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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接见了参加全国希望小学

运动会的武训希望小学运动员

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到柳林

视察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山东省委书记

昊官正到武训希望小学视察

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军民在柳林调研教育工作



一林峰海到柳林视察¨．县委书记刘强、

一张汝胜陪同

在柳林捡查学校工作

市教育局局长张聚传

县委副书记张树奎左¨)在柳椿指导工作，镇长用学甫

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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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教育工作

副市长董金刚在柳椿

县长洪玉振在武训希望小学指导工作邢光

灿校长陪同

翠区秩谊办学仪式

在柳林参加冠县与威海环县人大副主任杨一和



副县长邓丽在张汝胜书记陪同下来柳林指导教育工作

县教育局局长胡之彬在邢光灿校长陪同下

检查柳林教育工作

原镇委副书记张洪德、原经委主任杨I丹

到学校指导工作并与联校领导班子合影
酿，融蟹谁骱雌眦峙



柳林镇小学承办了全县小学教学艺术展示舍，

副县长邓丽、市教育局小学教研室主任冯明才、县

教育局副局长周卓民参加会议。

艺术节上，小学生在表演

武训希望小学6名小学生在北京参加了首届

全国希望小学运动会。共获9项奖励、其中“一

金三铜”。固寿6名小学生与全国其他运动自合影

·二；；二-----------------·--_—--------_一

《聊域日报》社在柳林联校设立7小记者站

上海特博隆巴公司为武训希望小学捐资1 oo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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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有史，地方及系统有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柳

林镇是“中国名镇"，武训先生的故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

统。多年来，柳林镇的教育工作一直走在全县乃至全市的前列。武训希望小学

作为全县小学对外交流的窗口，被教育部命名为“中国名校"，在县内外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2005年，副省长王军民来柳林视察教育工作，对柳林镇的教育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根据王省长的建议，将原来的柳林中学、武训小学和镇中心

幼儿园统一命名为武训学校，分别为初中部、小学部、幼教部，进一步整合资

源，理顺了体制。

柳林的教育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自1838年(清道光18年)始，在各个

历史阶段，教育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业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清朝末年(1888年)，平民教育家武训先生在柳林镇创办了第一处义学——崇贤

义塾，这是第一处由私人创办，为平民开设的免费学校。1905年，“崇贤义塾"

改为山东省第一初等小学堂，学堂有自己明确的办学宗旨和章程。1942年，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柳林创办抗日高小，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冀南行署为满足广大贫苦群众迫切的文化教育翻

身的需求，在柳林创办了武训师范，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更名为平原省武训师范，

平原省堂邑师范、山东省堂邑师范，山东省冠县师范，1962年师范停办。武训

师范历时17年，为社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毕业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

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林的教育是一部光荣的历史，优秀的历史。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柳林

教育史整理清楚，记载下来，以飨后人。

柳林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前，在当时的联

合校校长张法林同志主持下，组织了编纂小组，组长是老联合校校长杜万里，

成员有当时的工会主席杨昌奎，退休老教师张子杰。几位老同志兢兢业业，不

辞劳苦，做了大量工作，收集整理了大量信息，他们走访了在冠县等地居住曾

在柳林教育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他们给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信息。在此，

向为《教育志》编纂工作做出贡献的各位领导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二阶

段是2001年，县教育局调整了联校领导班子，经过几年的开拓创新，柳林镇教

育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工作亮点不断闪

烁，尤其是开放办学、校院文化建设、信息技术教育、素质教育、学校规范化

建设等工作已形成柳林镇教育的特色。2006年初，联校重新组织了编纂委员会，

续编柳林镇教育志，开展系统的编纂工作。



柳林教育志是柳林教育的历史，以史为鉴，希望《教育志》能对柳林教育

发展做出一些贡献，同时也希望广大教师认真学习，增加工作的信心和力量，

立足本职，为柳林教育再做贡献。

我们是第一次编纂教育志，由于经验不足，时间苍促，另外受条件限制，

很多史料未搜集到，部分学校负责人的任职年限及工作岗位等情况可能存在误

差。编纂工作难免疏漏，不当之处，敬请领导、专家、教师给予批评指正。

柳林镇联合校校长邢光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幼儿教育

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清末称蒙养学堂，民国初年称蒙养园，“壬戌学制"，

建国后称幼稚园。

我镇幼儿教育起步于1958年，随着“大跃进"推进，出现了村村办园，盲

目发展的现象，1960年，因经济困难，生产救灾任务很重，幼儿园全部停办。

其间，公社中心幼儿园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坚持时间最长。该园设在原武训

师范南院，兼职园长为魏玉婷(公社妇联主任)林庆祥(管区主任)，由倪西元

主持全园业务工作，杨延平负责后勤供应，设大班(6—7岁)二个，106人；

小班(4—5岁)二个，132人。共计幼儿238人。聘教养员6人，保育员8人，

计14人。幼儿主要来自四街、倪屯、单庄。工作较为出色的教养员有郑凤香(倪

屯)、王永祯(南街)、于广美(单庄)、常安贵(西街)、杨国玉(南街)。对幼

儿采用集体食宿，统一着装，供给按人数由各大队平均负担，教学按全国统一

幼儿教材授课，文体手式课尤为突出，由于该园办得出色，常有附近幼儿园的

负责人及教师前来参观学习。1958年秋，原山东省省长赵健民曾亲临指导，给

予充分肯定，作出较高评价。该园坚持办到1959年秋，因各大队供给不跟停办。

“文革”期间，全镇各村普遍建立“育红班"，以之代替幼儿教育，只管游

行喊口号，学唱语录歌，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镇的幼儿教育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

1978年张贵玉办起学前班，属倪屯小学附设。

1982年公社妇联主任郑伟与四街完小校长傅秀清办起完小育红班，教师为

韩小凤，赵贵兰。

1983年大杨庄办起育红班，教师为杨秀英。

1985年三里屯办起育红班，教师为侯耀梅，单庄办起育红班，教师为陈纪
。

环。

1985年前，仍沿袭原称谓，日“育红班”，归妇联与联合校双重管理。

1986年，李俊青任镇妇联主任，，与联合校杜万里共同努力，使全镇的幼教

工作得以大发展，除张凡庄、南菜园、岳刘庄三村联合办班外，全镇所有行政

村普遍办起幼儿园，其中乔庄、倪屯、夫仁寨等村庄招有两个班。武训小学入

园率达91％，巩固率达85％，入学率达100％，归属率达100％。

1991年前，幼儿教师的工资由镇统筹，联合校统一发放，大村教师月工资

45元，中小村教师月工资40元。1991年开始，教师工资来源改为向幼儿收费，

教师月工资最高者200元，最低者70元。

1989年由于武训小学所辖村适龄儿童入学人数的增多，校舍紧张，时任校
3



长孙东卫，召集四街支部书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商量分散办园，北街段西凤，

西街郭玉俊，东街柳玉青，南街赵兴会分别任教师。1999年，随着教育事业的

飞速发展，幼儿教育规模壮大，领导重视，群众认可，入园幼儿增多。为了加

强管理，四街的幼儿又回到了武训小学，这时成立了两个班。随着办园水平质

量越来越高，深受群众欢迎，后来由两个班增加到4个班，6个班。

2001年冬季，武{Jild,学幼儿园正式命名为“柳林镇中心幼儿园’’在园幼儿

近200名。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上任后，随原元造户乡的撤并，结合县教育局的

文件精神，联合校对幼儿园加大了管理力度，整合了教育资源，根据实际情况

该撤并的撤并，该维修的维修，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近期规划方案，

这时全镇幼儿园共27所。

2002年根据联合校制定的规划方案，经多次研究，报请镇党委政府批准，

全镇幼儿园撤并为18所，基本上为小学附属，为了充分调动幼儿教师的积极性，

联合校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及对幼教的各项制度。这时的全镇幼教已纳入统一的

管理轨道。

2003年，根据省、市、县对幼教的重视，联合校领导班子，深入各园，实

地考察分析，进一步加大对幼儿园活动室的建设和修缮，在三联小学新建高标

准幼儿园活动室6间，厕所2间；在倪屯小学新建幼儿园活动室2间；在乔联

新建高标准幼儿园活动室2间，厕所2间，维修房屋6间；维修原元造户联合

校校舍7间，部分幼儿园增添了大中小型玩教具，累计投入达20万元，同年8

月份，全镇幼教管理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全镇幼儿教师实行统一选拔，

统一聘用，统一活动，统一发放工资，统一配置了幼儿桌凳及水杯橱、饮水机、

图书橱、教师办公桌椅、幼儿课桌凳。各项活动均走在全县的前列。在群众中

受到了良好的影响，且受到各级领导的一致认可，教师年平均工资达到3500余

元。

2004年春大梨园头村建起一座高标准的幼儿园，占地约4000平方米，园舍

14间，其中包括4个活动室8间，1个办公室2间，盥洗室3间，门卫l间，

厕所2间，院墙286米，共投资10万余元，容纳5个自然村的幼儿，每班均配

备了VCD、彩电、大中小开型玩教具，校墙粉刷高标准的卡通画，县教育局多次

来园指导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2005年，由于幼儿教育的迅猛发展，吴海子村利用原小学校院建起了一所

幼儿园，维修扩建房屋共10问，其中活动室3间，办公室2间，游艺室2间，

门卫1间，厕所2间，各班均配置VCD、彩电、大中小型玩教具，粉刷高标准的

卡通画，共投入近8万元，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倪屯幼儿园维修房屋12间，

安装自来水管，各班均配置VCO、彩电总投入达4万元。
4



幼教方面的主要成绩

1、教研员：杨秀英在1991年至1995年，2002年至2006年连续

几年被评为县优秀幼儿教研员。

2、教学能手：杨孝之1991年、2003年两次获县教学能手。

3、优质课：杨孝之2000年、2002年、2004年三次获县优质课奖。

4、论文：杨秀英、邢玉霞分别一篇论文获县级奖。

5、发表文章：杨孝之两篇文章在《山东教育》上发表。

6、参加庆“六一"节目演出多次获奖：1999年《雨花石》获市二等奖，2002

年《东方红》获县一等奖，2005年《好收成》、《世界真美好》获县一等奖，2006

年《师幼同乐》获县一等奖和县优秀组织奖，2007年《戏雨》、《雏鹰腾飞》获

县一等奖。



第二章 小学教育

第一节 1999年以前的小学教育

我镇小学教育有文字记载白1838年[清道光18年]始，其教育制度基本上

因袭明制，其办学宗旨为“养育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要求生员“上报君恩，下

立人品”“学为忠臣清官”。其办学形式包括：①家塾。由一户或几户联办，塾

师由举办之家延聘。经费由举办之家负担。②门馆。塾师自己设馆，经费由入

读学生家庭负担。③村塾。由同族、同村或联村举办，塾师由校董延聘，经费

由族田收入中祭祖剩余部分支付，～村或数村联办者，由入读学生之家庭平均

负担。塾师束修一般一年在300千文左右，相当于当时长工工资二倍，分期交

付，年终结算。塾师的任期为一年，连任者要另下聘书。塾师多由文生(秀才)

充任。④武训兴办的义学，塾师有武训或校董延聘，义学塾师前五任，则由进

士一名(顾仲安)，举人三名(崔集、曹连枝、贾品重)，拔贡一名(滕绣封)

担任。

1905年(清光绪31年)，随着“废科举，兴学堂”教育改良政策的推行，

武训创办的“崇贤义塾”改称私立山东省武训第一初等小学堂，堂长为杨然荻，

帮办为马君琦，堂长下设校监，主持学务，教习，负责教学。塾师改称教员，

设中学教员、西学教员两类，全镇第一位西学教员为师范毕业生王东花。此时，

我镇尚无官立和公立学堂，亦无高等小学堂。《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以

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

为宗旨”。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

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具体说来，教育学生

“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

学生考试分五种：招生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平日考试。

后四种考试分数平均计算，及格者升一级，不及格者留原级补习，下届仍不及

格者退学。

评定成绩以百分为满格，80分以上者为最优等，60分以上者优等，40分以

上者中等，20分以下者为下等(及格)，20分以下者不及格。高等小学毕业及

格者分别给予廪生、增生、附生之功名，初等小学毕业不给功名。

学生犯规处分分三种：记过、禁例、出堂。

小学堂学制为两级九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初等小学堂

每周授课30小时，设完全科与简易科两类，完全科必修八科：1修身，2读经，3

中国文字，4算术，5历史，6地理，7格致，8体操(有条件者可加设图画，手工



课)。简易科必修五科：1修身与读经合一，2中国文字，3史地，4算术，5体操。

高等小学教授科目有九：l修身，2读经讲经，3中国文字，4算术，5中国历史，

6地理，7格致，8图画，9体操。

当时的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主要，并注意循循善诱之法”，对于体罚

“尤以不用为最善"。纠正了以往专重死记硬背和力主体罚的方法。

实行班级授课制，废除单个面受制。然而，学堂初办，孰师改教员，别科

知识不足，我镇又多系简易初等小学堂，课程开设不全，算术、史地、体操、

工美等科没人会上，故教学成绩了无可观，试以中史浅近问题，俱不能对。

民国成立，学堂改称学校，授课者统称教员，废除读经讲经之课，废除清

代“忠君"、“尊孔”之教育宗旨，提倡公民道德教育，效法西方的“崇实"精

神。

1912年，民国元年，教育部以部令公布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

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15年(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颁定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

治、戒贪争、戒躁进等七项为教育宗肯，并恢复读经讲经之课。

1922年(民国十一年)北洋军阀政府颁行学校系统改革令，其教育宗旨的

说明是：1、以适应社会之需要，2、提高民族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

顾及国民经济实力，5、注重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地方伸缩

之余地。

1929年(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

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

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我镇广大农村，在民国时期，私塾多于学校，塾师多于教员，新式学校发

展极为缓慢。

1913年(民国二年)，私立山东省武训第一初等小学堂改称私立武{JwJd,学校。

1920年，学校由柳林东门外(今校址)迁至柳林东门里(原武训师范西院)。学

校内部领导机构是校董会(杨然荻，穆仲山，赵璧骨，赵死后由其侄赵培绪接

任，杨陶任四人组成)是年，改为初、高等小学，每年在校生初小四个班，高

小两个班。1925年(民国十四年)起，每年招收中小两个班，有四个中小班在

校。

民国时期的小学考试制度包括：招生考试(高小)、毕业考试、学年考试、

学期考试和月考。采用百计分，80分以上为甲等，70分以上为乙等，60分以上

为丙等(及格)，60分以下为丁等(不及格)。学年考试不及格不准升级，毕业

考试不及格不准毕业。留原级补习，补习一年不及格勒令退学。初小毕业升高



小者十不至一。

1912年至此1922年执行子葵丑学制，由清末的小学九年，五、四分段改为

小学七年四、三个分段，称旧制。1922年后执行壬戌学教，由小学七年四、三

分段改为六年四、二分段，称新制。

课程设置因学制不同也几经变化，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教育部，公布

《小学规程》规定：初小均开设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

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十科，只是高、初小授课时数不同。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通过几次变换，但均为教育部审定之统一教科书。

其教学矛盾，因教员多有塾师转任，仍多采用注入式，即讲书、背书、默

写、提问、回讲。后来，教师中师范毕业生或初中、高小毕业生增多，教学方

法有所改进。对教与学的方法曾提出过八条原则：l练习原则，算术要多练习，

才容易明白原理和法则。2类化原则，即举一反三的原则。3兴趣原则，即从

引起动机入手，启发学习兴趣。4准备原则，即先有确定的目标然后学习。5

目动原则，即使学生自觉自愿从事学习。6设计原则，即教学前先有周密的计划。

7个性适应原则，即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法，亦即因材施教原则。8手脑

并用原则，即做到眼到，心到、手到，从“做"字上去教去学。对于不同科目

的教学方法，也分别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对国文(国语)教学要求采取下列十

条：1故事讲述，即教师讲简单故事，引起学生兴趣。2主文概览，即令儿童默

读全文，看完后举手，教师巡回。3报告大意，共同矫正。4全文概读，及分段

朗诵，大家听教师将读错的字写在黑板上，读完后共同评议。5词句研究，即研

究生字难句，互相提出，举手解答，教师补充订正。6朗读练习，即指名朗读。

7讨论，即研究分析文章内容结构。8提要，即分段写出要点，中高年级各自摘

录。9练习，即用轮读、对读、造句、填写、改作、表演等。10评议，即共同

评议练习结果，教师作最后总结。

民国时期教师称教员，实行聘任制。小学教员任期分四个阶段，第一、二、

三阶段分别为一学期，一年，二年，与每一个阶段内，经教育局严格审查，认

为服务勤恳，成绩优良者，始得继续下一个阶段，除违犯免职条件者不得任意

撤换，如任期己满，在一个月内接不到聘书，即为不在任用。小学教员分四种

名称：l、凡担任国民学校全部技科之教授者，为正教员。2、专任手工、图画、

唱歌、体操、缝纫之一科或数学者为专科教员。3、辅助正教员者为助教员。4、

遇有特别事情时，得以未受许可状者代之，为代用教员。凡正教员和专科教员，

必须是在师范学校或教育总长指定之学校毕业，或经国民学校教员审定委员会

审定合格，而受有许可状者。高等小学教员的教员任用，文化程度要高些。教

员的工资待遇很低，月工资最低者5元，最高者25元，一般拿到12元、15元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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