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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六一”前夕
省委书记何竹

康同志视察县
幼儿园。

1987年长
春市市长王家

桐同志视察升
阳乡中心小学。

省委书记
何竹康同志、
市委书记昊亦
侠同志“六一”

前夕与县幼儿
园保教人员、

幼儿合影。



1987年长

春市市长王家
桐同志观看升
阳9中心幼儿
圊玩具室，

1988年

“六一”前夕
省委书记何竹
康同志、市委
书记吴亦侠同

志视察德惠镇
个体幼儿园。

教育部成
人教育处许华

英处长、省教
育厅张叔汉厅

长在县委书记
崔立兴陪同下

观察我县农民
教育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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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学教学楼
之一。

朱城镇兴
隆堡村小学教
学楼。

德惠三中
教学实验大楼。



升阳乡中

心小学校园一
角。

簿惠一中

校园一角。

德惠县职
业中学教学实

验接。



德惠县幼
儿园园址。

德惠县实
验小学校园一
角。

县幼儿园
幼儿做游戏。



三中王玉

堂老师在县四
届教育年会』i

做教学改革表
演，省学会秘
书长王明泽和

市教育学会领
导以及兄弟县
区学会领导光

临指导。

德惠县职
业中学师生在
葡萄园劳动。

德惠三中

化学教师刘占
文指导学生进

行化学实验。



德惠实验
小学“四、一”

中队，1981年
被团中共命名
为“红花集体”二

她们要把这一
光荣传统代代
传下去。这是
中队的传旗仪
式。

德惠镇中
心小学第二课
堂活动一剪纸。

职班操县纫际惠缝实德学在
中生。业学作



夏家店乡

茶条林子农民
技校代表国家

出席联合国科
教文在法国召
开的亚太地区
成人教育经验

交流会图片展

览的照片。

教育志编

纂人员合影前
排左起隋景煜
佟景义，马新
风，后排左起

吕永显．周连
惠，王修斌。

教育局领
导成员合影前
排左起刘文章

孙仁昌、佟景
义、马新砒．

后排左起赵德
林、张书林、
张绍卿．卢金
才，孙宝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德感岛中小学棱址骨筛圃
’’

县 ／～’
! c√
j

、

@——笔孓／一
，／＼ ∑ 气

I F 、 ．I J

’、．。旷一’“’一毛霹孵r台 、

丑㈣㈣图锰缭
一写 尹铲壤 ⋯一县界 ◎ 县i文府 圈 乡中嘶爻

-“”⋯一 争 界 0 乡磺府 。 村“、
。

j 一镁路 @ 完全中学 · 小学8棱

’≮鬣睁 ； f ／一＼公瞪 文 普通中孚

U夕／ ／ ／ i —≈河强 址 诹=I}中学

I．——⋯⋯．．——．—．——．．——。 ～——————



序

德惠县副县长 孙世娟

德惠县建治七十八年来，经历五个不同历史时期，尚无人撰写教

育志。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德惠县教育志》成书问世，

必然受关注教育事业人士的青睐，令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鼓舞。志书编

纂组责我作序，实感欣慰。 ．

《德惠县教育志》，总览全书，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

导，以事实为依据，记叙德惠县教育事业的兴衰起伏的整个过程。对

解放前三十年的教育，虽无详细评述，但略而不疏。对解放后四十多

年的教育事业，全面记述了发展、破坏、振兴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

特别是对1 979年以来， 教育改革的重大成果记述得尤为充分。 这部

志书，可谓观点正确，体例得当。

《德惠县教育志》在教育局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由于编纂人员

的努力，遵循“一事不疏，一字不苟"的原则，历经二年多的时间，查

阅、整理二百余万字的资料，撰写初稿，经三次评审与修改，方成三十

几万字的志书。此志资料翔实，记述得体，实为德惠县教育战线上一

部科学的资料书。

德惠县建治较晚，但崇尚教育事业的人士颇多。当今，党和国家

已将教育提到发展国民经济战略地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编

纂教育志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继先贤，励后世9诚望本志为加快



我县教育事业发展，加速培养人材，激励教育工作者，勇于开拓，大

胆探索，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起积极推动作用。

此志不妥之处；定所难免，望有识之士指教，也愿随历史的发

展，社会的进步，后人勘正，并继往开来， 续写德惠县教育史的新篇

章。
、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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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惠县教育事业，自1910年建县至1988年，

发展演变的历史，概述如下：

一，清末时期教育(1910年——1911年)

清王朝为了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废科举，

的儒家封建教育。德惠县开发较晚，财力不足，

塾外，全县有学堂17所，学生630人。

二、民国时期教育(1912年一1931年)

经历五个历史时期．78年的演变过程·按其

兴学堂，仍实行“忠君”、“尊孔”为宗旨

教育发展缓慢，到1911年(宣统3年)除私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锐意兴学，，，实行道德

教育，实利。武勇教育，美感教育等施教方针。执行“壬子学制’’。初等教育7年，中等教育

4年。在学科设置上，废除《读经》。1922年实行“新学制，，。初等教育6年，中等教育6

年：1929年(民国18年)国民政府修正后的教育宗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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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我县私学和官学在城乡均

有发展。1930年(民国19年)有私塾130所，学生2，859人，塾师130人。1931年(民国20年)

全县有中学l所，3个班，80名学生，教师8人；官办小学63所，3，859名学生，教师119

人。

三、日伪时期教育(1931年9月一1945年8月)

1931年“九．--]k"事变后，El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当时，政局不稳，德惠县各级学

校全部停办，直到1934年小学才全部复课。El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对学生进

行“Et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忠君”、“亲日”等奴化教育。当时，日伪统治者

为了把教育严格地控制在自己手里，1938年实行“新学制，，，将日本语由选修课改为必修的

“国语”之一。同年成立吉林省立德惠国民高等学校(农科)，学制4年。取缔矛厶塾，将小

学校改变成四种类型学校：国民义塾、国民学舍、国民学校、国民优级学校。1941年，全县

有国民义塾47处，学生900人，国民学舍28处，学生2，460人，国民学校59处，学生6，620人，

国民优级学校16处，学生960人，总计10，940人。发展到1945年全县有中学1处，6个班，

学生300人，145处小学，253个班，就学儿童13,853人，入学率占学令儿童总数的45％。

四、解放战争时期教育(1945年9月一1949年9月)
1945年“九．三一胜利到1947年10月德惠第二次解放，德惠处于国共两军“拉锯”阶段。

学校办办浮停，教学秩序很不正常。1945年11月民主联军接收德惠，成立了民主自治政府，

接管了中、小学。1946匀Z 6月国民党军队占据德惠。同年8月15日开始，全县中、小学陆续

开课，改两级小学为中心国民学校，改初级小学为国民小学校。1947年-德惠解放前有中学1

处，3个年级，7个班，学生436人。小学loo处，就学儿童15，llT,k，占学令儿童总数的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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