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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本志记述了中山市(县)自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2

年)至今(1990年)近850年的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全

书分为12篇、33章、69节，约60多万字，并附有图表及

建国后中山教育规模发展的彩色照片。书中内容从古代的

教育直至现代教育都作了记述，而着重是记载民国以来，特

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山教育事业的发展，历

史地、客观地评价了各个时期教育工作所取得的经验与教

训。这是一本史料丰富、事实充足、数据充分的教育专志，

它起到了“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

本志适合教育工作者、编志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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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教育志》是记述中山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第一部专志。编纂工作在中共中

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关怀下，在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下，历时五年，终于成书。

《中山市教育志》全面记述了中山自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县以来近850年

教育的历史，着重记载了民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山教育事业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以及曾经遭到严重挫折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忠

实地记述中山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无疑地将起到“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对

研究、改革、振兴中山的教育，它将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

爱乡的革命传统教育，它将是一份有益的乡土教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人才的

培养基础在教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使

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发展

模式、教育体制模式、教育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教育发展的出路在改革，而改革就

必须研究中山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与吸取教育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探索与

掌握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工作。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山市教育

志》的编写与出版，必将对中山市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出应有

的贡献。

钟建光

1994年lO月



一、本志断限：上限始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香山县建立之时，下限至1990

年底，个别章节内容根据需要适当延伸。

二、本志编写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

三、本志体例：按事以类从，横排纵写的方法，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的体

裁进行编纂。在结构上采用分篇、章、节、目的层次。各篇从实际出发，序后篇前立概

述，篇后附教育统计及文献资料。

四、本志记述：除个别地方引用原资料用文言文外，其余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纪年：民国时期及以前用当时的纪年方法，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称谓：凡属机构名称、历史地名、校名、各级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

地的习惯称谓，必要时用括号注明今名。

七、本志的“人物传略”，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中山籍已故的教育工作者，并

以出生时间先后排列。所列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均为省、佛山地区以上单位表彰者。

八、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民国时期及以前采用《香山县志》及教育行政部门提供

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5年主要采用中山县(市)统计局数字。1976～1993

年主要采用中山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各个学年初统计报表。

九、本志中国共产党的称谓重现时，，按通常惯例简称。中共”或。党”。而在第六篇

《党群组织》中，因同时记述多个党派的政事，故中国共产党的称谓均作“中共”不作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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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的教育历史，可追溯到香山县建县之前。据《香山县乡土志》记载：“香山县立

县之前，延福里人梁杞已以好学通经著称。宋仁宗世自设县立学校，士习翕然称盛，与

他州相颉颃”。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建儒学。明嘉靖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545--1547

年)建仁山书院。明嘉靖《香山县志》记载：县府所在地有社学四所(社学大馆、东门

社学、东隅社学、莲峰社学)。明朝，香山县教育在省内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据《香山县

乡土志》记载：‘‘逮明而黄双槐、粤洲、泰泉三先生出，学风所被，俗勘歧趋，有海滨邹

鲁之称。” 。

清朝，香山县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教育也较明朝有较大进步。据同治《香山县志》记

载：全县已有书院21所、社学3所、义学和乡学6所、书塾1所。当时书院遍布全县，

在全省也是书院多的县份之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统计：

“全邑学堂共六十余所，学生约二千余人，其余私塾学堂亦称是云。”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县原有私塾多逐步改为学校，其余没有学校的大乡村，

在政府劝导下，纷纷设立初级小学和平民学校，教育事业有了一定发展。抗日战争期间，

县境沦陷，大多数学校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事业有所恢复和发展。‘至1948年，

全县有中等学校18所，学生5237人，初等学校672所，学生87244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山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以1949年

为基数，1965年中山的中学生由5104人增至12050人，增加1．36倍；小学生由80166

人增至142566人，为1949年的1．78倍。在此期间，中山还推行了两种教育制度，办了

一批农业中学。1966年已有农业中学50所，学生2771人，对改变中等教育结构以适应

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了有益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中山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

经过“拨乱反正”，中山的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取得了重大成就。

加强和发展了普通教育。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山的教育事业上了

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在1981年完成了扫除文盲的历史任务；第二个台阶，在1982年

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第三个台阶，在1988年基本实现了普及初中教育。1990年，全市

有小学403所，普通中学69所；小学在校学生125652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53435人，

分别是1949年的1．56倍和10倍多。幼儿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1948年，全中山仅有幼

儿园6所，教职员工仅17人，入园幼儿409人。1990年，全市幼儿园已发展到175所，

入园幼儿40908人，是1948年的100倍，教职员则增至1540人。

恢复和发展了职业教育，开展了高中的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为了适应中山市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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