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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楚州设州学为淮阴最早见于记载的官办学府。南宋德佑元年

(1275年)，淮阴县设县学，是境内最早见于记载的县学。元代初年后，淮安、盱眙、沭阳、泗阳、

宿迁等县先后设立县学。明清时期，境内书院遍布。清道光年间，淮安县就有书院16所。境内

较著名的书院有丽正、奎文、勺湖、射阳、清涟、敬业、钟吾、淮滨、崇实、袁江、怀文等。以及社学、

义学。私塾历史久远，晚清时，淮阴、盱眙、泗阳、金湖、灌南等县有7400多所；淮安县至清朝末

年尚有私塾1323所，至1949年尚有394所。

新式教育始于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江浦西门内行台考栅首先改建为江北大

学堂，翌年改为江北高等学堂，后又改设江北师范学堂。自光绪三十四年起，淮安府和各县先后

建立淮安府中学堂、私立敬恭中学、初高两等小学堂、官立江北陆军学堂、师范传习所、敬业学

堂、钟吾学堂、县立高等小学、绳武高等小学和初级中学、江北农林学堂、江北公立中学等一批

新式学校。 ．

辛亥革命后，新式教育日益发展。至民国28年(1939年)淮阴沦陷前，初等学校有完全小

学78所，国民学校558所，短期小学和民众学校250所．中等学校有省属中等学校6所，县立

中等学校8所。另有私人和外国人办的一些中小学校。

民国29年秋始，淮海等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至35年有各类小学579

所，普通中学14所，中等专科学校8所，并创办高等学校8所。

1949年境内计有幼儿园1所、小学2179所，普通中学11所、中专学校1所。
’

新中国成立后，淮阴教育事业发展曲折。1958年大办教育事业，农职中达565所，还创办

高校6所。三年困难时期，大幅度调整，中高等教育规模收缩。。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界首当

其冲，损失惨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至1987年，全市共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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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幼儿园1622所，入学率为48．80％；小学4850所，入学率为98．4％；普通中学799所(含完

中90所)，初中升学率为32．5％，高中升学率为22．￡％；农职业中学100所；中等师范学校6

所；中等专业学校9所；技工学校6所；普通高校3所；成人高校4所。各级各类成人教育、职工

教育，亦相继兴起，发展迅速。

第一章教育行政

第一节机 构

明清两代，淮安府设教授署，设教授一人负责，训导一、二人作为辅佐；泗州设学正署，设学

正一人负责，训导一人作为辅佐。各县均设教谕署，设教谕一人负责，训导一、二人作为辅佐。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驻清江浦的南河总督于成龙改崇景堂为文庙，山阳县派驻训

导一员，掌管当地生员课试和文庙祭祀等事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光绪三十二年，清河县设县视学一人，隶属于县知事；复

成立劝学所。劝学所设总董1人，由视学员兼，总董以下，有劝学员、宣讲员等，其主要职责是录

取和委派学校校长、筹措经费、劝导入学、调查学务、宣传教育宗旨等。

后山阳、安东、桃源、盱眙、宿迁、沭阳等县，均设立了视学员和劝学所，每县划为若干学区，

每学区设劝学员1人。负责该区学务。

民国元年(1912年)，清河县署设第三处，负责全县教育文化工作。同时，设县视学，负责全

县学务的督察指导；设劝学所，负责奖劝兴学和经理教育各费，不久，改为县教育款产管理处。

全县分五市二乡，各设学董一、二人和学务委员1人。次年，清河县署教育属第三科。民国7年，

复改教育款产经理处为劝学所。同年，泗阳、涟水等各县，亦恢复劝学所，分学区设学务委员、学

董，分别负责全县和各学区学务。

民国12年，县劝学所改为教育局，设局长1人；督学1人，文牍、收支各1人。各学区设学

务委员或教育委员1人、事务员若干人。 ．

民国21年，淮阴县因教育经费不足12万元，奉省令废教育局，仍以县第三科主管全县教

育行政，统隶于县长。设科长1人、督学1人、教委2人、科员2人。全县分为两个学区．每区设

教委1人。今市区大部属第1学区。至抗战前夕，其它各县亦先后撤局隶科或设督学室，其编

制基本相同。 ·

民国29年秋，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均设文教科或第三科主管该县教育行政工作。设科

长1人、督学1人、科员若干人。

民国30年，共产党领导的淮海行政公署在沭阳县农村成立，淮海行署先由民政处负责全

区教育工作，不久，成立文教处主管文化教育。文教处设处长1人、督学、科员各若干人。各县

政府(或名办事处)设文教科，县(办事处)所属各行政区设文教区员，各行政乡(镇)成立文化

教育委员会，各行政村设文教委员。 ·

民国34年9月，新四军第一次解放淮阴城。11月，苏皖边区政府成立，设教育厅，厅长刘

季平、副厅长白桃；第六行政区设教育处，处长孙存楼、副处长张天麟；清江市设教育股。其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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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均设教育科。

民国35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淮阴城及境内其他县城，恢复原教育行政机构。县区设

教育指导员，各乡镇设文化股，督导检查该区、乡镇教育工作。

民国36年，中共淮海专署教育处改名文教处。处下设教育、社会教育等科，驻地在涟水呆

堆和沭阳周集一带农村游移。淮海区各县民主政府设文教科，各区乡设文教股或文教助理。

民国37年12月，淮阴城再次解放，成立两淮市，设教育局，孙蔚民、朱少香先后任局长。

1949年3月，两淮市撤销。同年5月，专署文教处复改称教育处，下设中教、小教、社教、民

教四科，督学、科员等计10人。

1951年1月，建立清江市，设文教科。2月专署精减整编，改教育处为文教科。

1954年6月，专署设置文教卫生科。内设督学、文艺科员，卫生科员和扫盲干部计12人．

1958年，清江市、淮阴县合并为淮阴市(县级)。设立教育局，编制29人。内分人事、教育、

秘书3股和教学研究、工农教育两室。

同年，专署文化、教育两科重新合并为文教科，编制11人．

1959年，专署文教科改称文教局，内设教育、秘书、文体等科，在编16人．1960年，增设教

学研究室，编制10人。

1962年，专署文教局改为文教卫生处，下设教育、文体、卫生、秘书和教研等5个科室，在

编30入．

1964年，清江市和淮阴县复分置，设清江市文教局。局内设教育、文化，人事、教研4个股

室，在编32人． ．

同年，专署文教卫生处又改称文教处，下设教育、文化、秘书、工农教育、教研等5个科室，

计34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淮阴地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陷于瘫痪。

1967年，地区成立。生产办公室”，下设文教卫生组，各县也都先后建立由军代表任负贵人

的“文卫组”或。文教卫生委员会”，主管文教卫生工作，

1968年，地区革委会建立政治工作组，该组下设文教组，由军代表任组长，工作人员18

人，负责全区文化教育工作。全地区各县也都先后建立文卫(教)组(科)，负责文卫(教)工作。

1969年，清江市建立“文教卫系统革命委员会”，军代表任主任兼共产党核心小组长．。革

委会”内设政工、教育革命、卫生、文艺、后勤等组，计16人。

1970年，淮阴地区革委会“政治文教组”改成“教卫组一，后又改为教育处，仍由军代表负

责。

1972年10月，清江市撤销“文教卫系统革命委员会一，成立文教局。下设政工、教育革命、

后勤等组，全局20人。1973年，复设教学研究室，编制8人。又增设人民武装部、工人阶级宣传

队办公室。

1973年，淮阴教育处改为文教局，下设文化、教育、人秘、教研四个科室，在编34人．

1974年，清江市教育局更名文教局，局内增设文艺组。1975年，教育与文化分开，仍设教育

局，到1976年，各县均改文教科为文教局． ’

1978年，清江市教育局内改“组”设“股”，分别为政工、教育、计财、工农教育、教研等股室。
‘

同年11月，淮阴地区行政公署设教育局，下设人秘、教育、工农教育3科；编制14人；教研

室，编制10人；新设教学仪器站，编制4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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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清江市教育局增设招生办公室。

1983年，成立淮阴市教育局，下设人秘、初教、中教、工农教育、财建5科，以及教研室、仪

器站、高校招生办公室，在编计47人。清河、清浦两区，各建文教局。同年，各县(市)乡(镇)设

文教办公室，并设文教助理等职，负责本乡(镇)的小学教育工作。

1984年，淮阴市教育局将人秘工作分由秘书组监两科负责；清河、清浦两区亦增设教研

室。

1985年，市教育局增设教育工会，编制2人；增设勤工俭学办公室，编制3人；增设电化教

育馆，编制8人。

第二节体 制

[清末民国时期]

清末，江北大学堂、江北高等学堂、江北师范学堂三校，由江北提督直接管理，具体负责校

长聘任、经费拨给等事宜。农工学堂(后更名江北农业学堂)、淮安府中学堂分别曲淮扬道和淮

安府主管。

江北公立中学堂系民间集资创办，由办学人负责管理，但需报县l道、江北提督备案，办学

情况受其监督。

清河县所有官立小学堂及师范研究所(后更名师范传习所)、自治研究所，均由县教谕负责

管理。各私立小学，除教会办的外，均由教谕负责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设立县视

学和劝学所，负责具体管理事务。1910年，筹备地方自治，成立学务公所，管理全县公、私立小

学堂的教育事务。

民国时期，凡省立学校，其名称、地址、校长任免，都由省教育厅决定，经费由省拨给，教学

采用教育部计划，教师的聘用、课本的选择，要报省教育厅批准，学校一切大事，都要向省教育

厅请示回报。校长对省教育厅负责。凡县立、公立、私立(教会学校除外)各中、小学和私塾，均

由县第三科(或课、教育局)负责管理，各学区学务委员及学董协助县主管教育机构管理各该学

区教育工作。教会学校主要对教会负责，县教育行政机构负责部分监督责任。

30年代清江民众教育馆成立前，成人教育由县教育局(或第三科、第三课、劝学所)负责

规划和管理，由各学校兼办。民国22年，江苏省教育厅在今市区城南公园内设立清江民众教

育馆，由省教育厅直接管理。馆内设中心民梭一所，城区及其附近设农民教育处若干，以为示

范。民国24年，改为民众学校；同时，各县民教馆皆设民众学校或平民学校，区乡成立民众识字

教育，有的村保还设立民众识字班，自成垂直管理系统。

民国29年起，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在共产党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各类学校归口管理。县、

区、乡(镇)都成立冬学委员会，负责成人教育，由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人担任主任委员，各村政

府负责具体管理，附近各中学、完全小学负责业务指导。

为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民主政府还采取“领导兼职”措施，中等以上学校和部分小学校

长一般由主办或管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兼任。

[新中国时期]

初等教育建国初，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市、县所办小学，核定区、乡(镇)设立的公私

小学。当时，清江市区各小学，都由市教育局直接领导，人民、纪家楼、老坝口、永宁等中心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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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学校长负责本学区小学的业务管理。各县小学实行县、区两级管理，各区文教股长(或文教

助理员)，负责本区内各小学的指导工作。

1956年，各县撤区并乡，原区文教股长(或文教助理员)相应撤销，由各中心小学校长协助

县文教科(局)管理各小学工作。 ．

’t 1958年，淮阴城区小学，仍由市教育局管理；各县成立人民公社，小学由县社双重领导，公

社设文教委员或指导员，负责全公社小学教育工作。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区农村公办小学一律下放，由生产大队办理，农村小学教师

一律回原籍任教。城区小学实行“厂校挂钩”，由工厂办学。同年，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农村小学，工人阶级、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城镇小学，掌管学校一切权力。

1978年，贯彻教育部颁《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贫宣队”、“工宣队”、“军宣队”撤离

学校，学校恢复校长负责制，恢复以市(县)教育局(或文教局)领导为主，公社中心小学领导为

辅的双重管理体制。

1985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

理”。清河区钵池乡6所小学、城北乡9所小学，清浦区郊区黄码、武墩、和平、盐河、城南等5

乡71所小学由乡政府管理，校长、主任由乡政府任免，报区文教局备案。两区城区小学，仍分别

由两区文教局管理。各县(市)实验小学以及重点小学，由县(市)文教局直接管理，其他小学均

由所属乡镇管理。各乡(镇)成立教育委员会，由分管文教工作的中共党委副书记或副乡(镇)长

任教委主任，文教助理、中学校长任副主任，另有委员数人。各乡中心小学，承担本乡镇各小学

的业务辅导。

中等教育建国初，淮阴中学，宿迁中学、淮阴师范，由省教育厅管辖，其余9所中学和淮

安师范，由专署文教科直接管辖，各县立初等师范由县文教科管辖。

． 1956～1965年，完全中学由专署教育科和市、县共管，以县为主。初中、农中和县立师范，
均由县管理。其它中等专业学校，则由省、专署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中学由市、县统管，初级中学县、社共管，并都派“工宣队”、“军宣

．队”进驻学校。中学公办人员由市、县统管，合同教师则以乡管为主。

1983年后，市区中学和淮阴、淮安、沭阳、宿迁、泗洪师范由淮阴市教育局管辖，校长由市

局任命。各中等专业学校，仍执行省、市有关专业部门为主的管理体制。 j：⋯

1985年，全市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新体制：各县(市)办的完中、农高中、职中，由各

县(市)管理；各乡(镇)办的初中，由各乡(镇)管理；各县(市)教育局通过各乡(镇)的中心初中，

对农村其它初中、“联办”初中实行业务指导。
’

1986年8月，根据中共淮阴市委、市政府意见，市区淮阴中学、清江中学，由市教育局直接
‘

管理，淮阴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由师专管理；市区其余14所中学，由两区文教局分管。清浦

区城南、武墩、黄码3所完全中学由区、乡共管，初级中学由各乡管理。

高等教育 50至60年代初，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清江市农业大学，分别由专署文教处

(科)和清江市文教局管理；其他各县农业大学，分别由各县管理。70年代后，淮阴师范专科学

校、淮海交通职业专科学校，分别由省教育委员会和省交通厅领导管理；淮阴工业专科学校、江

苏农垦职工大学，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淮阴分校，由省，市双重领导，以市为主；淮阴教育学院，由

市教育局管辖；淮阴机械工业职工大学，由省、市机电公司直接领导。

成人教育 建国初至1956年，清江市及备县相继成立扫除文盲协会或扫除文盲委员会。



教育教育行政

下设办公室，各乡成立相应组织，配备专职辅导员，管理各乡农民教育。同时，市、县总工

育局(科或文教科)，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管理各业余文化学校

教育工作。

81年，淮阴各县(市)均成立职工教育办公室，具体负责各单位职工教育；同时，市、县

(市)教育局内都设有工农教育科(股)或成人教育办公室，负责城市职工教育、干部教育、农村

成人教育、社会力量办学等行政管理及业务指导。

特殊教育1958年，市区聋哑学校由私人管理。1959年，市聋哑学校由清江市教育科、民

政科双重领导，教育科负责业务管理，民政科负责行政管理。1976年至1982年，清江市教育局

负责全面领导和管理。1983年，淮阴市聋哑学校，归市教育局领导和管理；各县聋哑学校，则由

各县教育局(或文教局)管辖；附设在一些中心小学的聋哑教学班、培智辅读班，则由县教育局

(或文教局)领导，所在学校派一名领导兼管。

第三节经 费

明清时，淮阴各县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为学田租金、上级行政拨款、地方财政补助、特捐、热

心教育人士捐献等。

清同治三年(1864年)，清河县儒学有学田14138．424亩，学宫附近民房基地约65亩。

江北大学堂，本籍生入内班，免膳、宿各费，客籍生入外班，费用自备。

江北高等学堂，经费由江北收支局于学田租厘金项下发给，年三万余千。

江北师范学堂，不收学费；膳费，初由学生缴半数，本籍地方官缴半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全部由本籍地方官代缴。厘定经费，由江北收支局月支1800千文。

清河县立高等小学堂，经费初约二千数百千文，后扩充至三千数百千文。公立三余初等小

学堂，年经费400干文；公立普育初等小学堂，年经费400千文；公立竞实初等小学堂，年经费

300千文。
’

私立绳武高等小学堂及江北公立中学堂，年经常费近9000千文；其中主办者张符元捐入

田租4000千文；江北提督及徐海绅士各助1000千文；校董募捐1000干文；学、宿费近2000千

文。又，安徽合肥县监生苏继鑫、海州宣治铭二人曾捐助该堂经费银4千两；该堂监督安东人

朱菜将二年薪水计洋1000元，全数捐入学堂。

淮安府中学堂，经费由淮安府属山阳、清河、桃源、安东、阜宁、盐城六县共同负担。

民国元年至16年(1912"--1927年)，淮阴各县行政只完全负责县办各种教育经费；对区办

教育，县只拨给部分经费；对社会公办、私立教育，以少量补贴；县行政教育经费来源，主要为清

末原有学堂公产、社会上关心教育人士捐献，以及地方各种附税和杂捐。

民国16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号召普及义务教育，指定在田赋项下征收教育税，以扩大教育

经费来源。时淮阴各县地方教育经费来源计有：附税及带征各税(包括田赋附税和教育普捐)；

杂附税(包括牙帖、屠宰、契附税)；特捐(包括中资捐、箔税、特税、屠宰废牛捐)；杂捐(包括房

捐、货物杂捐)；教产(包括田地租、房租)；学生学、宿费；临时收入(系团体机关补助费)。除田

赋、地租、学宿费、寄附金由县教育部门征收外，其余均由县政府征收。

据《江苏省鉴》和《淮阴乡土史地》记载，民国19年，淮阴县教育经费岁入77911元；次年大

水，该年度岁入75735元，比上年减少21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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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一l 民国2年(1913年)淮阴地区各县公办教育费收人表 ·

单位：元

＼目
＼芒 别 淮安 宿迁 涟水 泗阳 沭阳＼ 淮阴

项目＼
Ⅺ附税 2397 6917 3574 21712 5787 9480

杂捐 4046 1385 741 3817 355

公款息金 1202 280

公产租金 5243 4618 5769 1649 1709 646

补助金 1272 3416 1680 1650

寄附金 100

总计 14260 16336 11764 25291 11313 10481

表42—2 1920～1921年度淮阴各县教育经费岁人表

单位：元

县别 19年度岁入数 20年度岁入数 比上年增减数

淮阴 77911 ‘ 75735 减2176

淮安 136542 140717 增4175

泗阳 170326 118670 减51656

涟水 18313l 184081 增950

宿迁 66214 ， 72036
、

增5822

沐阳 74464 82787 增8323

· 表42—3 1936"一1937年度淮阴各县教育文化经费

单位：元

1936年 1937年

县别
总经费 教育文化费 百分比 总经费 教育文化费 百分比

淮阴 318708 79558 25％ 342739 95246 28％

淮安 561940 135067 24％、 540136 151502 28％
一

涟水 370952 144636 39％ 428739 153184 36％

泗阳 225695 96077 43％ 261546 99604 38％

宿迁 313127 83939 37％ 360547 99132 27％

沭阳 350472 103866 29％ 414835 115312 28％

民国21年省厅拨淮阴学校专项经费：淮阴中学76578元，淮阴中学附小21519元，淮阴农

校69228元，清江民教馆筹备处6000元，淮安中学45870元，宿迁中学27740元。

此期教育经费一直拮据，常有积欠。民国21年预算全年经费7万余，实收7成左右。因年

经费不满12万元，该年奉省令改教育局为教育科。民国23年度，淮阴县教育经费积欠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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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元，经省增发5091．99元，仍积欠289．6元，该年涟水积欠约千元左右。

建国后，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支出。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教育经费

支出略有增加，教育经费支付上仍采用战时方式以粮食为}I算单位。

“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困难，教育经费紧张，校舍年久失修，办学条件每i别愈下。至197E

年，全区学生人均占有校舍面积只有1．36平方米，其中严重危房41．8万平方脒，占总面积的

16．5％；土草结构114．21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45％；课桌缺64．25万；∥．占应配课桌的

74．4％；“泥腿子、泥桌凳、泥孩子、黑屋子”，是淮阴农村大多数中小学办学蔗件的写照。
。

1979年以后，教育经费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专项税费为辅，群众第资办学、勤工俭学、学

杂费为补充，全区教育投资逐年增长。该年，全区财政教育拨款为42蟛万元，教育支出占地方

财政总支出的20．5％。

●

表42--4 1979"1987年淮阴市财政安排教育经费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方财政
国拨教育经费总额

万 元 教育事 城市维 财政 财政 教育支
芷

业费每 护费用 收入 支出 出占财
教育 其他事 年增长 与教育 增长 增长 政支出

份
收入 支出 合计 事业 业中教 ％ 部分 ％ ％ ％

费 育费

1979 24336 20922 4290 2 148 12．9 22．1 —5．6 3．4 20．5

1980 26875 21128 55086 20 245．6 28．4 42．0 10．4 1．O 26．1

1981 27971 22031 6020．9 10 321．9 9．3 24．3 4．1 4．3 27．3

1982 32406 23596 6674．1 31 301．1 10．8 38．2 15．1 7．1 28．3

1983 7451 112 358．5 18．7 60．6 3．9 22．6 27．4

1984 9185 66 596 24．3 40．7 16．5 25．0 27．2

1985 50904 41259 10535 312 612．2 16．4 45．1 30．5 14．2 27．8

1986 55933 51051 12034 968 512．6 17．9 100．8 9．9 23．7 26．5

1987 62088 53597 12407 503 668 0．5 178．5 11．O 5．O 25．3

1980～1985年，全市集中“一无两有”(无危房，有’．】窗，有桌凳)经费达1．3亿元，占整个勃

。育经费的33％。其中三分之一是省、市财政补贴，三分之二是干群集资和学校自筹。此期间，全

市中小学基本建设投资406万元，修建校舍156．23万平方米，购课桌、凳64．51万套，计用资

金12482．48万元，建成乡镇初中实验室65个。其中市区投资159万元，修建校舍10．97万平

方米，购置课桌凳1．29万套，用资金376．53万元。

1984年起，开始征收教育事业附加税。农村由乡镇农经站或财管所按人均承包纯收入的]

～1．5％计征。1985年，按农民社会纯收入的1．5％比例征收；城市，由税务部门按工业、交通、

企业销售和经营收入额的千分之二计征；建筑、电子、邮电、商业、供销、粮食、农牧、旅游等企

业，按千分之1．5计征；文教卫生、饮食服务、城市公共及企业化的事业单位，按千分之一计征。

1984年，全市教育附加税和集资共2374．63万元；1985年为2745．54万元，其中市区17．5刃

元；1986年2885．3万元，其中市区17．5万元。

1987年，全市用于“一无两有”经费3800万元，征附加税3742．2万元，其中市区167。2刀



教育教育行政 1733

元，一次性集资1400万元。该年，全市学生人均占有校舍由1980年的1．36平方米，上升为

2．55平方米。
一一

附：勤工俭学 ，

民国18年(1929年)，淮阴农校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该校畜牧兽医科

学生所制优良蚕种，最多时年产2000多张，畅销苏北、山东各地；农科学生试验种植经营260

亩农场土地，还生产各种饼干、水果罐头等，日产罐头300听；农场栽种除虫菊，学生自制蚊

香，销售镇江、南京等地，年纯收入约1000银元。 。。

民国19年，淮阴青年生活学校实行半工半读，该校组织学生从事编箩织席等日常生活用

品生产，解决师生的生活费用。民国20年，淮阴县北吴集完全小学曾组织学生种棉、纺纱、纺

线，生产收入，除解决学生生活费用外，还添置图书和音乐、体育等教学设备。

民国22"'24年，淮安新安小学，两次组织学生出外旅行，学生以卖报、演剧、举办画展和放

电影等形式，一面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一面筹备办学经费。

民国30年，泗南灾荒，泗南县中潼小学校长夏陶然，组织师生，一面教学，一面放牛、拾柴、

挑野菜，学生复学率大大提高。次年，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中小学根据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

指示，积极从事生产。其中仅淮宝中学师生，就种地500多亩，还从事榨油、养猪、纺纱、磨粉、磨

豆腐等副业，年收入达2000余元，生产粮食30000余斤．1944年秋，淮海中学师生利用课余时

间和假日垦荒种田，纺纱生产，办起肥皂实验工厂，并自筹资金，创办起淮海中学消费合作社，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劳动建校。 ‘一

民国34年4月，涟水县中学建肥皂厂。6月，该厂特制纪念肥皂1000条，及其他慰劳品，

约值法币10000元，慰劳新四军四支队指战员。次年，苏皖边区教育学院组织师生办起毛巾厂、

小猪场，并开荒种菜，改善师生日常生活。同年7月，苏皖边区政府发出给各专署、政府和中学

指示信，要求今后边区中等教育必须向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方向发展，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劳动，各级政府应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帮助，给予低息贷款并帮助推销产品。

新中国建立初期，继承老解放区教育优良传统，淮阴地区学校师生多半自己动手修建校

舍，大搞园艺生产，开展十边种植、拾草割草、收拾旧货和从事小型副业等勤工俭学活动。

1950年，淮阴、泗阳、沭阳、宿迁、睢宁、淮宝、新沂和灌云等县学生，在半年内生产蔬菜

16万公斤，拾草砍柴204．5万公斤、纺纱1027．5公斤、收粮食0．8万公斤、积肥1．3万公斤、

拾松子4045公斤、捕鱼5．25万公斤、捉兔1292只、织草鞋371双、卷香烟672条，合计当时人

民币6064万元。’ ．

1951"1952年，清江市各学校学生拾旧货、割草和节省糖果钱，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支援

抗美援朝。仅1951年I一6月统计，各校捐款数达当时人民币283万元。 一

1953"-1957年，清江市文教科要求各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教给学生必要的生产

知识和技能。各中学组织学生开辟生产实习园地，种植蔬菜，各小学组织学生开展“小五年计

划”活动，勤工俭学。
’

’

1958"1959年，淮阴地区各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大炼钢铁，垦荒种植，大挖沟渠鱼塘等

等。1958年，市区26所中小学建校办工厂56个，交废旧铜铁近万斤，种试验田218．2亩，修水

利挖土3645土方，采集饲料8．9万公斤，割草8．6万公斤，积肥5962担，植树4．7万棵，养猪

68头、毛兔301只、羊33只、鸡28只、耕牛4头。至1959年，宿迁：涟水、盱眙、淮安、泗阳、灌南

中小学校共有工厂2868个；小农场田8255亩，种植粮食、蔬菜7212亩。其中涟水、盱眙两县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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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俭学总收入分别为55万元和2．5万元。

1960年后，淮阴地区各学校勤工俭学活动逐渐减少。1969年，淮阴地区各级学校积极响应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大办农场和小型工厂，并组织学生到农场工厂进行劳动，主要为了接

受工农“再教育”。

1970年后，各种校办企业兴起，除了提出少量企业利润用于学校集体福利以外，其余多半

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1984年，全年“勤工俭学”纯收入203万元，1985年为394万元。至1986年，全市已有校办

工厂293个，职工总数2819人，固定资产净值530万元，流动资金486万元，纯收入474万

元。

第二章旧 学

第一节学 塾

[概况]

学塾有私塾、义学和社学三种。

私塾一类为家塾。由富有人家延请塾师，教育自家子女，有时也兼其亲友子女。一类为

普通私塾，由塾师自己创办，靠收取学生束修(学费)来办学。这类私塾，每条街都有几处。明、

清时代，每塾学生少则十数人，多则二、三十人。清末，淮阴全境私塾约七√＼千所。民国时期，

新式学校兴起，旧式私塾仍有一定规模。民国7年(1918年)，淮安尚有私塾1323所，改良私塾

不断出现，有的每所学生已多至一百七√L十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区较有名的私垫为：滴

水巷私塾，垫师为前清秀才张伯虔；孔家巷私塾，塾师为张育才夫妇；都天庙私塾，塾师吴台

山；兴隆巷私塾，垫师为苟士栋、邰炎武；官三太巷私塾，塾师张四维；官圆坊私塾，塾师吴香衢；

闸口私塾，塾师姜藩卿。新中国成立后，私塾大为减少。至1956年，已全部绝迹。

义学或称义塾，不收束修，以给贫穷人家子女提供读书机会。其办学经费，来自地方热心

教育人士的捐献，或集体资产收入。清代清江浦先后有10所义学，乾隆时有西庑义学，在学宫

内，马王庙义学，在今清河区老洋桥附近。’文敷义学(在学宫附近)和信成义学(在今清河区海

神庙北边)均建于道光23年，外南同知王国佐主建，咸丰10年，两义学毁于兵火；同治元年，漕

督吴棠重建。同治九年，漕督张六万于北门外里运河北岸中段和运河南岸景行祠建义学两所。

同年漕督张兆栋于运河北岸新建义学两所。此外，有绿营兵所办中营义学二所，创办时间无

考。至民国初年，义学几乎绝迹。

社学 今市区明清时社学失载。其他县(市)社学，清代约有70余所。

[教育教学]

教育管理 明清时代的学塾，一般无明确的教育管理制度，大多以儒家礼仪为准，由塾师

自己拟细则，贯彻执行。学生如果不听教诲，轻则训斥，重则体罚。最严重时，在塾师自设私塾

中，予以开除，在家塾中，塾师则多半向东家主动辞职散馆。

学塾每逢开学和农历初一、十五日，由塾师率领学生，向孔子牌位行跪拜礼；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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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诞辰，学生多半要具礼仪，在孔子牌位前设供品，然后行三拜九叩首大礼。平时，学生每天

早晨入学，也要先到孔子牌位前作揖或鞠躬，然后入座。学生在塾，无休息时间，学生大小便时，

必须领取“恭牌”，才能离桌如厕。城镇学塾一年一般只有春节一个假期，二十天左右；农村学

塾，往往增放麦、秋两个忙假，每假数日至十数日不等。塾师体罚犯规学生，多半是用木制“戒

方”打学生手心。
。

教材教法旧学塾启蒙时，通常以识字和实用为主，灌输儒家思想为辅。明清时代教材有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杂字》和珠算等。初步提高时，则以

灌输儒家基本思想与实用并重，教材有五经、诸子、各朝正史、唐宋古文和当代律令等，有的学

塾收有女生，往往增设《女儿经》等课程。塾馆往往因教材不同，分为教馆、四书馆和经馆，读完

三馆，一般需要十至二十年时间。

传统学塾，只有塾师一人对学生施行各别教学。蒙馆只教读、写，不讲解；四书馆也只是先

教读，能够背诵时才讲解；所有塾馆都重视背诵和写字。作文为八股文，清末开始教写策论。

清末和民国时期，新式学校兴起，推动了私塾改良。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曾明令取缔私

塾，后因多种原因，本市未能实现。私塾中“忠君”之类维护封建帝王的教育宗旨已废除。有识

见的塾师，停止四书、五经的教学，开设中外历史、地理和算术等课程，或者干脆采用小学课本。

个别塾师还开设格致课程。此后，政府曾数次考核和训练塾师，但影响不大。30年代初，江苏省

政府再次下令改良私塾，对塾师进行资格检定。凡甲种师范和中学毕业者、或任过三年小学教

师者、或有有关教育著作者，可以免试，称“无试检定”。否则，一律参加塾师资格考试。考试合

格者，发给证书，允许继续设塾。不合格者，必须参加塾师培训班学习，学习结束时发给合格证

书。所有合格证书，有效期只有三年。当时淮阴县办过一期塾师训练班，地址在市区康阜楼小

学，有六、七十人参加。同时，县政府还转发江苏省教育厅颁发的改良私塾条件，要求塾师执行。

规定塾馆统一使用小学课本，每天按作息时间上、下课，教室前要挂总理(孙中山)遗像，教室要

有黑板等等。改良私塾的学生，参加县里统一考试，合格后发给小学毕业证书。

同时，成立“淮阴县塾师研究会”，会长先为市区塾师张伯虔，不久，改为张良才。会址设在

城内广荫庵(今大众剧场旧址)内。该会定期举行会议，研究教材教法、讨论教学中疑难问题。

定期组织进行示范教学和学生作文、写字、算术等各种竞赛活动等。抗战前，市区办得较好的孔

家巷和水渡口两私塾，被淮阴县政府批准为“代用小学”．

民国28年(1939年)春，日军侵占淮阴各县，县城学校星散。部分农村小学也相继停办。但

私塾却多数继续存在。部分的学校师生，在农村组织起不同程度的改良私塾，继续进行教学。民

国29年后，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曾多次组织塾师参加政治、业务学习和教育，部分塾师被吸收为

学校教师，部分私塾改为公办或民办小学。

民国34年秋，私塾再度兴起。1949年2月，两淮市教育局召开塾师座谈会，会上提出把私

塾改为民办公助和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任务，并成立“塾师教学改进研究会”，选举张良

才为主任。1954年，淮阴县文教局在高涧区举办200多名塾师参加的训练班。此后，随着小学

教育的逐步发展，到1956年，淮阴各县(市)已无私塾存在。，

[师生] ，

塾师蒙馆塾师，多为读过四书馆和经馆的人担任；四书馆和经馆教师，则多为进了学而

屡次乡试不第的秀才担任。有些举人也从事塾馆讲席。

明清时期塾师，列为“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中的第五名，大多自尊自重，受到社会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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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敬。塾师待遇主要靠束修收入。民国时期，市区每年每个学生交数至十数银元；农村学塾，

每年每个学生交粮食一、二石等(塾师由各学生家长轮流供饭除外)，比起官吏、地主和商人，收

入较微薄。社会有“穷秀才”、“穷教书”说法。

学生一般都着长衫，不善甚至轻视劳动，有的成年学生，社会知识贫乏，缺少生计本领。

品行多半端正，但思路比较狭窄，行为比较拘谨。学业上，多半能熟读教材，书写工整。

第二节县、州、府学

[概况]
’。

县学 市区县学始于清康熙中期，最初为清江书院。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河督于成龙

改崇景堂为文庙。同时，山阳县派驻训导1员，书院改称清江浦学，民间亦称山阳学宫，乾隆二

十六年(1761年)，清江浦划归清河，正式称为清河县学宫。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占领清江

浦，大成殿被毁，同治四年(1865年)，漕督吴棠予以重建，并大修其他被毁建筑。同治十～年，

漕督文彬又主修尊经阁五间、左右斋房十问。

光绪时，清河县学设教谕、训导各一员，学额、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各20名，附学生员23名

(三者中含武学生员15名)，另拨送府学生员二、三名。学宫经费，主要靠公有学田租收入。光

绪初计有学田8600多亩，学宫附近民房基地65亩。

州学 宋代至清初，盱眙作为泗州州治所在，设有州学。州学地址，先在盱眙城西淮河对岸

泗州城内。元至治中，知州因旧址创建。明永乐中重修。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城淹没，

州学随州治迁往盱眙城，泗州学设学正、训导各一员，学额略多于县学。经费亦来自学田。乾隆

四十二年(1777年)，随州治迁虹县。 ，

府学淮安府学，设在山阳县(今淮安县)。其始置已不可考，北宋景佑二年(1035)，知楚州

魏廉就旧孔子祠改建。宋祁所作《建学碑》称其中藏书“三千卷”，“割山阳、淮阴荷田三区，立为

学田，岁赀七十余万。”南宋建炎中毁于兵火。嘉定八年，知楚州应纯之“大新学制”，“广田畴、

作器服、市书籍”，“远近来观者，谓中州文物，尽在是矣!”学额，清顺治初廪膳生员40名，增广

生员40名，附学生员60名。顺治十五年(1658年)，定额附学生员20名，康熙二十八年

(1689)，改为25名，武学生员20名。生员来自当时所属各县，其中以山阳居多。府学设教授、

训导各1员。

[教育教学]

教育管理历朝统治者均严格管理所办官学。明代，淮阴府、州、县学明伦堂，都立有洪武

十五年所颁禁令卧碑，令师生尊从，倘有违犯，则以违制论处。

清顺治九年(1652年)颁发《卧碑禁例》，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又颁《对谕》16条，要求

学生温良恭俭让，孝悌务本，明礼守法。雍正年间，先后颁布《对谕广训》、《卧碑禁例》等，加强封

建教育管理。

清末，列强入侵，丧权辱国，封建教育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引进了一些

西方科学文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规定的教育宗旨中，强调“尚公”、“尚武”、“尚

实”。

教材教法州县儒学，在宋元主要是《四书》、《五经》；明代则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

数分科设教，教材为经、史、律、诰、礼、仪、历代名人法帖、九章和《百将传》(武生专用)等；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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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御纂经解性理、诗、古文辞、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

宗、九章、百将传等。旁支专门学，则以所学专门知识为主。儒学以生员自学为主，教师只是辅

导和解答疑难。

入学考试考生称童生，也叫儒童，童生考试，规定极其严格。考试程序上，必须经县、府、

院三级考试。明清时代，今盱眙和泗洪属泗州，考童均到泗州应试，考试由知州主持；山阳县童

生，有时先由盐运分司和盐运使司考试，以代替县、府试。府、州和盐运使试案首，院试时，也相

沿录取入学。院试由一省学政主持。清初，淮安府曾专设学道，一度主持院试。

清道光年间，安东(今涟水)人鲁一同，年仅12岁，由其父背着应府试，因背诵经文纯熟和

当场作对出奇，被录取；清安东马圩万庄一万姓考童，从少年开始应县试，一直考到光绪末，也

未录取。时满头白发，年届八十，人称“八十老童生”。自己遂改名万彭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河县知事洪某，为辅导多年应试未能进学的文童，曾立“三余

清课法”，每月一课，成绩优异的给以不同程度“膏火”。不久离任，“清课法”停止。

，明清考试，虽然严格，但时有舞弊发生。光绪年间，安东大东镇朱桥贡生朱士翘(字云舫)，

县试时，常乘一小船，在城内后澳(今五岛公园内)停留，等人把试题偷送出来，代人应试，然后

交来人再偷送进考棚。他为之代笔的考童，得中的居多。

[师生]

宋至明清，儒学教师，同时又是地方学官，俗称为“学老师”。宋代府州县的学官称教授。初

由各道选择属员或聘请地方宿学名儒充当，宋神宗以后，加以严格限制。元代府学设教授或学

正1员，下州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1员。明清两代府州县的学官分别为教授、学正、教谕，各设

1员。正副学官，官阶自正七品至从八品，由朝廷直接任命。学官署，一般都设在学宫内，学官与

生员，一般都有较好的师生关系。

明清，朝廷对儒学生员都有一定的优待。洪武初年，除学官按等支俸外，师生每月支廪米六

斗，另外，还供给猪肉。洪武十五年(1426年)，规定学田，师生廪米增加到每月一石。清代沿用

明制，但待遇较低，每个生员每年发廪饩银三、四两；免除丁粮、徭役，而且规定各衙门对于生员

要以礼相待，遇有讼事，必须先革除生员资格，才能用刑处罚。此外，明清两代，府州县儒学生员

成绩优秀者，可以贡入国家太学，称为“贡生”；而且只有儒学(包括太学)出身，才可以应乡试，

以后逐步进入仕途。

第三节书 院

淮阴书院最早始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宋至清，境内计有官办、私办书院三十余家。官

办书院多设于县城或较大集镇，私办书院规模较小，多设于乡间小镇。大多数书院均有学田收

入，其不足部分多由私人捐助。清代，淮阴书院一般设院董会，选出书院掌门入，称“山人”，由山

入出面聘请当地名儒来院讲学。书院学生一般来自本县，也有少数外地学生。入院者均需考试。

书院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秀才，为应乡试每月定期来院听课，称为“文生月课”；一类是童生，

以备应考，编入“生童常读”，常年在书院读书。清末，废科举，办学校，淮阴各书院相继改成高、

初等小学堂。 ；

[清江书院]

明嘉靖九年(1530年)，工部主事邰经济建崇景堂于漕厂署之左，二十一年，工部主事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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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又建文会堂、退省轩及诸生号房，置祭田，是为书院之始。隆庆六年(1572年)，工部主事龚廷

璧重修。万历五年(1577年)，工部主事张誉增建大观楼。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沈孝征和主事魏

时应又重建文昌楼和钟楼。四十二年，工部主事王莅又重建先师殿、尊德堂。天启元年(1621

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都曾重修。顺治十八年(1661年)，漕运总督蔡士英命船政同知孔

贞来建两庑斋房。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督总督靳辅重建先师殿、文会堂及两庑、移建文昌

展于文会堂之左，并建戟门围墙。二十三年，淮徐道常居恩重建尊德堂，又建棂星门、浚泮池。至

此，已具备文庙规模。三十七年改书院为清江浦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为清河县学。

[崇实书院]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河道总督李宏创建。其子李奉翰后来又任河督，“有司议改书院

为官廨，乃别相垲爽营立讲堂，规制增拓，轮奂聿新。”其地址在禹王台西(今清江电厂西)。当时

有田3657．54亩，典田1094．45亩，所收田租及存典钱若干，以作书院膏火。咸丰十年(1860

年)，书院毁于兵火。同治元年(1862年)漕督吴棠移建书院子运河北岸海神庙西。同治、光绪

年间，书院主讲者先后有钱振伦、刘库、吴昆田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崇实书院废八股、

时文和试帖诗，肄业生童改试策论。三十二年，书院停业停士。

[袁江书院]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知县侯绍瀛购周姓民房扩建，原址在今城内大源巷。备置图书，

计费钱6千余串。延师讲授，肄业其中者颇极一时之盛。主讲龚稚，号寿秋，晚号蔗佳室老人，

本县人。擅长天文历算，有著作多种。

表42—5 淮阴历代书院表

所 在 地
名称 存在时间 说明

具体地点 当时县 今县(市)

崇正 马头镇 清河 淮阴 明隆庆五年至天启间 久废

临JiI 渔沟镇 清河 淮阴 清康熙三十二年至清末 改学堂

清江 市区 山阳 清浦区 明嘉靖九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 改儒学

崇实 市区 清河 市区 乾隆三十二年至清末 改学堂

袁江 清浦区 清河 清浦区 光绪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十二年 改学堂

犹龙 老子山 清河 洪泽 光绪三十一年至清末 改学堂

仰止 山阳 淮安 正德

节孝 山阳 淮安 天顺 同治中尚存

文节 山阳 淮安 嘉靖 后毁

龙溪 山阳 淮安 嘉靖 据光绪《淮安府志·

仕迹·王凤灵传'

正学 山阳 淮安 万历

志道 山阳 淮安 万历

丽正 山阳 淮安 乾隆三十一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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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所 在 地

具体地点 当时县 今县(市)
存在、时间 说明

淮阴

惜阴

奎文

翁公

明德

养蒙

勺 湖

射阳

青云

清涟

泗阳

淮滨

怀文

于公

崇圣

淮山

登瀛

敬一

芝生

凌云

钟吾

板闸

山阳

山阳

山阳

山阳

山阳

山阳

山阳

山阳

安东

安东

桃源

桃源

沭阳

沭阳

盱眙

盱眙

盱眙

盱眙

盱眙

宿迁

宿迁

淮安

淮安

淮安

淮安

淮安

淮安

淮安

淮安

涟水

涟水

泗阳

泗阳

沐阳

涟水

盱眙

盱眙

盱眙

盱眙

盱眙

宿迁

宿迁

乾隆初

同治三年

同治十年

同治三年建

光绪中

光绪中

顺治二年建

咸丰至清末

乾隆三十九年建

乾隆三十一年建

宋

元、

明

清

光绪四年建

明万历五年

道光三年至清末

后改奎文

由惜阴改

抗战中尚存遗址

据光绪《安东县志·

秩官知县·李湛》补

改学堂

始建时不可考，道光中

重建，民国问久废

不久停办

其址明代改登瀛

就崇圣旧址改建

第三章+幼儿教育

第一节发展概况

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幼稚园规程。同年，江苏省第六师范附属小学(简称淮

师附小)在其校园东侧(今淮阴中学北院后门处)设幼稚园一处。民国21年，幼稚园迁至道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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