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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南乐乃仓颉故里，人文历史悠久，教育渊远流长。只是鸦

片战争之后，官府腐败，外敌入侵，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教

育日趋落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危亡中的中华民族带来希

望，南乐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与日寇及封建反动势力浴

血奋战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南乐教育再逢生机。新中

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南乐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十年“文化大革

命”，教育遭受挫折．党的十r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近几年

来，县委，县政府确立了。科教兴县”的战略指导思想，逐年增

加教育投入，使南乐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编史修志，旨在“存史、资殆、教化’．。南乐县教育志”是

第一部反映南乐教育发展全貌的专业志书，它以翔实的资料、

完备的体例、如实而全面地记述了南乐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

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南乐教育的整体改革与振兴

提供了历史借鉴。

该志书，还为在发展南乐教育中贡献卓著的模范人物立传

题名，他们将英名留千古，业绩垂后人，激励全县教育工作者

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献身培养革命后代，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

出更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南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郑大文

一九九七年五月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南乐县教育志

序(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之优秀文化传统．南乐教育志工作

始于教育勃兴的1983年．教育志办公室人员几经寒暑。历尽

奔波，四处调查访问，翻阅档案古籍，征得相当珍贵的南乐教

育历史资料。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志未成而该工作一度中断数

年。
’

1996年，南乐教育生机蓬勃，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为继承

历史、反映现实，服务于教育改革、创新和振兴，县教委以前

段教育志工作为基础，再度组织力量编修《南乐县教育志》。

编者精思辑著，艰辛笔耕，历经半载，终使志稿告竣。

《南乐县教育志》之问世，必将对发展南乐教育、振兴南

乐经济有着重要的资治作用。我衷心祝愿它能启迪4"-A．、垂示

后代，成为推动南乐教育前进的资治之书而赢得广大读者的喜

爱。 。

《南乐县教育志》为南乐教育首创之志，乃南乐教育之百

科全书。因时间紧迫，受修志人员知识所限，故缺憾之处再所

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南乐县教育委员会主任黄相军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书上限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下限断至

1996年，个别地方上伸或下延．

二、本志书记述的区域以现辖J『2个乡镇为准。涉及历

史、则以当时区划为准。
‘

三、本志书以类分章，章下设节、设目，横排竖写，纵

合结合。

四、本志书大事记以时系事，纵贯古今，以编年体为

主，兼取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书遵循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原则，内容详今

略古，尤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南乐教育，力求反映

其各个时期的全貌及其经验教训。

六、本志书人物章所记人物为对本县教育有突出贡献

者、或南乐籍之教育界名人；设传记，简介，名表、名录等

节，循史家通例，生不立传。县教育行政部门历届主要负责

人及现任正副职负责人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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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南乐乃仓颉故里，文化教育源远流长。汉置乐昌县(今南乐

县)，历经沧桑，文化教育长盛不衰，曾培育出颇负文才武略的

栋梁之材。唐代名将张公瑾，杰出的天文学家张遂(张一行)，

均为名彪史册的—代英杰。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为之服务的教育，

也得以较大的发展。始于五代的书院，兴于元朝的社学，及历史

悠久的私塾、义塾等都有所增加。史籍记载，明嘉靖四十四年

(公元1565年)，南乐有社学二十六处，儒学一处，义塾二处，

私塾之多难以统计。发达的教育，使南乐被誉为“人文荟萃之

域”，仅万历年间，南乐就考中八名进士。一代贤臣魏允贞、李

从心、梁天奇等皆为朝廷命官。至清代乾隆及同治间，分别创建

繁阳，乐昌两处书院。这期间，民间私塾也有发展，最有成就

者，应属县北官庄任氏私塾。光绪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

十八年(1902)南乐在冀南率先改繁阳书院为蒙养学堂，开官办

小学教育之先声。光绪三十年(1904)，改乐昌书院为高等小学

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县儒学开办师范传习所，此为南

乐师范教育之始。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设管理教育的专门

机构一劝学所。时任知县施有方亲任全县学堂监督，积极筹措
款项，在民间捐资兴学，官办教育逐渐兴起。据光绪二十九年

。。 √弋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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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统计，时有模范小学堂15处，蒙养学堂94处。 ／

宣统元年(1909)，县人贾伯岩、武经笥被派赴日本留学并

考察学务，回国后，在全县创办高等小学堂11处，并大力倡导

女子教育和职业教育，创办女子小学堂2处，林业学堂一处．

《南乐乡土志》(成书于清末)载，清代末期南乐全县有30355旗

户，男89524人，女89612人，入学宫就读者400余人，入高等

小学堂就读者134人，入两等小学堂就读者300余人，入蒙养学

堂就读者400余人。全县共有学生1200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5％。

民国改元，改学堂为学校。原劝学所并入县署改设劝学科．

民国二年(1913)，增设学务委员，以筹集资材，兴建学校为职

责；民国三年(1914)，劝学科再改设教育局。是年，县属各区

均设学校，不再依附官办，这对于教育之普及有着积极作用。据

统计，民国十九年(1930)，全县有公立男校265处，学生7838

人；公立女校7处，学生214人；私立男校1处，学生42人。

全县学龄儿童52908人，入学儿童8094人，在校学生仅占全县

学龄儿童的15．2％。是年改师范传习所为。乡村师范。，次年又

改为“简易师范”，并招收女子师范—个班，学生33人。至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县有公办高级小学5处，另有女子高小

1处，私立高小1处，以上学校共有学生396人；公立初级小学

男校293处，学生12723人；初级女校11处，学生396人；民

众学校156处，在校学员800余人，全县教师共计303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教育全部停办。1938年，共产党人

深入城乡，发动群众，组织抗El救亡运动，在日伪势力薄弱的地

方开展抗日教育，并在教育界组织起乡村教育工作团、抗日救国

十人团和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等进步团体．—批知识分子经过培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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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后分散至各村，开办抗日小学．1940年，县抗日民主政府设

立文教科，专职负责抗日救国的学校教育。只是因处于战争环

境，学校多处于游击状态，时聚时散，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

序。

到1944年，抗日武装已日益壮大，日伪势力大势已去，县

东4个行政区的抗日小学先后恢复．当时的学校教育以服从抗日

战争为宗旨，学生均为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深入群众作抗日宣

传。这一时期的学校，没有统一的学制规定，无课本，多靠教师

自编教材，对学生进行识字和抗日爱国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县西的五、六区(今近德固、元村、寺庄、梁

村等乡镇)划归卫河县(抗日时期新划县)，属日伪势力盘踞．

汉奸杨法贤在千佛村设立南(乐)大(名)联立高小和四俭中

学，对学生进行反共亲日的奴化教育。在民间，没有官办学校，

多设私塾。

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一度迅速发展。革命政府吸收大批知

识青年及旧知识分子，经培训后到各村创办小学。土地改革和解

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祖辈遭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人民群众

迫切要求政治翻身和文化翻身，积极送子女进学校，使村村学校

爆满。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遵循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的办

学宗旨，校校成立儿童团、姐妹团，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斗争恶霸

地主的土改运动。尤其在支前、参战活动中，学校师生不仅深入

群众进行政治宣传和发动，且有大批师生投笔从戎，踊跃走上解

放战争的前线。

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社会成人教育也有极大发展，村村办

起冬学、夜校，广大农民争先恐后参加学习，白天搞生产，夜晚

学文化，更使农村气象为之一新。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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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县共有小学236处，在校学生

11372人，教职员24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冬学，夜

校学员有7200余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贯彻政府“整顿，改造”的教育工作方针，

加强教师思想改造，整顿了教师队伍，调整了高级小学和完小的

布局，全县六个行政区分别设立9处完小；各村小学逐渐规范

化，制度化；对教师分批分期进行政治和业务培训，努力提高教

师队伍的整体思想和业务素质。县设文教科，区设文教助理员，

村设文教员，分别负责各级文教工作。完小，各中心校均明确有

校长，确立了领导体制，使用统编教材，建立了教研制度，并学

习苏联的教育、教学经验，加强了教学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在小

学教育稳定发展的同时，于1951年创建了县立初级中学，并为

了尽快培养师资以适应初级教育发展的需要，在中学附设了师资

短训班。

1953年12月，国家政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改造小学教育

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确定城高，东街中心校、元村中心

校，韩张中心校为县重点学校，由县文教局和教育工会直接领

导，经常总结这些学校管理、教学等各方面的经验加以推广，从

而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956年，县境大部分地方遭受洪水灾害，受害学校达134

所之多．由于政府重视，采取多方面救灾措施，秋后中小学均如

期开学，并新发展民办小学72个教学班，县立中学新招收2个

高中班，发展为拥有18个教学班的完全中学；元村，韩张、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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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西邵、张浮丘五处完小均招收2个初中班，发展为“戴帽中

学”，受灾之年成为教育发展年。

这一时期仍延续。两战”时期的优良传统，学校教育服务于政

治，服务于生产．在。三反五反”，“肃反”、“抗美援朝”、。统购统

销?、“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中小学师生都充当政治宣传队伍的

主力军．

建国初期的成人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开办38个干部

职工文化补习班，其中扫盲班15个，高小班4个，初中班19

个。共有学员12 10余人。农村的冬学和夜校，转为比较正规的

民校，广大农民学文化，学农业科学技术。在建国初期干部职工

队伍文化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成人教育不仅使之整体文化素质得

到提高，并且有不少青年农民通过民校学得文化科学知识，走向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补充了干部职工队伍的不足。

．从新中国建立至1956年，南乐教育事业在巩固中稳步发

展，教育、教学质量是建国后的最佳时期之一。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使大批中小学教师受到政治伤

害，全县有147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27名教师打成反革

命分子、17名教师打成坏分子。其中大部分被解除公职。这一

运动为广大教师形成了严重的精神压力，．使之在以后的教学和工

作中谨言慎行，主动性，创造f生受到极大束缚。

1958年进行反右补课，又有部分教职员受到错误处理。是

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带来教育的盲目发展，全县中学(含民

办)发展到17所，当年招收初中新生2412人，高中新生140

人，在校中学生达4395人。并创办了中师和幼师。中等教育脱

离实际的发展，使中学、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均受到严重影

响。师生参加大办钢铁和深翻土地劳动及其他各种政治活动，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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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还实行“四集体”(集体学习、集体劳动、集体住宿、集体食

堂)，不仅使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严

重影响。

1961年以后，贯彻中央“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执行中央制定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和《全日制中

学暂行工作条例》、精减中学，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在教学工

作中，严格规定教学工作量，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提倡少而精

的教学方法，重视教研工作，使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教

育、教学质量迅速回升。至1966年，中学巩固到6处，在校生

2100余人；小学发展到401处，在校生39293人；中小学教职

工计1627人。另有民办农中点(班)26处，在校生1141人，

教师45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县教育事业经受一场空

前的大劫难。教育行政机关长期瘫痪，学校领导干部及广大教师

成为革命的对象，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大批。智育第

一”、“师道尊严”，众多的热爱教育事业，有才有识的中小学教师

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被罗织种种罪名挨批挨斗。

有些中小学(如一中)，长期停办，校舍权作他用。教育系统一

片混乱。

196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两名教师的一封

信，主张把中小学公立教师下放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

南乐大批中小学教师外流。

1969年，在。上初中不出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影响

下，队队小学都附设有初中班，12个公社都办起了高中。是年

高中发展到13处，初中发展到107处，在校中学生7300余人。

1972年开展的批判“智育回潮”，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
· 6，



概述

动，1974年的。马振扶中学事件”，连续冲击着逐渐恢复的教学

秩序，搞得学校领导干部及广大教师无所适从。这一时期，旧的

教材遭受批判，新教材只注重其所谓政治性，而知识性，系统性

全被打乱。中学教育的膨胀，使大量小学教师到中学任教，不得

不吸收大批民办教师充实到教师队伍。十年浩劫，已使教育事业

濒临到解体的边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教育事业的春天。贯彻

落实全会精神，在总结“文革”期间经验教训的同时，全县教育系

统拨乱反正，平反了1957年“反右”运动及十年。文革”造成的

冤、假、错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迅速形成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广大教师解除了长期肩负的精神枷

锁，扬眉吐气地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鼓舞了教师教书育人和学

生立志成才的积极性，进一步促使各级各类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

迅速形成。为给“文革”中的高中学生以重新争取到深造成才的机

会，1978年开始，县文教局在谷金楼崔方连续二年举办复习

班，该复习班为大专院校输送了大批合格新生．

1980年，加强各级学校领导班子建设，不断完善各种规章

制度，加强了中小学教师培训、进修工作的领导，并注重教研工

作，组织观摩教学活动，推动教法改革，采取多方面措施，有效

地提高了中小学教学质量。

198 1年，．贯彻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各行各业尊师重

教蔚然成风。1982年开始着手压缩高中，调整初中，巩固提高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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