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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 聃

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纪橙会五套班子非常重视教育，将教育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圈为五套班子领导讨论教育工作。

五套班子领导讲实效，办实事，经常深^基层学枝。圈为五套班子镊导在县直幼儿

园现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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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十一届六中全

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指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二、本志坚持以类系事，以事系人。以志为主，融记志传图表

录为一体，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简洁、朴实，严谨。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一般从1905年写起，但有些章

节上溯得远一些，以贯通古今，标往镜来，下限至1988年底。

五，本志包括章、节、目三个层次，共有概述，教育大事记，

私塾、义学、庙学，书院，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

教育，教师队伍，教育行政，教育经费、勤工俭学，教育人物，总

附录等13章计37节。

六、本志使用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使用帝王年号加

注公元年号，其中记载党领导的活动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成

立后一律使用公元年号。

七、本志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年月日、民国年月日、世

纪、年代和数量，用中文数字表示民国以前的年月日、学制时限．、

序数、几分之几、星期。用“％"表示百分数。

八、本志列有随文附录和总附录，用以记述正文末列入的资

料。



九、本志收录人物，以在武强从事教育事业且贡献卓越者为

主，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健在者列入事略、简介部分，以出生年

月日先后为排列顺序·

十，本志言必有据，其资料一般不注明来源出处。



序 雷

武强县，汉代属武遂县。晋初割武遂县置武强县，属长乐国。

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封建王朝的更替，仍名武强县。

武强县位于河北省中南部，衡水地区北部，东近沧州，南邻武

邑，西接深县，西北与饶阳相毗，东北与献县为邻。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勤劳智慧的人民，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回顾历史，明清之

际，办有庙学、书院、义学、私塾，民国时期，新式教育萌芽，各

类小学堂争相设立，新学之风盛行县境，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

在党的领导下，武强县教育如燎原烈火，蓬勃兴旺，各抗日学校如

雨后春笋，遍及全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强的教育事业在

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步前进。中间虽然受

到盯左"的思潮影响，尤其是，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但由于

党的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教育事业仍顶风破浪，奋

力前进。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教育列为战略

重点，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

育"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武强县的教育事业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新局面。武强县今日教育事业，党委重视，群众支持，一个全党抓

教育，全民办教育的改革春天已经到来，社会主义教育的新体系正

逐步形成。至1988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250所，在校学生3

万人，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盛世修志，自古亦然。为了保存武强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

《武强县教育志》编纂力、公室受全县教育界的委托，为记述武强县

教育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及其现状，进行了大量极有意义的工

作·《武强县教育志》对史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认真筛

选，本着详今略古，贯穿古今的原则，按照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

编纂方法，誉为；客观地记述了武强近代及现代教育史实，并力求突

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武强县教育志》，记载了武强县从190,5#到一1：988年间教育事

业发潺的概况。它德戬们既可看到普通教育发展的轨迹，又可看到

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之，藩暴返离倘．慨哥看到教育界知名人士的教育
实践活动，又可看到从教之士的精神风貌；既可从中吸取经验教

训，又可展望教育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可以说，它作为一方之

志，既可通古察今，鉴往知来，又可益于当代，惠及后人。

《武强县教育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崔毅，刘毅、李真、

王绍华、余明，郭子平等同志以及县内。轮有关单位、有关同志和广

大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热情资助。值此，我代表《武强县教育

志》编写领导小组和全体编纂人员向为本志书提供资料的所有单位

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但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

促，难免有些资料不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 ．’，

文教局局长 贾铁民

一九八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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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武强县位于河北省中南部，衡水地区北部，面积442平方公里，人H18．2万。武强

县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自晋建县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武强县人民近两千年来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

据旧志记载，明清以来参加科考入仕者，共有进士1 4名，举人95名，贡生337名。

随着时代的演变，武强之文入学士，亦不乏佼佼者。唐代翰林学士，孙繁所撰《北里

志》流传至今I清末学者贺涛，才华横溢，成文集四卷；现代教育名人许清源，为写

著《农民识字课本》与《小学算术课本》兢兢业业，潜心研究，名誉教育界。

晚清时期，武强有庙学1处，书院1处，私塾无计。宣统二年(I 910年)，武强县

创办起第一所高小学堂。从此，新式学堂在武强逐渐兴起。

民国时期，武强县教育事业亦有发展。良国22年(1-933年)创办了简易师范，为新

学堂培养师资。是时武强县有男子高等小学堂3处，女子高等小学堂1处，乡村有初级

小学堂105处。民国24年(1935年)，武强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史大呼(又名史秀歧， 史

宇震)回到魄乡，开展革命活动，组织进步青年到各村办学，反对奴化教育。从民国初

年到“七·七力事变，武强县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一据民国25年(1936年)统计，武强县

有简易师范1处，男子高级小学3处，女子高级小学2处，男子初级小学11，5处，女子

初级小学10R。此外，社会教育则设有民众教育馆，倡办民众学校，使成人受到了一定的

文化教育。

1 937年9月，日军侵占了武强县，各类学校均遭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不少学校被追停

办。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武强县抗日政府，并成立了教育科，从此，武强县

教育事业步入了崭新的时期。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方针指弓l下，全县

建立了12处抗日高小，19处中心小学，120处抗日小学，并开展群众性的冬学活动，很

多村庄办起了男女识字班，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实行“三光”政

策，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武强县各级各类学校采取分散教学、化整为零、游击上课等

形式，坚持教学工作。到1944年，全县仍有抗日小学137处。

解放战争时期，武强县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得到了发展。1946年

创办了武强县初级师范学校(宋村初级师范)，初级小学发展到1 43处。根据华北政府

的指示精神，武强县教育科对学校进行了整顿，使学校逐步走向正规，不但有了固定校

址，也有了正式课本和较系统的教学计划，使教育质量逐步提高。除教学外，各级各类

学校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以极大的热忱

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家长们不仅把子女送进校园，自已也参加了文化学>-j，各级干部为

·1。



遥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1951年全县有民校102所，学员3667人。1952

年秋后广泛推广“速成识字法"，扫盲教育推向高潮。这一年武强县第一所中学一一武

强中学在县城创建，结束了武强县无中学的历史。1956年又创建了阎邓，小范、孙庄3

所初级中学，1957年创建了张庄、宋村2所农业中学，使武强县中学有了较大发展。

五十年代，普通中学教育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推广凯洛夫的“五步教育理论”，

整顿学校内外的混乱现象，强调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提高教师的教

学业务文化水平，1952年办起了小学教师业余进修函授学校。

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

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 958年，广大师生

落实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教育方针，为彻底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

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克服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但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过多的

生产劳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干扰，教育质量下降。

1958年，开展了反右斗争，全县有42名教师被划成右派分子，约占教师的8％，给

部分教师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全县人民实行“低指标，瓜菜代"，全

体教师一手抓生活，一手抓教学，实行“劳逸结合，，。为适应国家经济困难状况，县文

教局贯彻了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教育规模，压缩学校数

量，精简教师队伍。同时，对大跃进给教育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反思。至

1962年，先后撤销了7所中学，下放了275名国办教师。

1962年下半年，武强县广大师生拖着沉重的步子，终于渡过了“低指标"的难关，

国民经济的复苏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条件，尽管1 963年武强县沥涝成灾，洪水泛

滥，但全体师生以高昂的斗志，抗洪救灾，重建校园，很快恢复了教学秩序。1963年以

后，全县贯彻《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I在思想教育方

面，开展灭资兴无，忆苦思甜，学毛著，学英雄，创“三好”，争“五好"等活动，普

遍进行劳动教育，阶级教育及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教育；在教学方面，坚持课堂教学，限

制劳动时间，加强教学研究，狠抓“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锩)教学，贯彻“少而

精”及“精讲多练"原则；在体育方面，着手推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积极开展

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直到1965年，社会安定团结，人心向前，整个教育战线呈现出一

派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武强有完中1所，初中2所，在校学生965入；小学215所，在

校学生17375人，教师738人}农业中学8所，在校学生980人，教师68人。各级各类学

校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才，这年，武强县为大专院校输送学生41名，升学率达

80％。 ．
／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学生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所谓停课

闹“革命”，教学秩序荡然无存，小学生虽仍然坚持上课，也有名无实。1968年搞“清

理阶级队伍”，武强县有73名教育干部、教师被揪斗。各中学进驻“工宣队”，各大队

成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绝大多数公办教师转为民办公助，下放回原籍，

原有中学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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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以后，武强县盲目发展中学教育，村办中学、村联办中学一哄而起。在“上

初中不出片，上高中不出社"的门号影响下，至1972年，全县共有高中1 4处，初中36

处，在校学生达9259名，中学学校数相当于1965年的25倍。几百名小学教师和民办教师

拔高到中学任教，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1970年，街关中学更名“五·七"综合技术学校，先后办起了拖拉机手、柴油机

手、赤脚医生、电工、农业科技训练班。共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员300名，初步解决了农村

中缺医少药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时时事事强调阶级斗争，文化知识的教学一片混乱。先是

教科书被判为封、资、修的东西，教师上课念报纸，后来各地各学校自编所谓教材，既

无科学性，也无系统性，完全是东拼卤凑。课堂教学被打乱，搞所谓“开门办学”，

以“社会为课堂"。校无宁日，师生无所适从。1972年，武强县各校遵照上级指示，大

力整顿教学秩序，严格学校纪律，狠抓教育质量，一度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

有过的喜人局面，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欢迎。至1 973年夏，这次整顿被“四人帮"

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予以批判，使一度好转的局面再次遭到破坏，这种

情况一直持续到t 976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进入了新时期。1978年武强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批判

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基本估计"，肯定了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绩，恢复了正常

的教学秩序。同时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42名右派和264名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追

究的教师平了反，恢复了工作。此后，武强县根据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方针，压缩了高中，调整了初中，加强了小学。将高中压缩为8处，初中由48处调整合

并为20R，大批中学教师充实到小学任教。1 983年恢复师范学校，将孙庄中学改建为农

业中学。1984年在小范创办了职业高中，改变了中学单一化的状况，并完成了中小学改

制工作。同年武强县经省、地验收颁发了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

1988年，武强县有高中2所，在校学生750名；有初中19所，在校学生5050名；有小

学228所，在校学生22764名；职业高中2所，在校学生358名。全县有中学教师593人，

小学教师805人。

1976年以后，成人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1978年职工夜校恢复，县直各工厂也相继

建立起工人业余学校。1980年建立起了武强县电大工作站，1984年各乡镇建起了乡农技

校。
1

教育之盛衰，主要标志在于人才的培养和群众文化水平的高低。自1977年恢复高考

制度以来，武强县共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达1483名，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基本扫除了文盲。

·3’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