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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资料翔实可信闻名于世。修志是件艰苦的

工作。编年录事、删繁就简，摘英集萃，存真求实，没有埋头苦干几年的精神是难以修成

的。当代修志更是一件政策性，原则性极强的工作。修志者既要秉笔直书、无讳无隐，又要

懂得政策，坚持原则。《宣化县教育志》的成书出版，说明县教委的领导人十分重视修志工

作，也说明编修这本书的工作人员具有坚韧不拨的可贵精神。

《宣化县教育志》是宣化县教育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客观真实地记载了从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到1994年近百年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它的问世，不仅服务四化、有益当代，而且启迪后人、惠及子

孙，必将在。存史、资治，教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回顾宣化县解放以来四十多年教育的历史，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教育战线全体教

职员工的积极努力，依靠全社会的广泛支持，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和前所未有的成就j

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也应当看到，宣化县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

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宣化县的教育亦受到了种

种干扰乃至严重摧残，同时，在教育工作中，贯彻落实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也存在不

少问题，．还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现象和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贯彻执

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过程中，也还有

许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宣化县教育志》的成书，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

育改革，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亦为激励后人开拓教育的未来，再铸明H辉煌，播下了希

望的种子。

四十多年来，宣化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师，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

一代新人的大业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名垂史册的贡献。当前，教育改革正处在向纵

深发展的大好形势，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尽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人才，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教

师的共同心愿和行动指南。热切地期望全县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师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更大

的成绩，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

中共宣化县委书记 李生金

宣化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志森

1995年10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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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翔实丰富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记述宣

化县教育事业诞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解放后全县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领导下的发展历程，反映四十六年来教育工作面貌，力求本志具有“资治，教化、存

史”的功能。

二、断限。上限以事物的发端而定，下限为1994年末。

三，结构。志首置概述，总摄全书，次为大事记，匀勒脉络。之后，按学校和教育的类

别性质，以及教职工队伍、教育行政机构、经费设备勤工俭学、人物等分章，章下设节，

目。各章中的附录，按节排序号，卷末设附录，将末能列入各章的作总的补充。

四，体裁。采用记、述、图、表、录五种形式，横排竖写，叙而不论，用语力求规范。

五，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解放前用历史纪年，汉文数字，在其后括

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六、地名、称谓。历史上地名和机构称谓沿1日称，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在古地名后括

号内加注今地名，今地名用标准地名。

七、数字、数据。数字用阿拉伯数码书写(引用lIj志时除外)。数据在行文中的，以当

时政区范围统计；附表中解放后的数据，1989年末前一段，按1989年宣化县政区范围统计，

划出划入的已作技术处理，以利前后比较，1990年以来的，按各年度政区范围统计。

八，计量单位。本志直接引用原资料的，概未换算，凡未注明公制的均为市制，以存历

原貌。

九，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档案资料以县教委存档案资料和各乡校志

资料为主，以县(区)及地市档案馆资料为佐。数拆；资料以《宣化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资料汇编》为主，以其它资料作补充。 ，

十，注释。需要时行文中即加括号予以注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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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东经114度41分51秒至1 l 5度29分34秒，北纬40度8分20

秒至40度49分1 7秒。东与赤城，怀来两县毗邻，西与怀安i阳原两县接壤，南连涿鹿，‘蔚

县，北以长城与崇礼县为界。

宣化县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生存栖息。尧划九

州，今之县城尽属冀州。周时，燕击败东胡置上谷郡，含今宣化一带。秦时仍属上谷郡。此

后，建置和称谓多次变更。据旧志记载，即有下洛县，广宁县，怀戎县，文德县、宣德县，

宣府镇等。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称宣化县，属：lfi：隶省宣化府。民国元年(1 912)废府

置道，宜化县属直隶省口北道。民国十七年(1 928)建察哈尔省，宣化县改属察哈尔省辖。

1 948年l 2月7 It，宣化全境再次解放。察哈尔省划宣化城区为宣化市，四郊农村为宣化

． 县。县辖1 3个区，475个行政村。，I 952年“月，撤销察哈尔省，宣化县属河北省张家口地

区。全县分为1 0个区，91个乡，4个镇，458个村。1 956年撤区并乡，全县划为39个乡镇。

1 958年9月撤乡，建9个人民公社。同年1 1月，宣化县建制撤销，化稍营公社划入阳原县，

定方水公社划归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沙岭子公社金部和谣望山公社8个村划归张家口市茶坊

区，其余王家湾，深井，崞村，塔儿村，顾家营，西望山6仑公社并入张家口市宣化镇(后

改称宣化区、宣化市)。1 961年6月，恢复宣化县建制，原划出部分除化稍营公社外。其余

仍回归宣化县，同时，又新划入赵川，李家堡，小村，大向阳4个公社。宣化县仍属张家口

地区。 、
。

一
．|

1 984年1月，张家口市成为省辖市，宣化县划归张家口市。同年，公社改为乡。1 985年

． 起，赵川，沙岭子，洋河南(邓家台)，深井，崞村，姚家房、顾家营，贾家营先后改镇，

1 992年，辛庄子，定方水、段家堡3乡划归下花园区。l 994年末，宣化县辖1 9乡8镇367

村，288275[：i人(其中农业人口270202人)，县治设于张家口市宣化区i；
‘

·全县总面积2146．2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区占三分之二，河川，盆地占三分之一。耕地

面积8041 05亩，农民人均2．98亩。耕地中可灌溉(包括雨后引山洪灌溉)的占40％。全县海

拨在559米至l 997米之间，气候干旱多风，年降雨量平均在320至420毫米之间，无霜期1 1 O一

1 35天之间。境内铁路有北京至包头：，‘大同至秦皇岛、宣化至庞家堡三线，横贯中部和南

部。1公路有国道110线、11 2线，207线通过，同3条县道、数十条乡道连成网络。，’ ．

．+

‘ ‘ ’

，(二) ，，
～’

。

● 、

历史上，．宣化县向为兵家纷争之地，东汉和明初，曾造成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国

十五六年，晋，奉，直隶军伐在此拉据作战，后又有民族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故向来

l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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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武备，轻文治，经济比较落后，教育起步亦较晚。明，清仅有县学和一所书院，清光绪

二十九年(1 903)宣化府学堂改名为宣化府中学堂，开国文，英语、算术，地理、体操等

课，才有现代正规学校教育。光绪三十一年，明令废科举兴新学，学校教育得以发展。因宣

化系府道所在地、商品集散地和公路枢纽地，其发展快于周边各县。至解放前夕，宣化城内

已有省立中学，省立师范、职业学校和一批县立中小学、私立学校，已具相当规模，并且门

类比较齐全。

解放后，宣化县城改为宣化市，县治迁至沙岭子，县境仅有1 5所完小和21 8所初小，中

学即成空白。按475个行政村计，有学校的村庄仅占49％。宣化县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即

一面恢复整顿旧有小学校，一面大力普及小学尤其是初小教育。当时，曾选派大批教师和政

府工作人员，到山老区走村入户，动员农民送子女入学。有条件即建初级小学，没条件就设

同定场所，由教师巡回授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转向注重普及中的逐步提高。既努力拓

展完全小学，又开始兴办普通中等教育，建立第一所初级中学。到1 957年统计，全县已有中

小学331所(其中完小1 16所)，在校学生23355人，教职T746人，小学入学率78％，普通中

学7所(其中完全中学1所，民办中学l所)，在校学生1641人，教职工1 07人。之后，经

济建设出现波折，既有“大跃进”，又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学校教育也经历了大发展，

大收缩，和巩同后的发展。从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又一同经受了长达10年的破坏

和摧残。f日总的走向是伴随人口增长与经济实力的增强，小学和中学规模扩大，在校学生人

数不断增多。到1 976年末，已有小学321所，在校学生45584人，学生数tel 957年增加将近一

倍，入学率增长l 9．2个百分点，普通初中1 35所，高中48所，在校学生初中1 2533人，高中

5126人，同1 957年比，学校数增长了2l倍，在校学生增长了近1 O倍。但这种发展超越了经济

实力，以致许多校舍破旧不堪，教学仪器设备无配套可言，这种发展亦与教师队伍不相适应。

据1 976年统计，小学教师l 578人中，民办教师l 097人，占69．5％，初中教师829人中，民

办教师494人，占59．6％。包括公办教师在内，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大多数教师不具备应有

的学历，高中学历的教师教初中学生，初中学历的教师教高小学生，高小学历的教师教初小

学生，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1 978年i 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宣化县委、县政府，既深入推行经济体制改

革，亦大力深化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着眼点是；既向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迈进，又

切切实实致力提高教学质量。1 984年以来，县委县政府进一步把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和重视。1、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不断对教育增加投入。1 983年全县

教育经费为252万元，1 994年已增至1 91 3万元，l 1年间增加了6．6倍。2、宣传重视知识，

引导全社会尊师重教，捐资兴学。l 985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各种捐资共达3084万余元。

3，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认真解决。一无两有八配套”，建设较好的学校环境。仅1 990"一

1 994年五年的统许，即改建兴建校舍65889平方米，添置各类设备器材81 11 6件，图书1 39442

册。4、从多方面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I 994年教师学历合

格率小学达88．2l％，初中48．52％，高中35．7％。5，不断调整学校布局，改革教学体制，

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调整中，合并减少初高中学校，资师相对集中力量增强，学生总容纳

量不变’增加完小，减少复式班，多方面促进教学质量稳步提高。6，加强学生思想教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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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共青团，少先队活动，采取多种方式，激励学生勤奋好学，使学生学业成绩不断上升。

经过这一系列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县中小学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稳步的发展轨道．小学和初

中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升学率逐年提高。 一～ ．、一t}}‘

J．’’。，7， o’。■0(兰)o，√■0■!’≮。≯‘
解放后，宣化县的教育事业以普通中小学教育为主体，同时又紧紧抓住中等职业教育、

‘师范教育和各类成人业余教育。 ．、 j、j◇i‘：{， ’．，。’。，．一扛；

·宣化地方职业教育起步较早。清光绪三十二年(1 906)县城内即有宣化府艺徒学堂，后

来又有过宣化府中等农业学堂、’口北道立寅化乙种工业学校j察哈尔省立第二职业学校、察

南农科实业学校、宣化农业中学，宣化工科实业学校，但一直没有县属职业学校。解放后，

宣化县职业教育已两次起落。第一次起于1 958年。-当时在“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的启示下，开始试办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至l 961年春，各地农业职业中学共达1 2所，学生

694人。同年6月1日，宣化市县重新分设时；因经费困难而全部停办。第二次起于l 963

年。根据省教育厅指示，姚家房中学改为张家口专区供销学校，西望山中学改为专区农村会

计学校，随后，深井，李家庄大队和马家湾西泡沙大队亦办起农业中学，县人委在黑山底建

立县办农业职业学校。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职业学校叉先后中断。1 983年，贯彻

中央《关于加强和改造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宣化县第三次兴办中等职业教育t

将大堡予中学改为农业技术中学，外口泉初中改为四年制农中，还在部分囝办中学中开设职

业技术课。之后，为便于职业中学教育，合理利用财力，人力，物力，教育主管部门又多次

对职业学校的布局和专业设置进行调整，才形成现今宣化县职业教育中心(含原太堡子农业

技术中学)和赵川职业中学(以三产市场人才需求设置专业)‘、．西望山职业中学(以矿业生

产需要开设专业)的格局。 ，．，

4一 ，： ．．t，
。． t|．：“‘ ．：1．

境内中等师范教育亦始于1 906年，即当时的宣化县立初级师范学堂。但该校仅三年即停

办。后又有直隶省在宣化县城开设的第五师范学校(后改称察哈尔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察省

宣化师范)，宣化县乡村师范、冀察师范、宣化师范。解放后，宣化县政区尽在农村，师

范教育空白。但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而师资严重短缺情况下，县政府不止一次采取应急措

施。在沙岭子小学附设短期师范班，在沙岭予中学附设9币范班，在县市合并期间办初级师

范，在洋河南中学代柴沟堡师范招中师班。l 983年宣化县再下决心，报请省政府批准建立宣

化县师范学校，既接纳进修教9币和堵训在职教师，又正规招收中师学生。经l o余年努力，教

学质量稳定，经受了省市严格考核检查，成为全省保留1 0所县师范中的1所。

成人业余教育亦是在解放后才形成规模。农村成年农民经历了近30年的扫盲教育，1 982

年取得了青壮年农民“基本无文盲县”的巨大成就，开始逐步转向技术教育和时事政治·教

育，职工业余教育亦从扫盲，小学，初．中的文化课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一阵

后，80年代期间，又进行了“双补”(文化、技术补课)学习和考试，．最后与经历五六十年

代业余文化学习为主、 。文化大革命’期间亦曾中断的干部业余教育汇合在一起，进入了高

一层次的业余文化教育。即：中高等函授教育，中高等成人自学教育和刊授，广播、电视高

等教育，并且己稳固地成为全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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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j ．．

●
●

46年来，宣化县经济快速发展，对教育事业不断加大投入，促使教育事业亦迅猛发展．

教育事业不仅在规模上(包括学校数、教职工数、在校学生数)早已不可同1 948年末相比，

而且在质量上(包括校舍环境建筑质鼍，教职工队伍素质、学生所学知识)也早已不可与
l 948年末同日而语。 ．． ：， 7+’

、、．’

46年来，宣化县教育事业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出了数以10万计的小学毕业

生、8．9万名初中毕业生，2．5万名高中毕业生(其中3600多人考入了各类大中专学校)，培

养出了近万名有一技之长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宣化县教育事业的突出成就之=，就是成人业

余教育在农村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在城镇对干部职工进行就业后文化再教育，提高了干

部职工群体文化层次。这两项成就合起来，促成了宣化县人口总体文化构成的明显变化，虽

然这个变化还不尽人意，但这种可贵可喜的变化仍在继续就是希望。

童化县三次人口普查的文化构成变化表

第 普查 人口 在 7 岁 以 上入 口 中
年度

次 人口总数 其中7r岁以上 大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

l 1964 220422 179917 0．19 1．05 3．24 36．42 59．1 0

2 l 982 292097 257894 0．20 7。88 l 9．70 46．70 25。5 2

3 I 990 323963 287l 99 O。50 8。85 28．60 42．60 19．45

注l高中文化人口数包含了中专文化人口数

宣化县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必将向更高层次迈进，必将造就出更多

的人掌握和运用更多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发展整个社会。

，宣化县教育事业的理想成就还在明天，明天，宣化县的教育事业将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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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元

中统年阃(1280一1265)

御史大夫康里脱脱在其。宣德别墅”内设馆延师训子，朝廷赐匾。景贤书院’，遂将馆

名尊赐匾改称。 j’

d ‘

‘明 ，

嘉靖七年(1528)

巡抚刘源清和巡按李宗枢奏请，将谷王府安乐堂(正德五年建)改建为上谷书院，’以育

俊士。 。 。

。，；： j ．

‘

t。，’| ．’
．

’

。一

清⋯

，．；!‘ { 囊正+=年(1734)

将原宣府前卫治所(在宣化南关处)改建成县学。设教谕，训导各一人。招生员，应科

试。一
，J 1‘⋯’。：“；． ，

j

t 乾隆=十一年(1了56) ’．．‘

口北道良卿知府张志奇、宣化县知县黄可润，率绅士捐建学舍70余间，创建柳川书院

(今宣化一中校同)。 ‘

．

．．

乾隆=+=年(1 757) ，’

知县黄可润募捐得银400两，用每年生息之80两在四城门设义学4处．

光绪十三年(1 8s了) ·

。

东乡段家堡商民马桂林创建义学，捐宣钱百六十缗做为馆师修金。其侄马文运捐地五十

四亩，以继其志。这是县境农村最早的兴义学举动。 ．4

t

． 光绪=十八年(1 902) 一，1 0，，‘ i。。

宣化知府王守堑奉命将原。柳川书院。敢称为宣化府学堂。就学者仍读经书，阕史鉴。
，

．，· 光绪二十九年(1 903)． 一

宣化府学堂改名为宣化府中学堂，开国文，英文、算术，地理、体操等课。 、．t

二 ’光绪三十年(1 904) ·

知县谢恺在城内相国庙街开办县立第一所高等小学堂，贡生程钰、王蹙为学董。

光绪三十一年(1 90S) 。o 。’

’

宣化府选送学生赴日本留学师范理化各科，l 9人中，当时宣化县籍仅2人。一为化稍营

人(今属阳原县)，一为宣化城内人(今属宣化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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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绪兰十=年(1 906)

奉省令，在上谷公所开办县劝学所。

李家堡村刘福创办县内农村第1所国民学校。县在城关设立初级师范学校．另有私人在

城内开办初等小学堂6处，女子学!暨2处。’。 ，、

光绪三十三年(1 90T)

宣化县成立教育会。教育会创办《教育丛录》。
●●

A民‘；i国一鼻
k

元年(1 91 2)

九月，宣化县奉令统一规定，初小学制四年，高小学制三年，称。三，四制’，女子初

等小学学制五年。是年，全县又新建初等小学校11所。

．六年(1e17)j·．

学堂改称学校。城内相国庙街高等小学堂，改称宣化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城市深并初等

小学堂，改称宣化县第二高等小学校，城东鸡鸣驿(今属怀来县)，建立宣化县第三高等小学

校，宣化县青家房(今属张家I-1市桥东区)初等小学堂，改建为宣化县第四高等小学校。

七年(1 91 8)

宣化县化稍营(今属阳原县)因民学校扩建为宣化县第五高等小学校。
。

八年(1 91 9)， 一’ ：。
’’

宣化县自庸(今属宣化区)初等小学校，扩建为宣化县第六高等小学校。加前述5所，，

统称。六高”。 ，j．．．} 。．．i

’。
．， +一年(1 022)

寅化县按教育部所颁。新学制”的规定，将小学学制统一定为六年，初小四年，高小=

年。 -t ．|．：二-；一-，．

+二年(1923) ．’。 、’

田月，宣化专设女子初级中学校(今宣化区四中)L。

是年，县公署核准，建平民习艺所，4招工徒l o人，分教养，工作、营业三部。每年招

生，半工半读，生产毛呢，粗布，洋布等。 。t
。 ，；

一t

年内，县劝学所改称教育局。 ．，t ’”，．

十三年(1 924)． ：。

沙岭予堡绅士赵盛甫，孟古臣、常利亨三人捐地(系新开河滩地)五顷，充傲沙岭子堡

国民小学学田，时称。三圣人。办学。． ．，． ．．
+．-

， 十八年(1 929)：

宣化县建乡村师范，，学址在今宣化区皇城桥北乡师巷。后(民国二十四年)迁址柴沟

堡，并入宣(化)怀(安)联立简易师范学校一，。，j飞
～

“
“

二十一年(1 932)
1

九月，县府将通佑图书馆，民众学校，通俗讲演所合并为宣化县民众敦育馆。。内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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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教育，健康，出版、陈列、阅览六部。负责全县社会教育。

二十二年(1 955)’ 。

七月，宣化开设工业职业学校。 。．

t

、 二十四年(1 955) ．、

宣化县推行义务教育，规定初小学制四年，完小六年，简易小学三年，短期小学一至三

年。 。

’’

一 √ ，

．

=十六(1 937)

V·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宣化，县境教育事业自此备受摧残。年末失学儿

童达1 3500余人。 ‘’
·

。，二十八年(1 939)

西北乡沙岭予镇立两级小学校附设幼稚班，成为县境最早的幼儿学校教育。
，，

。'
’ 三十年(1 941) ：

日伪当局实施国民教育，县内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学制六年，各保(即中心村)设

保国民学校，学制四年。
。 一

．

三十二年(1 94：3)一‘
‘。

1

杭H掘根地龙崇宣联合县五区在石胡里村举行打霸王鞭．(民间文艺活动的一种形式)检

阅大会，常家庄，唐家庄，车道沟，观音堂，牛心山等村300余儿童参加。‘ ．，=，

三十三年(1 944) “， 。

，
。’

春，抗日据根地和尚窑、大营盘，拒兵堡、西葛峪等村小学得到巩固。龙崇宣联合县将

教师固定为专职教师，增拨办学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t
．， ．‘

+十月，．蔚涿宣抗日据根地日渐巩固，王家湾一带村庄普遍建立夜校，东孙梁、侯家梁、

谢家梁，李家湾、傅家堡等村相继建立小学，以识字和宣传抗日救国为教学主要内容。 ‘，

』 三十四年(1 945)
‘ ‘

‘

九月八日，抗日军民解放宣化，张苏在宣化城内朝阳楼召开工商各界代表会议，宣布建

立统一的宣化县。教宵事业获得新生。 ∥
’

三+五年(1946)

1、一月一日，，中共察I价尔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宣化分设市、县，市辖宣化城区，县辖原

宣化县农村。县城内省立中学，女中、师范，职业中学等4所中等学校和两级小学8所，两

级女子小学1所，划归宣化市。宣化县拥有乡村公办初级小学224所。私立两级小学2所，

初级小学l所，私塾13处。：
’

。

·一．‘ ．．一 ·? 一，

十月十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省政府指示民主政府撤离宣化。十二日，国

民党军队占领宣化善城区和交通要道村庄为国民政府管辖，大部农村仍为解放区民主政府

管理。各学校也因受命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教育制度。 ，

一 。 ，‘’，

·-‘ 三十七年(1 948) j，．

十月，解放区宣化县政府在傅家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60多名小学教师到会。会议提出

今后教育内容应以提高文化知识为主。解放区小学教育开始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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