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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江都县教育志》是一部记述江都县教育事业的专业志，上限起自民国

元年0912)，个别内容上溯晚清，下限断至1987年底，大事记延至1988年。

二、江都县的行政区划，历史上屡有变易，本志原则上以今江都县为记事

范围，民国时期记事范围适当扩大到当时江都县划定范围，包括今江都县、邗

江县和扬州市广陵区、郊区。

三、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原则，但对民国时期的重要教育史实，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

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亦适当详述。

四、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综合记述方式，表格注明表号，按章插

排，前注章序，后注表序。 ．

五、本志以横排纵写为主，以章、节、目为序。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不列专章详述，只在有关章节或《大事记》中适当

反映，主要记述其影响。

八、本志纪年，建国前按原历史记法，以括号加注公元某年，建国后则用公

元纪年。建国前和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界。

九、本志人名用当时所用姓名，以括号加注原名或又名}地名用当时名称，

以括号加注今名；统计用阿拉伯数字，度量衡以公制为准，但引用原文不加改

动。 ．

十、本志对有影响的人物和单位负责人，或集中于专章，或插写于有关章

节，或以事系人，载入志书，不拘一格，以避重复。

十一、本志力求用规范化语体文记述。

十二、江苏油田教育事业管理机构设于江都县邵伯镇，所办职工子弟学

校，分别列入本志第四章《小学教育》和第六章《中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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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都县为江苏省大县之一，位于长江北岸，东界泰兴j泰县，南与丹徒、扬中隔江相对，

西邻仪征、天长，讹连高邮、兴化。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江苏(分省地悫)》(李长傅编

著)记载，全县面积2263．5平方公里，人口1159434人，在江北平原区20县中，人口数次

于如皋、南通、东台三县，平均每平方公里512．23人．县城扬州为历史文化名城。

原江都县迭经桑沧，屡有英勇斗争事迹，留传后世。在宋代有李庭芝抗御元军入侵，在

明代有史可法抗御清军，都成为忠勇死节之士，为后人所敬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中，扬州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民国十四年(1925)，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

恽代英来扬州，对。五师”、。八中一广大师生发表演说，富有革命思想的学生纷纷投入革命

洪流．十六年建立中共扬州特别支部，十七年九月正式建立中共扬州县临时委员会，党组

织由城区发展到四乡，搞兵运、农运、工运、学运，对敌展开斗争，持续五年之久。“一二·

九”运动中，扬州学生走上街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十二月十四日扬州沦陷。二十八年春，新四军所

属挺进纵队渡江北上抗日，在原江都县京杭运河以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二十九年七

月，成立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十年，原泰县第十区划归江都县抗日根据地，建立纪北

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江都县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曾以横贯县境的通扬运河(旧

称运盐河)为界三次分县：三十一年九月至三十二年四月第一次分县，河南称邗东县，河北

为江都县}三十四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四月第二次分县，河北称樊川县，河南为江都县；三

十七年十一月至三十八年一月第三次分县，县名与第一次同．

民国三十八年(1949)一月，江都县境基本解放，江都县府迁仙女镇，全县划分为14个

区．1950年秋，原隶属扬州市的甘泉、黄珏、槐泗、瓜洲、霍桥5郊区划归江都县管辖。1956

年3月，划江都县西境建邗江县．将甘泉、黄珏、槐泗、瓜洲、霍桥、湾头、南洲、北洲8个农

村区划归邗江县．

今江都县总面积1332．54平方公里，人口1949年为716300人，1987年为1042170

人，是1949年的1．45倍，平均每平方公里782．09人。全县学龄儿童，1949年为64136

人，1987年为89382人，是1949年的1．39倍．

原江都县的教育事业，据旧志记载，自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扬州即正式建立州学，

明初废州学，设县学，清初又建立府学。明代开始设书院，时有资政书院、甘泉书院(后改名

崇雅书院)、淮扬书院、五贤书院等；清代以安定书院、梅花书院为著，为当时扬州的最高学

府。清代，扬州除县学、府学、书院外，还有大批以教学童或训蒙为主的义学、社学、私学、家

学，大小教育机构繁多，反映当时教育事业的繁荣。

清末，受外来思潮影响和外国教会势力的冲击，原有旧学机构相继停办，陆续出现新

式学堂和学校，其中最先出现的是教会学堂。据旧志记载，清同治三年(1864)，法国天主教

＼‘1。



在缺口街建天主教堂，内附属达义小学堂；清光绪十四年(1888)，美国基督教在寿安寺巷

‘(今粉南巷)创办真理女学堂(后改名慕究理女子学校)，等等。

’扬州首创官办学堂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设的仪董学堂和笃材学堂，三十四年

创设的扬州府中学堂。最早的师范学堂为三十二年创办的扬州建成师范学堂，三十四年创

办的两淮师范学堂。在今江都县境内首创的学堂有邵伯苞亭小学堂、宜陵东陵两等小学

堂、仙女庙公学、大桥竞化两等小学堂和循序两等私立小学堂、嘶马梓潼庙作新两等小学

堂等。
毫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学堂改名学校。民国元年至二年(1912---,1913)，公布“壬子癸丑

学制”，规定初等教育7年，中等教育4年。原江都县设12所县立高等小学。十一年，北洋

政府《学校系统改革法》规定，实行“壬戌学制”，即后来一直沿用的“六、三、三制”，小学6
一

年，四二分段，初中、高中各3年。二十一年，原江都县划分为城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

5个学区，有公立小学71所，私立小学7所。此后，全县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各地增设不少
新校。自民国元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县城扬州先后有16所普通中学，其中公立5所，私立

6所，教会创办5所；所有乡区无一所中学。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原江都县存在3种不同政权的地区，中、小学

教育也有3种不同性质的学校。
‘

在国民党统治区，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原江都县政府公布，全县未沦陷区有完小5

所，初小66所。有5所原设立在扬州的普通中学相继在扬州东乡复校，至三十年先后停

办。 。

在抗日根据地，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开始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至三十三年全县

有完小12所，初小78所；先后创办中学、师范共4所，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组织工农群众

学习政治、文化，配合参军、支前、征粮、反“扫荡”等中心运动。

在汪伪统治区，日伪军侵占扬州、仙女庙、邵伯、宜陵、大桥等城镇后，除在各统治区设

小学外，县城扬州设空普通中学6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都县解放区贯彻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大力发展民办小学，创办

新型正规中学，中、小学实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建设新中国服

务。民国三十五年(1946)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至十一月，江都县阵地丢失，人
‘‘

’

民教育事业暂时停顿。
‘‘

国民党江都县政府重返扬州，统治原江都县全境，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有小学 ·

208所，普通中学11所。

迨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五月，解放军南下，国民党统治区逐渐缩小，学校也日渐减

少，而解放区不断扩大，学校日渐增多，人民教育事业又获新生。

建国以后，三年恢复时期，教育工作的重点为：巩固民办小学，促进公办小学向新型正．

规化方向发展，接收私立小学和教会小学，进行塾师登记，改良私塾；开始创办中等教育事

业，先后在仙女镇和丁沟镇创办普通中学；积极开展工农业余教育。至1952’年底，全县有

幼儿园1所，在园幼儿47人；小学505所，在校学生66078人f普通中学2所，在校学生

561人；初级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250人。从．1949年冬季开始，开展大规模冬学运动；

并在市镇创办职工业余学校和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至1952年，全县职工业余学校有

·2‘



●

14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贯彻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

方针，克服学校忙乱现象，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有重点

地稳步发展教育事业．小学教育因江、邗分县，学校数由1955年的702．所减少为508‘所，

在校学生数从86488人减少为69044人I普通中学由1952年的2所发展到1957年的4

所，在校学生增长3．92倍。 ．

1958年教育革命兴起，各级各类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方针，大搞勤工俭学活动，增强师生劳动观点，克服教育脱离实际的偏向f大

批农业中学兴办起来，坚持群众办学的道路和半耕半读的方向，对于改革农村中学结构t

满足农民子女入学要求，培养农业生产人才，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各类学校劳动过多，影响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习质量明显下

降l同时，教育事业规模不断扩大，形成盲目发展，带来校舍、设备和师资等多种困难，造成

。教育事业内部关系失调，同国家的经济建设极不适应．

1961～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整顿各级各类学

校，以解决盲目发展带来的困难，适应国家经济建设调整的需要。

通过1961-'．．'1962年的调整整顿，全县教育事业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把调整事业规模

和提高教育质量结合起来．从1963年开始，全县中、小学分期分批试行中央教育部<全日

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小学教学

计划(草案)>，试用全国通用课本I在全县推行全日制和半耕(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总结

教育革命经验，稳步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双基”教学，改进教学

方法，提高教育质量。．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7年，江都县教育事业经历过曲折的过程，产生过工作

失误，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完成旧学校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全

县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到1965年，全县幼儿园8所，在园幼儿806人，全日制小学

703所，耕读小学1557所，在校学生达到127248人；普通中学22所，在校学生6354人，’

农职业中学88所，在校学生4269人，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的比例为1 t．1．49．在各类教

’育事业中，全日制小学和1949年相比，所数增长2．91倍，在校学生数增长4．42倍，其它

教育事业基本是从零开始发展起来的。全县还建设了一支5048人的教工队伍，他们忠诚

人民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勤恳工作，为江都县教育事业作出可贵的贡献，1951～1960年，

共有46人(50人次)受到省级以上机关表彰，成为江都县教工队伍的优秀代表。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学校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1968

年，“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斗、批、改”，很多同志受到“冲

击”，接受“再教育”。学制、课程、教材随意变动，违反教育规律。废除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

作用，不断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结果，贻误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在十年动乱中，教育结构也被打乱，全县形成单一的普通教育结构。1972年推行小学

戴帽的办学形式，中学教育不按比例关系发展，各公社不顾客观条件争办高中，小学争办

初中班，全县教育结构形成虚肿现象，教育质量一落干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1979年秋季，全县开始调整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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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关系，压缩高中，小学摘帽，适当发展初中。经过6年调整，中、小学之间，初、高中之间

的比例关系相对合理。全县中、小学恢复考试制度，改革招生办法，学校工作重点转移，按

照教育规律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整顿纪律，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步形成教师认真教书．

学生勤奋学习的良好风气教学质量日渐提高。但是，有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又
在抬头，并不断滋生蔓延，各种违反教育规律的错误做法比“文革”前尤甚。各级教育部门，

为制止这种错误做法，三令五申，收效不大，亟待加强治理。

普及初等教育。到1983年底，提前完成普及任务，经江苏省教育厅检查验收合格， ．

1984年6月，颁发“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

开创特殊教育。为使初等教育的普及继续深入，1983年秋，邵伯区中心小学试办全国

农村县第一个弱智儿童辅读班，把普及教育深入到残疾儿童领域。1987年，全县辅读班达
。

到lo个，在校学生93人。同年，县人民政府又批准组建江都县聋哑学校，另有6名盲童，

分别进入当地小学，接受个别盲文特殊教育，使江都县的特教工作进入一个薪的发展阶

段。

改革中等教育结构。1980年开始在3所中学开办3个职业班，1981年独立设置江都

县曹王卉木职业中学1所。1982年6月，成立“江都县中等教育结构改革领导小组”，加强

结构改革工作的领导，解决经费、师资、实习场地和毕业生出路等问题。至1983年，全县独

立设置职业中学4所11个班，普中附设职业班10个，在校学生达到1097人。

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1980年起先后创办商业、卫生、工业等3所中等

专业学校，连同1972年复办的教师进修学校，共设4个系统10个专业，至1987年，已输

送中专毕业生1517人，高师专科毕业生468人，连同职业中学培养的初、中级专业人才，

共有3604人，为发展地方的工业、农业、商业、副业和教育、卫生事业服务。

扫除文盲，发展成人教育。1978年，县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至1983年，全县基本扫除少、青、壮年文盲，经江苏省检查验收合格，省人民政府于1984

年4月核准颁发《基本扫除文盲合格证》。

1979年恢复职工业余教育，1981年全县共有职工学校105个班。1984～1985年，各

乡(镇)开始建设成人教育中心，提高职工、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1987年，全县参加各类职工学校学习的职工共达21079人。
’

·

广播电视教育从1979年2月开始创办，1979～1987年，招生8届，共招收学员857

人．开设13个专业，已有5届毕业生计520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于1983年9月开 ·

始推行，至1987年，累计报考12751人次，开考12个专业，单科合格累计8560人次，已有

128人获得专科毕业证书。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1986年，江都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县、乡(镇)／ff级办学，分级管理。1987年2月，县人民政府颁 。

发《普通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各乡(镇)建立

教育委员会，作为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所属学校的工作机构，同时接受县教育局

工作上的指导。

加强学校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据1979年统计，全县中、小学校舍共34．55万平方米，

其中危房4．22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12．2％。1979～1983年，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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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多种渠道集资968．"33万元，改善办学条件，1984年底基本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

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经江苏省财政、教育两厅检查验收，1985年4月，颁发。基本实

现一无两有合格证”．1985年以后，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1984"--1987年，在17个乡(镇)

创建17个农村初中实验中·L-．1987年贯彻国家教委和省教委关F实施义务教育办学条

件标准，开始重视学校内部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体育器材等软件建设，重点抓首批实

施义务教育的19个乡‘(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江都县教育战线经过政造旧教育，

发展初等教育，开创中等教育、特殊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扫除文盲，创办工农业余教育；～

经过学制改革，教育革命，十年动乱，拨乱反正，调整整顿，巩固提高，贯彻“两全”．(全面贯

彻方针，面向全体学生)方针，培养“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在蓝折

的道路上开创和发展全县的教育事业，成就巨大：1949．-．J1987年(缺“文革”10年，下同)，’

小学毕业358796人，1954～1987年，初中毕业148318人，1959七1987年，高中毕业

45036人．至1987年，全县教育事业规模：幼儿园176所，在园幼儿22930人f小学561

所，在校儿童104261人；特殊教育10个班，在校学生96人，普通中学：118所，在校学生．

55485人；职业中学4所，在校学生585人I普通中等专业学校2所，在校学生715人I成

人初等学校34所，在校学生5269人I成人中等学校，15所，在校学生1724人I成人技术培

训学校§l所，在校学生9389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2所，在校学生581人‘l电视大学分校

1所，在校学生353人．同时，还造就一支9054人的教职工队伍(其中专任教师7429人)，

’依靠这支队伍开创和发展全县的教育事业．1978"'-"1987年，又有33人(39人次)受到省级

以上机关表彰，连同。文革”前受表彰的都列入本志《教育人物>一章中，并作为建国后江都

县教育界的优秀代表选进《江苏省当代教育人名录》，载入史册。上溯到晚清、民国时期，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中，很多老教育工作者曾为江都县近、现代教育事业起

过开拓作用，特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坚持进步、坚持民主的教育工作者，他

们忠诚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克服重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敌后办学，为新民主主义教

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些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所创造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本志在《教

育人物>一章中，摘要记述其事迹，亦当起“存史、资政、教化”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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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元年(1912)

春，开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十六年秋季停办。

六月，开办第五师范附属小学，十六年秋改为省立扬州中学实验小学。

民国二年(1913)

开办省立第八中学校，十六年秋停办。

民国三年(1914)

春，大桥镇创建江都县立第六高等小学。

春，以淮扬合一中学改设县立甲种商业学校，十年春，改为省代用甲种商业学校，十六

年秋停办。 ·

是年，仙女庙第二公学改建为江都县立第七高等小学．

是年，开设县立师范讲习所，五年，奉省令归第五师范代办。

民国五年(1916)

小纪镇创立泰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抗日战争前，小纪镇隶属泰县)．

是年，原江都县城扬州创办以民众教育为目的的通俗图书馆。

民国六年(1917)

邵伯镇创立江都县立第五高等小学。

是年，宜陵镇创立江都县立第四高等小学。

是年，县人吴耕萃创办通俗教育馆，初设砖街，后移官沟头，十九年更名为私立民众教
育馆。

教育厅恢复清末所设县劝学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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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1919)

五月十日，扬州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五四”运动．仙女庙第七高等小学、宜陵第

四高等小学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

是年，创办许庄私立高等小学，后改为江都县立许庄第十代用高等小学。

民国九年(1920)

·

原江都县中等学校受新文化运动及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中学教学法遂趋向于启发

·式之自动主义． ，

民国十年(1921)

全国第七届教育会联合会通过改革地方教育行政制度案，主张废除劝学所名称，实行

“教育局制一。十二年，原江都县就县劝学所改设县教育局。

民国十一年(1922)

十一月，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小学修业年限6年，此后，原江都县的

高等小学校陆续改为六年制小学．

民国十二年(1923) ．

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学制变更，增设数理专修科，招收中学和师范本科学生，2年毕业；

翌年，停预科，兼设初中f冬，又设立乡村师范分校于界首．

民国+四年(1925)

夏，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恽代英来扬州，在。五师，，．、“八中”以“师范生与饭碗”为题

发表演讲。 ．，

是年，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改设县立师范讲习科，十六年停办。

民国十五年(1926)

原江都县教育界同人创设私立扬州中学，翌年，增设高中部。

民国十六年(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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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和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合并，组成江苏省立扬州中学。

秋，创立江都县立初级中学。

是年，实行大学区制，江苏省属第四中山大学区管辖。

民国十七年(1928)

---Yl，成立江都县乡区学校联合会。

十月，原扬州通俗图书馆改组，扩大为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图书馆，馆址文庙。

是年，改进私塾教育，特设塾师巡回iJII练班，轮训塾师。

民国十八年(1929)

夏，中共宜陵地下支部在宜陵小学建立。

几月，设立公共讲演所，所址扬州马神庙，附设巡回演讲团。

是年，教育经费支绌，成立江都县教育经费管理处。

是年，改定校名，城区小学一律冠以数字序列，乡区小学分东西南北4个学区，以路线

序列校名。同年，又改定小学校名，一律以地名为校名。

民国十九年(1930)

原江苏省教育厅派视察员杨元圭来县调查，责令整顿教育经费。

民国二十年(1931)

夏，成立江都县教育会，在扬州皇宫大厅召开成立大会。

夏，江淮交涨，运河决堤，江都全境被灾，教育经费无法筹集，学校大多停闭。
一

是年，创立私立平民中学。

民国二十一年(1932)

一月，原江苏省教育厅派科长何海樵、督学易作霖暨财政厅视察员叶永清来江都县彻

查教育经费问题。

五月，原江都县教育局清理学田及学租积弊，开源节流，按月发薪，安定教师生活。

民国二十=年(1933)

创立私立扬州国学专修学校，学制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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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1934)

八月十四日，原江苏省教育厅指定原江都县每学区设立标准小学l所，修业年限暂定

4年。
‘

是年，省县合办江都生活学校，实行半工半读，二十六年改为江苏省立扬州初级农产

制造学校。 一

， 民国二十四年(1935)

、

八月，原江都县实施义务教育，一切年长失学儿童及未入学之学龄儿童，至少应受1

年义务教育。 。

是年，原江都县教育局创办《江都教育》月刊，登载教育法令、教育论述、教育界消息和

国内外教育情况等。
‘

民国二+五年(1936)、

秋，刘步高、刘步青私人筹措资金，在嘶马镇创办私立辅仁完全小学，不收学费，二十

六年抗战爆发，学校停办．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初，原江都县按地区学校数划分区域，组成教师协进团，每团设首席校长71人。

十二月十四日，县城扬州沦陷，原江都县政府弃城撤退，原江都县教育局随县政府转

移农村。，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十月。扬州私立德风中学在江都县大桥镇复校；江都县立初级中学在江都县樊川之北

的东李庄复校，后迁野田乡田家巷。 ·

是年，汪伪统治区邵伯、仙女两镇小学开办，课程设置除沿袭旧制，增设日语课。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初，新四军所属挺进纵队在江都县德化乡王松桥创办长江抗日军政学校。’

三月，私立扬州中学在江都县樊川镇水陆寺复校．十一月迁东李庄，二十九年秋又迁

真武庙。
7

夏，扬州私立平民中学在江都县周家楼复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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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建立大桥儿童团，配合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十二月十四日，扬州沦陷二周年，江都县郭村小学校校长孙蔚民主持召开纪念会。

是年，在泰州复校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本部迁沪，设分校于小纪镇。

民国二+九年(1940)

春，泰州苏北中学设分校于江都县谢家桥，亦称苏北中学。

六月初，郭村小学成立郭村儿童团：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七月，中共苏北特委在塘头彭家庄创办苏北公学。

民国三十年(1941)

八月，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在德化乡焦家荡召开教师会议，宣布全面恢复学校。

冬，中共江高中心县委在江都县麻村地区举办干部训练班。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十月，邗东县师资切l练班开学。

冬，江都县开展冬防、冬学、冬耕“三冬”运动，冬学由李文瑾(女，原名杨祖彤)负责。

民国三十二年(1943)

二月，邗东中学在德化乡花家荡开学，并设分校予曹王寺。

三月，麻村区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教抗会”，下同)成立。

四月四日，麻村区庆祝儿童节，召开全区教师、儿童代表大会，倡议废除体罚，保护儿

童身心健康。

七月，江都县简易师范在吴桥区进化乡大袁庄开学。
”

秋，杨桥区区、乡两级建立文化教育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抗会”)。

冬，纪北区“教抗会”成立。 一

民国三十三年(1944)

--)I上旬，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在吴桥区孙家墩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历时1周，研

讨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反对封建教育思想，废除体罚。

二月十二日，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通令规定公、私立小学实行春季始业，每学年改为

3个学期。江都县抗日根据地已于三十二年经县政府同意试行l学年3学期制。

夏，吴桥、曹王两区成立“教抗会”。

七月十二日，苏中行政公署在宝应召开苏中教育会议，江都县出席会议的有肖枫、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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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娄斌、章平(女)、陈学、毛太和、季平、潘青、管四平、胡锦春等lo位代表．

八月下旬，江都县开始实行“新学制’’，举办乡学、区学、县学，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江都

简易师范转为县学。 ．

九月，江都县成立文教工作团(简称文工团)．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元旦，麻村区举行儿童团员大会，以练武、准备抗日大反攻为中心内容，有500多名儿

童团员参加。

一月二十四日，大桥镇解放后，抗日民主政府立即接管、恢复大桥小学，扩大学校规

模。

二月，县抗日民主政府实行教师年功晋级制度，凡从事抗日民主教育工作满2年，晋

升l级，增加薪粮5公斤。 ，

春，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改为文教科，恢复督学编制。同年十二月，文教科又改为教

育科，并撤销区文教助理编制。‘

九月，原江都县政府派杨梓青接收仙女镇小学，王镇清接收邵伯小学，查乐昭接收宜

陵小学。

十月一日，江都县解放区新建江都中学开学，十一月初，在大桥镇创办江都中学大桥

分校。

十一月，县民主政府文教科在大桥镇召开抗日战争胜利后(通扬运河)河南地区第一

次全体教师会议。

． 十二月，樊川县民主政府文教科举行冬师研究会和小学校长会议。

冬，邵伯镇解放，民主政府立即接管、恢复邵伯小学。
。

民国三十五年(1946)

二月七日，国民党军强占大桥镇，三月中旬继续北犯，江都县(通扬运河)河南地区绝

大多数学校被迫停顿。
‘

五月二十六日，江都县召开教师会议，教育科长虞荣和传达华中宣教会议精神，苏皖

二专署教育处长孙蔚民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私塾改良的报告。 ．

七月十三日，苏皖二专署召开暑期教育研究会，江都县出席会议的有行政代表、中小

学负责人、教师代表、民教馆代表共20余入。
’

九月三日，原江都县临时参议会代电，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呼吁教师生活艰难。

九月，县民主政府新招简师班学生50人，二十日，并入苏皖第二行政区联合中学。

十二月二十二日，县民主政府教育科长、真武区土改工作分队队委王季明，在镇荡乡

坚持斗争，遭国民党军队杀害，壮烈牺牲。

民国三十六年(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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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国民党江都县政府改科设局，教育局设督学、总务课长、教育课长各1人，指导

员4人，局员、雇员各3人。

五月，国民党江都县政府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教育局提案，“拟于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

单独设立简易师范学校”。

民国三十七年(1948)

下半年，江都县国民党统治区教育事业锐减，解放区教育事业开始恢复。、

十一月，县民主政府河南办事处在王松桥之东的姚家庄，召开(通扬运河)河南地区全
·

体教师会议，办事处主任郑铎作解放战争形势报告。
’

民国三十八年(1949)

一月二十三日，江都重镇仙女庙解放，定为江都县城。

二月，县民主政府召开解放后第一次全县教师会议。

四月二日，县民主政府发出调整小学领导关系的训令，仙女镇等12所小学直属县民

主政府领导。

五月下旬，县教育科举办教师忙假研究会，历时2周。

六月八日，县民主政府发出《关于进行荨师爱生运动的意见》，规定自六月十三日至六

月十九日为尊师爱生周。

七月至八月，扬州专署文教处举办扬州专区中、小学教师暑期研究会，历时约50天，

江都县87人参加。

九月，县民主政府确定仙女镇小学和王楼小学为县属重点小学。

是年，在仙女镇创办江都县第一所职工业余学校，开设扫盲班和初小班。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用公元纪年。

1950年

5月9日，县总工会召开教育工作者代表会，成立江都县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

5月，县教育科举办忙假研究会，通过考核甄审，将一批民办小学、私立小学教师转为

公办教师。一

6月，原隶属扬州市的甘泉、黄珏、槐泗、瓜洲、霍桥5个郊区划归江都县管辖。

7月1日，江都县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创办《江都文教报》。

7月，泰州专署教育处举办暑期教师讲习会，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历

时5周，江都县60余人参加。

11月9日，“江都县冬学委员会”成立，由委员11人组成，县长张少堂任主任，县委宣

传部长杜明甫、县教育科长吴子辉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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