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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j 言 j

盛世修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蓬勃发展，广州市珠江南岸

的教育事业也蒸蒸向上。为了记下海珠区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突出反映各个时期教育的概况和特点，认真总结历史的

经验教-i,)il，我们特邀了对我区教育有研究的人士，编纂我区

有史以来的第一本教育志。他们历时数载，查阅大量教育史

料、档案文书，走访海珠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老前辈，先

写成《海珠区地方志教育资料长篇》，广泛听取意见后，再

写成《海珠区教育志》。 、

．

这本专志的时间上限从1840年起，下限至1990年12

月31日止．纵观海珠区150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由少而

多，由稀到密，由偏至全的。由于省、市、区对教育管理有

明确的分工，因此，全书根据“详管略驻一原则，对驻我区

的大、中学略为记述，侧重小学、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方

面的详述；根据厚今薄古原则，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记述． ，

专志出版以后，如果能对海珠区教育界及后辈有些启

示．能起到一点承先启后的作用，我们的初衷就达到了．、

区秉亨 杨超永 刘伟斌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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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明

一、本志记述事物之年限，上溯至鸦片战争，下限一般

断至1990年。部分照片内容超过1990年．。
1

二、本志按“详今略古一“详管略驻一的原则编写。对

建国后特另4是改革开放后的事物重点记述，建国前的事物

则略述；对本区所管辖的事物作详细的记述，对驻区单位的

事物则从略记述．’ ·．

?

。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区档案馆、图书馆：报刊、

海珠区教育局档案室及有关单位i个人提供，志内不再注明

资料出处． - 一 ．
“

‘

四、本志从1991年初开始收集资料，1992年底写出初

稿，后又反复修改，历经数年才定稿。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力

求真实准确，严谨科学，简明流畅，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读

性．。但由于水平所限及资料缺乏，错漏及不足之处难以避

免．请读者见谅。
’ ，‘“·

’

，+五、本志在搜集资料及编写过程中，得到不少单位和个

人的大力支持帮助，南海东部石油公司捐款壹万元支持本

志的出版．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 一 ?
’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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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海珠区是广州市辖内的八个行政区之一，位于广州市，

南部，旧称河南。在划归广州市前，向属番禺县茭塘司管辖。

划归广州市后，分设蒙圣、海幢、洪德和新洲、沥浯五个区。

建国初期，仍按五个区分管。1950年蒙圣、海幢、洪德三个

区合为河南区，1952年改称南区，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新

洲、沥沼合并取名新沼，由广州市郊区辖，人民公社化时，

新浯公社曾一度划入南区，不久仍归郊区。1960年南区定名’

为海珠区。1986年新沼镇重归海珠区管辖。
’

海珠区四周被珠江环绕，成为一个天然岛屿。历史上由

于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也较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建设沟通珠江两岸的交通设施，海

珠区经济逐步发展，文化教育设施也不断得到充实，至今；

海珠区已成为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

海珠区教育设施的设立，可溯源于明朝。当时礼部尚书

何维柏挺身奏劾权奸严嵩，未遂，反被贬为庶民，返回岭南， ，

隐居于河南小港云桂。后致力予办学育人，创立天山书院

(又称天山草堂)，应众讲学，深受四方学子推崇。据现存资

料所载，天山书院开创了海珠区办学之先河。此后，相继剑 、

办了一批书院、社学、学塾、学堂。

海珠区的学前幼儿教育，以1921年创办的洁芳幼稚园

为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民国时期，海珠区幼儿教育设施极

一3一



少．民国38年(1949)，全区仅有私立独立幼稚园1所，小

学附设幼稚班4所，幼稚生320人，工作人员13人。建国

后经政府大力倡导，幼儿教育迅速发展，特别是开放改革

后，发展更为迅猛，至1990年全区共有幼儿园182所，在

园幼儿32733人，教职工3929人，全区幼儿入园率达95％．

海珠区的小学教育。始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十

月，番禺县知县柴维桐在河南蒙圣里创办官彰第五初等小

学堂后，便陆续办起了一些小学堂，但发展缓慢，至建国前

夕(1949年)金区虽共有小学49所，但多为规模小、设备

简陋的私立小学或学塾，公立小学只有9所，全区在学儿童

仅6181人．建国后，小学教育逐年发展，陆续建设一批新
、

校，并有计划地将私立小学、学塾及街道民办小学吸收过

来，改为国家办学。但由于海珠区原来教育设施不足i建国

后教育设施的建设又跟不上人口增长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受教育要求．从50年代至80年代初，海珠区部分或大部

分小学、班级实行“二部制"教学(即学生每天半天回校上

．课，半天在家小组学习)，直至1982年，才取消了“二部

制"．同年，经省人民政府验收，海珠区成为广东省第一批

普及小学教育的区(县)。此后，为巩固普及小学教育成果，

满足适龄儿童(6岁半至7周岁)的入学要求，海珠区又花

了很大力气，解决校舍不足、师资不足和经费不足的困难，

使小学普及率基本达到100 o,4。1990年全区有小学75所，

学生48056人．-， ，
．

． 海珠区的中等教育，始创于清末。1905年，教育界知名

人士黄晦闻、谢英伯等创办南武两等小学堂，并开创男女同

校之先河，且其办学成绩显著，在民国时期享有“北有南开，
——4——



南有南武’’的美誉。但建国前海珠区中等教育发展极为缓

慢，区内中等学校较为疏落，至建国前夕，座落海珠区的中

学仅有7所(其中1所为职业中学)，且都是私立中学，多

数规模不大。建国后，海珠区中等教育迅速发展，1952年私

立中学全部改为公立中学，同时不断建设新的普通中学和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至1990年，全区共有普通中学34所·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2所，全区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 、

育．
‘

座落海珠区的高等院校，建国前寥若晨星．据资料反

映，当时仅有两所大学：一所是1914年开办，座落于康乐

村的私立岭南大学；另一所是1934年开办，座落于石榴岗

的省立劾勤大学。建国后，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先后在海珠

区辖内开办的高等院校有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广东商

学院、中国海关管理干部学院等共12所，是广东省高等院
、

校集中地区之一。
’

成人教育始于晚清，海珠区最早出现的民众学校是民

国21年(1932)，由岭南大学于旧凤凰村开办。但建国前民

众学校的建立很不普遍，据资料记载，建国前夕，海珠区民

众’学校只有2所。建国后，政府为提高干部、工农大众的文

化素质，大力开展成人业余教育，从建国初期的开展扫除文

盲及进行初等文化教育，以至后来的初中文化补课，中等文

化、职业技术教育，直至高等教育，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抓，

人民群众要求提高文化、技术水平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因此

成人教育的发展一浪高过一浪。目前，海珠区共有各类成人

学校3Z所，523个教学班，在学人数达19538人．

综上所述，海珠区的教育事业，。建国前比较落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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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10年，海珠区教

育事业无论在经费的投入、办学条件的改善，还是在教育管

理水平、师资素质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质量的提高上，都是

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已为该区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预示着海珠区教育事业灿烂的未来．．。7：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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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育行政管理

清朝主管全国的文教领导机构，一向称为“礼部"，到

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将礼部改为。学部"。对于各省

教育事务，清初沿袭明制，设提学佥事，后来才改为提督学

政。到了1906年，清廷下令裁撤各省提督学政，另设提学一

司使，专管全省教育事务。在府厅州县里，分别设立劝学所，

是属于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从1909年起，学部奏定《视学

官章程》，将全国划分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辖一至三省i按

年每区派视学一两名，考察中等以上教育。 、

’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下设有教育

部。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于1926年3月1日成立教育

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教育领导机构。1927年4月18日，蒋

介石在南京设立国民政府，同年6月13日裁撤教育行政委

员会，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1928

年．10月23日，废大学院制，复设教育部。以后教育部作为

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一直没有变动。省级教育领导机’

构，辛亥革命后称教育司，后又改为教育科，1923年12月

广东设立教育厅，以后一直没有变动。

广州市方面，1920年以前尚未设为市，只作为广东省省

会，市区及附郊分属南海、番禺两县，两县的县政府均设在

市区内。但省会内的中等以上学校，属省教育行政机关管．

理，小学及私塾则分属两县县公署第三科管理。1921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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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广州设市，成立市政厅。下设公安、教育、卫生、财

务、公用、社会等六个局，但这时教育局所管辖的，只限于一

公、私立小学和私塾。陈济棠统治广东期内(1928年至1936

年8月)，广州划作特别市，教育局扩大组织，除管理公、私

立小学、私塾外，还管辖市立中学、私立中学：民众学校、

私立补习学校等．1936年8月陈济棠下台，广州改为省辖

市，裁撤教育局，并入社会局。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

广州市社会局改为非常时期服务团，市立中、小学一度停

办。1938年10月，广州市沦陷，市政府及其辖下各机构解

散。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市政府复员，才恢复教育局，直

至解放。 、

。’

今海珠区范围内的公私，立小学、幼儿园，在清朝时属于

番禺县管理．1921年广州设市后，由市直接管理，至建国初

期仍沿用这种管理体制。直至1952年管理体制调整，公、私

立小学和公立幼儿园下放给区管理。当时河南区人民政府

内设文教科(后改称教育科)，全权管理区内小学、公立幼

儿园和职工业余教育。至1964年6月，为适应教育事业发

展，成立了海珠区教育局。，其管理范围不变．当时海珠区教

育局行政方面设秘书科、小学教育科、．工农教育科、民办教

育科四个科室；政工方面设政治处，下设宣传科、人事保卫

科，还有团委．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区教育局尚能正常运

转。至1967年初，社会上刮起夺权风，区教育局开始瘫痪。

1968年10月成立海珠区教育局革命委员会，原有科室全部

撤销，设立政工组、办事组、教革组，后又增设工宣组。

1974年1月撤销海珠区教育局革命委员会及其所属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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