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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历经五年时间；通过调查走访、

搜集资料、撰写编纂、审查定稿等阶段，现已成书，这是龙江教育

战线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党的十三大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发展战略，因此，

改革教育，振兴教育jrl4成为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

一项重任。要改革教育和振兴教育，就必须研究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从中总结和吸取经验。《龙江县教育志》就是基于这种指导思

想撰写成书的，它对加速龙江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促进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龙江县教育志》真实地记述了龙江县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主要史实，摄下部分历史镜头，如实地反映了清末、民国和日伪时

期龙江县教育简要的概况，较翔实地记载了新中国诞生后，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龙江县教育

事业的发展。金县普及了初等教育，形成了由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和成人教育的教育体系，教学设备

比较齐全、教育手段比较先进，教育质量逐年提高，为我县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新型劳动者，也为上级院校输送了大量合格

新生，龙江教育做出了奉献。



深化教育改革，振兴龙江教育的重要任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作为龙江县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应该认识到任重而道远，应有强

烈的紧迫感和责无旁贷的责任感，加快改革步伐，为培养造就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和“四化”建设人才，竭

尽金力，勇敢探索，锐意进取，开拓前进，以优异的成就续写龙江

教育史上更加光辉的新篇章。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永平所鞭，加上资料掌握不全，致使本书成

为甜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综合体的宿愿未能全部实现，失

误和疏陋之处在嘶难免，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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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龙江县教育，在清朝中期初兴， 中华民国及日伪时期略具规

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到蓬勃发展。

龙江县于民国二年(1 91 3)在龙江府地齐齐哈尔正式建县。建

县之前，归清廷龙江府节制。

龙江县地处边睡，开化较晚，随着满清政府开发边疆，官民与

日俱增，官绅为了子弟前程，于乾隆九年(t 744)在龙江地区的齐

齐哈尔创建了第一所学校，即为清八旗宗室子弟举办的满官学，以

官吏为师，沿袭明制，科举取仕。

嘉庆元年(1 796)，黑龙江将军永琨挑选八旗子弟习汉书(俗

称汉官学)。光绪九年(1893)扩充汉官学，设经义、文艺、说

约、启蒙等四科，并备《十三经》、《二十四史》、《四书文一》、

《资治通鉴》等资料书籍存于学舍(图书馆)，以备选读。

辛丑年(190i)至宣统末年，满清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有系统的

教育时期。i1 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

门。以后，l 857年英法联军侵入，八国联军、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

至，外国资本主义渗入。满清政府鉴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屡

遭挫败，加上举国上下的新进知识分子、爱国志士掀起变法维新运

动、，使清廷觉醒过来，认识到“非兴学不足以图强”的道理。所

以，光绪三十一年(1 905)朝廷下诏，废止科举，兴办学堂。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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