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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志的编纂始于1992年，经过三

年多的广集资料、整理考证，几经修改，门头沟区有史以

来第一部教育志出版了。这对于研究门头沟区教育发展

的历史、探索规律、推动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会起

到重要的作用。

门头沟区山区面积占98．5％，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

慢，直接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解放前，全区仅有公立、

私立中学各一所、小学141所，中小学在校学生不足三千

人，教职工一百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出“教

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形成尊师重教风尚。政治上做

了国家主人的5-农渴望在文化上翻身，激发了学生们努

力学习的热情。在教师辛勤培养下，1954—1956年门头沟

区五、六年级学生参加全市语文、算术、自然三科统一考

试，三次均获第一。

教育的发展总是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反右斗争的

扩大化、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新兴的教育事

业受到严重影响。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实



施九年义务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取得可喜成果，为门头沟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志记载过去是为了开创今天

和未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全区教育工作者要勇于

承担党和人民赋予的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合格人才的

伟大、艰巨使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照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

事求是、详实简明的原则编纂。

二、本志列概述、旧学、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

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校外教育、特殊教育、

电化教育、教师与干部队伍、学术团体与教育刊物、教育

行政管理、教育经费与教学设施、附录、大事记等部分。

分类记述，序列章节。

三、本志起自1375年(明洪武八年)，止于1990年

12月底。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为分清时代，必要时夹注旧

纪年。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作补充说明。

五、本志以档案、史料为据，通过调查、访问局部充

实，如实反映门头沟区普通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六、本志体例采用横列篇目，纵述史实，详今略古，

以事系人。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直陈史实，不作评述，寓观
点于记述之中。

八、全志所称“解放后”，指1948年12月14日后。



九、本志立传、简介人物，均为对门头沟区教育事业

有贡献者或获得国家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者。获得市级荣誉称号的教育工作者则列入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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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市西部，东接石景山区、海淀区，南邻丰台

区、房山区，北连昌平县、河北省怀来县，西与河北省涿鹿县、涞水

县交界。全区总面积1455平方公里，山地占98．5％。总人口25．6

万人，其中城镇居民人口15．9万人，农业人口9．7万人。

门头沟区现辖界系民国时期河北省宛平县的一部分。据《·宛平

县志》记载，宛平县始建于1013年(辽·开泰二年)。抗日战争时

期，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斋堂地区开辟了平西革命根据地，

建立宛平县人民民主政府，其余屑国民党统治区(后为沦陷区)宛

平县，两个政府同时并存。1948年底，门头沟地区解放，1949年1

月15日建立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划归北平市，辖门头沟、城子两镇

及里、外十三两小区。1949年3月改称北平市二十八区。1949年

7月改称北平市二十区。1950年8月改称北京市十六区。1952年

9月与划入北京市的河北省宛平县及房山、良乡两县部分地区合

并，改称北京市京西矿区。1958年5月行政区划再次调整，改称北

京市门头沟区。

据《顺天府志》、《图经志》记载，1375年(明洪武八年)宛平县

开始在现辖区的玉河乡(今城子村)、桑峪社(今桑峪村)、清水社

(今清水村)设立社学。此后，私塾、讲学堂、义学、家馆相继创办。至

清末，私塾、家馆遍及全区较大村庄。择聘通晓“四书”、“五经”者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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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以教民间子弟。学业有成亦有考中秀才、举人，名扬乡里者。

1901年9月，清政府下兴学诏，著名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

蒙养学堂，自此新学日兴。至1914年全区公立和村办初级国民小

学校达35所，学生876人。1916年，宛平县知事汤铭鼐利用烟苗

罚款在七、八两区(今傅家台、斋堂地区)设劝学所，办师范传习所。

到1920年国民小学校发展到44所，其中完全小学2所。为此，受

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嘉奖。1926年中共党员崔显芳为开展党的

工作，宣传马列主义，创办了田庄村小学校，1932年增设高小并创

建宛平县第一个党支部——田庄高小党支部。至1937年抗日战争

爆发前，全区小学发展到96所，其中高级小学5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门城地区沦陷，学校时停时办。1938年春，

中国共产党在斋堂地区开创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发展教育事业，恢复、创办小学，改村办为公办，举办教师培训班，

吸收革命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人参加教育工作。教师除教课外，还

配合各项中心任务，带领学生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至1939年，全区

小学增加到126所。同年秋，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培养干部在田

寺村创建宛平县抗日高级小学(亦称“田寺抗高”)。1940年秋，日

寇屯兵斋堂川，全区小学教育呈现多种形态：沦陷区推行奴化教

育；根据地内暂被敌人占领的村庄，抗日政府派教师一面教书，一

面开展抗日工作；敌人据点附近的各村小学，设正式和临时两个教

师，备有两套课本，平时由正式教师教抗日教材，敌人来时换上日

伪教材由临时教员教；离据点远的学校，根据群众在深山分散居住

的情况，把学生组成若干学习小组，教师巡回教课。1945年春，斋

堂川解放，根据地各村小学迅速恢复，并增设了高小6所。国民党

统治区小学虽日渐恢复，但有些学校因经费不足，时办时停。1946

年，本区第一所中学私立门头沟中学成立。1947年北岳专署在李

家庄创建了北岳三中。1948年全区有小学141所，中学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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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48年底，门头沟地区解放，北平军管会西南分会接管全部

小学，中学实行军管，学校改为公办，教职工全部留用。1949年1

月，区政府成立后，举办教师培训班，对教师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

认真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放宽入学年

龄，减免学杂费。1950年，全区中小学共142所，在校学生8872

人，教职工402人。1951年，宛平县前期师范学校在斋堂建立。翌

年更名北京市初级师范学校。1954年，贯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

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

1954--1956年，连续三年城镇地区和石门营、南辛房一带小学高

年级学生参加全市语文、算术、自然三科统考，三次名列第一。1957

年，全区六年级学生参加全市语文、算术统考，名列第三。为此，《北

京日报》连续发表《光辉的道路》等八篇文章，介绍京西矿区教师克

服困难，坚持山区教育，虚心学习，忘我工作的先进事迹，并汇编成

《京西矿区教育散记》在全国发行。1957年1月3日，《北京日报》

发表《向京西矿区的教师学习》的社论。社论发表后，数千名外区教

育工作者来区参观。英国友人吉尔斯曾到石门营、南辛房考察小学

教育。

1957年6月，全区中小学教职工开展整风反右学习，148名教

职工被错划为右派。反右的扩大化，严重压抑了教师的积极性，削

弱了教学力量。

1958年大跃进中，为解决师资不足，创办了门头沟区中等师

范学校。为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中小学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师生割荆条、打山

草，并试制耐火砖等五十多种工业产品。但生产劳动过多，打乱了

正常教学秩序，教育质量下降。随着人民公社成立，农村地区幼儿

教育大发展，入托儿童达7677人，占适龄幼儿96％。1960一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强调劳逸结合，分散教学点，方便学生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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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门头沟区师范学校及

部分中学班、村小相继停办。条件具备的中学班陆续改为独立中

学，精简调整中小学教职工414人。1964年，贯彻“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雁翅、斋堂等地区试办半农半读小学61所。在城镇地区建立

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委员会。1966年，全区小学发展到185所，在校

学生34849人，教职工1401人。中学发展到14所(其中完全中学

2所)，在校学生7483人，教职工576人。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区文教局领导干部、学校干部、教师二

百多人遭批斗。学校搞大串联、打派仗、搞武斗，教学陷于瘫痪。教

学设备破坏严重，城镇地区中小学门窗桌椅、教学仪器几乎全部被

毁。学校停止招生。1967年5月，解放军进驻中学，10月中小学陆

续“复课闹革命”各校开始招生，但高中仍未招生。1968年7月，工

宣队进驻城镇中小学，农村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72年，贯彻

中央“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学质量，整顿教育”指示后，中小学教

学秩序初步恢复，高中开始招生。1973年开始盲目普及高中，大搞

开门办学，建立农业中学。这一时期学校虽然在数量上有发展，但

今天宣扬“白卷英雄”，明天批判“师道尊严”、反“回潮”，学校再度

出现“干部不敢管，教师不能教，学生不想学”的混乱状态，教学质

量很差。

五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门头沟区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

正，批判“两个估计”，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学校秩序，恢复原有体

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中小学端正教育思想，坚

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围绕各时期的工作，进行了继

承老区人民革命斗争精神、热爱家乡、热爱党等一系列政治思想教

4



概述

育。小学进行了“马芯兰数学教学实验”、“小学语文整体实验”、“小

学语文、数学双科同步实验”。中学调整布局，改革教育结构，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创办职业高中和职业高中班，部分中学实行“二加

一”初中职业教育。加强基础薄弱的初中校工作，进行各科教改实

验。1985年为发展山区教育，连续三年选派城镇中小学教师轮流

到山区学校任教，使山区教育质量逐步提高。1987年全区中小学、

幼儿园及教育局有关直属单位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1988年实

行教职工聘任制、工资总额包干和校内结构工资制为主的学校内

部管理体制改革。1988--1990年，小学连续三年入学率为100％。

1990年小学毕业生合格率达99．7％，优秀率为52％；中学1990

年中考及格率突破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达到77．9％，录取率达

到60．1％，首次达到市平均水平。1990年，在傅家台中心小学办起

全市第一所低年级寄宿制小学，为提高山区小学教育质量开辟了

新的途径。

第二、改善办学条件，发展校办企业。1980年开始，教育经费

逐年增加，1990年全区教育经费投入2014．7万元，占全区财政支

出的25％。同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人民教育基金的征收工作，首次

征收的348万元，全部用于学校的扩建和改建工程。中小学校办企

业到1990年已发展到105个，产值一千万元，为改善办学条件提

供了近百万元的资金。

第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水平。从1980年开始，区

教育局加强师范学校建设，共培养合格小学师资近800人。为鼓励

高中生报考师范院校，1990年在大峪中学创办全市第一个高等师

范院校预备班。中小学教师通过函授、电视、自修等各种方式进修，

到1990年，小学教师具备合格学历(含专业合格证书)的占教师总

数的90．9％；中学师资水平初步有所改善，大专以上学历及获得

专业合格证书的教师占总数的57．2％；幼儿教育师资1990年已

有153人取得教材、教法证书，62人取得专业合格证书。

第四、开展课外活动，促进全面发展，课外活动已遍及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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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普通教育志

传统体育项目小学跳绳，从1979年到1988年连续十年获全市第

一名；中学跳绳从1983年以来，连续七年获全市冠军。1990年亚

运会开幕式上，门头沟区800名女中学生组成的“太平鼓队”，为中

外来宾进行了精彩表演。

1990年，门头沟区有初级中学17所，完全中学6所，在校学

生12077人，教职工1763人。职业高中、师范学校、工读学校各一

所。小学153所，在校学生25336人，教职工2211人。幼儿园64

所，在园幼儿11831人，教职工4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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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旧 学

概 况

第一章 旧学

1375年(明洪武八年)宛平县在本区城子村(原玉河乡)、清水

村、桑峪村设立社学三处，聘请教师，以教民间子弟。1534年(明嘉

靖十四年)后桑峪村天主教会建立讲学堂，教学生读诗书、学珠算。

1623年(明天启三年)沿河城村创办义学，村民子弟免费入塾读

书。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斋堂村在文庙内创办义学，教授“四

书、五经”。至清朝末期，私塾、家馆已遍及全区较大村庄。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颁布诏书，宣布维新变法“废科举，兴学堂”，实

行私塾改良。但因地处京郊山区，师资匮乏，终无推进。1910年(清

宣统二年)清政府学部以穷乡僻壤不能遍设学校为由，特奏定改良

私塾章程二十三条，使私塾渐期合法。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国民

小学校虽日益增多，一些经济落后的边远山村私塾学馆依然存在。

1937—1948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平西根据地内废止私塾，

但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新学与私塾并存状态仍持续很长时间。

有的村办私塾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第一节 形 式

一、社学

1375年(明洪武八年)宛平县始在界内较大的乡村设置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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