226)

(236)

(236)

(240)

(24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节基建与修缮⋯⋯⋯⋯⋯⋯⋯⋯⋯(250)

第五节校舍及教学设施⋯⋯⋯⋯⋯⋯⋯(251)

第十六章学校中的党派与群众组织⋯⋯⋯⋯(254)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国民党及其群众组织⋯(25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党派

与群众组织⋯⋯⋯⋯⋯⋯⋯⋯”·(256)

附 录⋯⋯⋯⋯⋯⋯⋯⋯⋯⋯⋯⋯⋯⋯⋯⋯(271)

一、商县教育史料录⋯⋯⋯⋯⋯⋯⋯⋯⋯(271)

复建商州书院记⋯⋯⋯⋯明·苏 浚(271)

创建商山书院记⋯⋯⋯⋯清·罗文思(272)

商山书院记⋯⋯⋯⋯⋯⋯清·薛宁廷(274)

创办商州中学堂碑记⋯⋯清·尹昌龄(275)

私立启化小学创办记⋯民国·冯孝伯(27 7)

陕西省长公署训令商县知事⋯⋯⋯⋯(278)

四区专署召集教育界座谈会讨论学生

管教方法⋯⋯⋯⋯⋯⋯⋯⋯⋯⋯(284)

民国时期商县教育科举办的各种纪念会

情况表⋯⋯⋯⋯⋯⋯⋯⋯⋯⋯⋯(286)

捐资兴学⋯⋯⋯⋯⋯⋯⋯⋯⋯⋯⋯⋯(286)

陕西省立商县中学校简史

⋯⋯⋯⋯民国三十八年春王希贤续(289)

我省第一所中学⋯⋯陕西省教育志

编纂办公室⋯⋯⋯⋯⋯⋯⋯⋯⋯(292)

二、商县校名录⋯⋯⋯⋯⋯⋯⋯⋯⋯⋯⋯(295)

第四节基建与修缮⋯⋯⋯⋯⋯⋯⋯⋯⋯(250)

第五节校舍及教学设施⋯⋯⋯⋯⋯⋯⋯(251)

第十六章学校中的党派与群众组织⋯⋯⋯⋯(254)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国民党及其群众组织⋯(25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党派

与群众组织⋯⋯⋯⋯⋯⋯⋯⋯”·(256)

附 录⋯⋯⋯⋯⋯⋯⋯⋯⋯⋯⋯⋯⋯⋯⋯⋯(271)

一、商县教育史料录⋯⋯⋯⋯⋯⋯⋯⋯⋯(271)

复建商州书院记⋯⋯⋯⋯明·苏 浚(271)

创建商山书院记⋯⋯⋯⋯清·罗文思(272)

商山书院记⋯⋯⋯⋯⋯⋯清·薛宁廷(274)

创办商州中学堂碑记⋯⋯清·尹昌龄(275)

私立启化小学创办记⋯民国·冯孝伯(27 7)

陕西省长公署训令商县知事⋯⋯⋯⋯(278)

四区专署召集教育界座谈会讨论学生

管教方法⋯⋯⋯⋯⋯⋯⋯⋯⋯⋯(284)

民国时期商县教育科举办的各种纪念会

情况表⋯⋯⋯⋯⋯⋯⋯⋯⋯⋯⋯(286)

捐资兴学⋯⋯⋯⋯⋯⋯⋯⋯⋯⋯⋯⋯(286)

陕西省立商县中学校简史

⋯⋯⋯⋯民国三十八年春王希贤续(289)

我省第一所中学⋯⋯陕西省教育志

编纂办公室⋯⋯⋯⋯⋯⋯⋯⋯⋯(292)

二、商县校名录⋯⋯⋯⋯⋯⋯⋯⋯⋯⋯⋯(295)







第一章 概述

址，开办“商州中学堂”，发展蒙养小学堂60所，高等小学堂7

所。清光绪二十九年(1 9 03)，商州中学堂聘三原于右任为总教习，

光绪三十年(1904)又聘蒲城李仪社，三原茹欲立，兴平刘葆锋等

为教习，增删深目设置，派购盈书，添置仪器，扩大校址，成绩卓

著，受到陕西巡抚。嘉奖。

在明、清两代科举时期，商州取得进士、举人、拔贡、付贡学

位的科第者共计360余人，其中大都在朝政各级供职。商州师范传习

所第一届毕业生贺永庆就成为民国初年商县中学堂的第一任校长。

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军阀混战，兵祸连年，虽有教育行政机

构，但都徒具虚名。其间，商州中学堂几经停办、恢复，学生最多

时百人，教师8名，仅毕业旧制学生21人。县内村镇之村塾、私塾

以及“国民小学”三者并存并立。鉴于山区地理特点限制，教学点分

散，加之捐款赋税频仍，民乏隔宿之粮，学生就学仍很困难，正如

一首民谣所说“春见面，夏一半，秋零落，冬不见”。

民国二十五年(1 936)，商县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在田赋

项下附加少量教育经费，以维持几乎停滞的教育事业。除商县中学

外，后又创建县立中学、丹江中学、西北联合中学校、省立商县师范

学校，乡镇也创建高等小学5所，保国民小学1 1 5所。至民国末年，

全县仅有中学3所，小学1 7 7所。抗日战争时期，以识字为主的“民

众教育”虽有推行而无坚持，职业教育亦无实效可言。民国十二年

至三十一年的二十年间，全县有大学拳业生23人，专业技术学校毕

业生64人；高等学堂毕业生9人，旧制中学学业生149人，中师毕业

生1 6人，高中毕业生40人，共计30 1人．以寄县当时30万人口计算tj

仅占1％，大学毕业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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