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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授予户县“普通教育

先进县”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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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县第二中学雷书接

户晏第一中学教学楼

户县南关中学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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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垦小学新貔

2．1936年郭洙若为辛垦小学

题词

3．户县东共小学

4．群众集资兴办的王泰小学



户县教师进修学校



天桥职业中学畜牧兽医班学生现场学习

五竹职业中学机械加工厂

光明中学学生进行

长跑锻炼

牛东职业中学建筑专业班学生现场宴习

尸县八中电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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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刘维汉

理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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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劳模、县教研

室教研员山景明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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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箪亭纪怎拜

专业户李帚云为父笆学校楫

资7万元．_口县，、是政行赠厦嗨

F县教育志评
审磊自务委贯评事

∥户县转育志≯稿

扬自修办学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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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矗银矽户县不仅以农民画驰誉中外，且教育亦三

秦有声。户县教育始于周，兴于明清，昌于民国，勃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值改革盛世，编纂一部《户县教育志》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户县教育志》反映了户县有史以来教育演变过程及其真实面貌，为我们

了解户县教育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我们继承优秀教育遗产，汲取历史

经验教训无疑是有裨益的o

《户县教育志》是户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志，是户县教育史实资料汇编，

是户县教育《百科金书》，值得广大干部、教育工作者及热心教育人士一读。

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生产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而科学技术的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教育。因此，发展教育事业是关系到我

国经济振兴的大事。同样，欲振兴户县经济，必须振兴户县教育。我们呼吁

全县各级干部、群众，在发展经济战略中，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来重视教

育，尊敬教师，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为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素质做出贡献。

愿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端正办学思想，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普及九年制

义务教育，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谱写户县教育腾飞的新篇章。

王理唯

一九八九年十月



绪 论

户县地处渭河之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远在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四十世

纪至前二十一世纪，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原始公社氏族文化。

周时，文王建都丰京，即今户县秦渡镇。时设国学——“辟雍”，实施礼乐

教育。宋时，户县杨砺举状元，名闻华夏。然封建社会科举取士，多出于豪门。

民国初，户县新学兴起，学校多由村堡筹资和个人创办；后期虽有公立学校20余

所，但民生凋敝，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30％，劳动人民80％以上处于文盲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户县在抓经济

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40年来，户县中小学遍布城乡，已建成从幼儿，

教育到成人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全县青壮年文盲率已下降刭3％左右，不

仅为国家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输送合格新生15000余名，而且为工农业生产

战线培养了大量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

会命名户县为全国口基础教育先进县矽；1988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户县搿普

通教育先进县汐称号。户县人民为教育战线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值此妒县教

育志》付梓问世之际，谨作绪论，祝愿户县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经济建设繁荣昌

盛。

聂 峰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凡 例

一，断限l上限，凡有资料的尽量上溯。下限断在1989年。全志记载重点是近代、现

代，尤其是当代。

=、编排t横排竖写，横陈事项，纵述历史。全志除《序言》、 《绪论》、《凡例》、

《概述》，《大事记》、《总附录》外，分《学校》、《成人教育》、《德育》、《教研》、

《体育》，《教师》，《机构》、《经费》，《成果》、《人物》10编，35章，71节。

三、资料：以本县旧县志、档案馆和教育局文档资料为主，兼收省档案馆，图书馆和舔

分大专院校图书馆资料。以及走访查找的口碑、实物资料。

四、记事：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寓褒贬于记述

之中。有的也给以论断和评价。
、

五，记人。除在编纂中以事系人和列举人名表外，还设人物专编。对知名度较高的人士，

已故的写传略，今人写简谱。对人一般直书其名。人物介绍，重在记事。

六、记时t新中国成立前，以朝代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七、字符：夏历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公历世纪、年代、月、日以

及记数与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八，图表；图、照多在卷首，表随文附。

九，学校：简介学校以老(建校历史悠久)，大(规模大，成绩显著，对全县教育事业

有一定的影响)、特(办学有显著特色)，新(改革有成效，富有时代性)为取舍标准，其

它学校则因事及校和列表简介。

十、语富s语体文，记述体。文言引文，悉照原文。各种事物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

十一，本志言必据史，除重要引文外，多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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