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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科学向各方面的渗透，科学对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方面的巨大

作用，巳日益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势头。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新的科学成果，不仅不断太嚣

并入生产过程，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而且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生活和精神面貌方面的巨大变化，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设

以及人类文明和整个社会的变革。可以看出，现代科学对于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存亡，已经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英明地及时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璇代

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纲领，而实现这一伟大纲领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而要秘发

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因为一切盔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因此，教

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稻作用，绝不是可要可不要可轻可重的，而是带全局性、

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抓好基础教育，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应该是在

我们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理所当然地得出的必然结论。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一定社会唐勺教育是一定社会的生产

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对它们给予影响和作用。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

级都要利用教育来巩固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诸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施以影响和培养。在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新的历史时

期，教育的发展当然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时还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

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如何迅速提高质量与教育效率，在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龟q造，新的发展，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

设需要的合格人才，这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精华，力求避免和克服错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一切从当前的实际出发，高瞻远瞩地为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教育体系而奋斗。

《綦江县教育志》的编写，本着厚今薄古，详近路远的原则，写了从晚清到一九八一年

为止这一漫长时期中綦江县教育发展的历史。在编写过程中，由于资料不全，人手又少，的

确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通过编写者们的辛勤劳动，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綦江县第一部教育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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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哭贺的大好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本书，尽管也许还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我想总可能起到一些鉴前启后的作用，有助于我县教育事业的蓬

勃发展，有助于我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

欣喜之余，写了上面的一些话，作本书序言。

程宏远写于罩9 8 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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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歹13主义、毛泽东恩想为指导，坚持辩证Ⅱ隹物主义稻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以《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充分运用史料、史实，反映綦江县一百

多年来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潍至请乾隆五十一年(1786)，下截至一九八一年。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突出地方特点的原则，阻便为綦江县教育建设服务。

三、本志包括志、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大事记列于前，人物传，杂记列予

后，图、表、录视需要收入正文或附于有关章节之后。表述方法。横排竖写，分门剐类，以

章统节，以节统目。除引文外，一般采用语体文。

四、本志((杂记》为正文各章节不便收录而又具有某种特点或对正文有补充作用者。

五、本志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涉及的人物，不船政治谣论。对历史纪年，沿用习惯通

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jfⅡ蘩江鳃放以后，简称解放卮，并以公元

纪年。
．’；

六、人物，除特殊需要外，，一般直书姓名，不加职称和“同志咎、盥先生”字样，不加

褒贬之词1。地名以一九八一年为准，使用古旧地名时，加注今名。

七、名词、术语，使用金称。需要简化者，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数字，除表格文号使

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余使用汉字。校名后需要加注地名者，注于首次出现处。

．八、史料、史实，买事求是，．桑笔直书，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寓观点、褒贬于史料、史

实之中，不另加评论，以求起到存史、资洽的作用。

九、为顾及各章之间篇幅的大体平衡，将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一项分为四章，即第二章

．至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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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綦江县较早的学校一书院，有史可考者，为明代知县周作乐设于县城北门外关王庙后
文昌宫的文明书院。至明末，院宇皆废。

清代，綦江县的教育行政机构先称学署，亦称教谕署，设于文庙(今县委礼堂)。光绪

三十三年(1907)改。署"为。局"，八月，改局为劝学所。

’清代，絷江的官办学校，时设时停，名称不一，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瀛山书院(今

县粮食局内)成立后，綦江始有较完整和固定的官办学校(书院)。当时，綦江县的学校大

体分为书院，义学和私塾三种类型。就办别沦，又可分为官办和私人办两种，其中以私人办

学居多。各种学校的培养目标均为囊患君、尊孔一， 誓学为忠臣清官"，“以供朝廷之

甩”。封建统治者，特别注重科举制度，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科举考试输送合格的生员。清

咸丰、同治年间，綦江县名标皇榜者，达二百多人。

光绪兰十四年(1898)，清政府采纳变法主张，于教育提出了。废科举、兴学堂"(人

称新式学堂)的改革。綦江县最早的甲校和乙校两所新式初等小学堂，乃光绪三十一年(19

05)创办，共有学生百多人(纯系男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綦江县的高等小学堂诞

生。次年，綦江县创办初、高两等女子小学堂一所。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均开设修身、读经、

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和体操九门课程。宣统二年(1909)，綦江县官

办中学堂诞生。按清政府统一规定，中学堂开设修身，经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

学、格致、图画、体操十门课程。翌年，因时局动乱而停办。

綦江县自光绪三十一年起，至宣统三年(1905—1911)止，共办理新式学堂七年，计有

初等小学堂七所，高等小学堂两所，中学堂一所，总计学生不过数百人。

(二)

民国成立后，綦江县教育行政机关先后有劝学所，劝学局，教育局，第三科，教育科等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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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九月，救育部公布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是年起，綦江县在恢复原有小学堂的基础上，先后

创办盖石，青年(现南桐矿区青年乡)，小诃(现瀛坪乡)，挟欢龙王庄稻石角育英书院等

五所初等小学堂，并在扶欢和东溪太平桥建立两所初等女子小学堂。民国八年(1919)，綦江

县第一所私立小学堂——小河乡郑家岗私望初等小学堂成立。这些小学堂的学制为“五、四

制"(即初等五年、高等四年)。民国十一年(1922)教育部颁发《壬戍学翩》，其审规定

将学堂更名为学校。这一·时期，綦江城乡，-兵匪为患，民无宁日，多数孥校关闭，至民国十

三年(1924)，始改学堂为学陵。翌年坦，一将民国泗年(1915)所颁发的小学“四、七鹣’’

改为“四、二制"(以后一直沿甩)。初小开设公民训练、国语、算术，美术劳作，唱游稻

常识六科，．高小开设公民训练，国语、算术、体育、音乐、公民、历史、地理和自然九科。

民国十六年(1927)，綦江县于清末的中学堂校址恢复初中设置，一年后，因经费支绌

停办。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指出t叠审华民国之教育，根

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雀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

民族独立，民权普通，民生发展，以促进世雾大同”。民国十九年(1930)，暴江县又开始

于县立第一小学内增设初中班(宣统以来第三次兴办中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正式批准

立案，命名为。綦江县立初级中学校(简称县立初中或綦中)，时有兰个班，学生九十

人，校长一人，教员十一人，全年经费五千一百元(大洋)．。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二

月统计广綦江县有公立两级小学十所，五十五班，学生一千二百六十一入，教员七十一人，

全年教育经费二万八千三百元(大洋)，公立初级小学九十二所，·百九十五班、学生三二P

一百九十六人，全年教育经费一万三千八百一十元(大洋)。

民国二十五年(1936)，綦江县建照教育部予是年七月颁布的((修正小学规程》申，关

于小学实施义务教育的规定，成立“綦江县义务教育委员会’’。并经过教育款产的整理，将

各区、乡设立的小学一律改为县立。民国二十九年(1940)，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推行

“政毅合一”和-民教合一”的政策。教育部相应颁发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和《中心国

民学校与国民学校实施要则)>，《纲领》推行‘结果，綦江县的小学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到次年，全县四十二个乡镇，均建立了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即保校)除中心学校所在的保

不设置外，其余各保均先后设立起来。民国二十八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39-,-,1944)7间，綦

江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絷江县私立礴仁初撰孽学，私立东溪初级中学(办理不及一年因故查

封)，私立渝南中学，私立明明初缬确张剃私立英豪初级中学相继诞生。

抗日战争开始以屠，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物价上涨，酉业萧条，入浮于事，綦江县的

教员经常处于失业状态，故每于六月和腊月，四出奔波，邀情送礼·以期得到一席或半席教

员席位，以维持生活，这即令人苦恼的-六腊战争’’．即使争得一席半席教员·也常有冻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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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民国三十二年(1943)，全县中心国民学校自春季开学至五月底，教员薪米无着，经

各校再三请领，仍是虚悬无着，．不得不停课请愿。两年阻后的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jlI

省政府基于财政枯渴，严令学校减班裁员五分之一，綦江县根据是项指示，裁减中心学校高

级二十六班，教员六十人，裁减国民学校一百一十五所，教员／<-t‘七人。翌年，綦江县的小

学由减班恶化到砍校，全县国民学校由民国三十二年的三百五十所次到二百三十所。

据民国三十八年(1949)一月《綦江县教育调查统计表》载t全县四十二个乡镇中有中

心国民学校四十七所、二百二十班；。五百零八个保中．有臣民学使一百八十所。在液学生合

计九千五百四十五人，平均每校五十一人，占学龄』L童七万二千零二十二人的百分之十六。

教师五百六十九人。叉据是年统计，全县有公立，中学一所，十五班，学生五百六十六人，教

职员四十七人，县立师范学校一所，六个班，学生二百五十人，教职员二十四人，私立中学

四乒斤，二十一班、学生八酉一七二人，教职员五十八人o．．

民国时期，綦江县的小学，除官办l弘外，还有两种类型：一是一些地区利用庙田或祠产

兴办的私立小学，此类学校彳艮不稳定，时办时停。’二是携战时期，．由外省迁来綦江的机关、

厂矿，在綦江以私立学校名义先后兴办的十所小学。

民国时期，綦江县的私塾占一定数量，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统诗。，金县有私塾二百

二十所，塾师二百二十人，学生九千一百三十八人～全县解7恢前夕，私塾仍到处存在，与公

立学校分庭抗礼。

民国时期，綦江县的社会教育分为两种：一是对失学儿童实沲的一年制蜀民教育(即短

期小学)。据记载t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綦江县首次举办的短期小学，学生达六

百零四人，次年增加到一千零四十九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推行新县制后，将短期小学全

部转为国民学校。二是对失学民众实沲的补习教育。据民司二十六年(1937)统计，綦：!工县第

一期民众学校(学制半年)有学员四{‘五百_一十四人，学员人数最多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

为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五人。 ，，

(兰。)

，

．一九四九年七一月綦江解放以后，綦江县j人民政府成立-时，于县府秘j谤科内设交教股，次

年改为文教科，分管全县文倦教育工作，接着接管学校，留用教师，组织学习新民主蛊义的教育

方针，把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改造为民族的、科攀的，大众的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并在学校取消训导制度，废除体罚，废止公民课和国定历史以及童子军。

，- 一九五零年春季起卜小学沿用?四、二”分段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中学实行

茹三，三”制(初中高中各霉年≯。是年，-一边复课，一边组织教师参加征粮剿匪，宣传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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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朝·举办职工业余学校和农民夜校。一九五一年，綦江县遵照教育部的指示，组织中小

学教师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和沁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冬天，组织教师参加土地改

革运动。寒假集中教师进行思想改造。一九五二年，小学贯彻《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汾，

改学期制为学年制，改春秋两季始业为秋季始业。小学开始试行五年一贯制(次年学制改革

暂缓执行，仍恢复为四、二制)。中学贯彻执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小学均施

行德、智、体i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强调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

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德。是年在东溪镇和古南镇各创立职工业余学校一所，并在农村大办

冬学，计一千五百二十四班，．、学员七万五千三百一十二人。

一九五一至一九／i--年闻，綦江县人民政府根据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分散在赶水、

石壕两区的特点，于安稳乡盼上坝和石濠乡的猫儿山各创立苗族小学一所。政府对两校学生

均给予较优厚的助学金，学生全部住读(办至一九六-二年撤销)。

经过几年的恢复和改革，全县教育工作日趋正规，到--％五二年，全县小学发展到四百

零三所，八百五十九班，学生至万九千零三十人，教职工一千一百四十四人。公私立中学四

所(含綦师)，学生一千二百四十人，教职工二百九十七人。

一九五三年三月，綦江县人民政府发出《整顿巩固各级小学，彻底纠正学校中的混乱现

象))的通知，学校中乱抽乱调干部、教师搞中心工作，任意停课的现象开始纠正。是年，开

始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努，普希金《教学法努。是年，先后接办私立树仁初级中学和私立明

明初级中学。民办小学开始发展。。年底·开始在教师中学>-7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四年开始加强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教育。一九五五年，贯彻教育

部颁发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是年三月，按规定将冬学转为常年民校，经过考

试对巳脱盲的三千三百二十九人发给扫留毕业证书。是年开始在教师中开展宣传潜证唯物主

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恐想的学习。一九五六年开始在教师中系统学习《中共党

史》，并开展肃反，审干运动。中共綦江县委在教育系统成立建党领导小组，积极滇重地吸

收教师入党，有条件的中学和学区开始建立党的支部。为了有计划地提高小学教师文化水

平，成立了綦江县初级函授师范学校，招收不足中师文化的四百一t十二名小学教师，系统学

习语文或数学。是年秋，中小学荬行工资改革，教师的工资普遍柯所提高。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是絷江解放后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教育事业稳步发

展，教育内容有本质改变，教育质量不断提高e’撬寥氛再六年统计，全县小学(含大队小

学)发展到五百三十四所，一千一百五十八班，学生茸万五千八百四十六人，教职工一千四

百一十三人；中学五所，四十七班，学生二：千四百八十八人，教职工三百零八人。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同志指出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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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文化的劳动者"。对此，金县中、小
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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