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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华容地处长江与洞庭湖交汇的尾闻，地理环境优越，早在五千
。

多年前，其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璀灿的史前文化。一5

悠悠文明史，为华容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宋

+时，华容开始创建县学和书院。明朝是华容古代教育的鼎盛时

期，天顺年间，黎淳高中状元，此后华容人才辈出。明清时期，
’． 华容共考取进士53名，解元11名。近代的罗喜闻、高风、何长

工、刘大年等更是各领风骚，名重九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华容教育获得勃勃生机，办学成果走出华容，走向全省全

?，国，甚至走向世界。这些组成了华容教育绚丽多彩、蔚为壮观的

历史画卷。 。 ，
．

为了发掘华容教育史上丰富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中的优良传统，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让

全县教育工作者更多地了解华容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从华容教育

的盛衰得失的历程中总结教育发展的规律，搞好当前和今后的教

， +育改革，达到服务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多出人才，出好人

才的目的，我们编纂了这本《华容县教育志》’；
。 《华容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的，先后经历

‘

了九个年头，其间修志人员查阅了省内外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华 。

容教育的档案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教育界的耆宿，还发动全县各 。．一

’ 乡镇各学校编写了乡镇教育筒志和学校校史，使本志获得了较为

’翔实的第一手史料。因此，本志的胜利完成，不仅凝聚了几届修 ，

志人员的辛勤劳动，也是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集体智慧和共同努
一

力的结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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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教育志》的撰写，遵循了尊重历史，详今略古的原
·

则，反映了教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并且突出了地方特色，

是一部全面记述华容教育的沿革、行政、教育、教学、后勤等各 ．’

项内容的资料性著述。《华容县教育志》付梓问世，是华容教育

史上的一大盛事，希望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以此为乡土教材，，
’

· 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知我华容，爱我华容护的教育，也希望全县

教育工作者以史为鉴，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努力为华容教育史 ．．

谱写出更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

．1 《华容县教育志莎的编纂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襄助， ．

。得到了县志办尽心指导，特别是得到了刘传贵，黄光泽、曾鲁

迪、蔡冬生等领导同志的鼎力支持，中国近代史专家刘大年，已

故的革命老前辈何长工等曾对《华容县教育志》给予极大的关怀 ·

”

和指导，谨此铭记并致真诚谢意。
。

．

丰宏斌 ；。

1 9 9 O年1 1月2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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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凡 ．例
。

．

，一，本志上限未加限制，下限截至1989年底止。依据“详今

略古彦的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jD年的教育史实。
’

·o‘=、本志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共分+七章。概述以时为序，

总揽全志。，大事记为编年体。其它十七章按照事以类从、横分纵

写的方法编写，。 ，t 一。+一’，’一。，‘’‘ ·．

j三、本志坚持生人不立传和以事系人的原则记载人物事迹。
’

除人物传收录对华容教育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物外，另以
：

表和录的方式分别对先进人物、学有成就者。教育行政人员分类

载录。 ．， ÷‘’’’ ．

‘ !： ’。一‘

四、．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竞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只用公元纪年。t ，

。

，

4五、’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引文和附录原件用原文格式和文

体，教育文摘收录5篇短文为文言支，只加了标点，未作注释。 ．

。
六、‘本志最后另设立附录一章，‘对不便收入其它各章的重大

’教育事件均列入附录。7 ·一 _’ ·’

j，．
·

．

、

七、为突出地方特色，‘另将民国时期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创办革命学校的内容单列一章。1+ ’，

’’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档案馆(室)9“各类志书及口碑材 ，，吖’

科，。均经考证。。一般未注明出处。1 ’ “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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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教育文化历史悠久，．官办教育的最早记载始于南宋。

南宋嘉定年间√华容兴办县学，此后，历代均有所兴革，特别是明

清时期几经扩建，县学，(学官)规制为“一郡之最"。清雍正四

年，因华容教育发达，朝廷特准华容县学招生学额与府学相等。

．，与县学并存的，还有各类书院。南宋乾道年间，华容知县胡

绾在宝慈观右侧创精舍，招徒授业。这是华容创建书院最早的记

，载。明代则有龙蜂书院，四可书屋，洞庭书院、柳塘书院，两湖

书院等。清乾隆年问，知县狄兰标在县署左侧创建沱江书院，至

光绪二十八年改为明达学堂截止，沱江书院讲学授业达140余

年。 ，+

‘

．‘
，、。

，． 华容的古代教育有如细颈花瓶，下层私垫学馆林立，而能进

县学，书院深造的学子则寥寥无几。在科举入仕的刺激下，一些

。矢志于科场逐鹿的士大夫，不惜倾家从学，终于挤过科场独木桥

而登上龙虎榜。明代，华容出举人162名(其中解元4名)、进士

．34名，黎淳独占鳌头J成为御点状元，清代，出举人212名(其．

中解元7名)、进士19名(其中两人夺经魁、·人获廷试第一、

r人获武传胪)。然而，在华容的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一些人一

入科举圈套便难以自拔，纵使七上公车，八试春闱，“衣带渐宽终

不悔”，到头来，皓首穷经，一事无成，造成华容教育史上人才窒，

息的历史悲剧。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式微，华容教育也渐次失去

往日的光辉，晚清道光年之后的20多年间，．华容仅考中1名进士

和一名举人。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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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县沱

．江书院依《钦定学堂章程》改为明达学堂，是为华容公立小学教

，育的开始。民国初年，华容只有4所小学。民国17年(1928)，有高小．

f． 2所，初小60余所，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15．5％。民国31年，全县

．． 各类小学增至246所，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26％，而同一时期全

省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53-,47％。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小’学又’

减至114所，在校学生只有4635人。++ ≯‘，～．．r。i“j：．。”

’：华容独立创办正规中学，迟至本世纪40年代，并且是从私办’

开始的。民国30年(1941)年，周仁等在南山罗家嘴创立湖南私

立南山中学。民国35年，张耀寰受命在黄湖山创办县立初级中
· ，学。此后，在新河和插旗等地也曾一度办过私立补习中学。o：‘‘

． 民国时期华容师范教育略可称道。民国元年，即在县立高等

-小学校附设师范养成所。此后，办过甲种，乙种师范讲习所，简
， 易乡村师范等，尽管时办时停，成效不大，但毕竟凤毛麟角，未

可轻视o ，

“

．

’

。。．
．

1”‘? ，：

1。 ，

：

民国时期，与上述教育境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块天地。

由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在国共合作

时期，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内，闪耀着朝日般的光芒。 、-，一

“五·四胗运动前后，高凤、何坤(长工)、罗喜闻等13人

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出路。‘这些人学成归来，无论是搞
j·。 马列主义救中国的，还是主张科学救国的，都从抓教育入手，大

‘

都推动了教育向民主科学的发展。1925年，何坤回南山创办新华

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为华容土地革命运动准备了
’

火种和力量。1930年10月，贺龙、段德昌等领导的红军攻克华容
．。 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新生的红色政权高度重视革命教革，制．

订、发布一系列发展教育的方案、’命令，先后办起了30余所列宁

小学和两期师训班。1938年，朱婴受董必武之托，在东山黄鹤岭

，。 开办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东山中学，．吸引华容、南县，益阳及湖
‘

．北等地的200多名青年入学。后遭反动当局破坏而停办，朱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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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领15名学生，高举一鼍东山中学抗日救亡旅行团口旗帜，步行奔赴

延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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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华容的教育事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发展。 叫 ．

-’

首先是各类教育齐飞，教育普及程度大大提高，输出人才数

量空前增长。’j 矗，· ，。

‘。
‘+

，’

幼教，1953年办第一所托儿所，．到1976年全县共有幼儿园

932所。1981年出现全民办托儿所热潮，1989年城镇儿童入园率

达97％，360个农业村都办起学前班，5岁以上儿童入学前班的

达81．3％。 j．．+r、
．-。一。

”

．．

小学教育，1949年下期，全县仅有小学72所，在校学生5140

人。70年代中期，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84年底，小学适龄儿童

入学率达99．1％，初等教育普及率达95％，经岳阳行署考核验

收，定华容为普及初等教育合格县j此后数年，13至15岁青少年

初等教育普及率均在95％以上。 ．．

，
，

中学教育，1949年，华容只有l所县立初中，1所私立初

中。1958年，发展到5所县立中学，25所社办或民办初中，其中

县一中、二中开始办高中班。197-2年和1976年两度出现社社办高

中，队队办初中的急剧膨胀现象。1983年，经过调整，形成县办

高中，社办初中的基本格局：．全县有6所县办中学，76所社办或

社队联办初中。小学和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分别稳定在75％和55％

．左右。1977年至1989年i华容县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及中专输送

合格新生7382人，加上1966年以前招考的1702人和“文化大革命

期间推荐的731人，共为国家输送大学中专新生9815人。
。‘

，

j 师范教育，1951年，．建立县小学师资培训班，1959年正式成

立初级师范，1974年开办岳阳师范华容分校，1 980年改为教师进

6 。．

‘

’

．



，一，享有与中等师范同等的地位和待遇。1974年至1989年，共培’

训达中师毕业水平的教师671人，中师函授毕业1063人，共为金

县培养达中师毕业水平的合格教师1734人，．占全县小学教师的一

半以上。 ，．?
、_‘

．

．、，

i．
，，

一．职业教育，．1985年始建华容县第一职业高中，县工委、农

委，注滋口镇、北景港镇，鲇鱼须镇也相继办起职业高中。1987

年，南山、梅田、新建等乡镇开始办初级职业中学，形成县一职

高带全县，三镇(注市、景港，鲇市)带各乡镇，三委(工，

农、商)带各部门的办学格局。1989年，全县职高招生比例占高r

中招生比例的2'4．3％。 ～ ‘+ ‘

V

：．成人教育，自1950年开展识字扫盲，到1980年，经30年努

力，全县青少年无盲率已达95％，经省、地验收认定华容为青少．．

年无盲县。1965年，胜峰公社创建农校，其办学成绩多次在《湖

南日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等报刊刊载。．1986年，
、

获湖南省颁发的建功立业奖和民政部授予的全国扶贫扶优先进集

体奖。1981年刨办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华容分校，至1989年共毕业

3届，计289人。1982年开办华容电视大学教学班，至1989年，

共招4届7个班，。毕业学员124人。自1984年实行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以来，至1989年，共组织考试1】次，获大专以上毕业文凭的 ’，

有185人。t987年，乡镇农业学校办班面为100％，获岳阳市政府
一

特等奖。
。、

； 一1 t。叫- ：√’ ’、‘?
一

第二是教学研究蔚然成风，教学改革生机盎然。， ：。

．’本世纪70年代初，就形成了县教研室、县办中学，乡镇教育

组和中心小学上下对口、相互勾通的四级教研网络。由县教育学

会和教研室联合主办的《华容教育》．．(原名《教育通讯》)，交

流学术研究经验，总结教研成果。自1983年创刊以来，刊载教研

论文500余篇，其中一些论文曾被省级以上刊物采用发表，有的
。

还在省分科学术年会上获得奖励。全县师生学术研究成绩斐



然，先后有7名教师撰写的教学专著分别由国家出版机构出版发

行。·。华容一中教育改革独树一帜，以其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

， 动，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获得可喜成果。学生黎明制作

的搿三用反扣”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发明二等奖，毛健文参加湖南省

首届中学生化学竞赛，获全省第1：名，李泉、李昕参加省第二届

“新苗杯"物理竞赛获特等奖，姜军参加1989年全国奥林匹克物
。

理竞赛获省一等奖，学生自制的“水稻单倍体育种扩和。白蚁生

活史黟。标本获得国家金质奖和银质奖。城关一小用心理学指导教

学，使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近四年来，小学毕业生合格率均

’达99％以上。《湖南教育》和《人民教育》均以‘‘让心理学走进

课堂∥为题作了报道。一小的第二课堂也取得丰硕成果，五年级

学生吴娈和徐庚创作的国画《生机勃勃》和《小世界》先后参加

土耳其、．希腊、伊朗等国举办的国际儿童画展。 ，

? 、华容在教学研究与改革方面的经验引起省内外教育界+的重

视，·省青少年科技活动经验交流会、九江、咸宁、岳阳三地市教

研协作会、省生物教研会、省农村中学语文教改研讨会、全国农

村小学科技活动座谈会、全国教书育人研讨会都以华容为现场。’

这些会议传播华容经验，也鞭策华容教学、教改向新的目标前进。

80年代以来；先后有湖南省电视台来华容一中和城关一小拍摄《校

；； 园盛开科技花》、《科技幼苗满校园》、《小小发明家》等电视

片0中国科协拍摄的《华容一中青少年科技活动散记》录像片，

后与天津南开中学科技活动录像片合辑成《青少年科技活动在中

国》录像带，送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

，，第三是勤工俭学、学校建设，仪电装配等方面成绩显

著。．：．鼻-．o ：。．．
·’ ’r - ·

．：

70年代以前的勤工俭学活动，主要以师生参加劳动、进行德

育和服务教学为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服务教学的前提下，引
’

进经营机制，增加办学经费。自1987年起全县每年勤工俭学纯收

入突破百万元，．并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拳头产品打入全国市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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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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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工厂。1987年至1989年，国家拨款、群众集资、勤工俭学三

‘条渠道“汇流成河"，三年内教育经费投资总额达6260万元。全
‘

县有80％的乡办中学和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都建起了二层到四层

’的教学楼。教学仪器和电教设备装配总额达221万元。 ⋯· ．

‘、一诚然，建国40年来，华容教育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走过不’

．少弯路，付出了较为巨大的代价。 √‘·一． 一一 * ，、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将193名中小学教师错划为右派。

1958年“大跃进"i广大师生走出校园，．“大炼钢铁"、“支援

三秋"，有的学校还办起盔千亩农场"，师生疲于劳作，课业荒

废，·荐加上拔苗助长的“双高课"r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矗文 ，

化大革命咎，教育界更成为重灾区，全县教职工，被打成“黑
“

鬼"、“阶级异己分子"而遭清洗的达344人，一中和二中上万

’． 册珍贵图书被付之一炬，大反“师道尊严"，·大破“三中心(课

? 堂、教师、课本)论"，把正常的教学秩序搅得。片混乱。升留，

级制度和考试制度被废除，学与不学，学得好与差同样升学。不
j

少学校热衷于在“开门办学舻上标新立异，把学习文化知识当作 t．

可有可无的事⋯⋯。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确实推动了教育 。

‘

质量的回升，但不少学生把高考视为寻找出路的跳板，不少学生

屡落屡试，重复教育的结果反过来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造成

了教育方面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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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华容教育史，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教科书。特别是近40
1。‘

年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值得当今以至后来的从事教育

工作和领导教育工作的人们认真研读，领悟，在研究华容县情的 ．

’’

基础上，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国家教育规划i一步步完成历

史所赋予的重任。40年的实践，尤其是近10年的实践，发人深

，

‘

省，促人反恩，令人回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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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育为本地经济建设服务，应为教育“转轨夥的基本
一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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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使教育的主攻方向从热热闹闹的开

门办学转回扎扎实实的课堂教学，于是，华容教育获“大面积丰

收护。但其副作用是千军万马只挤高考这一座“独木桥"。大部

分高考落第的高中毕业生，既不安心务农，·又无服务社会、独立

生活的一技之长。县委提出的“教育重心必须转移到为本地培养

经济建设人才服务，要把办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富县、强县之本舻r

的指导思想，是实是求是的，是对华容发展战略的客观把握。

1985年创办第一职业高中，接着各类职业教育有所发展，职校毕

业生从业能力高于普通高中毕业生，成为各条战线最活跃的生力

．军。省委书记熊清泉考察胜峰乡农科教结合示范中心，认此为科

教兴农的样板，振兴农业的支柱。但须看到这仅是一个好的开

端，真正要使华容教育在这新的轨道上高速、顺利前进，非几代

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足以成其历史伟功。 ·

。

， 。，

第二，教育的超前发展，要靠群众支持，也有赖于各级领导

科学地统筹安排。华容素有群众兴教、办学的传统。1906年，何

启源办私立南山小学，1942年，周仁办私立南山中学，皆予华容教

育以极大的利益。新中国建立后，华容人民把政治上经济上翻身

的喜悦之情转化为文化上求翻身的积极性，拆庙宇、献祠堂、投

工料，掀起第一次群众办学的热潮。改革开放后，华容人民从利

用自然资源、释放生产力潜能中感到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极端

7重要，再次掀起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集资办学的热潮。自1982年

至1989年，全县集资办学经费共达2238万元，相当同一时期国家

‘下拨经费5986万元的37．4％。县委把兴教作为兴县之本，，年年组

织人大、政府、政协、人武部等几大家领导议教、扶教，并身体

力行深入农村、工厂劝学，督学。这些与群众办学热潮合成强有

力的“谐震"，出现了教育超前发展的好势头。然而，对于群众

这股空前高涨的办学热情，要采取适可而止的政策，要考虑群众

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合理安排生产，积累、消费比例，不能顾此

失彼，重蹈过去竭泽而渔“大跃进z，导致“大倒退"的覆辙。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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