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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县地处豫西南边陲，历史悠久。由于东汉以来风云人物刘

秀，刘备，诸葛亮等曾在此处从事过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而名

闻全国。新野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源远流长，无论过去或今天均有

颇多建树。新野县教育志编辑室经过数年努力，编纂成l：新野县

教育志》一书。这是有史以来新野县的第一部教育志书。。

《新野县教育志》，上限清末光绪年问，下限于1985年底，

依据详今略古的原则，采用横排竖写的体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反映新野县教育事业兴衰变化的曲

折里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为新野县教育事业在党

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发挥

不可低估的作用． ，

<新野县教育志》的编纂起步于1984年秋，编纂过程中受到

了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及县教育志编辑室多次开会研究，征集资料，征求意见，组织力

量调查访问，外出到地县档案，图书馆，郑汴有关机关查找资，

料。在省，地区教育志编辑室的支持和指导下， 收集资料达500

万字以上，整理卡片100万字以上。初稿于1987年底完成， 包括

概述，大事记，教育管理，儒学，书院，私塾、幼儿教育，学校。

教育，成人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教学与教学研

究、体育卫生、人物等章，34万字。借本书出版之机向所有为本

志书做出贡献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编纂《新野县教育志》是

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没有蓝本，没有经验，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

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

新野县教育局长 刘振义

199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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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起清末光绪年间，下至1985年．记载个别人员任

职时间不在此限。

二、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数字书写，以1987年2月1日试行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三，凡重要历史文献或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均以附件形式附予

有关章节之后．
。

四、本志人物章收录范围足；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传略、简

介收录对本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突出贡献和重大成就的人员’并

附进士、举人名录。列表人物，收录大专院校讲师以上及相当讲

师以上的教育行政人员，收录小教三级以上及中教五级以上的教

师及相应的教育行政人员，贡献大，成绩突出的人员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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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野县地处河南省西南边陲，居南阳盆地底部。北邻南阻

县，西接邓州市，东与唐河县毗邻，南和湖北省襄阳县接壤，白

河，唐河穿流全境，南樊公路纵贯南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土地肥沃，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十分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野县教育事业的发展里程，按性质可划分为三个迥然不同

的历史阶段，即清代的封建主义教育，中华民国时期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

清代教育沿袭明制，实行科举制度，学校教育围绕科举取士

处于附庸地位。清末，新野县有县学1所，设于孔庙(今县人民

政府所在地)。书院l处，称自水书院，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

，延续至清朝末年，地址在旧城北面1里许(今北关小学所在

地)。普通教育是散布在城乡的私塾。无论官学和私学，其教育

内容均以“五经”、“四书"、“八股文"为主，以“尊孔忠

君”为核心，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s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危。后，天下有识之士纷纷上废

科举之奏，清廷迫于形势，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诏“立停

科举，以广学校"。新野知县叶承祖改白水书院为高等小学堂，

此为新野办学堂之始。光绪三十三年(1907)，高等小学堂迁至

城内试院(今县人武部所在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县

陶炯照就白水书院改建为新野县中学堂，至宣统三年停办。光绪

三十四年全县计有高等小学堂1所，高初两等小学堂3所，初等

⋯1⋯
＼ ．f 9



小学堂S所，学额465名，至宣统元年(1909)又筹添小学堂11

所。宣统三年(1911)，河南省提学使司将全省属县分为上，

中，下三等，并分等督招学生名额，新野县划属中等县，按札要

求应增招学额4000人。宣统三年正逢辛亥革命兴起，此一要求，

断难实现，仅一纸空文罢了。清朝末年，尽管有废科举兴学堂

之变革，但就其教育性质来说，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就数

量而言，学堂数很少，学生人数少得可怜，广大劳动者子女能进

学堂读书的更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它。1912年1

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通令全国，学堂于3月4日(农历壬子年正

月十六日)一律复学开课，并将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在国民党统

。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治腐败，贿赂盛行，争权夺

利，相互倾轧，恶霸地主横行乡里，上下贯通，鱼肉人民。政

府不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无力求学，以

致学校教育发展十分缓慢，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青少年失学率高

达80％以上。1930年河南省教育厅督饬各县推行义务教育，但由

于经费支绌，师资缺乏，推行义务教育流于空谈。1930年，全县

大小村庄881个，学龄儿童45610人。S个学区共有初级小学148

所，完全小学6所，职业学校1所，入学儿童6846人。此外，尚

有私塾73处，入学儿童1168人，失学儿童还有37596人， 失学率

为82％。到1936年全县中小学校仅初级小学数量稍有增加。当时

全县人口计279145人，识字人数为男5761人，女584人， 共计

6345人，文盲为272800人，占全县人口的90％以上。1940年以

后，新野教育始有较快发展，完全小学由5所发展到26所，初级

小学由148所发展到240所。1941年，初级中学除曝有的1所新野

县中以外，相继又在新店铺创办了景贤中学，在城关创办了清滨

中学，在校学生相应有所增加。1945年春，日军侵入新野县，学

校全部停课。同年8月，日军战败无条件投降，学校复课。194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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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经批准新野县立中学与私立洧滨中学合并后，县城的山陕

会馆(现为南关学校)和乾明寺(现为人民医院)为新野县中校

本部，樊集太山庙为新野县中分校。
‘ 1947年底，新野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

展。自1948年起，全面接管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级各类学校。

并从管理体制、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着手进行

改革，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和传统，学习并推广苏联

的教学经验。1950年，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

各级各类学校中进行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教

师队伍中进行了思想改造，广大教师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就数量而言，1950年全县有村sJ',118校，完小4校，计299

班，学生19193人，初中1校，’师范1校，学生计1760人。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新野县教育事业有

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56年全县有完全小学14所，乡,rJ'、124所，

民办小学31所，全县在校小学学生计48761人， 教职工计1185

人。

， 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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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

1958年，新野县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展以勤工俭学，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革命”。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提

出了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教育革命规划，在全民办学口号的指导下，

各级各类学校迅猛发展，学生人数剧增，超越了客观条件所许可

的程度。其结果是入学率高，巩固率低，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且浮夸风盛极一时，群众办学不顾客观条件，大轰大嗡，一蹴

而就。女111959年所撰县志记载“1958年，教育事业在短短的几天

内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在扫盲教育上⋯⋯10天内即基本完成

⋯3··‘



全县扫盲任务’’。浮夸风由此可见一斑，办学效果可想而知。。

当时不顾经济能力，强调全县中小学一律实行“四集体"(同

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大力开展办工

厂，办农场，大办钢铁，深翻土地。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

活动，忽视了课堂教学，出现了“以劳代学"的倾向，违背了教

学规律。1959年元月份20天内的统计：学校开展“三拾’’运动，

拾红薯61万余斤，棉花15万余斤，柴594万余斤， 红薯干22万余

斤，萝b 5万斤，花生3万斤，送肥276万斤，积)]巴5369车。在

教学改革中，形式主义流行，所谓工地上谋，现场教学盛极一

时。据1959年元月统计s田间教学164次，炉边上课81次， 其它

现场教学85次，不顾客观条件和技术力量，学校大搞“三酸"制

硅，搞什么尖端科研，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浪费了人力物力，

降低了教学质量。在教师中开展“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矽运

动，挫伤了教师的政治热情和教学积极性，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

用。

1958,'--1960年，教育事业的盲目发展，脱离了当时生产发展

水平和实际承受能力。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得不进行压缩调整。为

了纠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错误，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撤消了新野县师范学校及新野二完中高中部，初级

中学保留一中、二中及五中，其余全部撤消，压缩了学校数量， ．

调整了学校布局，小学适当地办了早、午、晚班等多种形式的农

村简易小学和耕读小学。为了便于学生就近入学，1965年对全县

小学实行了分散布点，高小由61所调整为119所，各类小学调整为

1149所。这样一来，学生上高小一般离校4华里左右，上初小离

校最远的不超过3华里，上耕读小学基本上不出村，入学人数达

到69543人，相当子1947年的5倍多。经过调整，教育事业逐步走

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正当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稳步前进的时

候，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级学校首当其冲，教育事业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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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前摧残。 “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事业尽管有过失

误，经受了波折，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教师中有312

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教师总数的27．33％， 14个完小的1S个校

长中9个被划为右派分子，教师中所划右派分子中大部分为教学

骨干，使教师队伍遭受重大损失，1958年教育事业盲目发展及浮

夸风盛行，影响了教育质量，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方针的贯彻落实，教育事业在经过波折之后又比较健康地向

前发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造成严重破

坏，新野县尤为突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仅有的1所完中

被砍掉瓜分，‘大字报、大串连弄得中小学七零八落，门窗玻璃被

砸坏，图书仪器损失殆尽，房舍失修，残破不堪。文化科学知识

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标志，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谁有知识，

谁就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挨批挨斗关牛棚。所有教师统统被

戴上资产阶级“臭老九”的I旧子，不少教师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残

酷的斗争，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学校停课达两年之久。复课以

后，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搞得教师无法教，学生无

法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危害了青少年一代。 ．

1968年在实行“侯，王建议”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均被赶回

原籍，进行所谓改造，外地教师被赶走200多人，极大地伤害了教

师的感情，瓦解了教师队伍。特别是“四人帮"批判师道尊严时

利用“马振抚事件"在中小学教师中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广大教师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教育事业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

“文革"期间，不适当的提出了“上小学不出村，上中学不出

队，上高中不出社”的口号。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不顾客观条

件，初中高中大量发展，学校层层戴帽，教师层层拔高，降低了

中学教学质量，又抽空了小学教师，不得不起用大量民办教师。

一学制、始业时间、教学内容翻来复去，随意改动，加上以千代学

之风的干扰，造成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的不良后果。学校及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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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却大大增加了。据1971年统计：全县共办高中9所，戴帽中

学147所，小学及其下伸点263处，在校中小学生计93000人。

1974年，全县有单设高中9校，单设初中1校，小学附设初

中班189处，小学213校。在校学生。高中54班，2952人；初中

401班，学生13847人，小学2034班，学生88470入，全县7至11周

岁学龄儿童73092入，己入学71639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贯彻了“调

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批判了“四人帮"破坏教育

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教师

及历史沉冤都得到平反昭雪。各级各类学校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

发展。县教育局扭转了多年来重视中学轻视小学的倾向，把普及

小学五年教育当做重点来抓。1979年，全县7--一11周岁的学龄儿

童63191人，入学60079人，入学率为95％， 7～16岁青少年

60346人，读完小学五年的40006人，占66．2％，读完初中的

11451人，占18％。1980年以来，初中由原来的183所压缩为82

所，充实小学教师474人，并采取了一系列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

有力措施。1982年狠抓了小学五年教育普及工作，充分发挥县社

重点学校的模范带头作用，全县两所重点高中、14所社中、24所

中心小学已形成教学中心，试验中心，资料中心，体育活动中

心，为搞好全县教学发挥了骨干作用，教学成绩逐年均有不同程

度的提高。几年来的高考成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学水平s 1980

年录取205人，占全地区第七位，1981年录取215人，占第六位；

1982年录取227人，占第四位，以后逐年有所提高。 全县13个农

村公社，178个大队办起农民业余文化学校275班，5726人，扫除

文盲1948人。 “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经

过3年努力于1982年底结束，彻底恢复名誉的113人， 为错误处

理回家的8人恢复了工作，补发了8人被扣发的工资；对被迫害

致死者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对强加于教师的诬蔑不实之词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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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正错划右派356人，对313

名年老体弱的教师做了妥善安置，极大的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

至1984年，全县小学共2 57所，分校点167处， 在校学生86746

人，入学率为98．3％，普及率为96．8％，年巩固率为99．7％，毕

业率为99．3％。1984年11月20日，经省，地普及初等教育检查验

收工作团检查验收，全县14个乡镇全部达到了部颁普及标准，成

为首批普及初等教育县之一。全县有普通高中8所，农业高中1

所，计83班，学生4183人，初中79所，421班，学生计19832人，

小学270所，1844班，学生86746人，全县中小学教师6083人，其

中民办教师3656人。 ．
r

1985年，新野县教育局进行了四项改革，在人事制度上进行

了校长，教师招聘制的试点工作，并实行人事管理权下放，在教

育体制改革中，每个乡办1所农业中学，在学校管理改革中，加

强了学籍管理；在教学改革中，重点抓了优质课，学科竞赛及开

辟第二课堂。与此同时狠抓了教师素质的培养提高，筹措办学资

金，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三件大事，并已大见成效，出现一派蒸蒸

日上的新局面。

建国35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教职工的

努力工作及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新野教育事业不论就数量或

质量来衡量，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建国以来，共培养

初中毕业生114347人，高中毕业生25032人。自1977年恢复高考

制度以来，至1985年全县计有1232名学生升入大专院校，746名学

生升入各类中等专业学校(1977年高招录取的110人因未分栏统

计，尚未计入以上两项数字之中)，9年内共为大专院校及中等

专业学校输送新生2088人，在全地区各县市高招各项指标中，多

项多次名列前茅。
。

解放以来，新野县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走过弯路，经过不

少坎坷和曲折，但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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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成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指示，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前面

的道路更长，有待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开拓前进。

新野成人教育，始于清末的简易识字学塾。宣统元年(1909)

至宣统二年，新野县有简易识字学塾23所， 生徒约500人。民国

时期的成人教育有平民学校及民众夜校。1919年，新野县始有平

民学校，以失学儿童及文盲为对象，教以简易文化知识，年龄在

12岁至50岁均可入学。1924年，城内及南关各设民众夜校1所。

1926年，全县发展民众夜校约50处，一般的均附设于各小学校

内，它的主要任务是扫盲，但绝大多数有名无实，徒具形式。

建国以后，广大农民随着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翻身，强烈要

求提高文化水平，摆脱无知状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广大农民的

求知热情，千方百计为农民教育的开展创造条件。建国初期即以

各种不同形式对农民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1951年大力开展了以

村干部，党员为骨干，以男女青壮年文盲半文盲为主要对象的冬

学运动。据统计，全县共办起冬学班321个，学员1420人。1952

年春转入常年民校学习，并有计划地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

法”，大力开展扫盲运动。1955---'1956年，参加民校学习的有5

万余人。经过学习达到扫盲毕业文化水平的有7299人，截止1957

年，建国后的8年中全县共扫除文盲16525人。1962"--'1965年，

农民业余教育本着“积极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结合生

产，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原则，持续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和扫

盲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农民教育事业和其它各项

事业一样，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文盲大量产生。 、；

’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党和政

府把工农教育列入议事13程，自1979年起，县和各公社都恢复和

重建了工农教育委员会，配备业余教育专职干部大力开展了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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