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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辖境教育事业发端无考。明清时代的城乡教育主要形式是门馆、族馆、村塾、义

塾和书院。清末戊戌变法后，“废科举，兴学堂”，私塾渐衰，但直到解放前夕，依然是国

学与西学同在，私塾和学校并存。

唐山近代西化学校首推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美国基督教会在遵化县南关建立的

汇文小学堂。市区第一所学校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华英小学

(亦称华英书院)。国人在市区创办最早的小学则为刘凯元于1903年兴办的唐山私立初等

小学。此后，私立、官办学堂逐渐增多，书院和部分私塾陆续改建为中、小学堂。同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先后涌现出直隶永平府中学堂(今唐山一中前身)、河北

滦县师范、河北省立遵化中学、私立丰滦中学、开滦中学、丰润车轴山中学等闻名遐迩的

育才摇篮。唐山铁路学堂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解放前，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加之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

苦，能到学校读书的青少年还是少数。特别是日伪时期，推行奴化教育，使教育事业倍受

摧残。据1936年滦县、丰润、玉田、遵化、迁安、乐亭等6县统计，时有学龄儿童

444，763人，失学率高达70．6％。解放前夕，全市仅有大学l所，中学18所，小学2，551

所，很多学龄儿童得不到就学机会，市区文盲率达35％。各类学校师资不足，设备落后，

特别是中等以上教育很不发达。

解放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面貌焕然一新。1951年，国办、民办小学发展到3，334

所，比1948年增长30．7％。普通中学113所，师范学校3所，教师进修学校9所，农中

lll所，中等技术学校110所，比解放前增长18倍多。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各县及市

郊农村普遍开办冬学，1952年广泛开展扫盲运动，市区工矿企业举办工人干部业余文化

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1956年建立了唐山业余工学院，全市工农教育在学人数达446，402

人，形成了由扫盲到业余大学的职工教育体系。7万多名干部、工人、市民、农民参加文

化技术学习。有22，800人摘掉文盲帽子，9，000多人达到高小文化水平。

1958年进行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制度改革。但由于

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师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加之不切合实际地

进行学制改革，严重地冲击了教学秩序，导致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1966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后，“停课闹革命”，大批干部、教师受到诬陷、迫害，教师队伍遭到

巨大冲击。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唐山市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各级各类学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端

正办学方向：使教育朝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培养“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的目标向前发展。

80年代初，对中等教育结构进行改革，职业中学学生已占市区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

的53％，农村占33％，改变了过去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_(指考大学)的状况。198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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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唐山市把加强初中教育纳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轨道，积极稳妥地取消重点初中，实行

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制度。1983年后，进行农村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调动了乡、村

基层政权和农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农村中小学教育有了新的发展。

1985年全市按规划要求提前一年普及小学教育，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分别达到

98．94％、98．34％、94．35％。市区学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分别达到99．67％、

100％、96．3％。同时成人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各类学校遍及城乡，为全市培养了急需的

专门人才和技术骨干，并建立了10所成人中学，为在职干部、工人补习文化。

1986年唐山市有各级各类学校5，023所，在校生966，496人，教职工62，805人。其中

高等学校5所，在校生5，298人，教职工3，392人；中等师范学校15所，在校生3，394

人，教职工735人；教师进修学校15所，在校生8，215人，教职工308人；中专7所，在

校生3，371人，教职工l，050人；职业中专4所，在校生l，090人，教职工179人；农

(职)业中学50所，在校生17，490人，教职工l，855人；技工学校17所，在校生5，610

人，教职工l，532人；中学566所，在校生258，259人，教职工22，507人；小学4，344所，

在校生663，769人，教职工31，247人。并有幼儿园238所，在园幼儿129，302人，教职工

6，411人。

另据唐山市统计局统计，1986年唐山市各级各类学校4，994所，在校生956，874人。

其中，高等学校4所，在校生5，383人；普通中学553所，学生258，259人；小学4，342

所，学生663，728人(统计数字差异原因是统计年度与教育年度的统计月份不同。另外是

对学校的认定也有不同，如高等学校中，西南交通大学唐山分校与唐山大学系联合办学，

统计局以l所计算)。

建国37年来，教育工作虽有曲折和失误，但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通过教育体制和内部机制改革，唐山教育不论规模还是质量，都有了飞跃性

的发展。一个布局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储备了雄厚的智力资源。

第一章塾学书院学堂

第一节 塾 学

唐山市的塾学按其经费来源分类有四种：一是门馆，也称私塾，是由读书既久未能科

举成名的生员，在自家或择地设立的塾馆。学生年龄各异，有启蒙者，也有开笔者。塾馆

向学生收取学费，’名为“束修”。二是族馆，也称家塾，由富裕人家延师设馆，教授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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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朋及近族之子弟，经费由本族筹措。三是集资馆，也称村塾，由多户联合请先生，教

授众家子弟，共同奉纳“束修”。四是义塾，明代多称社学，清末称义学。义塾招收贫寒

子弟入学，不收学费，一般都由官绅倡办，以示关心教育，乐育英才。塾师待遇比较优

厚，年“束修”包括回家来往川资、节日馈赠，约计450缗(一缗为l，000文)，每年另

加伙食费150缗，开馆之日还要办酒席招待塾师。清朝末年，属县义塾共42处(滦州13

处，遵化11处，迁安2处，乐亭1l处，玉田2处、丰润3处)。开平矿务局办有9处(桥

头屯、城子庄、马家屯、刘家屯、岳各庄、王家河、新庄子各l处，刘营庄2处)义学。

义学之外的私塾、族馆、村塾不可胜数。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各地虽建立一些小学堂，但因财力有限，师资缺乏，

提倡改良私塾，故仍有太量私塾存在。

民国时期，私塾虽在课程、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但基本仍因袭旧制。民国19年

(1930年)滦县唐山镇仍有私塾37处，在塾蒙童925人，每处有1名教师，学生10—60

人不等。

日伪统治唐山时期，乡村私塾一度又有所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仍有少量私塾存在，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旧的教育形式才最后消失。

第二节书 院

明清以来，辖境曾有过10所书院，分布于各县城镇。最早的书院是明嘉靖八年

(1529年)由滦州知州赵叶创办的横渠书院，位于滦州城西关外。其次是明隆庆四年

(1570年)由辛如金在滦州榛子镇创办的育贤书院。清朝建有书院8座，即乾隆十七年

(1752年)滦州知州孙昌鉴在县城东南隅建立的海阳书院，乾隆十九年(1754年)丰润知

县吴慎祥在县城南街建立的湮阳书院，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遵化知州李荫椿将县城

东街的义学改建为燕山书院，道光十一年(1831年)遵化马兰镇总兵钟昌在马兰峪城西

门外建立兰阳书院，次年在玉田知县徐桂倡导下由士绅于县城南门内建立的经州书院，清

末丰润名宦赵国华创办的心香书院，迁安建立的安昌书院和乐亭建立的尊道书院。这些书

院有的早废，有的清末被改建为中小学堂。

唐山市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传教士韩荫士在便宜街(今胜利路西段)

创立了华英书院，但徒有书院之名，实为初级小学，1912年设高级小学，1922年设初中，

1925年更名为丰滦中学。

第三节学 堂

一、小学堂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丰润县初等小学堂建立，到1911年全县有高等小学堂1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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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初等小学堂143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j迁安县文峰书院改建为官立高等小学

堂，到1911年全县有初等小学堂98所，还有高等或两等(即初等和高等)小学堂3所，

教会办初等小学堂3所。1903年，乐亭县城内尊道书院改建为乐亭县官立高等小学堂，

到1911年全县有初等小学堂42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遵化县在县城东关建立高

等小学堂，到1911年全县有初等小学堂74所，还有教会办高等或两等小学堂2所。光绪

三十年(1904年)，滦县将海阳书院改建成高等小学堂，到1911年全县有初等小学堂109

所(含唐山镇10所)。其中唐山镇绅士刘凯元(滦县商会唐山分会总理)于1903年将刘

氏家塾改为私立初等小学堂，是唐山市区最早的小学堂。此后，刘屯(1908年)、侯边庄

(1908年)、礼尚庄(1909年)和清泰院(1911年6村联立)等乡村先后建立起小学堂。

1905年。玉田县将城内经州书院改建为玉田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不久，全县又建立初等

小学堂48所。

二、中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省总督袁世凯颁令各府、直隶州创设中学堂。同年，

由直隶省委任遵化知州陈以培为中学堂总办，以燕山书院及相邻的遵化试院作校址，筹办

遵化州官立中学堂，共录取遵化、丰润、玉田3县学员36名，于1903年1月开学。1917

年，学堂改名为直隶省立第五中学校，即今遵化县第一中学前身。1902年，永平府(治、．

所今卢龙县)将城内敬胜书院改建为永平府中学堂，第一届招生60名，于1903年2月开

学。1914年改为直隶省立第四中学校，1928年秋迁校于唐山，更名为河北省立第四中学，

即今唐山一中的前身。

三、师范学堂

清宣统二碾(1910年)七月，直隶省提学使议定，在滦州(今滦县)建立直隶省第

三初级师范学堂，十月首批新生入学。宣统三年(1911年)，任命张云阁为校长，在校学

生3个班，共70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新军第二十镇两个营驻兵校内，学校停课

达半年之久，1912年5月恢复上课。该校于1912年改为直隶第三师范学校，1928年改为

河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即今河北滦县师范学校前身。

四、职业学堂

开平武备学堂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直隶省提督聂士成，为把他的“武毅

军”训练成为新式军队，在开平镇北创办开平武备学堂，总办为清道台李竞成。第一期招

收学员200名，由武毅军的步兵、炮兵中考选，学制三年。1898年第一届学员毕业，有

12名优秀学员留校任教，其余均编人芦台新军各营任教习、候补哨长等职。同时，又考

选第二批学员入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抗敌殉职．开平武

备学堂停办。

唐山铁路学堂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创立山海关铁路官学堂，1900年因八国

联军侵入中国而停办。1905年迁到唐山恢复建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1906年增设矿科，

更名为唐山路矿学堂，为唐山交通大学前身，今已迁往四川，改称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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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农算学堂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遵化知州陈以培于龙泉书社创建农算学

堂，学习内容以农算为主，兼及西学，并实地指导农业，学生由州内各地选送，每期名额

40人。学制、课程无定规。所招学生多非真正劳动农民。农算学堂开办6年，于1902年

停办。

唐山巡警学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平矿务局创办唐山巡警学堂。学生分

官生、兵生两班，课程有警察学、律例、操法等。每期学习6个月，办5期后停办。当时

开平矿务局、唐山镇的警政人员大多是该学堂毕业生。

马家沟测绘学堂清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滦州矿务有限公司创办马家沟总局

测绘学堂，招收学生33名，学习期限3年，主要课程有煤矿测绘、英文、汉文、算学、

画图等，并注重学生井下实习。学生的学费、膳费等均由公司提供。学生毕业后分派到总

矿、分矿试用，专门从事测量、绘图工作。

丰润县经济学堂清末“洋务运动”中，丰润县县令卢木斋曾创办经济学堂，校址在

城内西街，为全国第二所(第一所在广州)经济学堂，拥有人体模型、动物标本等教学设

备，主要学习近代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

滦县电报学堂清宣统三年(1911年)昌黎县电报学堂迁至滦县城内东街，改为滦

县电报学堂。堂长为欧阳屏，开设课程有电报、电理、中文、英文等。学习后确能胜任工

作者，分派到各站服务。1922年停办。，

第二章学前教育

唐山学前教育始于30年代，但直至解放前仅少数县一些学校试办过幼稚园(班)。解

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学前教育已由福利性保育事业发展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前教育主要是幼儿园和学前班两种形式。

第一节幼儿 园

1949年3月建立的冀东区党委直属机关托儿所(后改为市第一幼儿园)和同年4月建

立的唐山地区托儿所(今市第四幼儿园)，均招收县团级以上干部子女，分大、中(或小)

班，实行寄宿制，享受供给制待遇，属于福利性保育事业。1952年和1953年相继增建第

二、第三幼儿园。1958年教育部发出“大量发展幼儿园”的指示之后，市区各大厂矿、

企事业、街道相继建立幼儿园。当年9月，常年性、季节性、寄宿制、日托制等不同形式

的幼儿园发展到569所，收托幼儿26，436名，人园率达2l％。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幼儿园，

绝大多数实行免费人园，仍为福利性事业。在当时形势影响下，这种。大跃进”式办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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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轰动局面，终因脱离实际需要与可能，不得不在经济困难时期加以调整、压缩。到

1962年，市区幼儿园锐减到30所，比1958年下降94．7％，收托幼儿2，520名，比1958年

下降90．5％。从1960年教育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出《关于幼儿园课程设置的通知》，特别

是1979年《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和《幼儿园教育纲要》颁发之后，幼教工作步人正轨。

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虽遭受十年动乱和地震灾害，但幼教事业依然是稳

步健康发展的，尤其是地震之后，幼儿园的规模、结构、条件、教育质量等，都较前有了

显著变化。震后复建中，不但原有的幼儿园得以恢复扩建，而且从强化社区职能出发，按

照生活配套的原则，新建40所居民小区幼儿园。到1986年，市区有各类幼儿园126所，

其中国办5所，民办公助集体性质的31所，厂矿和企事业单位办的90所，收托幼儿

18，236名。 ，

属县幼儿园建立最早的是1932年建立的“河北滦师附小幼稚园”，持续开办十五六

年。丰润、玉田县城也都建立过幼稚园，主要招收官绅富商子女。解放后，属县办幼儿园

的发展历史与市区大同小异，但按幼儿平均拥有幼儿园数量低于市区。到1986年有幼儿

园112所，收托幼儿8，224名。

重点幼儿园有：

唐山市第一幼儿园 其前身是中共冀东区党委直属机关托儿所，建于1949年3月，

招收县团级以上干部子女，大、中各一个班，幼儿45人，教职工20多人，教师和幼儿均

享受供给制待遇。园址初在市郊耿家营村，1949年秋迁到马家沟洋房内，1950年为防空

袭转移到丰润县新军屯张各庄村，1951年春迁到市区和平街，1953年在新华中路新建园

址，占地25亩，建筑面积4，800多平方米，可容纳12个寄宿班。迁入新址后更名为唐山

市幼儿园，有10个班，幼儿300多人，教职工50多人。1958年改名为唐山市第一幼儿

园。1969年，该园被下放到路北区，更名为唐山市路北区幼儿园。1971年又更名为唐山

市路北区工农兵幼儿园。1972年春该园接待了老挝、委内瑞拉、芬兰等国家驻华使节及

幼教专家参观。1974年接待了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波兰等国家的驻华使节及幼教专家

参观。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该园建筑物及设备遭到严重破坏，8名职工遇难。震后

三天搭起简易棚，一部分教师负责收养路北区的震灾孤儿，一部分教师在解放军援助下，

自力更生，进行恢复建设，一个月内建起简易教室、宿舍、卫生室40余间，招收40余名

幼儿入园学习。1978年恢复到5个班，入园幼儿135名。同年10月，该园收归市教育局

领导。1979年招收7个班，200多名幼儿，有教职工34人。1982年4月，该园暂借朝阳

道一所新建的小学和一所小区幼儿园为园址，由寄宿制改为日托制，面向全市招生，有

12个班，幼儿480人，教职工34人。1984年7月，在市区迎春里居民小区复建新园，占

地14．8亩，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1986年有15个班，收托幼儿650名，教职工62名。

音乐设备有钢琴、风琴、电子琴、手风琴、打击乐器、架子鼓、小提琴等数十台、套；体

育器材有田径、体操、球类、童车等100多件和幼儿体育服装；教学设备有多用教学箱、

计算器、教学挂图、地球仪、昆虫演示器、地球模型、海洋动物标本以及电视机、幻灯

机、投影仪、电影放映机、录音机、微机、落地收扩机、留声机、电唱机等。阅览室备有

报纸、杂志近50种，图书3，380册。该园是一所有40年历史的幼儿园，设备完善，办园

条件较好，在教育及服务质量上取得显著成绩，受到社会的好评。1980--1986年，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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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唐山市托幼工作先进集体”，1986年被评为“河北省职业道德教育先进集体”。

．唐山市第四幼儿园 建于1949年3月，初名唐山地区托儿所，4月改称冀东十二行政

专员公署保育院，，地址在昌黎县城内，有11名工作人员，招收中、小班各l班，幼儿50

多名，寄宿制，工作人员和幼儿享受供给制待遇。1950年初扩大到3个班，幼儿60多名。

同年，改名为唐山专署幼儿园。1952年增加到5个班，招收幼儿100多人。到1956年初，

先后添置了风琴、大型玩具、滑梯、转椅、秋千等，为教学和室外活动创造了条件。1958

年随专署机关迁到唐山市，与专署托儿所、供销社托儿所合并，改名为唐山专区幼儿园。

园址在山西刘庄村西(今山西南里)，占地4亩，建筑面积l，466．67平方米，有5个班，

150多名幼儿，20多名教职工。1973年扩大到6个班，幼儿180多人，教职工33人。1976

年唐山地震后第三天就恢复教学，开1个班，收十几名幼儿。1976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

为收养教育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将原幼儿园扩编，一部分为幼儿园，一部分为学校，

统称唐山地区育红学校。这时，幼儿园有3个班，100多名幼儿，保育人员12人；学校8

个班(小学5个，初中2个，高中1个)，学生200人，教师20多人。1977年河北省委、

省革命委员会授予该园“英勇奋战，排除万难，抗震救灾，人定胜天”奖旗。1978年春

该园与育红学校分开，改称唐山地区直属机关幼儿园，有6个班，180多名幼儿。1981年

该园改寄宿制为日托制，教学班增至11个，幼儿340多名。1982年7月迁到曙光楼新园

舍，占地3．82亩，建筑面积768平方米。1983年地、市合并，该园改名为唐山市第四幼

儿园。1984年山西南里新园舍建成，辟为分园(曙光楼为主园)，占地3．6亩，建筑面积

800平方米。同年，主园有11个班，幼儿530多人，分园6个班，幼儿290多人，教职工

74人。建园近40年来，不断改善办园条件，增添各种教学及活动设备。乐器有钢琴、风

琴：架子鼓、扬琴、电子琴、小提琴、手风琴等；电化教学设备有投影仪、录音机、教学

磁力板、．各种教学挂图等；体育器械有大型滑梯、转椅、荡龙等；还有幼儿图书l，000多

册，报纸刊物十多种。多年来，该园坚持按照幼儿年龄、心理特点进行教学，积累了比较

丰富的经验，承担省、市以上观摩课200余次，受到各方好评。1984年被评为“唐山市托

幼工作先进集体”，获得“文明幼儿园”称号。1985年被唐山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单

位”和“唐山市托幼工作先进集体”，市政府授予“先进单位”称号。1986年市政府再次

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第二节学前班

1947--1948年，唐山市区曾先后有40所学校开办过幼稚班，解放初停办。1952年东

缸窑小学正式设立学前班，招收75名幼儿入学，分两个班。此后，市区及属县学前班曾

一度发展，但到1958年由于许多小学戴帽发展初中和幼儿园增加，小学附设的幼儿班大

为减少。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经调整压缩，大部分停办。1970年以后，为适应工业

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需要，有一大批小学陆续办起红小班和育红班。到1976年市

区已有此类学前班180个，入学幼儿6，510名；属县有育红班2，520个，人学幼儿78，40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