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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言

《大兴县普通教育志》经过八年的编修，今天出版

了。它是大兴县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这是大兴县

教育系统中的一件大事。

这本志书记载了大兴县自公元1 903年到公元

1990年间，从私塾、学堂到小学、初中、高中、师范教

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的整个发展历程，颇具地方特

色。它比较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各

类教育的真实情况。为今天我们从事大兴县的九年义务

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历史的借鉴。阅读它，我们仿佛

站到了高山之巅，纵览大兴县近百年的教育全貌，大兴

县教育的发展轨迹尽收眼底l阅读它，我们仿佛看到众

多教育工作者像百花园里的园丁一样在怎样耕耘，在怎

样奉献；阅读它，我们也仿佛看到了今天大兴县各个系

统的精英和骨干们当年在学校里一步一步逐渐成长的

过程；阅读它，更使我们对明天大兴县的经济腾飞，充

满了金色的希望。所以，我说教师的事业是神圣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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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是崇高的，教师的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更

显得沉重与光荣。

详今明古、详近略远是这本志书的一个特点。它概

括记述了清末建学堂的基本情况，使人了解到大兴教育

的悠远历史，详述了建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教育的发展状况，这充分说明了大兴县的教

育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指导

下，才能得到健康、J顿利、快速的发展，才能为大兴县

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建设人才。国家的兴旺需要高素质的

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有良好的教育。但是，什么样的

教育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样的教育能够更快更好地培养

出祖国急需的人才?这些都必须从研究中国的教育史着

手。对一个地区来说，就必须从研究本地区的教育史着

手，这也就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改革中编

写《教育志》的目的。编写《教育志》，既可起到“存

史"的作用，使后来者能以史为镜，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少走弯路，又可把本地区教育发展的过程经纬分明

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为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起借鉴和

“资治”作用。自古以来，许多政治家都必读《史记》和

《资治通鉴》，而教育家没有不研究教育史的，《大兴县普

通教育志》是当今大兴县9600多名教育工作者和所有

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有识之士必读之物。

在编修本志过程中，编者们付出了极大的辛苦，他

们努力做到观点正确，材料可靠，记述简明，如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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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县教育发展的状况。但由于人员的变换，编者水平

有限经验不足更兼有些资料缺乏，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

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向付出辛勤劳动的编修人员及所有关心大兴县教

育事业及对本志书编写、修改、出版给予帮助指导的各

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大兴县教育局局长张振芳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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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

一、本志是大兴县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它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

实事求是、古为今用、资料性与思想性统一的原则，力

求史料真实全面、记述客观简明。

二、本志本着详今明古原则，上限除科举教育不限

外，近代教育起自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本县建立

第一所小学堂，下限至1990年，以近百年教育变迁为主

体，以新中国建立后教育发展历史为重点。

三、本志结构为章、节、目三层，横排门类，纵写

史实，力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采用以志为主，记、传、

录、图表并用的体裁。着眼于以类系时、以时系事，以

事系人。

四、本志共十四章，分述大兴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

历史。各章中的统计表格分列该章之后。

五、本志地名沿用各历史时期的名称，括号加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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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本志纪年均用公历，新中国建国前用历史通称，先

写朝代年号，再以括号用阿拉伯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

年、并省略“公元”两字；1840年后一律用公元。对各

历史时期的组织机构、职务称谓、名词术语等，均沿用

当时称呼，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六、文字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和记述文，直陈其

事，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

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大兴县档案馆、县志办

公室、教育局档案室，部分校史资料和口碑资料，经多

方核实编纂成书。所用数字皆以市县统计局和县教育局

上报数字为准。在应用中除对有明显差错的进行更正

外，均保留原始调查数据。

八、本县区划变动较大，本志所述均是当时县、区

辖内教育情况，不涉及域外。

九、本志《大事记》所载大事，上溯辽金，下限1990

年底，重点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县内教育发展有重大影

响的事件，突出成就，主要机构变更等，记述方法以编

年体为主，对一些联系紧密、时间相近的事件，适当采

用记事本末体。本志所选“普教人物”，无论建国前后，

均对本县教育事业做过贡献，去世者写传略，在世者写

简介。

十、学校分布图、学校照片等，分列本志正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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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概速

大兴县位于北京市南部。东与通县毗邻，西与房山区及河

北省隔永定河相望。南与河北省廊房市交界。北与朝阳、丰台

两区接壤。县域总面积1030．6平方公里。人口52．4万。县党

政机关驻地黄村卫星城，距市区20公里。

大兴县为北京地区古老县份之一。金贞元二年(1154年)定

名为大兴县。元、明、清三代均附郭京都。辛亥革命后，1915

年(中华民国4年)，大兴县属京兆。1928年(中华民国17

年)，划归河北省。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大兴县

沦陷。1948年12月大兴县全境解放。1958年大兴县由河北省

划归北京市。

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设大兴府学。元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立国子学于大都东城(大兴辖)以原旧城国子学为

大都路学，也谓大兴府学。明洪武三年(1370年)，建大兴县学

(今东城府学胡同)，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大兴县学为顺

天府学。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设大兴义学(正阳门外金鱼

池)。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当时的南路厅衙署东南火神庙

(今大兴县印刷厂处)创建黄村书院。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正

月)，大兴县所设的高等小学堂(今东城府学胡同)，为大兴县

第一所新式学校。1906年在高等小学堂附设初级师范学堂。

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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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在黄村南意国兵营旧址南路厅设初级师范学堂。1909年

改为顺天中等农业学堂。同年大兴县劝学所成立。

中华民国期间大兴县私塾和学校教育并存。1915年遵京师

学务局令，大兴县初等小学一律改为国民小学校。1927年黄村

京兆甲种农业学校改为京兆职业学校。1928年黄村京兆第一初

级中学改为河北省立第十八中学。全县高级小学6所，初级小

学92所，私塾31所，入学儿童2895人。1933年河北省立第十

八中学改称黄村初级中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卢沟桥事

变)。9月14日，大兴县全境沦陷。此后大兴县学校大权掌握在

日本教官和汉奸手里，推行管、教、养、卫合一的奴化教育。在

学校提倡复古读经，麻醉师生的反抗意志。通过日语课，宣传

“侵华有理”、“日中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建

设王道乐土”等强盗逻辑。因战争大部分小学停办，儿童失学

率剧增。1940年中共宛平县委员会成立(辖区为现大兴县西南

部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1947年7月，大兴县民主政府在游

击区恢复小学教育。1948年11月，根据冀中行署指示，大兴县

全境取缔私塾。凡有条件的村庄均改设小学校。12月大兴县全

境解放。大兴县民主政府对旧有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所属公、私

立学校实行接管。1949年1月，冀中十分区专员公署指示：凡

带有反动性、奴化性的教材要坚决取缔，一律用新编课本。在

未采购齐全以前，对原有课本可以批判使用。另外也可以从人

民政府之书报中增选一部分，来充实教育内容。2月大兴县民主

政府强调，学校教育要向工农子女开门，巩固原有小学，逐步

整顿、废除私塾，发展并普及小学教育。废除管理学生的旧式

教育制度和方法，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举办教师座谈

会，学习、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调整小学校长，建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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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民主管理学校各项工作，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

础，制定和健全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改革课

程设置，使用新教材，确立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

务的宗旨。是年秋，县政府招收200名在乡知识分子充实小学

教师队伍。10月大兴县初级师范学校在青云店建立。全县有小

学179所，在校学生6930人，教职工472人。

1950年全县小学普遍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组织。在初级师

范学校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1952年大兴县在采育

镇始建初级中学。1953年4月23日，大兴县教育工会召开首届

会员代表大会。5月成立大兴县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承担对全县

小学教师进修、培训工作。

1 954年下半年县教育科设立教学研究室，对学校教学工作

进行视导，推动全县以教学工作为内容的教研活动。1955年4

月召开第一届优秀教师代表会。同年全县组织起500多个托儿

组和180多个幼儿队。1956年订出小学教育的发展规划，达到

村村有小学。同时发展中学教育，新建庞备庄、黄村、榆垡、礼

贤4所初级中学。1957年，“反右”扩大化，全县有139名中小

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大兴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并将南苑区所辖的

四海、红星、西红门、鹿圈4所中学划入大兴区(后复改称

县)，8月又新建了17所中学。同年大兴县公办黄村幼儿园建

立。全县幼儿园473所，入园幼儿22187人。是年，全县掀起

大搞以勤工俭学为内容的“教育革命”高潮。由于中小学师生

参加“深翻土地”、“大炼钢铁”活动，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

教学质量下降。同年，黄村镇成立“少年之家”。

1959年7月，大兴县师范学校在黄村建立。9月黄村中学

成为完全中学。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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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得到协调发展。1963年3月29日大兴县

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教

学秩序稳定。1964年执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全

县开办耕读小学328所。并将一些普通中学改办为半耕半读或

农业中学。但均执行未久。1965年大兴县中小学教学秩序稳定，

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同年全县中小学开展“四清”运动，有166

名中小学教师被开除公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兴县各中小学普遍停

课。8月各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搞“打、砸、抄”。广大教师

受冲击、被批斗。榆垡一位中学教师在大辛庄家中被打死，安

定中学校长被活埋未死。学校管理失控，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

坏。从1968年以后，全县中小学盲目发展，大部分小学戴帽办

初中班，中学办高中班。到1972年，小学发展到440所。1977

年中学发展到77所。教师层层拔高，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

师教高中，并吸收大批队派教师不加任何培训到校任教，教学

质量严重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方针，调整中小学领导班子，加强学校领导，建立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将学校工作转移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特别是

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

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1978年恢复秋季招生。1980年小学恢复

六年制。1981年中学恢复三、三制。对全县中小学规模、布局

和管理体制进行合理调整，压缩普通高中。全县中小学教学秩

序稳定，教育质量开始回升。

1983年大兴县提出中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

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积极发展幼儿教育、普

及小学教育、充实加强师范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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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作重点是普及小学教育，整顿提高初中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

构，抓好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改

善办学条件。职业教育在调整改革高中的基础上得到较快发展。

是年，大兴县少年宫破土动工。1984年在黄村五小开办弱智班。

1 985年黄村第二幼儿园建成开园。全县小学经过检查，入

学率、巩固率、普及率、合格率全部达标，基本实现普及小学

教育。全县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

农村实行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新体制。师范教育得到加强．招

生名额由80名扩大为160名。电化教育得到重视，电教站改名

为电化教育馆。勤工俭学发展较快，成立“大兴县校办工业公

司”。从1985年始，教师节期间各级政府和学校都为教师办几

件实事。从1986年始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在全县进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年大兴县少年宫建成。1 987

年在专任教师中进行职务评定和升级工作。1989年全县中小学

普遍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和结构工资制。

同年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建立教育督导机构问题的通知》精神

和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建立区、县督导机构的几点意见》，大兴

县人民政府组建督学室，开展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检查

《义务教育法》执行情况。到1990年，全县27个乡(镇)中已

有9个乡(镇)达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标准并验收合格。幼

儿教育也得到稳步发展。1990年全县有幼儿园197所，在园幼

儿14838人，幼教职工1112人，小学附设学前班154个。小学

有243所，在校生50788入，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8．2％、巩固

率99．4％、合格率98．1％。教职工3714人，其中专任教师2699

人。中学41所，其中完全中学7所(不含建委中学)，在校生

总数19510人，教职员工2153人，其中专任教师1479人。职

业高中5所，在校学生1555人，教职工157人，其中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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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县普通教育志

106人。中等师范学校1所，在校生518人，教职工108人，其

中专任教师65人。设有普师、音乐、美术、体育4个专业。教

师进修学校1所，教职工84人，其中专任教师58人。干部培

训学校1所，教职工22人，其中专任教师12人。是年，全县

各中小学、幼儿园均开设电化教育，电教设备覆盖率达100％。

大兴县教育经费，自1985年以来逐年大幅度增加。1990

年，全县教育经费达2562．9万元，是1985年的2．2倍、1978

年的5．4倍、1965年的17．04倍、1949年的116．5倍。1986—

1990年县财政拨给学校的设备购置费为453．8万元。校办企业

亦显示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1985年到1990年，大兴县

校办企业补充教育经费769．8万元，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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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

第一章 旧学帚一早 I口孚

第一节府学、县学

第一章 旧学

历史上大兴县的旧学曾设有府学和县学。金大定十六年

(1176年)，设大兴府学。有教授1人，生员定额60人。学址在

中都城内(今北京城西南)。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南城

国子学为大都路学，也谓大兴府学，学址在南城章宗养鱼池南。

明洪武初年以原国子监改设北平府学。永乐元年(1403年)，明

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以大兴县学改设顺天府学，学址于府治

东南教忠坊(今安定门内府学胡同)。

明制府学四斋，而顺天府学六斋。

清代继明顺天府学，学名学址不易。至清末新学兴起，府

学停办。

明洪武三年(1370年)，设大兴县学，学址在府治东南教忠

坊(今东城区府学胡同)，生员定额60人，增广生不拘数额，本

为太和观址，元末僧人募修报恩寺，适敌兵攻入大都立士卒不

得入孔庙军令，僧人遂立孔子牌位于殿中，后设大兴县学。明

成祖迁都北京后，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原府学恢复为北京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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