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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培养和塑造人的活动．人类的知识．技能，经验，思想．文化的继承和传递，发

展与进步，都要依靠教育来完成．因此，教育是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步事业．
· 我县教育，历史悠久，文风昌盛，索有。东南邹鲁。的美誉．然而文盲仍占百分之八

十，这就是休宁县旧教育的景况。新中国成立后，我县教育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亦几经曲折．并非一帆风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振兴休宁的教育，首先是党和政府的重视，其次是认真研

究我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我县教育实践，揭示教育本身的规律，吸取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县教育改革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编纂《休宁县教育志》的目

的。

， 《休宁县教育志》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如实地反映我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在编写过程中，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在体例方面，采取编年体与记述体相结合的形式．事以类从，横排纵写．既记述事件的始

末．也注意到事情的横断面．并附图表，照片，力求简洁质朴，图文并茂． ；：

。 本专志上限清光绪末年废科举前后．下限至1985年．为了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保持某

一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少数章节的内容．亦有追溯到隋唐，甚至于西汉的． j

由于我县自清道光三年t 1823)后方志中断，年久月深，时过境迁，兼以过去战乱频

仍，特别是。十年浩劫”．教育资料大量散失．虽经多方补遗，校正，错误仍在所难免．虽

然如此，这部志书还是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休宁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并且具有一定的地方特

色与时代精神． ， ，

修史编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但是编写专业志，在我县尚属首次。《休宁县

教育志》作为我县教育上的第一部专业志书，她的推出应该是值得称道和祝贺的．相信她一

定能够为我县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可贵的借鉴史料，也必将为我县今后教育志的编纂工作打

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休宁县教育委员会

1 9 9 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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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休宁县地处皖南，位于新安江上游，皖、浙，赣三省毗邻地带．是个。八山一水半分

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是。屯绿。和。徽杉’之乡．全县1985年总人口为255229

人，其中农业人口228505人。经济生产以农林茶为主．民国以前外出经商者甚众，是徽商的
发源地之一．

我县建署于东汉。至宋朝庆历间始建学予县治东街，是为县学，时称儒学；宋绍兴六年

【1136 1迁于南门之左；元末，宫墙倾圮，明初重建；到了清朝，岁有增补修饰，规模宏

丽．
‘

休宁县的书院亦始建于宋，历经元、明、清，前后共建有14所，在徽州地区占居前位．

这些书院多为私人创办，由官府集资倡建的仅2所。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还古书院，天泉书院

和海阳书院．不少学士名流诸如朱熹，王阳明，甘若水等曾先后来此讲学，影响深远．私垫

更为昌盛，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誉．

自宋以来，休宁县素有东南邹鲁之称，文风昌盛，文人代出，封建教育比较发达．仅清

一代，休宁县就出了12个状元。

清朝末年，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发展为政治

运动，许多维新人士积极主张改革封建教育，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对封建科举教育制度进

行改革。光绪十六年‘1890)，清政府谕令各省将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光绪二

十七年(1901)，又重申前谕．

光绪三十二年t 1906)正月，休宁县设于城区的海阳书院改为官立海阳高等小学堂，倡

休宁县新学之始。嗣后，新学逐渐兴起．宣统年问，新式学堂发展到20所，其中有两所为初

等实业学堂．

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近代学堂，已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进行教育，课程

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和实业教育，有具体的学习年限和培养目标，表明休宁县的教育已由封

建教育发展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教育．但是，新设立的学堂仍带有许多封建色彩．学堂贯

彻的是清政府。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思想指导下，在学堂开设的课程中， 。读经讲经’占有很大比重；每月朔望及孔子圣诞，

全学堂学生都要向万岁牌位及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另外又规定，男女不能同学。封建

教育在学堂仍占有相当比重．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组织的南京临时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对清末的教

育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禁用清末学部颁行的教材，废除读经讲经课程；以。注重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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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之教育宗旨取代清末的以。忠

君。， 。尊孔’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宗旨；缩短教育年限，改学堂为学校，规定小学男女可以

同学，各地可以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除高等师范外，允许私人设立各级各类学校

等．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发展．

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十八年【1929)，是休宁县民国年间近代小学教育发展最快的

时期。这一时期，休宁县的小学校数由原来的20所发展到107所，增长了4．35倍，入学人数

增长了5．6倍，发展速度居全区之首．

民国十七年(1928)开始，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以后又相继通

过了从大学到小学直至私立学校等一系列法规，对各级各类学校所设课程以及教科书严加管

理，并从组织上对各级学校加以控制，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

从民国十八年(1929')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整整十年中，休宁县的小学仅增加了38

所，发展极其缓慢。造成这一结果的另一原因，是休宁县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及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民国二十三年(1934)，休宁县的教育经费较民国十八年(1929)仅增加了1万元

左右，为2．8万余元。在全省居34位．民国二十八年(1939)，由于抗日战争，休宁的教育

经费竟下降为1．3万余元，较五年前减少了一半，比民国十八年(1929)还少0．4万余元，致

使休宁县的一批短期小学先后停办．民国二十八年(I 939 1以后，安徽的战局渐趋稳定，安

徽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陆续得到恢复，休宁县也不例外．民国三十年L I 941、，休宁县的教

育经费即增加到11万余元，学校增加了43所。抗战胜利以后，休宁县的小学较前有所发展。

民国卅六年t 1 947 1以后，由于物价飞涨，教育经费奇绌，许多小学又纷纷关闭，到解放前

夕，休宁县仅剩下145所小学．

近半个世纪来，休宁县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发展的，这个发展与当时的私人捐资兴学是

分不开的．当时捐资兴学的有富商巨贾，开明士绅，教育界人士和其它阶层的进步人士，另

外还有大姓宗族。民国十年t 1921 1，邑商吴志仁捐资1万元在潜阜创办裕德初级小学。同

年，程益仁，戴绳武等捐资数千元在隆阜建高等小学I所。民国十八年‘1929 1，胡玉女士捐

资兴办守志小学，每年经费1千余元，皆由胡玉女士支拨．当时教学颇有成绩的黄村小学，

就是由黄村黄氏宗族合族捐款兴办的．至于其他捐款捐物资助办学者，更是不可胜数。民国

二十六年【1937'l，休宁县有小学138所，其中私立小学有83所，占60％强．私人兴学之风，

由此可见。

近半个世纪来，休宁县的小学教育虽然是发展的，但远不能满足学龄儿童求学的需要，

义务教育的普及，虽三令五申，终是一纸空文．民国十八年【1929 1，休宁县学龄儿童有3

万余人，而在校学生仅4千余人，仅占学龄儿童总数的13％强．解放前夕，休宁县学龄儿童

入学率亦仅占学龄儿童总数的24．6I％．另外，学校布局极不合理，主要集中分布在县城区．

屯溪镇，平原地区及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带，山区教育极其落后．

在这近半个世纪中，休宁县的中等教育，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清末民初(1910—

1918 1崇尚实业教育，先后办起了农业，商业和师范等职业学校．民国十年(I921)以后至

民国二十五年t 1936 1是普通中学教育兴起——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普通教育走向

发展，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始创办普通中学，同时师范学校改为普通中

学，兼设职业科，并逐步取消兼设科目；原来的农，商学校或停办，或改设其它职业科目．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7"．-1945)，由于休宁县地处山区，成了战时避难所，不少外地的学

一2。



校，失学青年，文人学士和社会贤达流落休宁，使中等教育得到暂时的发展．在这期间，不

少外地学校内迁，成立临时中学和私立中学，并办起了县立初级中学和县立简易师范．抗战

胜利以后到解放前夕L 1945",-1949、，我县的中等教育每况愈下，处于艰难维持的阶段．

民国初年，休宁县就着手私塾的改造工作，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制约，直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私垫仍是林立于四乡八村．1951年，休宁县始将私塾改造完毕．在社

会教育方面，早在民国十二年(1923)，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即影响到了我县，不少有志

于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有识之士曾努力推行，积极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终因人少

力单，经费困难，政府推行不力，广大民众生活贫困，无心问学，，而未能持久．时休宁县虽

有民众教育馆之设，但教育范围极其有限，且广大的民众迫于生计，根本无力就学．此外，

休宁县先后曾有阅报处，私立戴东原图书馆之设等，虽然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社会教育的效

果很小．文盲仍遍于城乡．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休宁县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不断前进，面貌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学校成倍增长，布局趋于合理，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诸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i983年底，休宁县普及了小学教育，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教育部

颁布的标准，I984年顺利通过省，地两级抽查验收，成为全省首批普及单位之一。1 985年普

通中学所数是解放前夕普通中学所数的4．17倍，是建国初的2．5倍，技术，职业学校所数是

解放前夕的4倍，建国初的8倍．解放前，休宁县中等学校主要集结在城区，屯溪镇及其附

近地区，现则大多分布在全县各区镇及乡村。解放前，体宁县文盲成堆，解放后，经过五十

年代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的几次努力，I985年I o月，休宁县基本扫除了文盲，达到了无

盲县的标准。从1 949年至I 985年这36年中，教育为休宁县各条战线输送了一大批有知识，有

文化的劳动生力军，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有用之材．但在这36年中，休宁县的教育事业经历过

几个不同的时期，道路是曲折和坎坷的．

， 新中国成立之初，休宁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学校，对原有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工作，

扶植和整顿旧有学校，使之成为新型的，为工农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学校。执行了党的知

识分子政策，对原有教师进行教育改造，举办了一系列的各种形式的学习会，向他们灌输新

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使之分清

是非，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

悟，自觉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服务．通过上述努力，教育事业在短期内即迅速地得到了恢

复．同时，坚决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极大地激发了工农群众求学的热情和办学的积极

性，进而促进了休宁县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195"／年，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的教育方针：

。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教育、体育几方面都得蓟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党的教育方针，为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1949年5月至1951年短短的

8年中，休宁县的小学由解放时的145所发展为322所，增长了l倍多．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上

升很快．1950年即达到56．59％．1957年接近80％．布局渐趋合理，山区教育发展很快。这

一时期，休宁县的中等教育通过整顿和改造，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初步形成了普通教育与

职业教育并进的局面．工农业余教育掀起了高潮，冬学，夜校迅猛发展。但I 957年的反右扩

大化，伤及不少骨干教师，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给休宁县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

失．

1958年到1965年是休宁县的小学教育发展改革，走向普及，中等教育出现短暂反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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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展提高的时期．1958年大跃进期间，休宁县的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盲目跃进，不顾办

学条件和办学规律，在短期内不仅增办了5所初级中学，而且还办起了多所农职业学校和中

等专业，技术学校。这些学校设备简陋，师资缺乏，且在教学工作中片面地强调突出政治，

搞以生产劳动为中心， 。拔白旗。， 。树红旗。，大批。智育第一’， 。分数挂帅。，大办

工厂、农场，大炼钢铁等，严重地挫伤了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影响了教育质量。

1959年以后，这种现象及时得到扭转和纠正，贯彻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学生以学为主，以

读书为主的原则，并对技术、农职业学校进行了调整。1961年，在党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引

下，进一步整顿了中等教育．1963年后又兴办了一些农职业学校，休宁县的中等教育开始走

向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休宁县的初等教育认真贯彻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条腿走路。的方

针，改革办学形式，摸索新的办学方法，积极扩大民办．实行公办和民办相结合的方针，同

时兴办了一批半工半读，半耕半读学校，并狠抓教学工作，扩大和推行学制改革试点，为小

学的普及探索经验和道路．1965年，休宁县的小学校数较1957年增加了200多所，学龄儿童入

学率达88．97％。这一时期，休宁县的教育事业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长足的进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休宁县教育事业蒙受深重灾难的十年。首先在。造反有理”的

口号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小学校全部停课，教师被视为。臭老九”，受到严重冲

击．不久，学校。复课闹革命”，学校以造反派为主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工宣队、贫宣队和军宣

队相继进驻学校，领导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掌握学校的。斗、批、改”，一大批骨干教

师受到迫害打击，有的甚至于被迫害致死．休宁中学、海阳中学等校的许多骨干教师被靠边

站，有的被关进牛棚，有的被监督改造，有的被下放到各农村中小学。学校设备、教学仪器

在。造反”运动中大量被毁．被盗，校园被搞得满目疮痍。1 968年l o月，在“所有公办小学

下放到大队来办8及教师回原籍风潮的影响下，教师流动很大，打乱了原有教师的配套使

用．接着学清华。开门办学。，片面强调。学工学农”，中小学校大办工厂和农场，正常的

教学秩序被打乱，基础教学和文化知识的学习被搁置一边．与此同时，盲目发展中小学，尤

其是中等教育，不顾条件地搞社社办初中，区区办高中，师资紧缺，则层层拔高，同时大量

聘请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致使师资素质严重下降，加之缺乏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许多课

程被随意删砍．1971年7月，张春桥等炮制和抛出了。两个估计。，再次给教师套上了一副

新的精神枷锁．1972年，这些反常现象曾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学校开始抓了一阵教学质

量．但不久即被当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而遭到批判。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大搞阴谋活动，在教育战线上连续抛出“张铁生的白卷英雄”，

。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和。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鼓吹。反潮流”，要学生。头上

长角，身上长刺’，大批。师道尊严。、 。智育第一”和。白专道路”：1975年又掀起。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一时间。读书无用”的思潮泛滥成灾，休宁县的教育再次被

这些狂风卷入歧途．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休宁县着手狠抓了下列工作，

使全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恢复和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学校工作的

重点迅速转移到了教学上来；批判，清算了林彪， 。四人帮”～伙。左。的反动思潮的影

响，澄清了广大师生的思想认识；平反．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教

师的工作积极性；裁撤了一批条件差，师资紧缺的中小学，集中了办学力量；逐年增加教育

经费，改善了办学条件；调整了各中小学的领导班子，增强了各校领导的力量；组建了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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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教代会制度，发挥了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几年来，全县中小学教育质量迅速提高，为

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输送了一大批合格新生，为全县各条战线输送了一大批有文化，有

理想的劳动生力军．与此同时，我县还狠抓了青年职工的文化补习、城乡的扫盲工作以及小

学的普及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成效，先后超前完成了任务．在改革的浪潮中，我县根据本县

山区经济的特点，子1980年对。文化大革命”中所形成的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进行了改革，

先后办起了多所和多个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校和教学班，开全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先

河，并取得了初步成果．1985年我县又先后两次召开了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制订并贯彻教

育体制的改革，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充分调动了各级领导和各地群众的办学积极性，

群众集资兴学蔚然成风，为休宁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路．随着四化建设的深入，休宁

县国民经济的发展，休宁县的教育事业也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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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

l 9 0 6年

是年，休宁县海阳书院改为官立海阳高等小学堂．

1 9 o 7年

是年，绅士罗萼在屯溪创办私立两等小学堂．同年，绅士韩熙在海阳城东后街树德堂内

创办私立原道初等小学堂．

是年

是年

教育之端

是年

l 9 o 8年

休宁县教育会成立，朱梯年任会长，韩熙任副会长．

茶商戴琴泉在隆阜创办农业公司．栽桑养蚕，并创设初等农业学堂，发徽州职业

休宁县成立劝学所，王景尧任总董．

1 9 l 0年

是年，茶商吴俊德在屯溪阳湖捐资千元，创办徽州农业学堂．

是年，黄苏在黄村创办黄氏私立两等小学．、

l 9 1 1年

是年，本县海阳高等小学堂改名为县立完全小学．

1 9 l 3年

4月．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在歙县创办；7月迁屯溪荷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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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4年

2月．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奉命改为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

4月，省立二师附小行始业式。

4月29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视察省立二师，作了题为‘敬希望诸君各自

学问道德以化于乡里》的报告，称赞省立二师为。安徽学府。．同时，‘视察了

两等小学和徽州农业学堂．

5月，省立二师送巴拿马赛教育成绩出品131件．
1 2Jq 29日，省立二师迁本县万安新棠村．

1 9 1 7年

是年，教育部视学杨乃康、主事孙鼎煜视察省立二师，认为。学校办理均

是年，新安公立甲种商业学校创办于屯溪阳湖．

1 9 1 8年

是年，茶商俞燮在屯溪高枧创办安徽省茶务讲习所．

是年，教育部奖给省立二师校长胡晋接七等嘉禾章，奖给教员余宝勋．毕恩桂，黄宗培
八等嘉禾章各一枚．

1 9 1 9年

5，6月， 。五四。运动消息传来，省立二师师生首先响应，召开大会，演讲宣传，游

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 9 2 2年

9月，在陶行知的热情帮助下．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立四女师)在

隆阜成立．

1 9 2 3年

6月，省立二师和省立三中(校址歙县)在海阳小学成立。二三’同学会，提倡新文

化，废除旧文学，并创办《。二三’同学会会刊》．

9月12日，陶行知赠送长城砖给省立四女师．

1 oJq，省立二师和省立三中共派师生代表30余人，至歙县徽州府堂揭露安徽省第6届议

员贿选真相，并游行示威，通电抗议．

1 1月，省立四女师在隆阜开设平民学校，发徽州平民教育之先河．

是年，戴震后裔戴祖荫在隆阜创建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并自任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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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休宁部分学校进步师生组成同学会，领导师生和商人抵制日货，发动各界人士游

行示威．
。 ’

1 9 2 4年

春，金鸣岐(女)在蓝田西村办起平民学校，有学生30人．为平民教育下乡之始．

1 9 2 5年

6月， 。五卅。惨案发生后，省立二师和海阳小学师生罢课，并游行示威．

是年，休宁县教育局成立；同时，依选区将全县划分为lo个学区．

1 9 2 8年

是年，省立二师和省立四女师相继分别易名为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校和安徽省立第四女子

中学校．(以下分别简称省立二中和省立四女中)

l 9 3 1年

2月，全县lo个学区改划为5个学区，区教育委员由各区内完全小学校长兼任。

2月．县民众教育馆成立．

7月，中共休宁临时县委(同年11月10日改为正式县委)在西馆小学建立．书记韩文治

为西馆小学教员．

1 9 3 2年

1 1J1，省立二中爆发。驱左(左敬忱)风潮。，历时45天，驱逐了教务主任左敬忱．

1 9 3 3年

是年，县教育科裁撤，合并于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四科．

是年，筹办简易小学40余所．

1 9 3 4年

11月。休宁县派陈涤庸参加安徽省教育厅组织的教育考察团．历京，沪，平，

浙．鲁．冀，鄂、赣等10余省市．

是年，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附设教育股，兼管休宁县教育行政．

是年，省立二中和省立四女中相继分别易名为省立徽州中学和省立徽州女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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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3 5年

9月下旬．短期小学20所筹办就绪，lo月1日开学上课．

是年．在休城北街创建民众体育场，面积约5亩，计设妇孺运动场1个，田径场1个，
篮球场1个．足球场1个，乓乒球室l间． ．

1 9 3 6年

4月20H至5月2日，县府组织江浙教育考察团，赴杭州．上海，无锡，镇江．南京等
地参观学习．

、

暑假，县府举办塾师{JII练班，受训塾师51人；之后，将私塾悉数改为代用短期小学．
1 1月29日，县府假民教馆举行小学平时成绩展览．

是年，县民教馆制订民众学校设施，视导，征学及征学奖惩等办法．

1 9 3 7年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宁，沪，杭失陷，部分学校迁入休宁境内．1

lo月上旬始．中小学师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努力征集钢铁，支援前线．

10月上旬，县立图书馆和体育场裁并，由县民教馆办理．

1 9 3 8·年一，

2月上，下旬，在城内和上溪口分别创立战时临时初中和白岳战时初中．

9月，微属联立职业学校成立．

是年，私立南京现代中学和芜关中学迁来屯溪．

是年，第三战区救济分会在休宁隆阜创立第一义童教养院，收义童621人．

1 9 3 9年

3月26日，县府召开全县教育会议，贯彻。战时不要忘记平时的教育，平时不要忘记战

时的教育。的精神．

5月7日，休宁县教育会恢复． ；，

7月，第三战区救济分会在县城成立第二义童教养院，收义童252人．

I 9 4 0年

4月1日，安徽省立休宁临时小学开学上课．

10月28H，省立徽州中学惨遭日寇飞机轰炸，图书馆．疗养室直接被命中巨型炸弹9

枚．校舍被毁近半，初二学生余汉臣不幸遇难．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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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全县小学教师推举代表向县长请愿，要求提高教师生活待遇．

是年．私立建国中学迁来屯溪．

休宁县立初级中学创立．

1 9 4 l 7年

l 9 4 2年

8月，划全县学校为6个督导区．

是年，国立江苏临中迁入(初，一临中在屯溪，二临中在柏树)．
1 1月中旬，瑶溪江苏临中濒于绝粮，千余师生至皖南行署请愿．

是年．上海法学院附中迁来屯溪．

1 9 4 3年

8月3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抵屯溪．

是年．创办休宁县简易师范学校．，

’一I 9 4 4年

秋，安徽学院在万安徽州中学内建立皖南分院，开设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和农林茶等6

个专业，为徽州第一所高等学校．

11月12日，休宁县国民教育展览竞赛会开幕． ，

“

6月lO日，省府题赠

黄樾．

4月1日，徽州女子

4月下旬，休宁获国

5月31 11，万安，海

是年，省立徽州中学

元旦．屯溪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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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4 9年

4月28日，休宁县解放．休宁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文教科，接管全县中．初等学校和

民教馆．

6月5日，县文教科召开中等学校及城区附近各小学教职员会议，宣传新民主主义教育

方针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于暑假举办了两期小学教师讲习会．

8月4日，皖南人民行署指示：休宁县初级中学并入省立休宁中学，校名改为皖南区休

宁中学【以下简称休宁中学)． 、

．12月，全县城乡办起冬校89所，开展扫除文盲工作． ’

．
1 9 5 0年 ：． ．

。
：

～：

1月，县文教科举办小学教师讲习会，参加学习的共530人，其中在职教师368人，社会

知识青年162人．

2月，休宁县初级中学正式并入休宁中学．

3月，休宁县简易师范学校复课，县长吴若兵兼校长；秋，该校裁撤，部分学生转入徽

州师范． ，

3月，私立黄氏小学与私立永思小学合并，更名黄芳完全小学，为公立，分黄村．芳干

两处． ．

冬，中，小学开展宣传土改法与抗美援朝．

1 9 5 1年

一3月，全县中．小学师生纷纷集会和游行示威，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滔天罪
行，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活动，人人订立爱国公约，校校开展捐献飞机，

大炮和拥军优属活动，休宁中学高中学生踊跃参军参干．

11月．全县中，小学推行第一套广播操。 ‘

12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通知，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开始享受公费医疗待

遇． j：

年底，在城内原天主教堂，筹建徽州专区休祁黟联立初级师范学校．

1 9 5 2年
， 。

是年，县文教科组织小学教师参加。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秋，部分小学试行五年一贯制． ．：
． ；

9月，休宁县扫盲委员会成立，下设扫盲办公室．

是年，全县中，小学教师实行工资分制．
’

，．

是年，县文教科组织小学教师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分两批进行：一批在暑假，

一批在寒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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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建立休宁县学委会，负责领导小学教师在职学习；各辅导区设立星期学校，具体

组织小学教师学政治．学业务．

1 9 5 3年 。．

2月，休祁黟联立初级师范学校停办．同月，创办安徽省体宁初级师范学校(以下简称

休宁初师)．

3月，徽州专署批准同意休宁县人民政府将城厢小学改为休宁县海阳镇第一小学；将私

立安庆小学并入海阳小学，校名易为休宁县海阳镇第二小学．

6月．全县小学遵照团中央指示，改中国少年儿童队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9月，中，小学开始执行毛泽东主席向青年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

指示．

1 9 5 4年

3月，中共徽州地委宣传部确定五林小学为全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与升学宣

传教育的重点．

是年，中．小学开始加强学生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教育．

是年，小学停止五年一贯制试验，，恢复。四二制’．

是年，中等学校实施劳卫制，小学推行少年广播操． 。

l 9 5 5年

3月，全县小学开始贯彻教育部制订的《小学生守则》；5月，中学开始贯彻教育部制

订的<中学生守则)．

是年。休宁中学生物，历史两教研组和休宁初师教师汪荣昌．江子棋，井然获徽州专署

中等学校教学展览会二等奖．
“

9月，中学部分教师参加省肃反学习，其他中．小学教师参加县肃反学习；运动持续到

l 9 5 6年．

1 9 5 6年

3月6日，休宁中学教师经昌治．小学教师余兴业．项毓芬出席安徽省第二次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上，余兴业被选为出席全国群英会代表．

4月2日至5日，休宁中学教师胡术五，方步青和休宁初师教师汪以民出席在合肥召开

的全省中等教育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6月，休宁初师迁屯溪；8月，改为安徽省屯溪师范学校．

9月，在休宁初师原址创办起安徽省休宁县初级师范学校．

9月，全县中，小学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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