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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志专业志从一书之三

卸县．教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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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鄞县人民政府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获得者

陈剑平(81届鄞县中学高中毕业生)庆功

第l 9届国际中学生奥林匹

克物理竞赛银奖获得者徐剑波

在奥地利领奖台上

樟水小学四年级学生徐佳频获篝

20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第二名

国际交响乐青年指挥家比赛第一名

姜山中学79届毕业生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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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农村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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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编写人员与教委党委一班凡讨论《鄞县教育志》

王宽诚先生1984年荣归故里，视察他捐资

兴建的宋严王小学，受到师生的热情欢迎



融普教、职教、成教于

体的下应镇宗华巾学

革命老K山区村校横街镇半山小学教‘1#楼



占地91 9甫的鄞县第一职业中学

全县19所职工学校之

鄞县粮食职工学校

浙江省先进学校

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为“亚洲l号”“长征2号”捆绑火箭生产阀门

配气a等而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

校办企业——宁渡科教机械厂

■I，I--1



在县德育基地进行入团宣誓

“六一”少先队大

检阅庆祝建队30周年

钱湖儿童军校升学典礼

I i_暖i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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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示范幼儿园幼儿乐器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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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华长慧

鄞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并在秦代设立郡县。这块东海之滨的

土地素以“文教之邦”著称，教育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开元年间，州治小溪(今鄞江镇)已建立

州学，到北宋王安石任县令时振兴县学，“因庙为学”蔚然成风。自此，官学兴盛，书院代代相承，

学塾遐迩相望。据史料记载，历代县内有书院、学塾100余所，“田家有子皆习书”，教育盛况空

前，遂使宋元明清时期鄞县境内孕育了6名状元，数以千计的进士、举人，吴文英、王应麟、全祖

望等一批鄞县文化名人以其辉煌的成就名垂史册。 ．

至清中叶，鄞邑商埠开放，西学渐入，新学大振，官、民、教会办学校竞相纷立。以致近现代

教育屡发国内之先声，全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和女留学生诞生在这里。同时哺育了翁文灏、童第

周、沙孟海、周尧等大批科技文化英才。

当然，鄞县教育真正辉煌还在新中国。50年代起，以普及为目的的各类教育得到了较快发

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鄞县教育呈现了崭新的面貌。1981年全县普及了初等教育，1986年

被命名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1988年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集体，1992年9月全面实施九

年义务教育，1993年6月和lo月分别通过了省政府和国家教委“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验收。至今全县已有16所县属学校，49所镇乡初中，425所农村小学，在

校学生达到9万余人，教职工队伍发展到5600多人，基本形成了普、职、成互相沟通，农、科、教

统筹结合的教育新格局，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工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全方位立体化发

展。建国40多年来，向高等学校、中专、技校和当地社会输送了大量的合格人才。1992年全国

十大科技成果之一创造者陈剑平、获世界交响乐青年指挥家比赛大奖的俞蜂、中国空军功勋飞

行员殊荣获得者许积忠等青年杰出人才崭露头角。

鄞县的教育源远流长，鄞县的重教兴学文化传统代代相承。面对21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

挑战，要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鄞县的教育任重道远，继往开来，必须努力造就更多

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跨世纪人才，积极主动地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大力提高国民整体素

质，有效地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认真总结教育的历史经验，编纂翔实的鄞县

教育志，对于进一步弘扬优良的教育传统，广泛地动员全体人民兴教办学，激励新一代教育工

作者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这里要十分感谢所有参加编志和支持编写的同志们。据我所知，参加编写的大多是在教育

园地辛勤耕耘三四十年的老教育工作者。他们稽古钩沉，广征博引．孜孜不倦，历尽艰辛，终于

汇成洋洋数十万言，为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教育财富。书中倾注了他们大量的·L-血，深

深地寄托了他们热爱鄞县教育．讴歌鄞县教育，推进鄞县教育的拳拳之情。《鄞县教育志》将同

成就卓著的鄞县教育事业一样功垂千秋。

借此，我真诚祝贺《鄞县教育志》出版问世。 ’

一

． 1993年12月20日



凡 例

一、本志断限，原则上起于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止于1990年，为保持事物的系统性、

完整性，个别章节的时间可上溯或下伸。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

运用资料，考订史实，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秉笔直书，显示古今鄞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全貌。本着

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有益当代，启迪后入的目的，记述教育的源起、发展、变化及其经验教训。

三、本志以志为主，志、传、表、图、录兼用，综合表述，由概述、大事记、正文、专记、总附录

(表)、补页等组成，共80余万字。

四、本志正文按章、节、目、项4级排列，横排门类，逐类纵写，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分章撰

写，共16章57节。旧学、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专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根据古今鄞县

教育各种类型、特点，记述其始末；德育工作、教学工作、体育卫生工作、教学研究、教育科研、教

师、教育经费、勤工俭学、领导与管理、人才培养等章属专题性记述，分别展示一个方面的发展

规律；人物根据生不列传的原则，以本县籍为主，也记载长期活动在鄞县或对鄞县教育作出贡

献的客籍人士，只记事迹，不作评述。

五、概述从宏观角度，综述古今鄞县教育的总趋势及其特色；大事记记载鄞县教育有影响

的大事、要事、首事，只列要点，不作展开，以编年体为主，结合运用记事本末体。专记、总附录

(表)记载不属于上述各章，主要收录对鄞县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组织及文献。补页则记述

1991--1992年鄞县教育概况。

六、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称谓记述，但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写明帝号(民国)iF份，再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省去年字)，此后只写年份，也不加注。解放后和记述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政府、军队、群众团体的活动，均用公元。

七、本志使用记述体、语体文。但引用和附录悉照原文。各种事物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

以后一律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八、本志记述范围，解放前含现宁波市市区，解放后以现时行政区域为准，已划出的一般不

再叙及。

九、本志资料来源多系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藏书楼，鄞县历代旧志，教

委所存文书档案，各中小学校资料及部分口碑资料和实物等，均经反复核实、筛选、鉴别．存真

求实。由于“文革”10年内乱，历史资料残缺不全，使有些史实编写难臻完善。

十、本志所用数据，解放前摘自档案资料，解放后采用市、县年报资料。由于有的资料的统

计时间、口径、方法不一，在应用中除对明显差错的进行更正外，一般保留原始调查数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