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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10年)，全县有小学堂32所(内有教会小学堂2所)，属今浦北县境的有7所；海门书院改

设的廉州府中学堂，揭开了县内中学教育的序幕。

民国时期，合浦全县的教育规模，比清朝有了较大的发展。

民国元年(1912年)，全县学堂改称学校。11年，县内推行“壬戌学制”，学校教育分初

等、中等、高等三级。初等教育实行“四·二”分段制(初小4年，高小2年)，中等教育实行

“三·三”制(初中3年，高中3年)。15年，合浦县政府提拨寺庙公款扩充中、小学教育经费

的举措，对推动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是年，合浦县立第一中学设于北海；次年，

合浦县立第二中学设于福旺，开启了今浦北县境中学教育的先河。29年，全县实施国民教育，

要求每个乡镇设中心校l所、每保设国民学校I所。32年，全县共有中心校、国民学校415

所。属今浦北县境的25l所。37年，除了广东省立廉州中学外，县立中学发展到7所，属今浦

北县境的有县立二中(福旺)、县立四中(小江)和七中(寨圩简师改办)；私立中学发展到12所，

属今浦北县境的有正成中学(小江)、文德中学(平睦)、屯英中学(旧州)。浦北境内的6所中学共

有初中33班1075人，高中9班281人，教职工112人。延至解放前夕。这批中小学校的创办，

给当时文化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合浦县北部(今浦北)带来了勃勃生机，造就了一批批有文化的青

年，为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11年(1922年)秋，合浦县私立归德师范讲习所创建于今县境寨圩镇，合浦县专门设校

的师范教育由此开始。20年。在归德师范讲习所旧址创办寨福平师范讲习所，21年该所改为合

浦县立第四类乡村师范学校，24年改称合浦县简易师范学校(民国33年改办为七中)。该校为今

北海市和合浦、浦北、兴业等县培养了一批批合格的乡村教师，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活

力。21年，今浦北县籍国民党高级将领香翰屏，慷慨解囊，倡办了合浦县立第一农业科学职业

学校(校址在今浦北境张黄镇)， “繁荣乡土，拯救贫乏”是县立农校的办学宗旨。该校办学20

年(1952年初奉令迁并钦州农业学校)，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农技专业人才，为地方农业科学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年秋，中共党员张进煊(后任中共合浦县工委书

记)、．何世权(现名李英敏，后任中共合浦县工委委员)等在合浦县教育界开展活动，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传播进步思想。27年秋，在中共合浦县特支书记张进煊的领导下，一批中共

党员被安插进部分中小学任教，以合法职务从事抗日宣传活动；9月，朱澜清等人被派到白石

水、陈业昌被派到合浦简师担任教员，边工作边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0月，受中共广东省

委派遣，中山大学三年级学生张世聪(后任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队长兼政委)毅然辍

学，回到家乡白石水。先后担任白石水、东馆、金街等小学校长，以学校为阵地，为开辟白石水

这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业绩。民国2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据了

北海涠洲岛，北海、廉州成了抗日前沿。为维持课业，廉州中学、合浦一中、海门中学先后迁来

小江镇(今浦北县城)一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小江镇及附近各中学(含迁来的中学)、

合浦简师、合浦农校。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组织抗日宣传队，分赴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办

民众夜校，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小江镇一带的抗日宣传队，经过两年多的细致工作，发展了农村

党员50余人。29年夏，先后组建了垌心、麓表湖、北河坡等中共农村支部，壮大了党组织的力

量。是年秋，支持、参与了声势浩大的声讨与拦截奸商运米资敌的小江“米案斗争”后，廉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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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浦一中、海门中学相继迁回原址。

浦北置县于1952年5月。1958年12月底，浦北县并人合浦县。1965年7月，复置浦北县

至今，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能根据党和国家在不hd时期施行的教育路

线、方针、政策，结合浦北的实际，制订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部署和领导县内教育界开展各项

工作，尽管在前进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与过错，但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仍然

是主流。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浦北教育呈现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的喜人景象，不仅在钦州市(地区)范围令人刮目相看，而且在广西也小有名气。

一、教育全面恢复和发展阶段

1952年8月，县政府文教科接管了中小学，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向工农开门，为

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调整中等教育。是年．全县小学发展到310

所，在校学生1094班579“人，教职工1363人；中学调整为4所，在校学生2l班876人。教

职工75人；初级师范学校l所，在校学生6班279人．教职工23人。

1953—1958年，根据中央“整顿巩固，提高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县

委、县政府下发文件，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校数、班数，充实班额，同时在中小学中推行苏联的

教学经验；组建教育工会、扫盲协会，设立职工学校。培训扫盲教师，召开扫盲大会和扫盲积极

分子大会，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余教育的蓬勃发展。1955年7月，浦北县划归广东省合浦专区

管辖，县委选派4名党员干部到中学担任行政领导工作。1956年秋，龙门、北通、平睦3所中

心校率先附设初中，浦北一中、。二中恢复招收高中学生。开始按完全中学格局办学；县内开始兴

办民办小学。1957年9月， “浦北县小江幼儿园”成立，县内幼儿教育正式开始。1958年，全

县教育大发展，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出现，尤以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的农民识字业余教育发展最为

迅速。

1959一1965年上半年，浦北并人合浦县，属广东省湛江专区管辖。期间，1960年起，贯彻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再次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调整，精简、压缩学校数和教

职工人数、煞住了教育发展的“冒进风”。19“年，县委贯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

育制度(全日制的学校教育与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全县创办起半农半读农业中学17所，

今浦北县境l l所，公民办耕读小学也相继涌现。1965年7月，国务院批准浦北恢复建县，划归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地区辖。1965年秋，浦北县有全日制幼儿园10所、幼儿15班319人．’小

学318所、学生1946班70008入，初中7所，高完中2所，初中50班2328人，高中9班377

人；半农半读农业中学12所，40班1562人，劳动大学l所，学生3班138人；工农业余扫盲

班307班4378人。全县教职工3244人(其中公办教职工1418人)。1952一1966年，全县高中毕

业生考上大专院校的总共192人。

解放后至1966年春季学期，小学学制六年，初中、高中学制均为三年，中小学统一使用全

国统一编印的教材。农业中学先是使用统编全日制中学教材，后使用统编农业中学教材和自编乡

土教材。

二、教育教学秩序混乱阶段

1966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爆发，县内各中学、农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部分

师生外出串联回校后，名堂各异的“战斗队”相继出现，校园一片混乱，学校行政领导大多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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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迫“靠边站”。1968年，某些“造反派’!骨干肆意蓁；蓁至

夔喜萼蓁蓁；摹童薹薹薹至茎薹墓茎薹至竺耋： ‘主季薹。翼羹霎。至主茎薹3萋薹薹。虿蓁

窆霪蓬蓄j圣薹i霎垂i蓁錾萎；；垂圣霎茎；萋薹羹塞8囊霾霎。；萋雾篓囊萋2哺塌缓狠坦

攫4；嘉蛙型冀耋丽蠢薹篓薹薹鞲嗡]；鞫曼冀藿塞拜羹蓁。蕴些嘉萋雾‘，霓萋i寨掣堑到驯蚧差

羹墓县

教研室解体，停止教研活动。1969年9月，县革

命委员会文教卫领导小组组建调查组，负责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和调查研究工作。1973年春，

重建县教研室。业务范围由小学、初中教学研究扩展到高中教学研究。1996年。县教研室配备

中学各科教研人员，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下设中学组、小学组、电教组(站)，仪器组(站)、

德体美组、行政组，每组设组长1人 。
， ，

县教研室是县教育局为提高教学质量所设置的承担中小学教学研究和学科教学业务管理

的业务机构。基本职责是：1、配合县教育局及上级教育行政有关部门，深人中小学调查研究、检

查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和各科教学情况。2、根据中小学教学需要，研究教学理论、课程设置、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并搞学科教学评估和思想教育等，重点是研究教材和教法。3、根据本县实

际，提出执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使用教材的意见，为县教育局拟订教育计划提供依据。4、

根据自治区、地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部署，组织编写乡土教材和补充教材。5、组织多层次、多

形式的教学研究活动，指导广大教师执行教学计划，钻研、掌握教学大纲和教材，不断改进教学

方法。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6、 根据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加以研

究和解决。7、总结、推广教学经验，组织教改实验，探索教学规律，推动教学改革。8、指导和帮

助教师开展学科课外活动。9、组织对学科教学的检查和质量评估，研究考试方法改革。

学科教研组

1956年，陆川县教研室成立后便分设小学语文、数学两个学科教研组，各区(乡、镇)以教

育组辅导员为首分别成立小学语文、数学学科教研组，形成了县、乡(镇)、校三级学科教研网。

三级学科教研组统筹兼顾紧密配合，常年开展教研活动，研究教学大纲、教材、集中备课、组织

公开课、交流教学经验。 效果很好。 ．

1986年起，县教研室中学组分设政治、语文、物理、化学、英语、地理、生物等九个学科教研

组，各中学相应成立学科教研组。各教育组选派专业对口的同志组织各初中学科教研活动。

通过组织全县的，或分区域的，或各校学科的教学研究活动，实现掌握教学情况、解决教学疑

难、交流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

1996年。县教研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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