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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景德镇市教育志》，作为我市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成书付

印，是主编、主笔和编辑人员三年多时间辛勤劳动的硕果。它为研

究我市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史料。这是一项基础工

程，它开启未来，惠及子孙，很值得庆贺。

鉴古知今，读罢颇有启迪。纵观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在不同的

时代，创造了不同的业绩，反映了不同的特点。

古代浮梁教育，县学设于唐初，书院创于南宋，堪称历史悠久。

漫长的封建社会，教育有过盛期，也出现过低谷。清代浮梁，曾有

搿十户人家九读书”、 “乡无不教之地”之说，虽说言过其实，但

至少反映我们先人对教育的认识。乾隆年间，县令沈嘉徵有一首诗：

“德教欣看四海敷，党庠术序遍生徒；曾闻十室有忠信，敢道山城学

者无。”前两句所说的教育盛况，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后两句那种为

地方办教育的胆识，确实值得后人缅怀。

近代景德镇的教育有明显的瓷城特点，就是陶瓷职业教育的创办

和发展。l 9 1 4年，黄炎培先生到镇考察职业教育，批评景德镇制瓷的

保守性，使中国陶业学堂的创设“迁地以避”，激发了教育界同仁创

办职业教育。次午，竟成小学校长方芷庭在景德镇首创饰瓷职业班，

揭开职业教育历史。此后，陶瓷职业教育有小学附设、中学附设、独

立办学，并从初级陶瓷职业学校发展到陶业专科学校。它为陶瓷事业

培养了人才。这个历史对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近代教育的另一特点是它的革命性。从1 9 1 9午的“五四运动”开



始，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在景德镇教育界都曾有过较大嚣反响．二十

年代，竟成小学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据点，是邵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

活动过的地方．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教师方维华等人，投笔．从戎，征战沙

场；倪端等人在敌人的电剥之下，威武不屈，壮烈牺牲。三十年代，陶

业人员养成所的学生，在杜重远先生的教导下，面对国民党_揍外必先

安内”的严峻政治形势，毫无顾忌地投向革命，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些，都是我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当代景德镇的教育，虽然有过曲折，但发展之快，成绩之巨，远

非昔比。今天，我市巳形成初具规模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

的，具有“瓷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网。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教育事业展现出一派生机，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关心和

重视教育工作，教育巳被列为我市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当前，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革教育，振兴教育。要完成这

个任务，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我市的教育历史和现状，尤其是

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教育实践。我们要发扬优点，努力创造，继

续把基础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优势，扎扎实实地

为“瓷都”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做到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来者．

教育志编辑室的同志在无现成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完成了志书的

编写任务，成绩是肯定的。但是由于客观和主观原因，亦感美中不

足。有些该发掘的史料，记叙不够具体；作为一部专志，门类尚欠齐

全；学校政治思想教育，阐述也感不足。这些，只好将来补辑了．

以上是翻阅志稿的一点感想．受编辑室同志的嘱托，写出来权充

青言。

程铭

1989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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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

第一节 行政机构

从唐代置县(浮梁原名新平)起，县治所在地设县学。明、清亦

称儒学。县学学官设教谕、训导， 皆由朝廷委派，负责管理和教育生

员，佐理童生考试和主持孔庙祭祀。

清光绪三十一年(1 905)废科举后，儒学署改为县劝学所，设学

务总董和劝学员，劝导地方办学。

辛亥革命后，撤销劝学所，在县公署设学务科，秉承县知事掌教

育。民国6年(1 9 1 7)，复设劝学所，设所长1人，劝学员2人，并

设县视学1人。劝学所和县亍吧学皆棣属县公署。县视学重在视察，劝

学所责任在执行。

民盈t3#(1 924)，改劝学所力教育局，设局长1人，下设局

员、视学员(后改称督学)。县教育局受省教育厅指导，独立负责地

方教育。

民国24#(1 935)，撤销教育局，在县政府设第三科，管理文化

教育和建设。设科长、督学、技士、科员(1 935#第五行政区专员公

署从波阳迁景，浮梁教育一度由专署直接管理)。民国26年(1
93 7)，

县政府增设第四科管建设，第三科专管文化教育。民回29年，明确第

三科为教育科。在区署设教育督办员(后改称教育指导员)，乡设文

化干事。

民国36年(1 947’)，经中央核准，浮梁恢复教育局，设局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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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分第一科第二科，各设科长，科员、雇员分工管理学校和文

化、体育；并设督学4人专职视导。

解放后，文化、教育多次分合。1 949年5月，市成立赣东北景德

镇市教育局，县成立浮梁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市教育局分设中学、小

学、社教、文化等组和秘书室、视导室，同年1 o月，市教育局改景德镇

市人民政府文教科，设正副科长。下按人事、中等教育、初等教育、

文化、财务会计设专人负责。1 950年4月县教育科改名为文教科。

1 954年市文教科分为文化科、教育科、I 956年，市文化科与教育

科合并，成立景德镇市文化教育局，下设秘书科、文化科、教育科；

浮梁县人民政府文教科亦改为浮梁县文化教育局。

I 958年1 2月，浮梁县划归市辖，次午县文化教育局与市文化教育

局合署办公。1 960午4月，市文化教育局分设两局，教育局设秘书科

和教育科。同年9月，浮梁县建制撤销，市教育局统辖城乡教育，

I 2月，文化局与教育局合并，复名景德镇市文化教育局。

1 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行政机构瘫痪，接着被造

反派“夺权”。I 968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教育行政归辖于市革命委

员会政治部宣教文卫组。后分辖于宣教组。1970年3月成立市革命委

员会政治部教育组。I 972年I oE，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组与教育

组合并，恢箩景德镇市文化教育局，下设政治处、文化科、教育科、

秘书科(曾一度称政工组、文化组、教育组、秘书组)。l 975年，景

南区、景北区、景东区、景西区分另lJ成立区文化教育局(区局成立之

前设教育组)。建国初期，区乡分设文教助理，文教委员，1 958午

后，社场设教育组。

I 979年，市文化教育局分设两局，教育局设政治处、人事科、秘



书科、中等教育科、初等教育科、基建科(后改计划财务科)．各区

文化、教育也相应分为二局。

1 985年市教育局设秘书科、人事科、普通教育科、职业技术教育

科、综合教育科、厂办教育科、体育卫生科、计划财务科。

附：解放以来教育行政负责人更迭一览表

机构名称

赣东北景德镇市教育局

1 949·5—1 949·9

负责人姓名

朱煜如

周 薰

周 薰

李克强

项振东

孙文沣

张士华

吴钟祥

张涤心(女)

张士华

尹 旺

周连生

副科长

副科长

任职年月

1 949·5——l 9 49·9

1 949· 7—1 949·9

l 949·1 O——l 950．2

1 94 9·1 O一1 950·6

1 95 0·2—-·—·1 952·7

1 95 2·7·--一1 953·2

1 9 5 2·5——1 953·4

l 95 3· 6一l 954．1 0

1 9 5 3·2——l 953．1 0

1 953·5—1 954·l O

1 95 3·1 2——l 954·1 0

1 954·9—1 955·l

·8·

职～局副科副科科副副副科



机构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职务 任职年月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张士华 科 长 1 954·1 O—l 95 6·4

教育N-
1 95 4·1 O——1 9 56·4 吴钟祥 副科长 1 954⋯10 1 956·7

景德镇市文化教育局 张士华 局 长 1 956·4—1 960·4

1 95 6·4‘-_—。1 9 60·4 刘懋典 副局长 1 956·4一l960·4

黄伟民 副局长 1 956·6—1 95 6·1 2

景德镇市教育局 吴钟祥 局 长 1 960．4—-——1 9．60·10

1 960·4·--_——1 9 6 0·1 2 胡经荣 副局长 1 960·4—1 960·12

景德镇市文化教育局 张士华 局 长 1 960·1 2一l 965·1 2

1 9 60·1 2——1 9 6 8 刘懋典 副局长 1960·12—1968

江焕庭 副局长 1 960·1 2—1 963·1 0

胡经荣 副局长 1 9c0·1 2一l 96 1·4

朱炳煌 副’局长 1961·9·-———-1968

张克宇 局 长 1965·12一1968

景意镇市革命委员会 张宝荣 军代表 1 970·3—1 970·10

政治部教育组
1 970·3·—-----1 9 7 2·1 0 徐中元 军代表 1 970· 一1 972

刘金水 副组长 1 970·3一lq70·5

王富林 副组长 1 970·5—1 972·10

景德镇市文化教育局 侯宗林 局 长 1 973·l—l 975·8

1 972·l O——1 9 79·3 朱炳煌 副局长 1 972·1 l一1 973·6

·4’



机构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职 务 任职年月

王富林 副局长 1 9 72·I I——1979·3

贺 福 副局长 1 9 7 2·I I——1979·3

祖保宗 军代表 1 9 72·1 I一1 975·8

谢景星 局 长 l 9 7 6·1—1 977·7

副局长
(I 9 77·3—1 979·3)王富林 主持工作

王中信 副局长 I 9 7 7·7——1979·3

胡拯民 副局长 1 9 7 7·7·--··I 979·3

吴钟祥 副局长 I 97 8·4——1 979·3

副局长
I 9 7 9·3——1 980·9景德镇市教育局 王富林 主持工作

l 979·3—1 985·l 2 王中信 副局长 1 9 7 9·3——1 980·I I

吴钟祥 副局长 I 9 7 9·3——l 9 83·1 0

王富林 局 长 I 980·9—1 983·1 0

徐日新 副局长 I 9 80·I 2一

倪少成 局 长 I 9 8 3·1 0—

孙中慧 副局长 1 983·I I)一

补充。1985年以后，市教育J而负责人任免情况如下·

吴仁儒(剐^寺长)1986·6—1988·8

毛达生(剐局长)1987·8一

徐日新(副J-a长)1987·8免

倪少成(局长)I．¨89·4免

程铭‘局长)1989·4任

·5。



第=节 专业机构

一、业余教育机构

民国时期，断断续续办有业余教育，相应设有机构。民国12午

(1923)成立浮梁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次年成立景德镇通俗讲演所。

民国14年(1 925)成立景德镇平民教育促进会。民国19年(1930)成

立县识字运动委员会。同时成立浮梁县立民众教育馆。解放后，业余

教育捆入国家教育体制，1950年j起，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市县均设

立业余教育机构，有：工人业余教育委员会，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

市民业余教育委员会，扫除文盲协会等，均下设办公室。1 978年，成

立市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分别在市总工会和市教育局设立办公室常

设机构(市教育局设立的业余教育办公室1 983午后与局综合教育科合

署办公)。1 982年，成立市职工教育委员会，由市总工会和市经委抽

调人员组成办公室。

二、教学研究机构

民国26年(1 937)浮梁县成立县教育研究会，对小学图文、算术

进行研究。研究会是临时业余机构，很少开展实际活动。1 953年，成

立景德镇市小学教育研究台(业余性质)，设语文、算术、体艺，史

地教学研究组和教具制作研究组。1957午市、县成立教学研究室，为

教研常设机构。 “文化大革命”期j日，教研室被撤销。1973年恢复，

1984年市教研室改为中小学教学研究所，区、乡分别成立教学研究室

和教学研究组。从1982年起，先后成立全市性中学政治、语文．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历史、地理、体育等学科中心教研



组，并成立中学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小学语文、数学教学研究

会。教研所、室隶属各级教育局。

三、仪器、电教机构

19 79午，成立市教学仪器站。1 9 84年，成立市电化教育馆，与仪

器站合署办公。城、乡各区设电教仪器站。电教馆、站隶属各级教育

局。

四、招生考试机构

1 950午全市小学划地区统一招生，1 95 1年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在市

设考区。从这以后，届时成立各种临时性招生考试机构，如中学招生

办公室，技校招生办公室，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办公室等。

1 985年，为统一管理普通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成人高等院校、中

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和研究生招生考试，高、中等自学考试等工作，

成立景德镇市招生考试办公室，为常设机构，办公室隶属市教育局。

室．

五、勤工俭学机构

1 9 81年成立市校办工业公司，隶属市教育局。(注)

注。1986年成立市勤工俭学办公宅，与校办工业公司合署办钠区亦成立勤工俭学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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