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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专

鹤山县始建于清雍正十年，迄今已历二百五十五载。在封建和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里，虽有仁人志士，热心教育，惨淡经营，但

受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经济所制约，教育事业仍极为落后，平民百姓很

难得到受教育之机会， “有教无类”实属虚言。新中国成立后，共

产党和人民玫府十分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培养，在这三十八年期

间，教育事业虽然出现过挫折和失误，但鹤山教育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为}土会L--Y-．经济建设服务；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针，为提高鹤

山县人民的文化素质，为国家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应有贡献。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把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三大战略重点之一，

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FI号，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给教

育增添了活力。政府逐年增加教育的投资，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工作，

华侨、港、澳、台同胞热心支持家乡教育事业，使鹤山教育在十年内发

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全县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并正在实施

普及九年；|；IJ义务教育，校舍基本实现楼房化，新建学校如雨后春笋，

教育形势越来越好。“盛世修志，造福子孙”。现在编纂这部《鹤山

县教育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追溯历史，

反映现状，以供读者研究、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求鹤山敦

育事业办得更好。

李仕明

～九八几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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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鹤山教．育

鹤山县地处广东省中南部，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约为北纬2 3度，东经l 1 2度7分之

间。清朝中期建县，初属广州府，后属肇庆府·民国后属于粤海道。建国后，曾先后隶属

粤中专区，粤西行署，江门专区，肇庆专区，佛山专区，1 9 8 3年改属江门市。县境总面

积l 1 O 8平方公里，人口3 2万。国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约2 5万，是著名侨乡之一·

鹤山县创建于雍正十年(公元1 7 3 2年)。建县初，教育相当落后，县衙虽设学宫，

儒学训导，但只管县内文庙祭祀和教育生员诸事，未有县学机构。在乡村，只设一些经馆，

蒙馆，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乾隆十一年，鹤山第六任知县阮懋业才子县署东北建鹤山书院，

设置县学。道光三年(公元1 8 2 3年)徐香祖为鹤山县令，莅任第三年，捐俸重修书院，

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随后，由士民捐资兴办的学校，相继出现，如昆唠义学，蟠光义学，

维敦义学等。自清谨祖顺治元年直至光绪年间，在废除科举制度前，科举制度仍统治着整个

教育阵地。

同治元年(1 8 6 1年)始办新学，但约4 0年间，处于朦胧状态，到光绪二十七年

(1 9 0 1年)慈禧颁布第二次废科举、行新学令，鹤山县境各地书院，义学才改为学堂·

到清末，鹤山县有小范张氏家族小学堂，雁小学校，吕氏小学等五所小学堂。私塾仍遍布全

境．

民国元年(1 9 l 2年)，学堂全部改称学校。最早设立的中等学校，是l 9 2 5年在

侨胞大力支持下创建的“鹤山中学黟·民国期阀，中等教育发展缓慢，从那时起，直到解放

前夕的3 0多年间，全县只有县立第一中学，县立第二中学‘原昆山中学)，县立第三中学，

县立初级农科学校，鹤城女子职业学校，县立测绘学校，私立鹤鸣职业中学八所中等学校。

除一中。二中，三中外，其余的都因经费无着或战乱而先后停办·民国十八年(1 9 2 9

年)县立一中曾试办过高中，但后因学生人数过少。奉令停办。赖以给青少年启蒙教育的主

要是私垫。据l 9 2 3年统计，全县私塾5 2 7所，私塾生12，●50入，塾师5 6 3人。是军

民选县长李一谔整顿私整，办了两所教员养成所，培养师资。

民国中后期，政府鼓励开办私立小学，公立学校也有所发展，到l 9 4 9年建国前夕，

·l ·



全县统计共有保国民学校、中心垦民小学校，高等小学、简易，j、学共2 3 l所，学生l 5，67 o

人。中学3所，学生3 09人。简易师范l所，学生l 0 5人。1 9●9年4月2 6日简易师

范师生在共产党员李伯纪的领导下，宣布起义，在校师生从龙口刘餍村步行至宅梧，投奔新

高鹤人民解放军的根据地。综观建国前的教育是落后的发展是缓慢的。

1 9 4 9年l O月2 0日，鹤山县全境解放，人民政府先后接收中小学，逐步调整全县

的学校布局，将规模过小，分散偏远的小学合并，加强管理领导。学坟贯彻教育为工农开门

妁方针，减收学、杂费，使工农子弟入学率大大提高。1 9 5 7年全县芷校学生41，709人。

l 9 5 6年鹤山一中复办高中，1 9 5 Z年新办桃源中学，址山中学，金岗中学，l 9

5 6年9月师范从初师改为中师。l 9 5 7年，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当

时，有1 O 1名中小学教师被戈lj为“右派’’。1 9 6 O年，贯彻中共中央制定Ⅱ调整、巩

周，充实，提高，，的方针，重新调整全县教育事业的规模。被划为右派的教师逐步给予摘
，

’

棺。

1 9 6 4年，施行全日制和半日制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教育；li《度，县创办了马山劳动

大学，扩大试办农业中学和半农半读等技术学校。同年鹤山中师停办，改为教师进修学校。

在教学上，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甄爨ll。开展教学改革，推行启发式教学，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
● r

方针。
1

1 9 6 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县各类学校均停课“闹革命"。不少教师被

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遭批斗、

监禁，有4人被迫致死。

．
1 9 6 8年，城镇由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同革委会一起

主持学校“复课闹革命一及靠斗，批、改，，运动。各级学校均废除升学考试制度。学制改为

小学五年，初离中各二年。大部分小学附设初中班，大队办高中，教师层层往上抽，因而严

重地降低了教师质量。1 9 7 2年，教学工作逐渐转向正常，学校转向抓教学，但l 9 7 3

年1 2月，各校又掀起了反“回潮’’，批判“师遭尊严’’的运动， “四人帮矽利用“马振扶

事件"，又向惊魂未定的教师开刀，使教师人人自危。该年，大稿“开门办学"， 丘学屯

昌、学朝农珍，“大种甘蔗，开山炼人黟活动，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恢复，教学质量严重下

降。成人教育处于瘫痪状态，文盲半文盲率回升。

：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开始拨乱反正。1 9 7 8年9月重新确定鹤山一中为县重点中

学，沙坪镇一小为县重点小学，l 9 8 5年又增加陈山小学为重惑小学·1 9 7 9．年鹤山基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玎的方针后，执行Ⅸ全日制小学暂

·2。



行工作条例(草案)努i《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逐步恢复小学六年，初高中

各三年的学制，教学秩序转入正轨。1 9 8 3年我县实现了普及小学五年教育·
、

由于改革开放，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大大地调动了华侨、港澳同胞和单位群众捐资办

-学的积极性。据1 9 8 4—1 9 8 7年统计，我县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办学达l，0 0 0万元

(港币)以上。全县1 8 1所中小学有6 0％以上的校舍建设都得到华侨，港澳同胞的资助．

单位群众、教育费附加共筹集l，3 0 0多万元，使全县中小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基本上实现

了“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学生入入有课桌凳”的鬈一无两有"要求。I 9 8 5年底被

省评为校舍建设一等县。

县党委重视教育战线党组织的建设。解放初期即选派党员干部到学校工作，续后在教师

印发展党员，1 984年至1 9 8 7年四年间，中小学发展新党员2 l 4人。1 9 8 7年全县教

育系统共有党支部3 2个，共产党员共6 1 1人。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

县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师资，1 9 8 7年全县中小学1，9 8 1名专任教师中，学历达标率分别

是：高中40．15％，初,-'e4i．32％，小学65．5 4％，从而使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有

了较大的提高。

1 9 7 7年以来，我县各类学校稳步发展。1 9 8 7年，全县中等学校3 3所(含农职

。巾，进修学校)，初中学生1 3。9 l 6人，高中学生1，3 2 4人，农职中学生1，3 1 5人，小

学1 5 1所，学生34，772人，中小学教职工2，7 3 6人，电大分校一所。

近十年各校开展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教学质量不断提高，1 9 8 3—1 9 8 7年，高中

毕业生共有6 0 4人考入高等院校，1 6 1人考入中专，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材．

1 9 7 7年，县成立了“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幼教事业的领导，幼教事业健康发

展。1 9 8 7年全县幼儿园共2 8所，在园幼儿2，441入，幼』L教师l 1 5人，学前班17 2

班，在班幼儿6，0 4 5人，教员1 5 9人。

成人教育在民国时期，初称为通俗教育、平民教育，识字教育，以后演变为民众教育和社

会教育。但几十年来，效果不大。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关心成人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对职

工、农民、千部进行文化普及教育。1 9 8 0年1 2月凋查结果是；全县1 2—4 0岁文盲

半文盲的3，2 8 0入，经过学习，9 9．3％巳脱盲．有一部分达到小学毕业文化程度。

1 9 8 5年，全县职工应补初中文化课的4，7 l 3人，经过补习，考试及格的3，3 8 2人，

占7 2％。

成年人自学考试始于l 9 8 4年下半年，到1 9 8 7年1 1月先后进行过七次。参加大

专自学考试的共1，7 9 4人次，及格共1，0 7 9科次．

●I●



。．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谤的精神，1 9 3 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县管

理完全中学和职业中学，区管理初级中学，乡管理小学的新体制。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教师实行了聘任与调配稻结合的黼度。

根据《义务教育法》的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订了鹤山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

1 9 9 1年全县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o j

回履过去，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县的教育事业将会更健康、更快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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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育管理机构

第一节 清代、民国时期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清代教育行政机构沿袭明朝体制，县称“学署"，设儒学训导，管理全县的教育行政事

务。

光绪三十三年(1 9 0 7年)鹤山始设劝学所。l 9 1 2年，民国成立，粤省长官通令

各县取消劝学所，改设督学局，以资统一，未几复称劝学所。

民国十年(1 9 2 1年)十二月，民选县长李一谔莅任，遵令裁去劝学所，子县公署设

置教育局。民国十九年一月，县公署更名县政府，照三等县组织法于县府置教育课。民国二十

二年(1933年)，奉教育厅令，将教育课升为教育局。下设督学3人。9月，子广东实施三年计戈q

方案，关于教育方面，第一年工作设各区学务工作委员会，全县分为八大学区，每区设学务

委员1人，每大学区再划分若干分区，以协助教育行政之开展。民国二十五年(19 3 6年)

粤东归政中央，照章于县府设四科，以第三科办理县属学务。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十

月本县实施新县制，改第三科为教育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一人，督学二入或三人，乡镇公

所设文{艺股股长一人，保办公处设文化千事一入。

鹤山县各学区之分区地域一览表

第一学区(即第一自治区)划分五个分区。

第一分区。沙坪镇，同安，联安，中南、小范，石岭，环沙、玉桥等乡。

第二分区。坡山，水口，大元咀，半江，石头，黄宝坑，杰洲等乡。

第三分区。赤沙江、楼冲、古桥，石湖等乡。

第四分区。陈山，黄洞，隔朗、平冈、成山，洞田，那水，雅瑶，琶珍，茶溪，乌石

等乡。

第五分区。南边、芸蓼、峡山等乡。

第二学区(第二自治区)划分四个分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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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区；吉劳镇、龙浜、丽水等乡。

第二分区，升平镇，上约，中截，仁和，新和，洛社、新社等乡。

第三分区-大郡、旺村，曜煌，树德，大塘、龙田，菊适、南沙、云瑶，茶山，磨塘等

乡· ．．
、．．

。

- 』
●

第四分区-安澜、‘大埠、四维、天伦、大罗、前江、岗头等乡。

第三学区(第三自治区)划分四个分区。

第一分区。龙口镇、南安，霄乡，文堂，青溪，水平、协华等乡。

第二分区。尧溪，平心，松冈，凤巢、逢贵，风冈、麻冈等乡。

第三分区；金冈，邀了、五福、上那、下那，月褥等乡。

第四分区。注福，药迳等乡。

第四学区(第四自治区)划分四个分区。

第一分区；钱塘，三富、沐河、竹朗，笋山，棠溪，坑溪、大富。

． 第二分区。拱北，中心、蟠光，东壁、西园、旺龙，三宝、甘棠，激坑等乡。

．一第三分区·古造，珠溪、连溪、七社。

第四分区t朗坡，水沙，塘田，赤草、罗惟、迳口．

，， 第五学区(第五自治区)划分五个分区·

。，第一分区t鹤城镇、东南、西南，横水，甘村、龙眠、平顶。

t：， 第二分区。昆南，镇南、松塘，三联。

第三分区t芙蓉，南靖，和平、竹叶，东联、共和，南田、南相、水秀。

第四分区t德良乡。

第五分区。云乡，五莲、坪山、白水带。

第六学区(第六自治区)划分三个分区，

第一分区t宅梧镇，堂马、靖村、沙水一带。

第二分区。选田，荷村、及石水一带。

第三分区。双桥、闹洞、四平、泗合、西边，双石。

第七学区(第七自治区)戈lj分三个分区·

． 第一分区。南庄，铁冈、东坑，来潮、里村。
f ‘

第二分区；来苏、大凹、汉榜、缘合、平岭。

第三分区t良庚，黎庶、石松，平冈，连江，龙头。 ‘．。

第八学区(第八自治区)划分三个分区I j： j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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