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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末南京下关的正式开埠，下关的教

育也开始起步，并伴随着下关地区社会的发展而逐

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下关教育的发展更是突飞

猛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业绩。在下关教育

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的故实：

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曾经在江南水师学堂求

学；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在道胜小学度过j

了她的少年时光；兴中门小学的教师王苹因投身左

翼文化运动而成长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导演；长平

路小学的学生徐蓉成为南京历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
‘

⋯⋯一代又一代从下关地区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已

经或者正在汇入到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担负起

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的重任。历时十余载编纂而成

的《下关教育志》，记载了许许多多“信而有徵”的故

实，成为下关教育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资料。
· 1990年，下关区教育局创风气之先，率先编写了

全市第一本供全区中小学使用的思想品德教育教材

I 《挹江风云》，曾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杜平将军欣然为

这本书题词：“鉴往知来”。值此《下关教育志》刊行

之际，我们重新咀嚼、回味杜平将军的题词，更凭添

了一份发展下关教育、搞好下关教育的使命感、责

下关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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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从教育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以史为鉴，不能仅

仅满足于了解下关教育的昨天，而是要能够从错综

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看清本质，从千变万化的历史潮

流中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把握今天、

创造明天，谱写下关教育的历史新篇章。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在下关

教育发展的征程中呕心沥血，不辍耕耘0《下关教育

志》的字里行间；记载了他们创造的业绩，留下了他

们难以磨灭的踪影。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发挥这部

!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下

关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激发起热爱下关教育、献身下

关教育的热情，使教育更好地成为推动下关率先成

为现代化滨江城区的助推器。

中华民族的腾飞，教育首先要插上翅膀。天之

苍苍，其远无极。鹏翼垂天，风抟水击。无远弗届，

贵在不息。‘

让我们继续努力!

：

汤志平

2005年10月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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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下关教育志》所志时段，上起1890年，下止1999年。本志比

较翔夷、系统地记载了下关地区百余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五十年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它对于了解下关、考察分析下．

关教育的情况，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指导制定教育发展的规划，

进一步推进下关教育的现代化建设，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全志

共14章，50节。 j

本志史料真实可靠。由于下关地区教育起步迟、发展慢、门类

少，加之历时百余年，资料匮乏，因此只能以事实发展的年月为序，

横排竖写，一竿到底。不同的内容，则有所侧重。解放前的历史，

一般只作概述或典型简介。解放后，则分类详述。近年来发展的

教育类型也只能重点简介。

《下关教育志》本应在1991年付梓。但在编写过程中，因多种原

因四易其稿，前后历时十余年。1986年5月，南京市教育局发文要

求各区教育局建立班子，组织力量，用五年时间编写完成本区的教育

志；同时积极为市教育局编写《南京市教育志》提供本区资料。下关

区教育局于同年6月成立了“下关区教育志编纂小组”，由徐福锦(区

教育局副局长)任组长，王铮(原五十一中党支部书记)任副组长，．张

国良(原十二中党支部书记)任顾问，还有钟权(十二中教师)、侯兰英

(滨江中学教师)两位同志为组员。之后又增加吴京华(原十二中人
下关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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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杨福祥 五所j 0 ：数 坷 目 同志。 珏 § 玉政府对j 工

F十分重视·1I 批准 ；宁 r建 E ● ：下关 西 一： 育科(局) 淡

，。区长 孙建幸 区委i 书 ：顾 牟 区人士 嘈 { -副主任李 7、、

j维城等 领导亲 日地会 也 与薹 ‘：
L 争影．j }， 自 2-大计。

l

I

_}一 一一一1‘’●
前排牛起㈨伟鑫*A繁海、年畸之、柬r_哳l、辛杰、张回良、仆杰、怅帖{一。二排左

￥．张砖庭，嚣佧玲、球档锦、上树诤、隙片{f、P5维城Li牵。后排在起趔^贤f岩

k畅单顺、持晰i7钟枉。

鳊志小组集中1986、l 987两年时问进行走访、内查外调．积累

’百万字的素材和统计资料。1988至】989两年中．按照编志目

：．由王铮、钟权两位同志主笔分工连章编写，共14章、37节、29 5

i字。1 990年上半年志书完稿后．首先由区教育局长和分管各业

一科室的领导同志审阅．然后派专人上门送给历届教育局长审阚、

E求意见。1991年初．根据审稿提出的意见．由编志小组统一修改
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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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准备付印刊行，却因经费无着而搁置下来。1998年，江苏省人

民政府通知要求全省各县区(包括市辖区)都要编写地方志。下关

区政府成立了“下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地方志办公室(以

下简称地志办)。地志办要求区教育局在原编的区教育志的基础

上增加1990至1999年十年的资料(原区教育志编至1989年，地

方志全省统一规定下限为1999年)，并将原稿压缩至15万字，作

为“教育篇”纳入区地方志内。为此，区教育局又组织力量，搜集补

充了十年的资料。1999年由王铮、侯兰英、周方(原十二中教师)、

杨福祥、刘静(区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等5位同志利用当年暑假

期间加班，采取边补充修改、边清稿、边打字、边校对复印的流水作

业方法，对教育志进行修改，文字压缩为16万字。地志办审阅后，

要求把学校卫生、学校体育、少年宫、校办工业、社区教育划出，以

后分别编入区地方志中的“卫生篇”、“体育篇”、“文化篇”、“工业

篇”、“街道篇”内；并要求把教育志中的“名人录”、“大事记”两章全。

部删掉。据此，又将教育志稿压缩为7万字。2005年7月，区地方

志正式排印，打印出小样，“教育篇”包括驻区大中专院校在内，只

有5万多字的篇幅，而且项目不全，很难反映出下关百年教育的全

貌。鉴于区地方志编志文字定额只有150万字，要写的东西面广

量大，时间跨度数以千年，内容数以百类，不可能把每一类都囊括

进去，有的只能点到为止。从编志的大局出发，区地方志这样做是

无可非议的。

为了全面反映下关地区百年教育的发展情况，我们征得区地

方志办公室的意见，同意由我们再单独刊印《下关教育志》的要求，

以将下关教育百年发展的情况写深写细。2005年7月，区教育局

决定利用暑假期间，邀请王铮同志将原区教育志4次修改稿(包括

地方志“教育篇”)进行通稿，对4次修改的稿件按章节比对，择优

选材，重新组稿。同时请区政府教育督导室金建陵、王颖两位同
F关教育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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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协助王铮同志负责对通稿后的稿件进行文字修改、核实。并请

鲁艺、陈桥蓉、周年、张黎明、朱永霞、朱国进、陈荣梅、沈乃苏、郭

荣、黄国萍、张正荣、秦建皋、袁玮、李傥(以审阅先后为序)和涉及

到的中小学的负责人审阅了清样。经过多方努力，《下关教育志》

于2005年10月正式付梓刊印。

《下关教育志》在编辑中得到了市、区档案馆和市、区地方志办

公室、市教育局教育志办公室的支持和驻区大中专院校的配合，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志时间拖延过长，时过境迁，人事变

动，因此在编志中对一些单位名称、姓名、住地以及有关数据可能

有误，希望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在志书-10行后追补“勘误表”或记入

编志档案中备查。

i

●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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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发展历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下关地区因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

响，历史上经济一直比较落后。明末清初，下关江滩成片，水圩成网，人

烟稀少。大片江滩被外来人员筑圩开荒种菜。船民、渔民以船为家，搬运

装卸工、菜农及平民百姓皆住棚户区，人民生活贫困，办学求学无从谈

起。但下关就在江边，有利水兵训练。为此，清光绪十六年(1890)，两

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在今下关挹江门内724所驻地开办“江南水

师学堂”，后改为“南洋海军学堂”。此举仅为军事练兵所需，而非正规文

化教育。直到1899年5月下关开埠后外商入境，洋行增多，建造码头，开

通铁路，打开了与外界通商的渠道，于是货栈、客栈、饭店、商铺增多，

市场趋于繁荣，人口逐年增长。经济发展了，教育也随之兴起。光绪二十j

八年(1902)，两江总督刘坤一奉皇帝御批，在兴中门外(今建宁西路)

开办北区第十二小学堂14"天妃宫小学)。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民国元年(1912)，小学、私塾有了较大发展。民

国六年(1917)，美国传教士马骥(John Magee)在下关商埠局(今商埠

街)开办了私立益智小学(后迁至今十二中驻地)，改为教会办中华圣公

会道胜堂道胜小学。从民国七年N--十六年(1918—1937)的20年间，地

方政府、商贾、行业公会先后在下关开办公、．私立小学22所。到1937年

“七七”事变，全区已有小学26所，学生4835人。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直到1945年，全区公办小学全部停

办，有的被炸毁，有的被占为军营。只有2所乡村简易小学勉强维持上课。

1942年，汪伪政府教育部批准开办了惠民、道胜2所私立初级中学，只有

2个班，学生40人。当时全区少年失学率为85．83％。1945年9月，抗日

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教育重新起步，原有部分公办小学陆续

开学，同时新建了7所小学。 ．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时，全区共有私塾23个，学生338人；小

学23所，121个班，学生5615人；中学2所，8个班，学生396人。教职
F关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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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共192人。当年中小学生总人数占全区人口4．5％。南京解放后，由

于群众思想解放，劳动就业，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家长纷纷送孩子上

学，而小学班级少容纳不了，以致暑假小学报名出现了夜里排队的现象。

为此，在“三年恢复”期间，区委、区政府在大力开办夜校、补习班的同

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对原有学校进行

整顿改造，新建扩建了一批小学，扩大班级和招生人数。1950年小学生迅

速发展到11000人。1954年开办了高中。1956年私立中小学全部改为公

办。1958年贯彻党中央关于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发动企业和

社会办学。1958至1962年，先后开办了民办小学6所，企业办小学7所，

新建公办民办中学6所。至此，全区中小学学生急增到15100人。三年自

然灾害后，1962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对规模较小、办学条

件差的民办小学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撤并了一批中小学。

1966至1976年“文革”10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教育的发展

也受到严重干扰。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学校恢复正常的

教学秩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逐

年增加。全国恢复高考，增强了师资的后劲。1985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结合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小区建设的需要，对全区

中小学布局和办学结构进行调整，撤并、新建了j批小学：大力开办高中

职业班(职业中学)，彻底改变了历史上初中毕业生只升高中的单一的办

学模式。全面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办好小学、初中，保证所有

青少年都能享受九年义务教育。1989年创办特殊小学，专门接纳弱智儿童

人学。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强化高中，提高高考上线率，从而使全区的

教育得到了全面发展。到1999年，全区有各级各类幼儿园38所，217个

班，在园幼儿6649人；小学34所，477个班，在校学生20013人；中学

18所，259个班，在校学生11947人(其中高中67个班，学生3325人)。

与1949年相比，小学增加12所，学生增加3．7倍；中学增加16所，学生

增加30倍。职业教育是解放后新创办的，有专业职业学校4所和普通中学

挂牌兼办职业班的学校4所，99个班。在校学生3209人。’1999年全区共

有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小学学生35169人(不含部省属驻区中专、大专

院校)，占全区总人口的13％。

解放后，下关区教育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和几代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

耘，学校规模、办学条件、教师素质、教育教学质量都得到普遍提高。全

区形成了由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到特殊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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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区教育、高等教育系列配套的教育新格局，并且正在向先进行列

迈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区教育局广开门路，多方集资，创建

“名优学校”，大力加强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1998年，小学毕业生全部免试升人初中，中考合格率达到94．5％，在

六城区的排名由过去的第6位上升到第3位。1999年高考上线率由1979

年7．18％上升到58．75％。教师学历普遍提高，1999年与1979年相比，

中专学历的小学教师由50％上升到92％；大专学历的初中教师由15％上

升到70％；本科学历的高中教师由15％上升到66．4％(省重点中学达到

75％以上)。教学设施全面更新，现代化教学手段有了很大提高，以计算

机为中心的现代化教学设备普遍得到运用，重点中小学开始实施多媒体教

学。1995到1999年，先后创建了市级优质幼儿园9所，标准园2l所；省

重点实验小学2所，市重点实验小学1所，市模范小学2所，市级示范小

学5所；省、市重点中学4所；省示范初中l所；国标省重点职业学校1

所，市重点职业学校l所。1998年，下关区人民政府被南京市人民政府评

为“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进单位。

下关区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的教育方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

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下关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切实办好各类学校，使下关教育与时俱进，创造新的‘

业绩。 、

下关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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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地区历史上旧学制教育有两种。一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两江

总督曾国荃在今挹江门内724所驻地开办的“江南水师学堂。”二是私塾

(又称本馆)。私塾是中国封建社会民间私人开办的学馆。下关地区在清朝

末年就有私塾。民国建都南京后，私塾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南京市社会局

的1934年调查资料记载，下关有私塾55所，学童1443人。南京解放后，
●

1950年全区尚有私塾23所，学童338人。

第一节江南水师学堂

’

1890年11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为培养水师人才，奏
●

请光绪皇帝批准在下关设立江南水师学堂。学堂位于今挹江门内724所驻

地，占地23公顷，学堂设总办1人，提调、监督、文案等职员10余人，

中外籍教习10余人。学生额定60人。学制分为堂课和船课两个阶段，堂

课5—6年，船课1—2年。并分“头、二、三”3个班，由三班升至头班。

一般学习7年毕业。专业设驾驶、轮机两科。课程总称“洋汉功课”，并实

行定期考试制度。洋文授课为英语，汉学教授儒家经典和中国文史。每天

早晨打靶，晚饭前列队训练。学堂规定新生要经过考试、体检、试学三

关；还需要由亲属出具甘结及绅士保结，声明系身家清白，并非寄籍外

国、不信异邪教等；学习期间不得自行告退和婚娶，若聚众滋事或畏难逃

学，给予开除外，还要追缴津贴费。1909年，学堂更名为南洋海军学堂，

民国后更名为海军军官学校。从1890至1911年，共毕业学生211名。．

1898年，鲁迅考入该校就读。

。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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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私 塾

办学形式

在城区，多由街坊热心人士选择馆址，延师授教。下关稍有名气者为

“修惠私塾”。宝塔桥“板国庵”住持修惠太师是一位社会慈善家，民国十

八年(1929)捐资在董家巷购房，自聘教师，开办私塾，招收学童数十人

人学。后改为“修惠小学”、“慈善小学”(解放后改为宝塔桥小学)。在农

村，则由乡村氏族利用祠堂或庙宇，聘请塾师为本村孩子讲学。再就是个’

人自家设馆，开办私塾，一般是一个老夫子带几个蒙童读书。当时，+私塾

先生很受人尊重，家长送子女入学，需先行拜师礼，以示尊敬。

学制

比较正规的私塾教学年限一般为一年。每年上课10个月左右。有暑假

(农忙假)、寒假(春节)。不正规的私塾半年、季度都有。私塾的教学形

式是个别授课，即一个塾师在一间房子里授课，一二十个年龄不同、程度

不等的学生同窗读书。 !

教材

初入学时为启蒙阶段，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认

字块、描红。继而则教以《大学》、《中庸》、《论语》等。有的私塾还开设

珠算课，教练“小九九”，加、减、乘、除。

教法 ．

私塾的教学方法，是先生讲，学生听，师道尊严。一般是先读字音，

后讲字义；先读课本，后学习作，死记硬背。对于书法，一般从描红人

手，然后摹写塾师写的影本(即将影本放在竹纸下摹写)，最后再临写颜

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字帖。字写好后，由塾师批改，好的画红圈，同时纠

正字架；不好的罚重写。

丁关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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