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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稿为专业志，凡北京市教育局所辖事业范围内的事物及

设于北京的有关教育机关、团体及其事业，皆分门别类入志。’

二、本志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患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科学地记述普教事业发展史实。

三、本志稿以事业发端为起始，但鉴于古代教育与近代教育是两

种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教育，将古代教育单独设篇，其余均按近代教育

分类设篇，统一起自清末兴学，讫于1990年。

四、本志稿所记述内容，不同时期原则上以北京当时市区为限o

1949年前，以市区教育为主；其后，随市界逐渐外展而扩大。

五、本志稿设13篇，前置概述和大事记。其中第五篇职业教育

中的中等专业教育和技工教育部分，因行政所辖不属北京市教育局，

不记述其内容；第十二篇学校志和第十三篇人物志因体例特殊，另有

编辑说明列于篇首；并因篇幅庞大，目录中只存篇名，其内容作为

“下卷”单独成书。

六、各篇设概况为大类之序，间有适当客观评议，以便概览。章

下正文遵从寓评于述原则，直陈其事，不加评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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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北京．位于北纬39度56分、东经116度20分的华北平原北端，世界人类发祥地之一，

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故乡。在这块1．68万平方公里、2／3为山区的土地上，居住着56个

民族、千余万人口。北京，以其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左环沧海之势，3000年

前就为重镇，1000年前已是都城。建都起，即采天子学制，立文庙、兴太学、开科举、设

宗学、建府学，逐渐成为全国文化教育中心。清末兴学，京师首开风气。民国期间，北京学

校林立，学风浓厚，思想活跃，学运发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

十几年普及小学教育，三十几年普及初中教育，‘并办出一批有特色、高水准的一流学校。北

京，正逐步成为全国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

北京自古即是北方地区教育文化中心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北京是燕国文化中心，燕昭

王尊贤重学，国势日盛。两汉时期，众多学者在北京聚徒授业。晋武帝时(公元281—290

年)，唐彬为北平使，在幽州修学校、拓边疆，发展文教事业，深受百姓爱戴。北魏中叶，

燕地学业大盛，教授者不可胜数。唐代幽州地区社会经济繁荣，教育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向

北部山区拓展。同时，北京地区私学、家学等各种形式的教育也有较大发展。

辽入关后，教育上先仿唐制。后采宋制。继上京设国子监之后，于契丹太宗年间(公元

928—935年)置南京(今北京)国子学，并颁行<五经传疏)，使学习唐文化成为京师朝野

时尚。此后，北京地区官学开始采用天子学制，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奠定了北京作为北

方地区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文教上尊崇孔子，效

法汉族。国子监规模扩大，教授、生员大增。其后，专门学、府学等亦发展起来。金太祖天

会年间，开科取士，为各族学者提供入仕机会，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为发展诸路女真

学，1173年金世宗将女真进士全部授予教授职。1199年，章宗下令扩建太学，令凡公卿子

孙及全国各地能通一经以上的儒生皆入太学。学校规章制度亦逐渐完善。

元世祖初入中原，即下令保护学校，“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

教育承宋制，除国子学(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又普遍设立路学、府学、县

学、乡学、社学等地方学校。随着大批色目人迁入，中亚的医学、天文学、数学等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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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传入大都，充实了专门学的教育内容。其时，北京地区官办书院由于朝廷的承认和奖

‘励，广泛兴办，出现了太极书院、文靖书院及谏议书院等著名学府。北京书院在理学北传中

起了重要作用。

明代重视学校教育远胜辽金。明太祖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

本。自迁都北京后，从官方到民间，大兴学校，广泛施教，名贤豪儒接踵而至，文教事业郁

郁彬彬。明代学校分两类，一为国学，一为府州县学。国学设北京、南京两监。北京的中央

学校除太学之外，还有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学校规制之备、人文之盛，均远超前

代。明代来京的外国留学生颇多，皇宫外设有四译馆(翻译学校)，教习周边高丽、越南、

暹罗等各族语言文字。此外还在太医院和钦天监培养医学和天文历法人才。永乐年间，大

兴、宛平县学裁并为顺天府学，府学学规严格，学生待遇优厚。

清代学校制度沿袭明代，北京学校教育系统逐臻完备。清太祖重视八旗子弟教育，在北

京开办多处子弟学校。有“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18处。由内务府管理的景山官

学和咸安宫学最为著名，前者招收内务府三旗生员，后者招收内务府及八旗15—20岁之俊

秀与贡监生员，教以满、汉书。各校以良好设施和优厚条件培养宗室及八旗子弟。为外国留

学生办的学校有俄罗斯学、琉球官学、缅子馆学等。地方学校则建有金台书院和招收普通市

民子弟的义学。清代京师家塾之盛，为各省之冠，凡吏胥之家无不延师教读。

清政府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推行新政、改良教育，北京遂成为新教育的首倡、示范之

地。1862年6月11日，中国第一所官立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北京教育由此翻开近代

篇章。此后，外国传教士相继在京设立育英、贝满(1864)、崇实(1865)、潞河(1867)、

崇慈(1870)、汇文(1871)、慕贞(1872)、崇德(1874)等一批新式学堂。

甲午战后，迅速掀起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7月，光绪帝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堂设

管学大臣并统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着北京近代教育由舆论酝酿进入实质发

展时期。京师官绅一时闻风而起，张元济首创通艺学堂，王照继开八旗奉直小学堂，复有王

宗基等的公文学堂、梁启超的编译学堂、四川同乡京官的四川公立中学堂等。维新变法失败

后，新政全被推翻，唯学校非但未废，公、私立者尚纷纷见。如外务部的东省铁路俄文学

堂、孙家鼐奏设的五城中学堂、日本人中岛裁之的东文学社、川岛浪速的北京警务学堂、基

督教中华圣公会的笃志女子小学堂、宝熙等的求实中学社及未著创办者的女子学堂、外文学

堂等。这些学堂均建于学制颁布之前，对近代学制的产生和推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1904年1月又颁布<奏定

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并在全国推行。北京出现兴学高潮，王公大臣率先，乡绅市民继

起，佛教僧侣亦加入兴学行列，捐款捐物兴办学堂成为时尚。外国教习大批涌入北京，带来

新教材、新教法和新的教育思想。文入学者也大量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和思想，并以之与中国

的制度和思想进行比较、对照，阐发议论，倡导改革。到京师督学局成立时，北京的八旗官

学、公立学堂已有近50所之多，对北京乃至全国都起到倡导和示范作用。19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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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准成立学部，统辖全国教育行政事务。翌年5月，学部奏定官制，设立京师督学局。清政

府以京师教育为各省之倡，着力完善学堂体系。北京教育从幼稚到高等，从普通教育到师范

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均建立并逐渐完善起来。

’

(二)
’

‘：

1912年4月，蔡元培、范源濂分任教育部总长、次长，接收清学部事务。同月，蔡元

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清政府尊孔、读经的教育宗旨，提出符合共和精神的

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

德。”同年5月，教育部撤销京师督学局和八旗学务处，改设京师学务局。学堂改称学校。

废止各贵胄学堂，学生并入其他相应学校。京师各中小学陆续换用新教科书，小学废止读经

科。毕业奖励出身办法亦同时废止。一些小学开始实行男女生同校。

1914年2月，<京师教育报>创刊。这是北京第一份教育专业刊物，以传播教育经验、

介绍外国教育、研究教育教学等为己任，引导教育向规范化发展。在学校整顿中，京师学务

局首先清理私塾。塾师集中培训，学习新教育宗旨、教材和国文、算术教授法。女子教育也

得到发展，1913年新设公、私立女子中学各一所，并在第一蒙养院附设女子师范学校。从

1913年开始，学务局派遣局员分赴各校查视，并可携带试卷抽考任何科目。三年间，共查

视中学近百校次、小学400余校次≮其他教育机关100余次。查视活动对各级各类学校摆脱

旧教育，向制度化、规范化的现代教育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民国初年。北京私立学校增长较快，公立学校除增设女校外，基本停滞。从1916年开

始，京师学校发展速度加快。学龄儿童入学率首次越过1／3，达到35．98％。1923年实行

新学制后，中等学校由于新学制允许初中单独设立而有较大发展，1925年达到78所，学生

首次上万，达到10458人。中学的发展，得益于大批有识之士借教育改革之机，联络同仁创

办私立学校。蔡元培、胡适、熊希龄、冯玉祥等各界要员均在北京参与办学活动。而公立学

校，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时有萎缩，发展甚缓。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破产后，军阀争战，政治愈加混乱，El本加紧对华侵略，中国

民族危机加深。先进知识分子把改革教育、创造新文化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蔡元

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主张，进行大胆改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以(新青

年>为阵地猛烈攻击封建文化思想，倡导新文化运动，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北京普通

教育在“五四”运动期间受到新思想、新文化、新教学制度和方法的广泛洗礼，为教育改革

打下基础。“五四”运动后，各学校开始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学。1922年，小学教材一律改

为语体文。

． “五四”运动前后，杜威、孟禄、克伯屈、柏克赫斯特等大批美国教育家及留美学者来

到北京，带来以美国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给教育发展注入活力。教育

界思想活跃，各种教育团体纷涌。从幼稚园到中学，各种新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实验纷纷

出现，并随着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逐步结束了中小学学制上的混乱状况。1922年，北京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开展小学五年制改革实验，坚持数年，效果颇佳。同年，北京高师附中开

展中学“三三制”改革实验，为不久推行的新学制作了样板。其间，附中又试行男女兼收，

向限制女子教育的封建观念发起冲击。1925年教育家高仁山创办私立艺文中学，开展“道

尔顿制”实验，后实验扩展至小学和幼稚园。其他还有“平民教育”实验、“生活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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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及各种教材、教法改革实验等。但由于北京政局动荡，教育经费匮乏，虽改革颇多，但发

展缓慢。

(三)

1928年6月，北京军阀政府倒台，北京改称北平。京师学务局改为北平特别市教育局。

学务局为教育部直属机构，改制后，市教育局为市政府所属机构。1930年，南京政府行政

院通过裁撤崇关案，北平教育经费主要来源彻底断绝，教育局靠向银行借贷度日。1932年

初，教育局奉令裁员减薪；7月，市政府终以财政支绌，撤销教育局，由社会局增设一科，

接办北平教育事务。教育行政变革后，市政府加强对全市教育状况的普查和城市教育法规的

建设。社会局花一年多时间全面整理各种教育法规章程，调整各种教育委员会，并基本稳定

了教育经费来源。到1934年，完成北平教育由中央改隶地方的过渡。

1934年1月，社会局通令更改全市公立小学校名，原以数字排列名称的59所小学一律

改以所在地地名为校名。同时，抽调大批人员集中三周时间“检阅”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卫

生、训育、行政、教务及财务。事后，市政府分别情况对各有关学校及教职员进行“通令嘉

奖”“饬令改进”“申戒”“撤换”和“查究”处理。同年10一11月，市政府再次派员对全市

各级各类学校做第二次“检阅”，检查自第一次“检阅”之后的改进情况。调查工作不仅使

当局把握了学校教育教学的现状和问题，而且为筹划发展北平义务教育打下了基础。

1935年7月，北平市义务教育委员会成立。同年8月开始推行第一期义务教育实施计

划。到12月，第一批附设在各小学的166个短期小学班开学。1936年3月，市政府颁布

a匕平市学龄儿童调查及强迫就学办法>。到1936年9月，一年中，全市设立短期小学408

班，入学儿童1．6万余人。第二年度，重点改造全市私塾，合格者，转为短期小学。到抗战

爆发时，北平义务教育第一期计划提前完成，工作重心开始转入实施第二期计划。

自30年代初期“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各校学生自发成立多种抗日救国组织，利用罢

课、游行、讲演、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5月，国

民政府与日军签定<塘沽协定>，把察北和冀东国土送给日本。1935年6月，又签定<何梅

协定>，整个华北处于日军实际控制之下。12月，南京政府派人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

至此，华北名存实亡。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冲破军警封锁，

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运动迅速获得各界响应，

抗日救国烈火燃遍全国。

(四)

1938年元旦，日伪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教育部。5月，成立“北京特别市公署教育局”。

日伪向各中小学派进日本教员，对学校实施严密监视和控制。并组成专门机构，对中小学教

育内容做根本性修改，推行奴化教育政策。中小学一律增设日语；小学增授<孝经>(论语>

<孟子>，中学增授“四书”“五经”。每到假期，“新民会首都指导部”与教育局便组织中小

学校长教师参加讲习会，组织学生参加集训性的“修养会”，同时频繁开展“兴亚运动”“东

亚新秩序建设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等，灌输“新民精神”，进行“精神训练”。日伪还不

断安排教师到日本参观、受训，并互派中学生留学。教师、学生因强烈的民族仇恨，常以逃

学逃课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北平中小学教育日见衰退，学校数逐年下降。唯一增加的是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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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日本人学校。1941年北平日本人学校有12所，教职员300余入，学生近万人。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封闭了北平所有英美所办学校，受害学生达1．6万人。1945

年7月，日伪统治者宣布所有北平私立中小学由伪教育局“代管”。在日伪摧残下，北平教

育整体质量一落千丈，直到解放，未能复兴。

(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陆续接收敌占区。10月9日，英千里率员接收北

平教育。首先接收市立中等学校。随后废除<私立中小学代管办法>，准各私立中小学脱离

教育局代管，并发给各被代管私立中小学校临时补助费，允许收取高于市立中小学一倍以下

的学杂费。育英、贝满、崇实、崇慈、汇文、慕贞等教会学校亦即恢复私立。在各学校接收

前后，教育界各种群众团体陆续恢复和建立起来。1946年下半年开始，北平物价失控，国

民党当局不但无心发展教育，还以教师学生为敌，派特务混入学校，监视学生活动。初期恢

复教育领先地位的计划完全落空。进入1947年后，甚至不能维持各级学校现状，致使失学

儿童连年增加。1947年8月，北平公布中小学生健康检查结果，半数学生患有各种慢性病，

5000余人营养不良，7000余人有眼病，5000余人有牙病。1948年6月教育局抽查市民教育

状况，失学儿童已经过半。7月征订的课本，8月即上涨130万倍，学生无力买书，失学儿

童激增。1948年，中央补款断绝，市款亦难拨付，中小学教职员频频索薪、罢教，要求拨

发救济，维持生存。10—11月，北平市立中小学教职员为挤购粮油先后全体“总请假”，出

现史无前例的罢教浪潮。教育局长王季高弃职南逃，北平教育陷于瘫痪。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中小学组军

代表柳浞率员接管教育，并宣布关于逐步接管与改造中小学校的计划及暂时维持现状、按时

开学的方针。2月21日，全市近400余所中小学校按时开学。3月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正

式接管教育局，机关原有人员大部留用。北平中小学的接管和改造工作同时展开。

1949年6月，完成对公立中小学和幼稚园的接管。同时，要求私立学校进行全面登记，

呈报董事会名单。私塾全部撤销，废除<三字经><百家姓>，改用普通小学课本，塾师中之

合格者，经学习转为小学教师。各级学校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实行“学校向工农

子弟开门”的政策，广收失学儿童及工农子弟入学。在市立中小学增班的同时，私立中学亦

增设“市立班”招收工人子弟。

学校改造的基本方针是；以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

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中学取消“党义”“公民”“童子军训练”“军事训练”课程，

师范学校取消“地方自治”“教育行政”课程，“国文”“历史”改用新编教材，增设政治课，

并陆续向私立中学派遣政治教师。教师改兼课制为专任制，实行级任制(班主任制)。废除

训育制度，教务、训育改为教导合一。建立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经济管理委员会，逐步建立民

主管理制度。1949年7月，中小学内的中共党员全部公开身分，党支部工作转为公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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