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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古人云t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因以志为鉴。矽 ，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做好编修新地方志工作。 “盛世修惫黟，中
戴十一屈三中全会以后，我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此，我国的修志工作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新局面。

中共涿鹿县委、涿鹿县人民政府，对编史修志工作十分重视，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86年4月，’我委成立了搿涿鹿县教育志舻领导小缉，下设办公室，抽调两名有志手此的教师‘

从事此项工作。在地区教育志办公室和县志办的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协助及知情人的关疰
下，用了三年又八个月的Il寸问，两易其稿，经过办公室审议，编审组审定，县志办审政，最后

由主管修志丁：作的县长终审，于1990年2月正式定稿。 。

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国四十年来，我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培育出

．， 、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为我县精神文明和物喷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舻，使涿鹿
‘这片古老的土地旧貌换新颜，政治局面安定团结，经济建设IEI新月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实践

证明， 寤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正确方

，钟。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条方针。我县的教育事业私经济建设必将‘有飞速面健康的发展。
“

《琢鹿县教育志》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它全勘记叙了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至1985年我县教育事业的实况演变。‘ ．．

这八十余年，教育上的成就或失误、经验或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都要认真对

． ．待，以资借鉴。 、

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力求做到

鼻观点正确，内容丰富，史料翔实黟，达到“资戤存史、教化黟的目的。但由予编者政治理
． 论修养不高，缺乏应有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具体实践经验，实难如愿以偿。难以避免的不完普之

t处，尚希热心予此、精通于此的同志指教斧正。
。

编辑、出版《(涿鹿县教育志势的工作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热情关怀与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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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一，本志上限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类旧学编根据原始记录向上浮教，下l奠断

√：于1985年。 一。

=、按照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的方法，、采用记、传、图、表、录的体裁进行缔纂，共计12．

编22章56节。
。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兰中全会后涿鹿县

教育寨业发展的情况。对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则采取略写、粗写。一般只写事实不作评

价，以便让后人鉴别。
“

．

， 四、本志地名、校名、官职等均采用当时当地习惯称谓。r

五、建国前，使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建国后，使用公元纪

年。 ．
一 ，

．

六，本志内使用的数字凡适用阿拉伯数字得体者，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所用统计的数字系
+· 根据各方面的数字经过核实后确定的。 。

。

，

： 七、根据生不立传和因事记人的原则， 鼻人物传略"收录已故的在涿鹿有贡献的教育]：作
’

者， 。人物选介，，收录健在的县内知名先进人物。凡入志人物均以出生时问缉后排列。，
，

‘，’

、’、 八、拿志撰文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有些历史资料则附录予有关章节之后，或收录予。文

存黟缡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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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充任，实际上由耳本教育指导官主管。据伪蒙成纪七三五年(1941)十二月统计l镇村立小学

共65所，127个班(其中高级三个班)，学生5425人(其中女生997名)，教职员136人(其中女

7名)。沦陷区学校全部开设日语，修身，汉语和算术，其他课程初高级分别开设。所有课程内

容都足灌输品中日亲善修， 瘩大东亚共荣’’和崔王道乐土矽等殖民地奴化教育，以泯灭民族意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tfl国共产党在涿鹿县谢家堡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宣布中共

宜涿怀地区工委和县政府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小学教育、成人识字十分重视。

民图二十八年(1939年)县政府动员根据地有文化的22人任教师，经过短期培训，办起22所抗日

小学，学生约450名。凡办起小学的村子都开办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为了给根据地培养建设人

才，于同年夏，在宝峰寺建立了高级小学校，县教育科长刘一天兼任校长，两个班学生40多人，

教职员四人。学校坚持为抗战服务的办学方针。宝峰寺高小自创办到抗日战争胜利六年间配合战

争、配合生产、配合中心工作，培养了近百名革命干部和战士。随着武装斗争节节胜利，解放区

不断扩大，刨造了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到抗战胜利前夕，涿鹿县LjI区、半山区共建起小学144所，

为慧展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 一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六日，八路军解放了涿鹿县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恢复．

，涿鹿县制。县辖一市(涿鹿市)14区。县人民政府接管了新解放区的学校，并在县城、矾山、保

俯办起三所高小。老区教师到各高小任校长，给新解放的学校带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万

的好校风。由于执行了教育丘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小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县374个行政

村，有小学295所。据11个区的统计，入学儿童13195名，占学龄儿童的52．5；|；。， ．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国民党傅作义部输袭张家口，我军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战略

转移。涿鹿城和附近河川区被国民党十六军占领，学校教育除边缘山区外，大都停办。一些忠于

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李献文、张天智、胥志述⋯⋯毅然转入山区坚持教育工作。迸山以后，县政

府为了积蓄力量给胜利后开展教育工作做好准备，予同年十一月在朱家峪办起师资训练班，学习

内容j三要是形势教育，参加学习的70多人。参加训练班的同志们一边坚持学习，一边开荒种地，，

站岗放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月十四日，奉上级指示，从教师中挑选20名同志组成一支

1旌时宣传队；出教育科长侯丕承；特队浑入游击区宣传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战绩，鼓动群众与还乡

团斗争，十五日晚，宣传队在南榆林宣传淡出，结束后在该村住宿，不料被国民党军包围。宣传

队员除三名乔装脱身，其余18名全部被俘。侯丕承虽数遭敌人严刑逼洪，也未暴露半点县委和敌

l’区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予二月十七n下午在矾山镇两门外英勇就义。

民国三十匕竽(1948年)一V-"月六日，涿鹿县第二次解放。涿鹿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遗

f∥F来的旧学笈，着手刨建人民的教育事业，到十二月十五日，刚解放的县城和农村全部复课。

根据教育事业的需要，县委，县政府整顿全县高，初小教师队伍，为了适应学校发展，同时吸收

一部在乡知识分子参加学习，7补充教师队伍。学校教育出现一个恢复和发展的大好局面。据统

计l 1949年全县有简师一所(后同蔚县西合营师范合并)，学生60人。小学251所(其中高小_

所，’完小四所)，在校学生17673人。教职员400人(其r≯筒师教师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涿鹿县在三年恢复时期对旧中国的教育枣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

造，采取措施大方发展农村，山区小-学教育，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初具规模。为了提高工农群众

文化水平，·开展了冬学运动。1950年创办了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使786名干

部、职工受到比较正殷的学校教育。1951年3月建立了涿鹿师范学校。1952年建立了涿鹿初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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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据1952年统计，全县各类学校有326所．<其；弘初师，初中各一所，小学324所)。在校学生，

24301人(其中初师，初中生306人)。参加业余学习的共26497人(其中扫盲25711人，小学569人，

中学217人)。扫盲结业85人。全县中小学教职T．716名(其中初师，初中28人)。 。

t’ 现象进行了整顿，强调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同年10月中旬，县文教科成立了’

’

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针对当时巾小学生鲍思想特点，

校(含初师)八所，在校生1728人，为1949年的28．8倍。各级备类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各科教学

， 加快发展。 ，

，

-

，

，

．·

j ‘气

． 质是好的，这是我国历朝历代所做不到的。1965年，涿鹿县有普通中学五所(其中高中一所)，

‰．。 夺了文教局韵领导权，不久，即宣告“流产"。。中央发出了鼻复课阚革命"的通知后，4月16￡1，

县支左办公室派出解放军深入各中学帮助师生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i=I大联合。但是，由于极叠左”，

+，一。 I，，，+．．。． 。’-扩
． J ■

， ， ，



“．集团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秒、。白卷英雄张铁生矽及。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一等，又掀起所

谓盔批邓，反击右倾吾弭案风矽的逆流，提fB鼻要与十七年对着干"，。实行开门办学一，岛学习朝，
’

农经验"，劳动成为主课，教学工作瘫痪，正常约学试，升罂级制度被发除，代之以靠推荐万，

·：茹选波"的办法。随意改变学制，层层选拔，盲目发展中学，师资不足。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

在“两个估If"的重压下，许多教师受到批判，推行矗侯，王建议黟后农村教师转为民办，赶回
’

原籍，不仅降低了收入，而且口粮，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无法解决。 “文化大革命妒使教育事，

业；也到建国以来严重的摧残，整整耽误了一代人。 ‘

， 1976年10月粉碎盘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I吏复喂时期，我县教育工作也逐步转向

。 。证常。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得到真正的恢复和发展。
’

、

1978年批削茹两个估计，，之后，党中央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校停止。开

门办学"，。工、贫宣队，，相继撤出学校。文教局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集中力量抓了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工作。到1981年教育系统的冤假借案全部得到平反，消除了人为的政治隔阂，增强了团

结，充分弼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

在贯彻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加强了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1981年中小

学得到了合理凋整，初中压缩了29个，高中压缩了九个。初中原有班数335个，调整后为315个，

高中啜有班数87个，调整后为54个。调整后，有国办中学七所(包括地县重点中学涿鹿中学)，

乡办：狮中29所，小学434所。1982年重建了县师范学校。通过新建、转改两种方法，办起了农(林)

职qlj所。改变了中等教育畸形发艮和结构单一的状况。

1")83年鼹据省委指示精神，对农村中小学进行了管理体铷改革，把农村中小学划归乡，村两

级来办。实行分级管理、地方负责，增强了乡村政府殳展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昀责任感。1984年

涿鹿县小学普及率，巩固率、及恪率．毕业率均达到了教育部颁发的标准，由省发给了合格{正书。

本县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发展很快，继1980年实现基本无肓县以后，通过多种渠道办学，对

干部职工进行了初中文化幸}课和初级技术补课，开展了大规模的岗位培训和函授、电大教育。对

中小学教师采取学校Ff培、开办教材教法学习班、举办讲座、组织教师参加函授学习，选送教师

到教育学院进修等方式，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到1985年，高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的30名，占专任

教师183名的16％；初中专，壬教师学历达标的63人，占专任教师584名的11％；教小学埘专任教师学

历达标的279人，占专任教师1342人的21％。 ，

1385年，涿鹿县有八所国办中学(含农职中学)、乡办初中28所，小学422所。普通中学在

校高中生1206名，为1956年建高中时的12．3倍，农职中学在校生959名，占高中阶段在校生2165名

的44．3j|；。在校初中生10239名，是1952年的68倍。小学在校生30708名，是1949年的2．6涪．在校

、一，初高中(含农职中)生12404名，按全县30万人口计算f平均每万人中有中学生41人，比1949年 ，

每万人中有中学生3．3人增加37．7人。 。：
，，

．。

‘

新中国建立后，涿鹿县教育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间，虽然也曾有过曲 ：

’折，遭受过弗文化大革命打的严重破坏，但是在上级党政和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县

人民群众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重大成就。截止1985年全县共培养出 ^

19．38万小学毕业生，六万多初中毕业生，2．4万高中毕业生，一千名农职中毕业生，800多名师范

毕业电，为各大专院校输送了2000多名新生。幼儿教育、成人教育得到健康发展，初步形成了普

通教爵前成人教育相结合的比较完照的教育体系，使教育落后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得到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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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改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无庸讳言，目前涿鹿县教育还存

在着许多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数育经费紧缺，办学条件差，教师的地位和生活待遇偏低，教学

内容陈旧，教学方法保守，中等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职业技术教育还不发达，青少年思想品德和7

政治教育极待加强。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随着各级领导和全社会的重视，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本县的教育事业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

+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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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时期·县出多设私学，它是封建时代学校划度矗0重要组成部分，私学分三类；一类

称教馆或专馆，这是有钱人聘请教师在家中教读子弟的蒙学；二类称义塾或义学，这是地方宗族

设置的蒙学J三类称家塾或私塾，这是教师私人在家教授生徒的蒙学。‘各类蒙学均以教化为主要

任务，兼有小学的性质。对入学年龄不限，有七、八岁；'ijjJD童，也有十七、八岁的青年。学习年

限不等，视家庭情况而定。教学内容没有统一的规定，都以识字为主。当时采角的教材是综合各

种常识的字书，多半是以《(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学起，读到《四书》、 《五经》

为止。私学馆学科单一，只读语文，附以习字(描红、字贴)。教学方法单纯，只是莺读、背诵，4

，使学童在反复阅读涵咏巾，逐渐镢悟书理，高年级间或加以讲解。

。 第一节 义 学

《(大清会典))：顺治九年(公元1653年)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厚者充补

社师，提学查考。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覆准州县社学多在城，乡民不能到学照，顺治九年例

州县于大乡矩堡各置社学。又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覆准各省州县多立义学。雍正元年，

谕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皆改为义学，以广文教。

我县义学可考者有／k-

， 南关义学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知州杨汝楫建于南关后倾圯以地基租子民人，岁收，

租银十六银两。南关义学在三官庙(今阁东街三官庙巷口处)。

城内义学 在州署西，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建，在城隍廊旧保极书院基址。正房三

阀，西房二间，南房二问，大门一间。

东关义学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知州姬均新设，在九{．’宫(今马站街东关学校处)。

北关义学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知州姬均新设，在龙神庙(今北关大街龙王庙桥处)。

(以上摘自《保安州志》和《保安州续志》) 、一

窑子头义学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建立。请贡生张文哲作义师。由本村申请免掉他的杂。

差。 ， 、

一

太平堡义学 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知县詹良弼建。分设经馆、蒙馆(蒙馆对儿童进行 。：’
。

启蒙教育，经馆教授程度较高的学生)。请贡生王宗训为蒙师，贡生程全善为经师。学校用度老．
二

师薪金，都由果园、二堡子，头堡子、西蒋家营供给，．兔去他们的杂差。 气

榆林堡(上榆林)义学原始没有考据。现设立在泰山庙内。请贡生辩春山为义师，学校甩’

度、老师薪金都由仓上堡，东蒋家营、双树子村供给，免去他们的杂差。

(以上摘自((怀来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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