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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内黄县始建于汉代。 ，

1986年，·全县总面积l 161平方公里，有93．96万亩耕地，

58．5万多人，518个自然村。

(一)

瞻、清两代，县内有儒学I所，书院4所，社学和义学各

lO所。清光绪前期，有私塾200多所。这些教育，实行以个别

授课制为基本形式的复式教学；以识字读物、经书、当朝律令等

为教学内容；灌输忠君．尊孔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

想，对受教者动辄给以体罚；其根本宗旨是使受教者中式居官，

为封建王朝效力。，
。

到光绪后期废科举兴学堂时，县内儒学，书院和社学全废，

义学和私塾仍存。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内

黄县于是年九月将县城繁阳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

一年(1905年)，清廷明令。废科兴学”，内黄县又在县城建立官

立初等小学堂l所。到宣统三年(191 1年)，全县共办起官立、

公立和私立高、初等小学堂105所。此外，宣统年间办起教会小

学2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三年(191 1年)在县

城办师范讲习所l处。小学堂开始按学生程度编班分级，实行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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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章慨述

级授课制；开始要求废体罚；开始设置体育，美育和科学知识方

面的课程，经书教学分量大减。

(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县内义学尚存l所，于1937年废；有一

批私塾(1937年有80多所)，11延办至1947年；还有教会小学，

由2所增至lO多所，至1948年不复存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小学

堂改为小学校。县内的小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有80所；

民国25年(1936年)有136所，学生5301名。民国15年

(1926年)春至民国26年(1937年)冬，楚旺势有1所3级3

班规模的初级中学。从民国12年(1923年)起，先后力吨C短训

性的师范传习科、师资训练班和教师讲习所；从民国21年

(1932年)起开办师范。从民国17年(1928年)起，在乡村小

学附设民众夜校，全县夜校时多时少，～般存几十处。此外，民

国21年(1932年)和22年(1933年)县内先后办起2处民众

教育馆。

1937年秋末冬初，因日军南侵，时局动乱，上述学校相继

停办。
’

民国时期内黄县的学校，开始动员女子入学，曾专设女子小

学；小学校始设劳作、卫生和唱歌课，有的始设外国语(英语)

课；体罚现象比小学堂减少，但有的还很严重。这个时期的学

校，多设在集镇，偏僻乡村很少。这个时期的学生，富家子弟居

多，穷家子弟很少。这一时期的学校，重教学．重课本知识，重

教师讲解，重学生的考试分数，重用列榜公布学生考试成绩等办

法刺激学生用功学习；进行三民主义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

}。＼．



内黄县教育志‘ ． ·3·

育，对毕业生进行单纯的升学教育；不准师生谈论国事，对有共

产党嫌疑者，监视、追查，乃至逮捕。
‘

这一时期的楚旺中学，曾有一段按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办学，

倡行“智、德，体并重，教、学、做合一”，校长，教师和学生一

起劳动建校。并有共产党员在校任教，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启发学生；并在楚旺

镇开办民众夜校，教育学生反对土豪劣绅。
： 抗日战争时期，在县境北部沦陷区。El伪内黄县政府从

1940年起先后办有小学5所，中学l所。在其控制比较紧的学

校里，开日语课，进行奴化教育。 ．

‘

1927年下半年，内黄县境南部始建共产党的组织——千

口、化村，井店3个村支部和濮阳(当时这一带村庄属于濮阳

县)县委。党组织建立后开办平民夜校。在夜校教农民识字，学

文化；同时结合实际宣讲革命道理，发动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斗争。平民夜校从建支部的3个村庄开始，发展到附近的90多

个村庄(在今内黄县境的有30多个)。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在县境南部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也

是县内最早的解放区)。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扩大。到1947年春，县境全部解放。
’。 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在根据地、解放区大力兴办教育。1939

1年6月，在温邢固办起第一所抗日小学。到1945年，县内抗日

小学发展到119所，有学生5631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夕，小学发展到222所，有学生9968名。-和民国25年

‘(1936年)相比，校数增加了60％，学生数增加了1．88倍。此

外，1948年底至1949年春还办师范l所，有学生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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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章概述

这时的学校，重视吸收和照顾贫苦农民子女上学；重视劳动

生产教育，重视唱歌，跳舞，扭秧歌等文娱宣传活动；废除了体

罚；教师关心学生，在敌人袭扰，。扫荡”时，首先设法保护学生

安全。

这一时期，非常重视对师生进行艰苦奋斗和服务战争的教

育。由于敌人抢掠、。扫荡”、袭扰、进攻、经济封锁和严重自然

灾害，校舍十分简陋(有的无固定校舍)，校具，教具和教学用

品严重缺乏，且常要避敌而流动上课；教师按照供给制所得的物

质报酬甚少。而教师不惧艰险，不讲条件，不挑岗位，不计待

遇，积极而乐观地工作。除在日伪大“扫荡”，大灾荒和国民党军

队大举进攻时停课外，都坚持上课。同时，还积极地教育、组

织和带领学生开展社会宣传，帮助军属、烈属，给民主政府传递

信件，配合民兵站岗放哨，挖沟破路，慰问和帮助部队，参加土

地改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根据地、解放区建设需要的时

候，踊跃地报名参军，当民兵．参加工作和随军支前。仅据

1943年至194"／年县内完小的统计，参军和参加地方工作的就有

490人．·

县内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还大力开办冬学．民校，组织农民

识字，学习文化，学习生产、卫生等知识；同时进行抗日救国教

育、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战时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冬学

和民校的学员，抗日战争后期有1500名，1949年增至25500

名．这些学员多半是民兵、青壮年农民。他们经过教育，在发展

生产，支援前线、保卫后方和开展土地改革等项工作中，表现出

很高的积极性。此外，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开办干部训练班，对

干部进行政治，军事，战争形势等方面的教育。通过训练，还为

前线输送了不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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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县教育志 ·5·

抗日战争时期，县境西部边沿地带为游击区。这里的学校时

办时停。平时也教抗日课本，敌人来时改教旧课本或“五经”、“四

书”。这里的师生也为抗日战争做了工作。 。

总之，在民国时期，内黄县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国民党

统治的阶段和地区所办的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占主导

地位；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办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

新民主主义教育。 ‘ ： ’

(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内黄县的教育仍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随着1956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到

1957年，县内小学由222所发展到329所。在校学生由9968名

增至28862名。这期间开办了初中，由l所增至5所，学生由

llO名增至1649名；办高中l所，学生由100名增至147名；

开办了师范，学生由100名增至300名；开办了幼儿园，由20

所增至87所，在园幼儿由450名增至2500名；建立了小学教师

业余进修学校，开始有计划地培训在职小学教师；开办了县直机

关干部业余学校和多期干部、职工脱产扫盲班，推行祁建华速成

。识字法，在农民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还在职工、农民中

开展了高小、初中文化教育。 ．

这一时期的前7年，贯彻执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

的。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

1957年开始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

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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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章概述

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这一时期，小学减免学杂费，中学设立助

学金，使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逐年增加。这一时期，县内各级党

组织十分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校着重对学生进行革命人

生观教育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

。五爱”教育；结合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对师生进行了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肃清封建、法西斯主义思

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工作实践，广大教职工进一

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学校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先队、班主任以

及校外教育机构等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并在教育活动中建立

了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这一时期，全县教育系统开

展了学习苏联教育的活动，比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新的教育制

度，改革了课堂教学方法，改进了学校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但在学习中，也出现了脱离实际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的现

象。这一时期的后半期，学校把劳动教育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把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为教育过程的组

成部分；还结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贯彻，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

。和集体主义教育。这一时期，学较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第一”

的指示，普遍重视体育，并采取了一些卫生防疫措施。这一时期

的教师，还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1953年冬至

1954年冬．由点到面地对全县小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完

成了控制与调整发展、加强和改进领导、克服混乱建立教学秩序

的工作任务。这一时期的前期，教育发展偏快，后来执行“整顿

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J’使教育事业的

发展同经济建设大体相适应，学校教学秩序井井有条，教学质量

． 稳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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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至1960年，内黄县的教育事业曲折发展。1958年9

月，中共中央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

由党来领导。”之后，内黄县积极探索教育改革的道路，，加强了劳

动教育，开展了以勤工俭学和教学改革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

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一味追求

。大跃进”，提出“三天普及小学，十五天普及中学，三个月扫除

文盲”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导致教育事业的盲目发展——

在短短的3年(有一半是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之内，小学班数增

l倍多，初中班数增40％，高中班数增2倍；还开办“农业大

学”、农业中学，普通师范，幼儿师范和技工学校等，造成师资

严重缺乏，民办教师大量增hl；经费、校舍，设备等也都大大超

过了实际承受能力。加之不适当地搞竞赛，搞群众运动，造成许

多学校管理混乱。 ，

这一时期，通过政治运动、生产劳动和宣传贯彻“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师生进行了拥护共产党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鼓劲建国、敢想敢于，热爱劳动、关心集体

等方面的积极教育。但是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使教学工作

受到了严重损失；1957年冬开始的1958年继续进行的反右派斗

争，严重扩大化，使22．2％的教育工作者受到错误处理，挫伤

了他们的积极性；贯彻总路线，只求多、快，不讲好、省；要求

。大跃进”，片面夸大人的主观作用，“跃进”口号严重脱离实际，

导致了说大话说假话的浮夸风；宣传人民公社成立，中国很快就

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教育，使师生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严重偏

差。
‘ _。

1959年下半年进入国民经济3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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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指示，师生劳动逐渐减少，上课时间逐渐增多：但学生课业

有所减轻，并开展采菜，种菜活动，补济师生生活；1960年

末，部分学校停课，师生开始“百日休整”．
’

1961年至1966年5月的5年多时间内，头1年多还是国民

，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党和政府多方努力，使经济走出困境。第三

年又遭大水灾。19 年麦后的2年多，全县经济出现了稳定发．64

展的好形势。根据1960年冬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和县里经济底子薄，受灾损失大的实际情况，对。大跃

进”中脱离县情发展起来的学校进行了调整：在1961年到1963

年间，停办了县农业中学、初师、幼师，技工学校和县直幼儿

园；小学增校减班，在校生减少2万多名；初中减少l所，高中

减少几个班。开办4所公社农业初中，其中3所一二年后停办，

还有l所后改为农业中学．1965年，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两种

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县内办起一批耕读中学。

这一时期的1962年，，为少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教师甄

别平反。在加强农业的形势下，教育系统于1961年和1962年两

次精减人员，支援农业。全县有427名教师回村参加农业生产．

在1963年的特大水灾中，全县学校有59．3％的校舍倒塌，半倒

塌，校具，教具等损失也很严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干部群

众和学校师生共同努力，修复校舍，修制教具，年底修复校舍

74．8％。第二年全都修复。这一时期，特别是1963年贯彻执行

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之后的3年左

右时间，全县学校坚持以教学为重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合理

安排教学和校外社会活动，进一步减轻了学生负担。这一时期，

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着重于组织开展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

比，学习雷锋和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i乔动。广大师生积极工作，

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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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做好事蔚然成风。这一时期(主要是非困难年份)，

教育系统各级领导对教学工作提出了。精雕细刻”的要求，常以检

查、指导、表扬，批评和组织教研活动等方式，促进教学工作；

还总结推广了实行少而精，启发式、精讲多练和综合运用毛泽东

的教育、哲学、军事思想指导教学的经验。广大教师为加强基础

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在教学中切实地下了功夫，提高了教

学质量。但在这一时期(主要是1964年)，有的学校出现了单纯

追求升学率，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发现后采取了纠正措

施。1963年秋，县内遭特大水灾，灾期，各校的工作根据当地

受灾情况，结合群众生产自救，作了灵活的安排。这一时期的后

半期，体育活动普遍恢复，逐步加强。农民教育工作，在国民经

济严重困难时相继停止；在水灾时期，多数村庄停止，少数村庄

在坚持；灾后，抓巩固，树样板，开现场会，逐步扩大了恢复

面。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内黄县进行。文化大革命”

(以下简称“文革”)．这一时期，县内小学减少79所，增加1234

班，学生增加33102名．开办l所中等师范，l所农业高中和8

所农业初中。部分小学和大队办起了学前班，县丝织厂办起了幼

儿园。在小学大发展兼办其它教育事业的同时，又提出了。村村

办初中，社社办高中”使学生。上初中不出村，上高中不出公社”

的严重脱离县情的错误口号。大办中学没条件，就挤小学办初

中，挤初中办高中．使初中所数增加45倍多，班数增加8倍

多；高中所数增加19倍，班数增加12倍多。这样盲目的发展，

小学被挤垮，原有初中被削弱，新办中学条件差，教育质量全面

下降。这一时期，接连不断地开展。斗，批，改”运动。全县有

500多名教育工作者被批斗，受到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公办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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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被遣反原籍接受“再教育”，全体教育工作者被扣上“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帽子。教师被蔑称为“臭老九”，在校外受人歧视，

在校内还被学生训斥乃至批斗，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这一时期，

师生学习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轨《纪念白求恩》和《愚公

移山》等著作，受到了积极的思想教育；但敌我混淆、是非混淆

的?文革”理论宣传和实践，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种种现

象，使师生思想发生了严重混乱，受到了严重毒害。这一时期的

初期，实行。停课闹革命”，小学部分停，中学全部停，停时短的

几个月，长的一二年；中．后期，县、公社和学校不停地进行

。斗，批，改”，常要师生参加，占去了大量的教学时间。加上长

期动乱，纪律废弛，鄙薄知识，贬抑业务，鼓吹“白卷英雄”，批

判“师道尊严”，造成学生厌学，教师难教。再加上课程和教材的

滥砍滥改，使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因动乱不止，学

校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这一时期，开展学军、学农，学工，在

增强学生国防观念、，生产劳动观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念方
· 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和技术；但由于缺教

师、缺设备、准备差、组织难和有的项目安排过多等原因而收效

不大，还浪费了时间，影响了学生系统科学知识的学习。这一时

期的农民夜校一律改为政治夜校。夜校突出。文革”政治，把紧迫

的扫盲工作放到了可有可无的位置，致使新的文盲大量产生。这

一时期，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多数人对

．林彪，“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教育战线进行的反革命阴

谋活动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在周恩来总理、

邓小平副主席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期问，内黄县的教育和教学改革

均取得一些局部的成就。但是，。文革”10年的总后果，是使内黄

县的教育受到了灾难性的损失，整整耽误了一代人的培养。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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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至1986年，县党政领导和教育部门采取了整

顿、加强和改革教育的一系列措施，使教育由乱到治，由偏到

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提高，出现了空前的好局面。其一，教

师精神解放，教育拨乱反正。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

帮”之后的两年内，全县教育系统对林彪和“四人帮”破坏教育、

打击和迫害教师的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开始平反教育工作者

的冤假错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教育

系统对“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人批判。集中力量对

。文革”、反右派斗争等各种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平

反，为虽未定案而蒙冤挨整的教师恢复了名誉；通过中共中央指

示的宣传贯彻，推倒了。文革”中强加给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

计，对“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肯定，给广大教

育工作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臭老九’的帽子；还进行

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题讨论，对过去的教育工作

进行了全面回顾和系统的拨乱反正，从而使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

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使全县教育工作端正了方向，走上了正确

轨道。其二，办学条件有重大改善。这几年，政府财政用于学校

修建和设备购置的经费逐年增加。据统计，此项拨款，1986年

比1980年增加27．3倍。开展勤工俭学的学校逐年增多，其收入

也有一部分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是群众的集资办学成绩突

出，1978年至1983年，在部分公社、大队和部门开展，共集资

250多万元。1984年至1986年，出现了全县范围的集资办学热

潮，3年共集资2389．73万元，新建标准化校舍的学校有306

所，占乡村学校总数的57．1％，还置桌凳36520套，购仪器

20490件。河南省集资办学现场会与会人员到内黄县参观，中共

安阳市委、安阳市人民政府在内黄县召开集资办学现场会。在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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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开展群众性集资办学活动的同时，由政府财政拨款(内有少量

群众集资)，在县实验小学和农业高中新建了教学楼，扩建了第

七中学，共建房5654平方米，还给县属学校打了水井，修了水

塔，添置了发电机组；给257所中小学配发了演示，实验所需用

的仪器和试剂。仅1985年和1986年，县教研室电教组就购置了

放像机，发电机，投影机、电影机、监视器等大型电教设备9l

部。其三，普及了初等教育。1986年，全县小学入学率达

99。8％，年巩固率达99．2％，毕业率达99．8％，普及率达

99％，通过了市级检查验收。其四，进行了中等教育结构改

革。改建了l所农业高中，经省验收合乎标准；还开始改建1所

职业高中．1986年两校共有学生457名，农业高中首届毕业100

名。其五，全县实现基本无文盲。1986年，市派工作队检查验

收，认为内黄县达到基本无盲标准。其六，加强了农民文化技术

教育．1979年至1986年累计，青壮年农民参加学习的，业余小

学有5482人(次)，技术班有1．7733人(次)。为适应农村商品

经济的发展、农民科学致富和改善生活的需要，技术教育内容不

断增加，有粮棉蔬菜等种植管理、果树管理，木工，油漆，电器

维修、食用菌栽培和家畜家禽饲养等多种．农民学技术，结合学

文化。同时，县办农民技术学校不断加强，1985年经省政府批

准，教育部备案，转为农民中等专业学校．该校1981年至1986

年共毕业学生10班450名，有68人分别当了村干部、乡村技术

员和被本校，外校及外地聘为技术员和教师。其七，发展了职工

教育。1979年初，创建了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内黄教学班，到

1986年，先后有40名学员领到英语，物理、化学、数学单科结

业证书，有71名学员领到语文类全科毕业证书，还有34名学员

在班学习．1981年后，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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