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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县教育志》在市、县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

力，今天付印出书了。这是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全县教

育工作者及各界人士大力支持的结果。借此机会，我向所有关心、

支持我县教育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邹县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的美誊，教育源远流

长。 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封建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新

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几个阶段。在这一百五十年中，尽管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教育的性质截然不同，教育的目的各异，但对启

迪我县人民智慧，促遂社会进步等方面，客观上都起了一定积极作

用，在中华教育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页。抗日战争时期邹东抗日根

据地的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剥削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创了劳

动人民自己办教育、 自己受教育的新时代。老莲群众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显示出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定正确的办学方向、积

极克服困难的办学热情，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给我们一些极

为有益的启示。。新中国诞生后，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县教

育工作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确立

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次

策，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同全县

干部、群众一道，以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迎来我县教育事业万紫千

红的天春，为这块古老的文化发祥之地增添了瓤的光彩。各类教育

事业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办学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但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全县人民的科学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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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我们的成就是显著的，但也有

过一些曲折和失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对教育

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认真地加以研究， 探讨教育发展的规律， 总

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做好今天的教育工作， 我认为是大有裨益

的。、 、

基于上述认识，自一九八三年起，我们组成了专兼职相结合的

修志班子，通过广泛征集资料，精心编写，三易其稿，编纂成我县

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业志书。本志书系统记载了邹县一八四O年

至一九八九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在编写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遵循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突出本

县教育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我县各个历史时期教育的本来面

貌；注意寓褒贬于事实的记述之中，让读者从大量的史实中去领悟

要借鉴的基本经验，要汲取的主要教训。力求观点正确’，既益于当

代，又惠及后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邹县教育志》的问世，必将对全县人

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了解本县教育的发展历史，科学地规划未来教

育的发展蓝图，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提供极其有益的借鉴，

促使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前人未曾有过的胆略和气魄，去开创邹县教

育工作的一薪局面，续写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这部教育志公诸于世，将会代代相传。但本志难免有资料不

足，选材不当，详略失体等缺点，敬请各界人士予以匡正。拾遗补

缺的任务将寄希望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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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40年前后(道光××年)

近圣书院坍塌，迁于城内东北角废仓

IB址重建。

亚圣府世袭博士孟广均立三迁书院，

位于亚圣府西。

1857年(咸丰八年)

重修近圣书院，扩大了规模，并依考

棚式建号房，以便县试童子。

1864年(同治三年)

文贤教起义失败。举人董乾儒曾参加

起义教军，失败后被害，官府没收了他的

财产，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近圣书院经费。

1873年(同治十二年)

在罗舞祉、田黄社、鲁元社设立三处
义学。地方公举塾师，塾师每年束惰京钱

一百千文，由官府拨款开支。

1876年(光绪二年)

重修文庙。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九月一日，邹县高等小学堂开学，学

制四年。是我县的第一所学堂。

1904年(光绪三十年)

九月十五日，成立县师范传习所，培

养初等小学教员，1年结业。’

在城内办3处初等小学堂，学制5年。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

二月，最后一次县试童子，由于考场

舞弊．出现砸考场事件。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裁撒儒学署，设劝学所。劝学所设总

董兼视学， 管理全县学务。

设立县教育会，作为劝学所的襄助机

关。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从兴学堂至本年止，全县城乡公立学

堂有高等小学堂I处，初等小学堂70处，

初等农业学堂1处，半日制小学堂I处。

1909年(宣统元年)

邹县最后一次贡举， 破例举拨贡3

人。

1910年(宣统二年)

县劝学所总董改称劝学员长。劝学所

由教育行政机构变成县自治政府的辅助机

构。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县建立新劝学所、教育会，接办城乡

公立高、初等小学堂。劝学所设所长，教

育会设会长。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取消读

经课，执行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

的新学制。

1914年(中华民国3年)

／1＼一lf 1 l



11月22日县成立讲演会(系进行群
众教育的组织机构5设经理1人，讲演员
l 3人。

19l 5年(中华民国4年)

7月 初等小学液改称国民学校，高

等小学校称县立高等小学佼。 恢复读经
课。

设!^了；’点≯}习莎i l处。

设立我县第一处：女子国民学校。

{9 1 6冬(中华民国5年)

整顿小学教师队伍，撤换部分不称职

教师。

学龄儿童入学率4。O 5％。

19 18枣(中华民国7年)

高、初等小学校发展到l O 4处。因

军闶混战，盗贼蜂起，除县立高等小学办

理较好外，其余农村学校有名无实。

恢复师范讲习所，招生时录取新生50
人，实别1 0几人。

{9 19年(中华咒围8年)

县敦÷。=i会解教。

劝学所设巡行教员，到各小学指导数
学，上示范课。

“五四"运动爆发后， 我县高等小

学、养正小学、竞进小学、：殳子小学的师

生上街游行，声援“五四”运ii0。

192G年(印：华民国9年) ，

县公署jj《：芒取缔私塾办法，推行《施

行义务教夸暂行量铡》，要求县城、集镇

普及义务教育。因让会秩序紊王L，收效不
大。

2

1921年(中华民国l O年)

成立县学务委员会， 全县1 O个学

区，每区设委员1人。

i922年(中华民国l 1年)
，

11月1日 国家公布新学校系统； 初

等教育小学改为6年，初级小学4年，为

义务教育，高级小学2年。中等教育中学

6年，商、初中各3年。我县l 9 2 3年

开始实施。

恢复县教育会。

192s年(中华民国l 2年)

实行新学制系统。县立高等小学、养

正小学、女子小学都改为高初级合设的小

学。废止读经、修身、英语，改国文为国

语，高小新设公民。

县劝学所改为教育局。

设县教育委员会，委员工O人，驻乡
办公。

设县教育促进会。

1924年(中华民国1 3年)

改定小学名称，废除“高等"、“国

民"字祥， 改称高级小学校、 初级小学

校、完全小学校。

县立高级小学校闹学潮，要求撤换校

长及不称职教师。校长撤职，不称职教师

辞退。县知事尹柞章因这次学潮受记大过

处分。

设辛庄镇职业补习学校。

1驰5年(中华民囤1 4年)

小学重设读经课，每天l小时。。

县j也方贝才政管理员萤锡蔷捐资犬滓
2 l O 0元办学校。山东省长公署令，奖

给金包三等凌章。



，t 1926年(中华民国15年)

办平民学校，因社会不安定，成效很
少0‘jj

；一

露‘茵；军阀混战，社会不安定，城乡学校

．辛停八九。县城学校因为驻军不能开学，

授具遭到严重破坏，仅县立高级小学房

舍、校具损失达数干元。

1927年(中华民国16年)
’=
’

孙继初等主动捐资在重要集镇建平民

学校1 5处。

1928年(中华民国17年)
≯

12月 将祀孑己祭品费用改作贫苦学生

赞金，每年度9 6 O元。

设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半工半读。

1s28年(中华民国18年)

。教育经费本年起改为银元砭，取消京

戗码。即改用元、危，取消干、文。

。 举办三民主义教员训练班，每期学习

3个月，共办穗期，彭建华、冯起等同志

参加学习。

教育界派性纠纷时有发生，～年内三

易教育局长。

天主教堂设“新民初级小学”，耶苏

教堂设“美会初级小学”。

≮

1930年(中华民国19年)

镪社会相对稳定，学校有了发展。全县

小学2 3 l处，学生5 l 5 9人。

j一开办民众学校。
鬣o。，．|

’图书馆，通俗讲演所合组为民众教育

馆。

整顿教育经费，增收节支，增加教育

餐舞a．万多元，加强了经费支出的管理。

1931年(中华民国20年)

4月30日 省教育厅批准邹县唐氏私

立小学立案。6月2 3日省教育厅批准邹

县私立博爱小学立案。

全县分自由、平等、博爱、和平、中
山5个学区。

开始筹办邹县中学。

教育界存在纠纷，学校办理不善，学

龄儿童入学率下降。

1902年(中华民国21年)

9月 把筹建的邹星中学改建为邹县

县立简易乡村师范，招收师范、初中学生

各～班。

小学遵章不设党义，将教材融化在国

语、社会、自然等科之中，把公民训练、

体育列予各科之酋，以示重视，恩想教育和

体育。

重设师范讲习所，学生两班9 5人。

j￡34率(中华艮国23年)

山东省划定部分县为乡树教育实验

区，我县自动申请准予试办乡村教育。

193S年(中华民国24年)

实施义务教育，除充实小学班级名额

外，并酌量实行二部制、巡回制，改良私

塾作代用小学，广设短期小学。

县教育局改为县政府第五科。

在县城及两下店等集镇设“乡农学

校"8处。

19s6年(中华民匿2S年)

小学宴行强迫教育。

1937年(F卜华民国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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