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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教育部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主任
王鹰(中)在钟山区指导教育质量监测工作

2008年6月，副省长刘晓凯(左一)到钟
山区五中检查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何刚(左三)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牟海松
(左四)陪同检查

2008年10月，市委书记刘一民(左四)
在钟山区四中检查工作

房、省人大副主任龚贤永(中)
在钟山区考察学校工作

副省‘长、房、市委书记辛维光
(中)为在长跑活动中取得好成
绩的钟山区教师和学生颁奖

-省政协原副主席吴静波在钟山
区考察学校工作

国家级督学、省政府教育督导
室督学吴郁英在钟山区检查"两基"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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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市长向红琼(左)听取钟山区有关
领导"两基"工作汇报

左
秀

(
陆

松
长

海
区

牟
副

7) 
书
)
作

委
二
工

区
左
查

山
(
检

钟
林
校

、
玉
学

委
高
在

常
长
)

委
区
四

市
'
左

三
薇

2008年9月，副市长范三川1 (左三)
陪同省语委办领导参加钟山区第门届
"推普"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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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的编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竖定不移践行科学发展观，

充分运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

实记述钟山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编摹或书之时，在遵循钟山区主、总凡例的草提下，

特作此编篡说明。

二、本志上限不作统一规定，有文字记载的可上溯至清朝，

原则上下黑断至 2008 年底。

二、本志主要记述钟山区 1988 年建区以来教育事业的成果，

以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为主线记述，同时兼顾记述了与教育事业

直接相关的组织机椅，如教育局、教育辅导站、"两基"办等和

市办在钟山区辖IK内的学校，以及推动钟山区教育发展的部分人

物(主要以在钟山区辖区内兴办学校者为主〉。对于民办教育机

构，由于篇幅所珉，只选介有一定规模和社会效益较好的学校。

四、本志按章节体编排，设有酣录"钟山区教育 20 年大事

记"和 "2，∞8 年钟山区学校校{园)长名录"。

五、本志资料来摞，除查阅区教育局文书档案有各学校提供

的相关资料外，主要参阅了《水城县志上《大定府志》等相关志

书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柜关资料。由于编志对|可紧迫和编

篡力量不足以及其他诸多原因，资料有遗漏之处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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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幸学校篇

第一章学校篇

第一节私塾、厅学、义学、书院

一私塾

钟山区境内有文字记载的学校是荷城街道办事处官寨(老供

电局沙家巷口)私塾，据《水城严氏族谱》载，.吾族始祖友贵，

于明朝嘉靖年间由赣人黔来水城，时城池未设，交通闭塞，文化

不开，湘蜀闽桂之商很少流迹。而公翻水邑山水清奇，人心纯

古，乡存廉让之风，士敦雍睦之义，意可止足。既楼于土司沙

氏，为任经济，后得乡人爱慕，设馆教学。"又根据明湖《王氏

族谱》载"始祖园通公于明万历年间由赣人黔，游教于阿扎屯、

以朵、果木冲、窑上等地。"

清廉熙十二年(1673)有王承烈进士及第，出塾师所教。至

建水城厅前有私塾 7 -8 所，每所学生 7 -16 人不等，多设在人口

稠密的城场或较大的村寨。由塾师在家或寺庙设馆，或由聘塾师

在家设官。教本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大

学》、《学而》、《中庸》、《论语》、《幼学琼林》、《古文观止》、

《诗》、《书》、《礼》、《易》、《春秋》等。只要学生能识(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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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吟诗作对、作文即可。塾师待遇双方商定，付给钱、粮、

油、肉、叶子烟等，酬劳极为菲薄，一年才得银元 20 - 30 元，

生活很难维持，有一诗宝塔诗就是当时塾师生活写照:

呆

秀才

吃长斋

胡须满腮

经书不揭开

笔墨自己安排

明年不请我会来

民国 10 年(1921) ，德坞袁一昆在西区第一国民学校原址办

"改良私塾"采用教育部审定之国民学校国语、修身、算学等课

本，因教授得法，方圆几十里的手弟都涌来入学，学生 30 多人。

民国 15 年(1926)城内国民小学及塾师王卓人开办的学馆有学

生 20 -30 人。民国期间，除城区的学校外，现辖区内大河以德 l

所，学生 15 人(含女生 2 人) ;窑上(明湖村) 1 所，学生 30 余

人;双龙井一所，学生 40 余人;教场 l 所，学生 50 余人;月照

双洞一所，学生 40 余人;石龙一所，学生 30 余人;路马摆 1 所，

学生 40 余人;菁口 1 所，学生 30 余人;穿心寨 l 所，学生 30 余

人;三块田 l 所，学生 30 余人;左家营 1 所，学生 35 人;吴家

寨 l 所，学生 20 余人;文吕阁 l 所，学生 20 余人;大湾 l 所，

学生 30 余人;二塘 l 所，学生 40 余人。私塾延至 1952 年，国家

明文规定，一律采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为教本，有的私塾被

令停办，有的改为民办小学。

二厅学

雍正十一年(1733) ，大定府拨给水城厅(水城县、钟山区

前身)文武学额各 2 名，为厅属士子予入学考试提供有利条件。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平远州又划拨厅属文武学生名额各 3

名，凛生增加 6 名，全厅共文武学生名额各 5 名，瘦生增加 6 名 C

厅未设学馆，所有岁科人学，副学生员及嫖生全归大定府学课管

.2. 



第一章学校篇

理，后因路途遥远，跋涉艰难，报请题奏，于光绪二年(1876 ) 

成立水城厅学，拨平远州训导 l 名移交水城厅，管理各生员 O 光

绪二十四年(1898 )戊戌变法后废除科举，倡办新学，于光绪二

十一年(1905) ，厅学改为新学。

三义学

雍正十二年(1734) ，首任通判孟金章在城北观音寺西侧首

创义学 1 所，随即改为书院，由地方官聘生员执教和考核管理。

光绪三年 (1877) ，城内设义学 3 所，地址文闰宫、武圣堂及场

坝忠烈宫，每所有学生 20 余人，教师待遇由庙产支付，每天每

人获银 300 两，后因从教不严，教学效果差和待遇菲薄而消失。

四书院

雍正十二年(1734) ，通判孟金章将城北义学改为书院。道

光七年(1827) ，通判袁汝相建书院于凤翔街(今老城和平路钟

山区第三小学原址) ，名"凤池书院"。道光二十七年(1847) , 

通判倪应谦捐银 100 两及厅民龙济川等捐银 1000 两资助，以 300

两购学田， 800 两交商生息、作生员、童生伙食及文具、书本之

用费。书院培养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如罩国辅、桂天相、李

天极、李天柱、赵里、王显荣、陈佐、陈师伯等。咸丰年间

(1851 - 1861 ) ，书院失火，几成灰烬。

同治十三年(1874) ，通判陈昌言重建书院，并制定管理规

章制度，勒石刻铭，严格遵行，每年拨给书院各项费用租谷 600

石(1石相当于 600 斤) ，机动费用 100 石。聘名师讲授，教学严

格，成效显著，名扬四境，安顺、郎岱、平远、普安、威宁、安

南(今晴隆)等县均有学子前来就读。清朝末年科举废止，将书

院改为学校。凤池书院实为钟山区三小前身。

附清代水域厅进士、举人名录

文进士 1 名:王承烈(康熙十二年) (公元 1673 年)

武进士 1 名:杜荣(康熙十二年) (公元 1673 年)

文举人 6 名:杜斯秀(乾隆三年) (公元 1738 年)、曹宫桂

(乾隆三十六年) (公元 1771 年)、段天贵(嘉庆五年) (公元 1800



钟山区志·教育志

年)、钱万选(嘉庆十二年) (公元 1807 年)、刘席珍(道光十二

年) (公元 1832 年)、徐延期(道光十九年) (公元 1839 年)

武举人 9 名:沙见龙(雍正十三年) (公元 1735 年)、杨国

珍(乾隆四十四年) (公元 1779 年)、范如擦(嘉庆十五年)

(公元 1810 年)、范定邦(道光五年) (公元 1825 年)、杨华春

(咸丰二年) (公元 1852 年)、杜兆龙(同治六年) (公元 1867

年)、周天福(光绪八年) (公元 1882 年)、周天爵(光绪二年)

(公元 1876 年)、周光前(光绪二十三年) (公元 1897 年)

第二节幼儿教育

一幼儿教育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区境内元幼儿教育。 1955 年县文

教科拨款在老城兰小修建平房一栋，教室两间，购置教具和玩

具。次年开办幼儿班两个，教师4 名，招幼儿 80 名，为区境内幼

儿教育之始。

1958 年，县政府在龙洞街建平房两栋，内设教室 4 个，购儿

童木床 80 张，靠椅 80 张及餐桌餐具、教学用具、儿童玩具、衣

柜等设备，称县机关托儿所，将三小幼儿班并人，改名为"机关

幼儿园"。配园(所)长 1 人许定秀、教员、保育员、管理员等

共 13 人。全天服务，人托儿童 80 人，分大、中、小班。 1961 年

物资供应困难，保育员被精简下放，只设园长 1 人、教员 4 人共

5 人，人园儿童 65 人。 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幼

儿教育受到批判而终止O

1977 年恢复幼教，水城特区共有幼儿园 5 所，人园儿童 97

人。 1979 年全国幼教工作会后，城关三小修建幼儿教学楼，厂

矿、企业、城镇、农村大办幼儿园和托儿所，水城特区境内共有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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