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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宜春市政府关于编纂《宜春市志≥，要求各部门编写部仃

专志的决定，我局组织人员编写了《宜春市教育志》。

编写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谭

今略古，古为今用，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在上级党政的领导和市志办的指导下，克服了时间跨度大，横截面

广，资料不足等困难，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编印了我市第一部《市

教育志》，这是我市教育史上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宜春教育，源远流长，人才辈出。卢肇、易重的状元及第，袁继

咸、张自熙的死节可风。宜春古代教育为封建统治者培育了一代代

英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市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全日制教育由幼儿教育到大

学教育，成人业余教育从扫盲识字教育发展到函大、电大、业大，

以及高等自学考试，均以形成完整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匀以
后，我市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等方面，进

行了系列改革，取得了新的成果，逐步形成我市教育的传统特色，

如职业技术教育、农民教育，电化教育、家庭教育等。新中国成立

三十八年来，我市教育工作虽然经历了曲折道路，但总的趋势是浩

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的。

《市教育志》的编成，将为今后教育工作者起着存史资治的作

用。教育志比较完整的记载了近百年来的史实，记述了我市教育的厉

史渊源，发展过程及其现状，是非功过，很少评说，让教育工作者

分析，研究、鉴别，弄清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增强自觉

性，减少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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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教育有着历史的光辉篇章，但就现状看，与全省，全地区

各县市比较，还有一定差距，与“四化竹的需要比，显得还不适

应。因此，全市教育工作者，应该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按照邓小

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

继续加快和深化教育改革，闯出一条有宜春特色的教育发展新路子，

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让我们共同努力，开拓前进．

尹绍堂

朱福坤

1 9口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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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尹现任局党委书记

朱现任局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

点，新资料、新方法，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上限一般定在公元1940年。为了显示宜春教育的历史渊．

源，有的上溯到建县时。下限断在1987年。

三，按照“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编纂方法，除“概

述”，“大事记”外，分为“古代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一

育”，“中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

“大学教育”， “成人教育”， “特殊教育”、“教学研究”、“教

师”， “教育管理”共12章48节59目，附录38N。 ，

四，宜春历为州，郡，路，府，行署驻地，本志以市管教育为

主体，凡市内省，地办的教育，7以略写形式收入。
。

五、按建国后宜春县，市分合情况，1979年12月以前，统称宜

春县。1980年元月至1985年3月，事从县、市分述。1985年4月以

后，统称宜舂市。

六、为了保留历史面貌，在年号使用上，。凡民国以前的，使甩

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如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民国18年

(公元19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年号。

七，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按下列标准收入人物。省级以上劳 ．

模和特级教师，受省以上表彰奖励的优秀教师，在某一学科有特殊

贡献的教师I市委，市政府委员和市人大、市政协常务委员以上。

按因事记人，记入各章之中。对于人名一律直称其名，不加褒贬诃

语。概不另立人物传记。

八，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2围书馆藏书，历朝旧志

和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编纂时概不注明出处。

九、列有两种附录，一种是列在章节中或后面，说明印证某种



在全志后面，称为总附录，属于没有写入正文的资

体文，加标点符号。但引文附录中的文言，悉照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述

宜春自汉初建制设县以后-历为州，郡、路．府，行署治地．

县附府城，又称袁州。是赣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赣西敦

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昌黎谪任袁州刺史，唐大和八年

(834年)，李德裕贬任袁州长史，二公在袁，广溥教泽，一时文

风顿盛。唐会昌三年(843年)，卢肇成为江西第一个状元，唐会

昌五年(845年)，易重又廷试中魁，三年两状元，一时传为佳

话。郑谷和齐己“一字师”的故事及“鹧鸪”一律，千百年来脍灸

人口。迄明末年，袁继咸，张自熙相继死节，至民国易安华于民族

危亡之际，以身殉国，均被誉为一代英烈。

宜春教育始于汉，盛于唐，继于宋，明。 “唐天宝五年(74S

年)，宜春郡守房瑁始立庙于城南大仰门外五十步”。后世称为府

学。宋淳熙年间，州守张杓与县令柯春卿于袁山门外卢肇故居建县

学。宋庆历四年(1044年)，令城乡设书院，先后建有书院27所。

元代兴办社学，明、清塾馆盛行，同属于启蒙教育。历代封建统治

者，均以儒学箍制人民思想，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袭明制，教学

内容，府，县学和书院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及八股时文。

启蒙教材为“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中国的封闭状态，封建教育制度逐渐崩

溃。清政府先后诏谕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一个进步。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各省每府设

中学堂，每县设小学堂”，开始推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光绪二

十八年(1902年)，在昌黎书院基础上，办起了袁州中学堂，为赣

西最早创办的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宜阳书院开办

9



宜阳官立高等小学堂，为我县最早创办的小学堂。随后风气既开，

学校兴起，或将原书院款产，或用宾兴，乐泮会产，或氏族祠产，

或私人捐资，先后兴办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颁布

“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宗旨。在教学内容上，要

求“中学为体(经史之书)，西学为用(知识艺能之书)”。开始

面向现实，向外国学习科学技术，注重经世致用。

清末，全县有两等小学堂2所，初等小学堂30余所，高等小学

堂13所，中学堂1所。

中华民国成立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颁布”·壬子学

制”，废除读经、讲经和“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

宗旨。代之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

以美育完成其道德”。改革学制课程，奖励私人办学。

民国3年(1914年)，教育部通令l “各省力筹普及小学教

育”。民国4年(1915年)，以大总统令，公布教育宗旨： “爱国，

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民国17年

(1928年)，江西省政府通过： “江西省厉行义务教育条例”，同时

公布“江西省奖励捐资兴学规程”。从而族学、村学、私学兴起，

小学教育有了发展。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新的教

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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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务期民族独

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民国23年(1934

年)，建立保甲推行义务教育，设立保学和保联中心小学，并将私

立小学改为保学。民国27年(1938年)，县绅杨翘新捐资创办私立

袁山中学，为我县私人办中学之始。以后。先后办起了私立中正中学

(后改为青年中学)，私立介福中学。从外地迁来了私立志成中

学，私立匡庐中学。是年，教育部通令： “各校一律以忠孝仁爱信

义和平为共同国训，以礼义廉耻为共同校训”。民国29年(1940

年)。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实行新县制，推行国民教

育制度。规定国民义务教育与民众补习教育统一进行。原有区中心

小学和保联中心小学，改为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保学改为保国

10



民学校。并规定乡(镇)长兼中心学校校长，保长兼保学校长。实：

行“政教合一”。民国31年(1942年)，创办县立中学。由于抗日

战争影响，教育发展迟缓。 ，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群众积极要求办教育的推动下，县政府清一

理各乡学产，从寺，观、庙宇及众会田产提成为教育经费，鼓励外·

地同乡会办学，对中心小学教师工资实行七成补助，教育有了一定

发展。 ·

．

民国37年(1948年)，全县小学426所，其中l乡镇中心国民

学校37所，保国民学校$87所，幼稚园2所。学生总数19633人。中．

学4所，学生共1831人。 、

民国时期的教育，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派，先学日

本，后学欧美，在教育方针、政策，制度及学制、课程等方面，进

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实施现代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政厨

不稳，战争连绵，制度兴废不一，事业盛衰无常，有关改革的一些

主张，终未能完全实现，教育仍为有产者所专有，广大群众很少受

教育的机会。 ，，

1949年7月17日，宜春县城解放。从此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好

教育，开始了社禽主义的教育奠基工程。解放头3年，主要是接管、

复恢和改造旧教育，收回教育主权。根据“暂维现状，立即开学”

的精神，1949年下半年，按时开学的小学189所，学生10390人，审

学2所，学生1012人。贯彻省《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出的“教育向

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方针，采取措施，方便工农子女入学。

执行“乡学乡办，村学村办”的原则，清理全县校产，鼓励群众办

学。接管私立学校，发展幼儿教育，开展工农扫盲教育，大力推行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掀起城乡群众性识字热潮。在师生中，结合抗

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斗争√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

育，改变师生的观点立场。
’

1953年后，以．‘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

为指导，确立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全面整顿小学，调整网点布局，

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兴办，建立教学研究机构，加强业务指导和学

11



j习，开展师范函授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在师生中开展学习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著作活动，加强党对教育的瓴导，在教师中发展党员九

教师素质有所提高。同时，在老区慈化创办第一所农村中学。巩固

农民教育，冬学全部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继而发展为“政治，

文化，技术”三结夜合校。创办区，乡干部文化学校，职工业余学

校。

各级各类学校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对改进中小学教育，

教学工作，建立正常教学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出现生搬硬

套，脱离国情的偏向。
、

195'／年，毛泽东撼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

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广大教育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大。

1958年始，教育事业发展中出现了过急过快、不顾客观实际的

偏向，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跃进”，特别是中等教育发展过快，民办

教育超过负荷。在“大办百种学校”的盲目发展中。财力、物力、人

力紧缺，形式主义严重。小学搞“四集体”(学习、劳动、吃饭，

住宿)，各级学校停课闹钢铁，打乱了教学秩序，影响了教学质量。

1961年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战线上

的急躁冒进倾向，开始得到纠正。

1963年，各级学校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热潮，开展劳动教育和

道德理想教育．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64年贯彻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

精神，对我县教育结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中小学半耕(工)半读

性质学校迅速发展，适应了生产、生活的需要。

1965年，完小以上学校配备了党员校长，中小学普遍建立党支

部，在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小学办学形式多样，入学率大大提

高·7l所农中和2673所三结合夜校，解决了生产与学习的予盾。教

育事业正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期

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遭受了严重破坏和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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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掀起“打、砸，抢”歪风，学生四出串联，

学校被迫停课。
。。 ‘。

。

1968年，工人农民进驻学校，领导“斗i批，改”，中小学教

师被批斗的占80％，以后又下放农村劳动，工人，农民上讲台。

1969年，大批。智育第一”，实行“厂校挂钩”，用“革命”

和生产来代替教学工作。推行”三不出”办学，社社办高中，‘队

队办初中，降低了教育教学质量。
‘

1971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抛出反动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

17年的教育事业，绐广大教师套上精神枷锁，教师被视为“臭老

九”，当作“群众专政”的对象。

1972年，废除统考和升留级制度，利用“白卷英雄”和“马振

扶公社中学事件”大做文章，学校混乱不堪，教学几乎被取消。
’

。“文革”十年是教育事业灾难的十年，是遭受浩劫的十年，推

迟了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习成长。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拔乱反正，逐步

恢复了教育秩序，教育工作重新走人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我县教

育得到了全面发展和提高。开创了人民教育的新局面。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平反教师冤假错

案，提高教师政治地位，改善教师工资待遇I整顿学校领导班子，

选拔一批优秀教师担任领导职务，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等等。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从管理体制，教育结

构，教育手段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取得了可喜成绩。

1984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在三个“面向”的指导下，坚持“四有”(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目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教育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学校旧貌变

新颜。从1977年恢复升学统考，到1987年间，我市共输送大、中院校

学生达6732人。1983年全市小学教育，经省验收发给普及教育合格

证书0 1984年实现了基本无文盲县，市。中学教育结构改革．1987年



一 职业中学在校学生占全市高中学生的37．6％，全地区职业教育检查

评比中，连续3年(85—87)名列全地区第一。

1987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不含成人教育)766所，比1948

年的430所，增加1．73倍。学生总数161984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20．35％，比1948年的学生21464人，增加7．5倍。教师7014人，比

1948年的808人，增加8．68倍。成人文化素质发生巨大变化，为实

现九年制义务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建国38年的我市教育事业，尽管道路曲折，却始终沿着社会主

义轨道前进。教育从根本上把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转变

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教育的领导地

位，坚持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

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根本目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教育同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同改革的前进步伐，还有不少差距和予盾，需要在今

后的工作中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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