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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察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本志要求全

．面、系统地记述平江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实践经验，从而探讨规

律及其与各项建设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为振兴平江教育提供借鉴和

依据，为尊师重教、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

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使平江教育植根社会．枝繁叶茂．促进科

技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本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本着尊重史实，

实事求是，扬善抑恶，秉笔直书的原则，要求取材广博。查考周

详，提要钩玄．得其要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编辑

人员．五度寒暑，备历艰辛．计咨询访问680余人次．摘抄资料

220万余字。向省内外发出征集资料的书信310余件，向县内区、

乡文教办和各级各类学校发出搜集资料的登记表格32种．还邀请

名老教师和部分教育行政干部三次座谈。分别审定篇目、大事记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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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几经增删润色．始竟全功．

． 本志起1840年。讫1986年．凡六编19章45节3l目．共廿

四万字，粗细详略．记述各殊．。五四’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旧有学校的接管和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拔乱反正和调整改革等现代教育史上的这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的活动．-是编写的重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七年来．平江教育工作虽曾受到左倾影

响，有过失误．特别是在。文革。十年中受到严重破坏．但总的看

来，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对Jf巴既注重探讨成功的经验。表彰正

确的决策。又注意指出失误的症结，吸取有益的教训。以期铭记不

忘，策励未来．

．历史的进程永恒不息．愿平江的教育工作者察古考今，面向未

来．振奋精神．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勇于创新。为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就出大有作为的平江新一代。谱写

出群星灿烂．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新篇章．

本志成书及出版发行．应感谢中共平江县委的关怀，省．市地

方志编委会和县志办的指导，感谢为之采访，编辑而夙兴夜寐、不

辞劳苦的工作人员，感谢教育界已故的先达和健在的名师，提供大

量有价值的教育史料．我们自知学识水平有限．史料收集不全．疏

漏错误在所难免，尚希读者不吝指教． ，

●



凡例

一，本志始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下限断于1986年．个别

章节根据需要和资料情况．适当上溯下延．

二、按照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的方法．采用记．传。图．‘表，

录的体裁进行编纂．凡6编19章45节3l目．除引用文言资料

外。概用语体文记叙． ．

．

三，平江于1949年7月18日解放．书中除个别地方写明具体

时间外．一般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
一

。四．晚清和民国时期使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如道光二十年

(1840)．民国元年(191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年

号． ：

‘
．

．五．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略均系已故的平江籍对教育

有突出或较大贡献的人士，并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入．功过并述，秉笔直书．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因事及人．在

记述学校的兴衰时，同时记述关键人物的活动．

t；书中使用的资料数据．都经过反复考证核实．限f篇幅一

律未注明出处． ．

’



．清朝时期．平江有县学．书院．社学、义学和经馆、蒙馆．县

学．索称学宫．立于文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经元．

明．清多次重修．后因增广学员，讲肄之事便属诸书院．学宫仅掌

其册籍而已．县学不讲学，学校之实已亡．书院亦始于南宋。有阳

坪．台川、殊恩三所．至元、明皆毁．清乾嘉时．建天岳书院．．昌

江书院．原址亦毁．惟同治六年(1867)新建天岳书院尚存．现为

湖南省平江第一中学校址．著名的平江起义发祥于此，现设平江起

义纪念馆．义学。社学系地方官学的延伸，始于元代．明．清相

沿．明代可考者有七。清代有汪坪社学．张氏义学等13所．私整

形式的经馆、蒙馆，遍及全县．上述各类学校．都沿袭宋明旧制。

为封建科举培育人才． ，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屈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允许他们在国

内兴办学校．光绪二十四年(1908)．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平江分

会在北门外罗家大屋开办循道小学，民国九年(1920)改名培元小

学． ．．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平江官立高等小学堂在天岳书院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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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讲求实科教育．增加自然学科．学制四年．三十三年0907)

凌容众(盛仪)、李樵松创办平江私立启明女学堂．至此。平江教

育开始从封建教育制度向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转变．尽管步履蹒跚．

初具形式，毕竟冲破樊笼．迈出了第一步．
’

．

民国元年(1912)．根据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

办法通令》．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实施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 ．

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的宗旨．初等

小学由五年改为四年。作为义务教育．招收六岁儿童入学；高等小 ．．

学由四年改为三年．废除读经．设英语为随意科．但裒世凯上台．

把。法孔孟’重新订为教育宗旨．又恢复了。读经。．同时将小学分为

两轨：一是实施义务教育的。国民学校。，一是有志升学者的。预备

学校’．·五四’运动后．学校才再度废止读经，并使用白话文教科 ．

书． ． j

?

一

民国十÷-年(1922)．北洋政府颁行。新学制。(旧称壬戌学 ‘，

制)．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次学制改革．其后这一学制在

国民党统治区始终沿用未变．北洋政府时期，平江因军阀混战。兵

燹连年．时局动荡．学校多时办时停．难以为继． ·

民国十八至二十年问(1929-1931)．平江存在着两种性质完
’

全不同的教育：一是国民党统治区推行着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一． ．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工农大众的苏区教育．平江起义后．平

江县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执行。推翻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方

针。发布。教育为革命的基础．为造就人材的渊薮00QQ00t的训令．并

在梅塘建立第一所列宁小学．随后．红色学校遍及城乡．达三百余

所．学生万余名．这些学校坚持到红军撤走．白色恐怖严重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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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

。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文夕大火’①后．教育厅曾令平江中学西

迁．但主管和热心教育的人士．认为平江地处山区．可依地形特点

．坚持办学．于是除启明．一小和培元迁出城关外，其余均就原地继

续开办．民国二十八年(1939)湖南岳郡联立中学从岳阳迁来钟漏

杨源洞．翌年．湖南岳郡联立师范学校也从岳阳迁来杨源漏．‘三十

年(1941)．平江县立初级中学开办．校址设天岳书院．。这样．湘

北前线．连原有的启明女校．峙立起四所中等学校．虽三面受敌而

弦诵不辍．在此期同。平江公．私立中小学遵照国民政府规定．实

行级任导师箭．以。国民党员十二守则’训示学生．促进训政合一；

对中小学教师实行‘检定’制度：推行。新县箭’。废除义务教育，实

施国民教育制度．以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国民学校．部

分地区还兴办了短期小学和民众夜校． 。

．-．
。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平江教育稳中有迸．民国三十四年

(1945)元月。平江县立初级中学招收高中新生．九月。李航寰

(昌用)等创办湖南私立湘北初级中学．并在城西王豸锻建校．
。。

解放战争时期．平江教育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时局动

荡。物价飞涨。国民政府的控铝日益失灵．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迅猛

发展．平江广大师生对。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也反应强
● ●

烈． ： ‘

·

1·． ，。

，

1949年7月。平江解放．8月．县文教科成立．接管了全县中

小学校．9月。各中小学维持原状。相继开学．1瞳后．有步骤地谨

①文夕大火。指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
， 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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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地进行了对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造。争取一切爱国

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950年下期．县教职员联合会(简称县教

联)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县公私立中小学教师学习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以适应新时期的教育

工作．年底。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对师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肃清封建实办的法西斯主义流毒，清除。亲美、恐

美．崇美’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1951年．根据中小学规程(草

案)．变学期制为学年铽．一律秋季招生；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I；顿，实施。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平江教育在稳定改革中获得新生．

群众送子弟入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生中工农子弟占了98％．

1953年．平江贯彻。整顿．巩固，提高质量．重点发展。稳步

前进。的文教方针．成立了整顿小学委员会．组织整顿和改进小学

教育的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学

习凯洛夫．冈查洛夫的《教育学》和普希金的《教学法》．但带有

很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存在教条主义倾向．1954年春，在整顿

的基础上，开始加强劳动教育，实施《学生学业成绩考核暂行办

法》、《中小学生奖励处分、操行评定暂行办法》．教风、学风．校

风得以端正．1955年．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民经济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继续贯彻1953年提出的文教方针。实施

中小学生守则．1957年2月，毛泽东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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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县人

委)制订了《平江教育工作十年规划》．中共平江县委(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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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选派干部组建中学和各区小学的党支部，加强党对学校的领

导．对于老根据地还增拔了修建费和设备费．从经济上加以扶持．

这一时期通过稳定、改革．巩固，提高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措施，

平江教育事业呈现一派生机蓬勃的新气象．

1957年底。全县教育系统开展整风学习和反右派斗争．反右

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有305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成右派分子．

占教师总数1514名的20．1％．1958年9月．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方针．召开了以克服。三脱离。(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实际、脱离阶

级斗争)。打破。三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为内

容的教育工作会议．紧密结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

。教育革命’，诸如配合中心．支援。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工

厂、农场’。大力宣传。人民公社化’．学校教育秩序被打乱，劳动

生产多。学习少，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直到1960年3月，县委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指

示》后．乱拉师生参加劳动和过多地抽调师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现象

才得纠正．8月．县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贯彻省委在衡阳举行的

文教书记会议精神．掀起教学改革高潮。所谓高质、高速的。双高

课’，风靡一时．9月，在党员教师中进行。反右倾’运动，继反右

派斗争之后．又错误地批判和伤害了部分教师．。 ．

“1963年．贯彻教育部《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

案)》，以及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1965年贯彻执行。两种

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农村大办耕读小学，县办职业学

校<农校，卫校)．这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学校结构和布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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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合理，师生思想日趋稳定。教学质量逐步回升．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布后．全县广为宣

传，大力贯彻．6月．各校转入。文化大革命’．8月．县。地委两

级工作组先后进驻学校。学校党政组织便告瘫痪，大部分教师挨批

挨斗．随后，。夺权斗争。，。派性斗争’，大规模地揪斗。走资派’．

。打，砸、抢、抄’愈演愈烈．武斗之风大开．学校设备遭毁坏，不

少学校领导和教师，横遭诬陷和折磨。有七名被迫致残致死．1968

年l 1月．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

后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动员知识青年

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7月．落实。侯王建议’①将中

小学下放列公社、大队办，公办教师被停发工资．回原籍安置．这

样一来．不但加剧了地区间教师多少和索质差别的矛盾，尤其是中

学激增，中学教师多从小教拔高充任，实际造成了中学的架子．小

教的班底．中学虚肿，小学消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量编造

冤、假．错案，全县公办教师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共207名，其

中154名被开除公职．3名开除党籍，受其他处分的50名．1971

年，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硬把教师纳入资产阶级

范畴，强迫接受。关于十七年来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见《大事

记》1971年8月13日)．致使广大教师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此

后，大办。五．七’大学．。五．七’教育网．大搞开门办学，强调师生

①注：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嘉祥县小学教师候振民．

王庆余的信．建议所有(农村j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大队．公社办，国

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师工资改计工分．教师回本队工作．

●



●

下厂下队劳动．学农。学工．学军。接受。再教育。．工人。贫下中

农纷纷登上讲台，名日：。掺砂子’．因此。学校的课程，教材、教

学乃至课表排列．都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统一的招考制度被废

除．上中学．进大学都实行推荐选拔，以出身成份定好坏．以。革

命闯劲。论优劣．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一时。读书无用。成

了。风尚’．各级各类学校都按年限发文凭．根本不讲质帚。特别是

批判湘剧《园丁之歌》．致使教师无所适从．无所措手足．还由于

批判刘少奇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盲目发展中学，

造成中等教育结构的单一化，职业中学一扫而光．成人教育基本上

被挤垮．

十年动乱。教育领域灾难深重．学校师生的身心倍受摧残．教

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不仅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业水平．尤其是学

． 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急剧下降．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

滥．这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贻害社会不浅．

1976年lO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按照上

级的统一部署．平江教育战线开始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拔乱反

正过程中，首先是教育结构得到调整，学校设置基本上消除了小学

瘦小，中学虚肿的现象．二是学校和教师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1979年县委县政府贯彻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召开教育工作

会议，开展尊师重教活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十
’

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全县共立案处理教职员861

名，到1986年复查落实工作基本结束．通过复查落实．收回安排

工作的345名．退休退职安置129名．发生活费的8名．死亡抚恤

的116名．重新安排工作的l-2名．改受党纪．政纪处分的14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