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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隋开皇十六年建制以来，在清以前的漫长岁月

7里，通过官学、私塾，传播了中华文化，教育得以发展：抗战时期，抗日政府在根据地举，

1办初小、高小，一边学习，一边宣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干部。全国解
。

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1952年办起了全县第一所初级中学——河北沙河中

学，开展了全民识字学文化运动。1958年实现了“青年无盲县"。之后政府又制订了一系

列政策，法规，使教育稳步发展。“文化大革命”使沙河市教育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

‘人帮力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使教育走上正

’规。1984年，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的历史任务。1988年，被省评为改善办校条件先进’

市，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
‘

．’，‘

，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教育规律，根据省地(市)要求，市教委抽调人员，内查 ．

外调，座谈访j可，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几易其稿，编成了《沙河市教育志》。本志

试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墓本观点，来陈述沙河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求达

到资料性0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本志从古代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

’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师队伍、教育经费，教育行政及党群组
、。 织，教育人物等方面系统记述了自清朝以来沙河教育的全貌。特别是建国后内容详实

·丰富。以期达到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 ．

-． 』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希望全市广大教职员工，1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上下

同心，团结务实，敬业守纪，开拓前进，为振兴沙河教育，促进沙河经济腾飞，贡献自

I 1一己的，华和?-。 j ，，。沙毒；囊≥副主往巢毒武。．2。
。 t抄列个敬委面IJ王1士 不淆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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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

； ，．． 一，本志上溯至宋大观年初(1107年)创建学宫，下限1990年末。

i ’二、本志按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的方法编写，．分13章42节，细目分列节下； ，．。．

4，7． -三，志中历史纪年l“七七罗事变前采用历史习惯纪年法，括注公元年号，“七七妒。

i， ，ji 事变后二律采用公元纪年。，| j ，，一
。+

’’

、·

’

四、志中使用的各种事物名称二般采用当时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后文用简称。?， -，‘j
F

‘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有本末体。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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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采用随文附录，用以记述正文未列资料。 ．“、

’‘’+，

七、志中所用数字，。凡可使用阿拉伯数字且又得体的地方，均使用阿拉伯数字，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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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河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东与南和县毗邻，’南同永年县，武安市接壤，’4 i，

。 西被武安市、邢台县所围，，北和邢台县、邢台市相连。全境东西狭长，。大沙河横贯，京 ’

j、 广铁路从东部纵穿。在969．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西部属山区；’中部是丘陵，，东部为平
毋

j 原。1990年，’全市分设27个乡(镇、’办事处)，：含290个行政村，420980口人(含驻市

，． 。外单位)，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生59635名：． ”．{，， 。1‘． +。。’

’。

“

早在商代的祖乙靠迁都冀州之邢力时，沙河即地处京畿；‘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

赵，秦为信都县域，汉改信都为襄国，1隋改襄国为龙岗’，开皇十六年(I 596年)将龙岗 。

’‘

南部划出置沙河县。唐武德元年(618年)升县为温洲。四年，州废，复名沙河县： 。

1958年12月并入邢台县，1961年5月复置沙河县，1987年5月改县为市。· ：‘。 p’‘‘|，
、一

_~， 沙河市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源远流长。隋唐时科举制度的建立，。使沙河教育有所发
。

。展。除私塾教育外，宋大观初(1107年)创建了县儒学——一学富，明代的社学，清代的

。义学、书院相继创办。这些学校旨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且处予穷壤瘠土中贫家
。

r

子与受教育无缘。科举时代，沙河县有姓氏可考的有22名文武进土，96名举人，326名 ‘j

正途五贡。散见于国史的如宋代的张思钧·．王仪、陈荐，元代的张文谦，明代的朱裳、

许能、孙睿，清代的郝上庠、‘石清吉等i都是在家乡学塾中启蒙就读，奋学、习武而成． ?

长起来的o．1，1．一。 ‘。

’j
、： ，． 、；，j。．． }，1 7√．’‘ ：’-

～

j ；'_，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椎行学校教育。是年九月；县主管教育，
，1．机关“劝学所弦成立，+开始组建师范传习所，劝导督促开办学堂。至宣统末年一1911、’ ‘，：

。

年)“全县有单级师范传习所1所，官立高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数所，4还置有一处
’

_

开展民众教育的宣讲所6
’

、～ 7

，；墨4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废除清政府制定，，

．一 的《癸卯学制》，同年九月，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资产阶级德智体美“四育平均发展黟的方
。

。 。针，‘翌年又颁发了《壬予癸丑学制》，沙河县教育逐渐得刭发展。蓟民国兰午四年 ．

： ，(1935年)，全县五个学区有初级小学178所，县立完全小学6历，简易师范1所。，另有

～，‘ 县，区立民众教育馆各一处。 一·‘’一。。；’。．1。
“ ‘、r’+1’ 一‘

从民国元年到二十六年，前期教育最为兴盛。民国七年省立第四师范所录取的 i j．
。

_‘80名新生中，八分之一是沙河籍学生；民国十一年，该校沙河籍的学生是保定以南学生 一_I

。l_多的--个县。。沙河学务好手他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县知事卢观滑、：汤铭彝十分重视教
一

育，其=，总董全县学务工作的刘鸿俊，郑前土，张贵新，t刘景畸等人“既专且久，锐’，
j

千有为，始终不怠黟；其三，劝学历除严格选配高等／j、学教师外，十分重视对教私垫的
7。’

’

．。t ‘一．
‘”

，?
、·

‰’ ?，‘ 。。一 ， 一j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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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老秀才进行培训提高和录用；其四，学务委员常深入村校严格检查学校工作。由于历任
一 知事重视教育，教育行政人员身体力行，措施得力，使沙河教育进入鼎盛时期，为国家．，

．培养了一批人才。如宗锡钧、郝培基、胡人椿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学生。 。

民国十一年(1922年)直奉战争后，曹锟贿选总统，其爪牙大肆勒索警务长王树一

j、z。’ 棠，牵连到各区巡官入狱，波及到教育界，使以大沙河为界的河南、河北两派相互倾 ：。“

。

轧，矛盾激化。加之于。“迭经奇荒，重以兵差之频繁，会匪之蹂躏，民不聊生’奚暇育
”

学，虽教育机关依然存在，而有名无实，学校大见衰落力。民国二十四年前后，东半县 ．‘

。 ’尚能维持常年上课，西半县则是“草长学生短，驴忙先生闲力，只能维持“春三月，冬 -

三月’’。此间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过十之=‘三弦。 ，“ ‘．。 ，‘穗‘r

， 搿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沙河县，时局动荡，学校停办。1938年冬，抗日政府在
． 蝉房村建立，翌年秋，在山区举办抗日小学，并创建了沙河县抗日高小。日伪占领区的

丌

东部平原从1939年春开始筹办学校。于是，全县教育形成了根据地，日伪区与游击区的

三种类型，即抗日学校，日伪学校，两面学校。 一．
”

、

，。 日军入侵，给沙河教育造成极大破坏。1938年搿左村惨案嚣，60多名学龄儿童和2

名教师残遭枪杀，1947年，在日军“大扫荡”中，原县立第四完小和册井区立民教馆等
， 。被拆，用其砖石木料建了炮楼。这一年，根据地小学几乎全部停办，直到1944年第三遭

‘

“1封锁线被摧毁后，才逐渐恢复起来。． ．

，． j’t。’．

j 51945年9月18日，沙河县全境解放，：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完全实施了民

：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
。

。’

， ：
，

t ．．沙河县解放后，各村设置教育委员会，在消除原日伪区奴化教育影响的同时，选配

义务教师举办冬学，利用农闲晚上进行扫除文盲和。支前”教育。小学普遍建立了儿童团

组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站岗放哨，防特防盗，带路送信，拥军优属和生产养校等活
’

动。为普及女童教育，组织女孩子带纺车到校边纺棉边识字。沙河县第二高小、青年补

习学校、师范学校也相继创办。到1949年，全县初级小学已恢复到158所，高级小学1

j， 所，完全小学3所，一在校生5883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39．5％，师范学校在校生75名。
二 是年，全县192个行政村，有冬学189处，参加文化和政治学习的分别有10616人和18071

人。 ． t一
-．， 。1，，

解放后，在“反奸清算劳和搿挤封建”运动中，受极左思潮影响，4名教师死亡，

50多名教师被“挤静回家。1947年冬，村里斗地主的一套照搬到了学校，有的还在学校成立 h^

， 儿童司法科，给一些儿童造成了精神上的创伤。这种错误作法导致第二年春季，学校儿童’

大量减少，甚至有的学校完全垮台。1948年农历四月十四臣，、《新华日报》刊载了《沙

河县校长教员集会检讨教育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报道，并发表了《坚决纠正学校教育

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短论。五月，县政府在自．塔召开全县教师大会，进行“纠偏弦，
’

对被“挤"回家和以前受到错误处理的教师，重新安排了工作。 。．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河教育的恢复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探

’索，调整，。改革和提高的曲折过程。 -。

～
。：J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午，沙河县教育科贯彻执行了中央及省地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
i 、，。 一20， ： ，，+ {一 —0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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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方针政策，拓向工农并f1"，坚持学校教育与业余教育并举，公立与民办并举，致力掣’． j，

} 于沙河人民的文化翻身：
’

j· ．；+
、

：Iv
一

‘，1_=一。-’。 一’．，| 。+。

； -V=+为普及初等教育，教育科招收在乡知识分子出任教师，组织适龄儿童，动员超龄青‘ ，

l‘ e’少年入学。为便于高小毕业生深造，1952年创办了河北沙河中学。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i一。 ≯～，。

l， 群众对提高文化水平的要求日益迫切，民办高小电于1953年开始兴办。1954年3月，t文教 。‘，，

l-． 科拟定了《小学生守则》凡十六条，颁发各校贯彻执行；同时，根据“整顿巩固、’重点 ，一，

1 ．’。 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整顿教育工作；克服了来自校内外的混乱现象，一
’· 健全了规章制度，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同年设置了教学研究室，组织教师学习凯洛。 ，

5。

j
‘

夫<教育学》，加强教材教法研究，使教学质量逐渐提高。
。

一； ，’

一?t|． “．

} 。 1956年}北掌、册井两处完小附设了初中班，全县在校初中生778名，相当于1952 一

；I ‘年初创时的2．9倍，初级小学和高完小(含民办)分别发展到208所和30所，在校生达。 ．

．

1． 、6988名，是1949年建国时的27．88倍，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79％，t以解放妇女劳动力
’

’。

为目的的季节性幼儿园126个，入园幼JL4531名。 ，’。．一一一’ ．‘：’．1 。一一

’‘一 l i这几年间，中小学普遍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组织。同时，r各校pI． 。一。

! f搿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为培养目标，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进行“爱祖国、爱

．。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使 “t．

‘7’

一学校面貌一新。，． i≯，i j”’i‘|t ：■7．。o—i‘．+“’一 ’．、
’．

．：’、 在业余教育方面，农闲冬学陆续转为常年民校，章村煤矿职工业余补习学校，县区

干部业余学校及小学教师业余补习学校从1950年起相继开办。1952年7月，县扫盲委员 ，。‘

，“ 会成立，翌年举办了专职义务教师培训班，推广了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这一时期，农民
“

业余教育在扫除文盲、培养农村会计一农技员、卫生保健员，幼儿教养员和考取政府工 ，

．作人员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小学教师业余补习学校受到国家教育部500万元(：折合 ．。‘

新人民币500元)的嘉奖9’-o一- i。 ；- -：_，
。．

7，’
4

。 ．从建国到1956年的沙河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后健康发展的一段：
7”

．

。、 0‘

· 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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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的教育方针，使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进一步明

确。然而在1958年“大跃进力的形势下，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使教育出现了严重虚

夸。这一年；学生走出课堂大炼钢铁，秋收种麦，过多的生产劳动打乱了学校正常教学

． ，秩序。加之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错误，挫伤了一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使教育质量受 ¨v
“

：。 t、。1960年春，贯彻“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刀的方针，将民办中学改办为农业中‘
～‘

学。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业余教育陷入低潮，。整个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不适应的

矛盾更加突出。师生同样过着“低指标、。瓜菜代刀的生活，实行“劳逸结合刀，减少课，

时j取消自习，停上体育，压缩副课。师生发扬了艰苦奋斗精神，’坚持了教学工作j o，’，
一

苏共“二十二大"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学校教 ．．

‘

育从学苏联的模式转向反修防修，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取消“五级分制”，。开始摸索中
。‘’

国教育改革的路子。 ∥ ．“。。，t_⋯1|．‘ 。 ．i 。’， ．5

■

一_ ^

．，：
一 ， ’，，一√ ，^+‘’ ．，．～3_，．，

}
，，’， ．一d一’

： 一’

’ ’； t一

‘

÷1

j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