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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原教育局局长张华玉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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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政府领导视察实验中学(从右至左：县

委副书记耿文礼、实验中学书记张宜础，校长刘

俊岱、副县长张玉荣、教育局副局长徐杰，县长夏

满传、教育局长张桂圃)

县委、政府领导研究教育工作(从右至左：县委

副书记耿文礼，县长夏满传、副县长张玉荣)

县委书记李绍柱于一九八五年教育系统表

模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县长朱运成于一九八五年教育系统表模大

会上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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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龟台县委倡导，群众集资

为袁老太太建屯的 殳界明达”纪念碑

一九四四年金’济，鱼工委倡导，群众集资

为袁玉如建立的“热心兴学”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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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师范讲习昕

旧址——文庙

(1916—1938)

龟台县第二中学

鱼台县教育局

鱼台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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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实验小学

鱼台县罗屯乡中心小学

鱼台县实验中学

鱼台县陈楼乡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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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二中塑料编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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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第一职业高中塑料大棚
(右为全国部级劳模、学校党支部书记李正)

鱼台县实验小学在做课间操

老砦乡中心学校地毯厂

鱼台县第一中学面粉厂

鱼台县中．小学歌咏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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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鱼台县教育志》是鱼台县教育史上的第一部专志。该志以时为

经，以事为纬，如实反映鱼台县从清朝末年到1 990年的教育总体面

貌。

鱼台濒临湖区，过去十年九水，蝗涝为害，土沃而民贫。虽紧邻

礼仪之邦，儒家圣地，教育却非常落后。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之

初，仅有高等小学堂l处，初等小学堂3处。中华民国时期，教育虽

有所发展，但与群众上学的需求相差甚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教育事业发展较快。1 990年，全县有幼儿园(所)380处，小学294

处，中学3 2处，职业高中2处，教师进修学校1处，电视大学工作站

1处。

教育是政治经济的反映，是立国之本。纵览古今，教育的兴废，

反映了时代的盛衰。在当今教育改革的年代里，回顾鱼台教育发展的

历程，撰写这段史实，研究鱼台教育的过去与现在，实事求是地总结

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探索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振兴鱼台教育，提

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与有益的借鉴。

建立编志专门机构以来，编志人员不避艰辛，广泛征集资料达九

十余万字。在鱼台工作过的老干部，老教师，虽年事已高，有的登门

口授史实，有的亲自撰写资料，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对于他们的精神

与热情，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该志的时间跨度大，资料不全和我们的水平所限，遗漏和讹

错在所难免，期待来曰拾遗补缺。

鱼台县教育局局长许连科

1 990年7月

——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

是地记述鱼台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1 8 40年，义学、书院、学宫适当上溯，下限为
1
990年。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鱼

台县的教育。

三、本志记述范匿以现时行政区划为准。1 95 6年至l 964年为囱

台、金乡合县时间，凡是合县时数字，都作了说明。

四、本志为横排纵写，分篇、章、节三级。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

六、本志一律使用语体文，所用字体一律以《简化字总表》为
准。

七、本志纪年方法，先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公元纪年．再用汉字在

括号内注明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如1904年(光绪三十年)。

八，对历史地理名称，均依当时称呼，并注明今地。

九，本志所依据的资料：档案、图书、报刊、图片、实物及面

访、信D-．访、回忆录等。

十、本志所收录的先进人物只限国家、省、市三级的劳动模范、

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先进工作者。收录取得学位的人员只限于本

县三处县直高中自恢复高考以来且是鱼台籍考人大学的学牛，、



大 事 记

1 886年(光绪十二年)，知县曾启埙创建湖陵书院

l 8 8 7年(光绪十三年)新建义学五处：城东隅、城西隅、谷亭

镇、李家阁、罗家屯。

1 904年(光绪三十年、)四月，湖陵书院改建为鱼台县高等小学

堂。

1 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三教堂初等小学堂。

l 9 l 1年(宣统三年)湖团汛署改建为三乡区闫家集公立两等小学

堂。

吴树璋创办谷亭小学堂

l 9 l 3年(中华民国2年)聂蛾亭创办大聂／j、学

1 9 l 5年(中华民国4年)5月，教育厅彭视学视察鱼台学务。

l 9 l 6年(中华民国5年)开办鱼台师范讲习所。

l 9 l 7年(中华民国6年)济南道道视学李毓枢视察鱼台学务。

1920年(中华民国9年)袁玉如创办袁家小学，赵合璧创办化

鲁小学。

1 9 2 1年(中华民国1 0年)教育厅视学张代均视察鱼台学务。

1 926年(中华民国1 5年)鱼台县劝学所改为鱼台县教育局。

1 9 3 1年(中华民国20年)教育厅于1月、4月、l 1月派员视察

鱼台学务。

l 933年(中华民国22年)鱼台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

l 9 3 5年(中华民国24年)元旦，鱼台师范讲习所学生举行罢

课，开展对国民党鱼台县党部的斗争。

是年，鱼台县遭特大黄水灾害，仅有25处短期小学开班，其他小

学大部分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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