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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地区教育志
FU ZHOU DI QU J IAO YU ZHI

《抚州地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抚州地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抚州地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2001年6月

总顾问：周琪(女)

顾 问：rg寒星沈毅生谢卓文潘济陶周天祥任建才

主 任：游日辉

副主任：顾胜和郑作霖刘忠华(女)吴银才叶泉卿石磊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念驹王凤华王辉祖邓全斌帅春隆刘彩娃(女)

刘群朱利丰李国华李斯建邹祥发余临辉吴开珍

吴珍贵吴树林陈日光宋乐丰范绎民单江林周文斌

周礼忠周桂兰(女) 杨云龙郑连春张国强张斌来

武伦铭饶宁饶连义高学林钟庆洋钱平龚金生

黄启望黄德明 黄天纵盛东泉章良生章锦民傅荣昌

傅淑清(女) 韩木祥梅莉(女) 廖家隆廖革

颜逢春熊晓林魏清源

主 编：游日辉

副主编：顾胜和郑作霖刘忠华(女)吴银才叶泉卿石磊

执行主编：周礼忠

编纂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邓高平朱泽秉吴昌财周礼忠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真实、客观地记述抚州地区教

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相统一，并具一定的地方特色。

二、本志总揽古今，立足当代，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三、本志采用志、传、纪、述、图、表、录等体裁，按篇、章、节、目等层次编列；重要文献或表格

穿插于文中或文后，与文字内容紧密结合。

四、本志上限不定，尽量追溯到抚州地区教育事业各个方面发展的开端；下限一般断至
2000年底。

五、本志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采用帝王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采

用公元纪年；其中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

六、本志以1983年确定的抚州地区行政区划——抚州市、ll【缶Jtl县(1995年与抚州市合并

为临川市)、崇仁县、宜黄县、乐安县、南城县、南丰县、黎川县、广昌县、金溪县、资溪县、东乡县

为准，记述抚州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其他曾归抚州地区管辖区域的教育情况，非必要一般不

涉及。

七、本志统计数字基本采用抚州地区统计局、抚州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统计报表确认的数

据，少数采用经县(市)、学校核实确认的数据，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大事纪年”取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所收进士名录以抚州地区编志办核定

——二善骢准；教魉论文途羞数量浩繁，限于篇幅，仅择要登录。
九、本志人物分传略、简介、名录，根据啊；示豆砖1劬莉虻两嚯渐洲教育界有重大影响的

历史人物按生年为序列入传略、简介，名录则记载获省级以上荣誉称号、具有正高级职称或获

得博士学位的人员。

十、机构、职务等名称按当时的实际称谓记述，为方便读者，有的予以随文解释或括注。

十一、本志采用语体文，行文用字以简化汉字为准，但引用古代文籍、人名、地名时，为避免

误解仍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

十二、本志所用资料大都经有关方面审定，由于来源广泛，难以一一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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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游日辉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抚州为教育名区，教育之盛，源远流长。

自开埠以来，抚州无专志记载教育，抚州教育的发展难以垂久远而示将来，抚州教育的盛衰难

以昭世人而成借鉴，由是，1997年11月，我们组建编委会编纂《抚州地区教育志》。

抚州自汉唐以来，府、县儒学延绵千载，书院、私塾遍布乡野，名儒巨子聚徒讲学，四方学子

闻风从游；抚州入自古“乐诗书而好文辞”，喜诗书以求闻达，勤奋进取，图强变新，尊师重教，崇

实达理；抚州历代诸多乡贤沟通四海信息，放眼社会潮流，吸纳时代空气，接受进步文化；各地

大批文入学士来抚供职、讲学、寓居和游览，给抚州教育以春风，以营养，促使抚州地区人文鼎

兴，名贤辈出，王安石、汤显祖、李井泉等诸多乡贤名振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广大群众大力支持教育，仁人志士关心扶持教育，使抚州

教育兴旺发达，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办学条件迅速改善，教育质量明显提高，为全国大中专院校

输送了大批合格新生，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涌现在抚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舞台

上，一批有影响的抚州籍专家、学者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许多重要行业里。抚州被人们称为“才

子之乡”、“文献之邦”。

《抚州地区教育志》是抚州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业志。该书溯源清流，分门别类，

详尽地记述了抚州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反映了抚州地区二千多年来特别是近

五十年来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科学地总结了抚州地区教育工作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这部教

育专业志填补了抚州地区教育发展史上的空白，对我们明今知古，了解抚州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寻求教育发展的最佳决策，避免重复历史错误，提高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扩大

抚州教育的知名度，均大有裨益o

《抚州地区教育志》的出版，是全区教育界的一大盛事，必将为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地

位，促进教育发展，推进抚州“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发挥重大的作用。

逾百万字之巨的编著工作，倾注了全区教育界、史志界及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同仁特别是

编纂人员的心血。全体编纂人员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历时四载，数易其稿，广征博引，删繁就

简，去伪存真，纂辑成书。谨此，我代表地区教委和全区师生向支持和参与修志工作的全体同

志表示深深的敬意。是为序。

2000年10月20日

(作者系抚州地区教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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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目录 l

(1)

大事纪年⋯⋯⋯⋯⋯⋯⋯⋯⋯⋯⋯⋯⋯⋯⋯⋯⋯⋯⋯⋯⋯⋯⋯⋯⋯⋯⋯⋯⋯⋯⋯⋯⋯(12)

第一篇官学私学书院科举

第一章官学⋯⋯⋯⋯⋯⋯⋯⋯⋯⋯⋯⋯⋯⋯⋯⋯⋯⋯⋯⋯⋯⋯⋯⋯⋯⋯⋯⋯(53) i

第一节府学⋯⋯⋯⋯⋯⋯⋯⋯⋯⋯⋯⋯⋯⋯⋯⋯⋯⋯⋯⋯⋯⋯⋯⋯⋯⋯(53)

第二节县学⋯⋯⋯⋯⋯⋯⋯⋯⋯⋯⋯⋯⋯⋯⋯⋯⋯⋯⋯⋯⋯⋯⋯⋯⋯⋯(55) t

第三节社学⋯⋯⋯⋯⋯⋯⋯⋯⋯⋯⋯⋯⋯⋯⋯⋯⋯⋯⋯⋯⋯⋯⋯⋯⋯⋯(59)

第二章私学⋯⋯⋯⋯⋯⋯⋯⋯⋯⋯⋯⋯⋯⋯⋯⋯⋯⋯⋯⋯⋯⋯⋯⋯⋯⋯⋯⋯(61)

第三章书院⋯⋯⋯⋯⋯⋯⋯⋯⋯⋯⋯⋯⋯⋯⋯⋯⋯⋯⋯⋯⋯⋯⋯⋯⋯⋯⋯⋯(62)

第一节概况⋯⋯⋯⋯⋯⋯⋯⋯⋯⋯⋯⋯⋯⋯⋯⋯⋯⋯⋯⋯⋯⋯⋯⋯⋯⋯(62)

第二节书院简介⋯⋯⋯⋯⋯⋯⋯⋯⋯⋯⋯⋯⋯⋯⋯⋯⋯⋯⋯⋯⋯⋯⋯⋯⋯(63)

第四章科举⋯⋯⋯⋯⋯⋯⋯⋯⋯⋯⋯⋯⋯⋯⋯⋯⋯⋯⋯⋯⋯⋯⋯⋯⋯⋯⋯⋯(69)

————————啕争—争—历玳趔丑岳实科}———上王——2_旦坐竺旦坐=竺兰：：：：：：：：：：：：：：：：：：：：：：：：(鲤2

第二节进士家族⋯⋯⋯⋯⋯⋯⋯⋯⋯⋯⋯⋯⋯⋯⋯⋯⋯⋯⋯⋯⋯⋯⋯⋯⋯(71)

第三节进士村一流坑⋯⋯⋯⋯⋯⋯⋯⋯⋯⋯⋯⋯⋯⋯⋯⋯⋯⋯⋯⋯⋯⋯(77)
第四节历代文科迸士名录⋯⋯⋯⋯⋯⋯⋯⋯⋯⋯⋯⋯⋯⋯⋯⋯⋯⋯⋯⋯⋯(79)

第二篇基础教育

第一章幼儿教育⋯⋯⋯⋯⋯⋯⋯⋯⋯⋯⋯⋯⋯⋯⋯⋯⋯⋯⋯⋯⋯⋯⋯⋯⋯⋯⋯(117)

第一节发展概况⋯⋯⋯⋯⋯⋯⋯⋯⋯⋯⋯⋯⋯⋯⋯⋯⋯⋯⋯⋯⋯⋯⋯⋯⋯(117) ∥

第二节园所类别⋯⋯⋯⋯⋯⋯⋯⋯⋯⋯⋯⋯⋯⋯⋯⋯⋯⋯⋯⋯⋯⋯⋯⋯⋯(122) ：

第三节保教工作⋯⋯⋯⋯⋯⋯⋯⋯⋯⋯⋯⋯⋯⋯⋯⋯⋯⋯⋯⋯⋯⋯⋯⋯⋯(124)

第四节领导与管理⋯⋯⋯⋯⋯⋯⋯⋯⋯⋯⋯⋯⋯⋯⋯⋯⋯⋯⋯⋯⋯⋯⋯⋯(132)

第五节幼儿园例介⋯⋯⋯⋯⋯⋯⋯⋯⋯⋯⋯⋯⋯⋯⋯⋯⋯⋯⋯⋯⋯⋯⋯⋯(138)

第二章小学教育⋯⋯⋯⋯⋯⋯⋯⋯⋯⋯⋯⋯⋯⋯⋯⋯⋯⋯⋯⋯⋯⋯⋯⋯⋯⋯⋯(146) ÷

第一节发展概况⋯⋯⋯⋯⋯⋯⋯⋯⋯⋯⋯⋯⋯⋯⋯⋯⋯⋯⋯⋯⋯⋯⋯⋯⋯(146)

第二节学校类别⋯⋯⋯⋯⋯⋯⋯⋯⋯⋯⋯⋯⋯⋯⋯⋯⋯⋯⋯⋯⋯⋯⋯⋯⋯(165)

k气，

．《自l{■l遵譬薯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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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培养目标⋯⋯⋯⋯⋯⋯⋯⋯⋯⋯⋯⋯⋯⋯⋯⋯⋯⋯⋯⋯⋯⋯⋯⋯⋯(174)

第四节教学工作⋯⋯⋯⋯⋯⋯⋯⋯⋯⋯⋯⋯⋯⋯⋯⋯⋯⋯⋯⋯⋯⋯⋯⋯⋯(176)

第五节思想品德教育⋯⋯⋯⋯⋯⋯⋯⋯⋯⋯⋯⋯⋯⋯⋯⋯⋯⋯⋯⋯⋯⋯⋯(203)

第六节劳动教育⋯⋯⋯⋯⋯⋯⋯⋯⋯⋯⋯⋯⋯⋯⋯⋯⋯⋯⋯⋯⋯⋯⋯⋯⋯(210)

第七节体育、美育、卫生⋯⋯⋯⋯⋯⋯⋯⋯⋯⋯⋯⋯⋯⋯⋯⋯⋯⋯⋯⋯⋯⋯(212)

第八节教师与学生⋯⋯⋯⋯⋯⋯⋯⋯⋯⋯⋯⋯⋯⋯⋯⋯⋯⋯⋯⋯⋯⋯⋯⋯(219)

第九节领导与管理⋯⋯⋯⋯⋯⋯⋯⋯⋯⋯⋯⋯⋯⋯⋯⋯⋯⋯⋯⋯⋯⋯⋯⋯(228)

第十节苏区小学教育⋯⋯⋯⋯⋯⋯⋯⋯⋯⋯⋯⋯⋯⋯⋯⋯⋯⋯⋯⋯⋯⋯⋯(235)

第十一节特殊教育⋯⋯⋯⋯⋯⋯⋯⋯⋯⋯⋯⋯⋯⋯⋯⋯⋯⋯⋯⋯⋯⋯⋯⋯(237)

第十二节学校例介⋯⋯⋯⋯⋯⋯⋯⋯⋯⋯⋯⋯⋯⋯⋯⋯⋯⋯⋯⋯⋯⋯⋯⋯(240)

第三章中学教育⋯⋯⋯⋯⋯⋯⋯⋯⋯⋯⋯⋯⋯⋯⋯⋯⋯⋯⋯⋯⋯⋯⋯⋯⋯⋯⋯

第一节发展概况⋯⋯⋯⋯⋯⋯⋯⋯⋯⋯⋯⋯⋯⋯⋯⋯⋯⋯⋯⋯⋯⋯⋯⋯⋯

第二节培养目标⋯⋯⋯⋯⋯⋯⋯⋯⋯⋯⋯⋯⋯⋯⋯⋯⋯⋯⋯⋯⋯⋯⋯⋯⋯

第三节教学工作⋯⋯⋯⋯⋯⋯⋯⋯⋯⋯⋯⋯⋯⋯⋯⋯⋯⋯⋯⋯⋯⋯⋯⋯⋯

255

255

287

289

第四节思想政治教育⋯⋯⋯⋯⋯⋯⋯⋯⋯⋯⋯⋯⋯⋯⋯⋯⋯⋯⋯⋯⋯⋯⋯(312)

第五节体育卫生工作⋯⋯⋯⋯⋯⋯⋯⋯⋯⋯⋯⋯⋯⋯⋯⋯⋯⋯⋯⋯⋯⋯⋯(318)

第六节劳动教育⋯⋯⋯⋯⋯⋯⋯⋯⋯⋯⋯⋯⋯⋯⋯⋯⋯⋯⋯⋯⋯⋯⋯⋯⋯(327)

第七节教师与学生⋯⋯⋯⋯⋯⋯⋯⋯⋯⋯⋯⋯⋯⋯⋯⋯⋯⋯⋯⋯⋯⋯⋯(329)

第八节领导与管理⋯⋯⋯⋯⋯⋯⋯⋯⋯⋯⋯⋯⋯⋯⋯⋯⋯⋯⋯⋯⋯⋯⋯⋯(338)

第九节学校例介⋯⋯⋯⋯⋯⋯⋯⋯⋯⋯⋯⋯⋯⋯⋯⋯⋯⋯⋯⋯⋯⋯⋯⋯⋯(343)

第三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章师范教育⋯⋯⋯⋯⋯⋯⋯⋯⋯⋯⋯⋯⋯⋯⋯⋯⋯⋯⋯⋯⋯⋯⋯⋯⋯⋯⋯(377)

第一节发展概况⋯⋯⋯⋯⋯⋯··v⋯⋯⋯⋯⋯⋯⋯⋯⋯⋯⋯⋯⋯⋯⋯⋯⋯··(377)

第二节培养目标⋯⋯⋯⋯⋯⋯⋯⋯⋯⋯⋯⋯⋯⋯⋯⋯⋯⋯⋯⋯⋯⋯⋯⋯⋯(381)

第三节-学制⋯⋯⋯⋯⋯⋯⋯⋯⋯⋯⋯⋯⋯⋯⋯⋯⋯⋯⋯⋯⋯⋯⋯⋯⋯⋯(382)

第四节课程设置⋯⋯⋯⋯⋯⋯⋯⋯⋯⋯⋯⋯⋯⋯⋯⋯⋯⋯⋯⋯⋯⋯⋯⋯⋯(382)

第五节教学与教育实习⋯⋯⋯⋯⋯⋯⋯⋯⋯⋯⋯⋯⋯⋯⋯⋯⋯⋯⋯⋯⋯⋯(391)

第六节教师与学生⋯⋯⋯⋯⋯⋯⋯⋯⋯⋯⋯⋯⋯⋯⋯⋯⋯⋯⋯⋯⋯⋯⋯⋯(394)

第七节领导与管理⋯⋯⋯⋯⋯⋯⋯⋯⋯⋯⋯⋯⋯⋯⋯⋯⋯⋯⋯⋯⋯⋯⋯⋯(397)

第八节学校例介⋯⋯⋯⋯⋯⋯⋯⋯⋯⋯⋯⋯⋯⋯⋯⋯⋯⋯⋯⋯⋯⋯⋯⋯·(399)

第二章其它中等专业教育⋯⋯⋯⋯⋯⋯⋯⋯⋯⋯⋯⋯⋯⋯⋯⋯⋯⋯⋯⋯⋯⋯⋯(403)

第一节发展概况⋯⋯⋯⋯⋯⋯⋯⋯⋯⋯⋯⋯⋯⋯⋯⋯⋯⋯⋯⋯⋯⋯⋯⋯⋯(403)

第二节学校类别和专业设置⋯⋯⋯⋯⋯⋯⋯⋯⋯⋯⋯⋯⋯⋯⋯⋯⋯⋯⋯⋯(409)

第三节教学与生产实习⋯⋯⋯⋯⋯⋯⋯⋯⋯⋯⋯⋯⋯⋯⋯⋯⋯⋯⋯⋯⋯⋯(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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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教师与学生⋯⋯⋯⋯⋯⋯⋯⋯⋯⋯⋯⋯⋯⋯⋯⋯⋯⋯⋯⋯⋯⋯⋯⋯(412)

第五节领导与管理⋯⋯⋯⋯⋯⋯⋯⋯⋯⋯⋯⋯⋯⋯⋯⋯⋯⋯⋯⋯⋯⋯⋯⋯(414)

第六节学校例介⋯⋯⋯⋯⋯⋯⋯⋯⋯⋯⋯⋯⋯⋯⋯⋯⋯⋯⋯⋯⋯⋯⋯⋯”．．(415)

第三章中等技工教育⋯⋯⋯⋯⋯⋯⋯⋯⋯⋯⋯⋯⋯⋯⋯⋯⋯⋯⋯⋯⋯⋯⋯⋯⋯(419)

第一节发展概况⋯⋯⋯⋯⋯⋯⋯⋯⋯⋯⋯⋯⋯⋯⋯⋯⋯⋯⋯⋯⋯⋯⋯⋯⋯(420)

第二节教学与生产实习⋯⋯⋯⋯⋯⋯⋯⋯⋯⋯⋯⋯⋯⋯⋯⋯⋯⋯⋯⋯⋯⋯(421)

第三节招生与就业⋯⋯⋯⋯⋯⋯⋯⋯⋯⋯⋯⋯⋯⋯⋯⋯⋯⋯⋯⋯⋯⋯⋯⋯(422)

第四节学校例介⋯⋯⋯⋯⋯⋯⋯⋯⋯⋯⋯⋯⋯⋯⋯⋯⋯⋯⋯⋯⋯⋯⋯⋯⋯(423)

第四章初、高中职业教育⋯⋯⋯⋯⋯⋯⋯⋯⋯⋯⋯⋯⋯⋯⋯⋯⋯⋯⋯⋯⋯⋯⋯(424)

第一节发展概况⋯⋯⋯⋯⋯⋯⋯⋯⋯⋯⋯⋯⋯⋯⋯⋯⋯⋯⋯⋯⋯⋯⋯⋯⋯(424)

第二节教学与生产实习⋯⋯⋯⋯⋯⋯⋯⋯⋯⋯⋯⋯⋯⋯⋯⋯⋯⋯⋯⋯⋯⋯(431)

第三节教师与学生⋯⋯⋯⋯⋯⋯⋯⋯⋯⋯⋯⋯⋯⋯⋯⋯⋯⋯⋯⋯⋯⋯⋯⋯(436)

第四节学校例介⋯⋯⋯⋯⋯⋯⋯⋯⋯⋯⋯⋯⋯⋯⋯⋯⋯⋯⋯⋯⋯⋯⋯⋯⋯(439)

第五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449)

第一节历史概况⋯⋯⋯⋯⋯⋯⋯⋯⋯⋯⋯⋯⋯⋯⋯⋯⋯⋯⋯⋯⋯⋯⋯⋯⋯(449)

第二节学校层次与学制专业设置⋯⋯⋯⋯⋯⋯⋯⋯⋯⋯⋯⋯⋯⋯⋯⋯⋯⋯(453)

第三节教学、生产、科研⋯⋯⋯⋯⋯⋯⋯⋯⋯⋯⋯⋯⋯⋯⋯⋯⋯⋯⋯⋯⋯⋯(455)

第四节教师与学生⋯⋯⋯⋯⋯⋯⋯⋯⋯⋯⋯⋯⋯⋯⋯⋯⋯⋯⋯⋯⋯⋯⋯⋯(457)

第五节学校例介⋯⋯⋯⋯⋯⋯⋯⋯⋯⋯⋯⋯⋯⋯⋯⋯⋯⋯⋯⋯⋯⋯⋯⋯⋯(459)

第四篇普通高等教育

第一章发展概况⋯⋯⋯⋯⋯⋯⋯⋯⋯⋯⋯⋯⋯⋯⋯⋯⋯⋯⋯⋯⋯⋯⋯⋯⋯⋯⋯(463)

第二章教育教学⋯⋯⋯⋯⋯⋯⋯⋯⋯⋯⋯⋯⋯⋯⋯⋯⋯⋯⋯⋯⋯⋯⋯⋯⋯⋯⋯(467)

第一节专业设置⋯⋯⋯⋯⋯⋯⋯⋯⋯⋯⋯⋯⋯⋯⋯⋯⋯⋯⋯⋯⋯⋯⋯⋯⋯(467)

第二节德育工作⋯⋯⋯⋯⋯⋯⋯⋯⋯⋯⋯⋯⋯⋯⋯⋯⋯⋯⋯⋯⋯⋯⋯⋯⋯(467)

第三节教学工作⋯⋯⋯⋯⋯⋯⋯⋯⋯⋯⋯⋯⋯⋯⋯⋯⋯⋯⋯⋯⋯⋯⋯⋯⋯(468)

第四节科学研究⋯⋯⋯⋯⋯⋯⋯⋯⋯⋯⋯⋯⋯⋯⋯⋯⋯⋯⋯⋯⋯⋯⋯⋯⋯(469)

第五节教学设施⋯⋯⋯⋯⋯⋯⋯⋯⋯⋯⋯⋯⋯⋯⋯⋯⋯⋯⋯⋯⋯⋯⋯⋯o(469)

第三章教师与学生⋯⋯⋯⋯⋯⋯⋯⋯⋯⋯⋯⋯⋯⋯⋯⋯⋯⋯⋯⋯⋯⋯⋯⋯⋯⋯(469)

第一节教师⋯⋯⋯⋯⋯⋯⋯⋯⋯⋯⋯⋯⋯⋯⋯⋯⋯⋯⋯⋯⋯⋯⋯⋯⋯⋯(469)

第二节学生⋯⋯⋯⋯⋯⋯⋯⋯⋯⋯⋯⋯⋯⋯⋯⋯⋯⋯⋯⋯⋯⋯⋯．．．⋯⋯(470)

第四章领导与管理⋯⋯⋯⋯⋯⋯⋯⋯⋯⋯⋯⋯⋯⋯⋯⋯⋯⋯⋯⋯⋯⋯⋯．．．⋯⋯(472)

第一节领导体制⋯⋯⋯⋯⋯⋯⋯⋯⋯⋯⋯⋯⋯⋯⋯⋯⋯⋯⋯⋯⋯⋯⋯⋯⋯(472)

第二节党政机构⋯⋯⋯⋯⋯⋯⋯⋯⋯⋯⋯⋯⋯⋯⋯⋯⋯⋯⋯⋯⋯⋯⋯⋯⋯(472)

第五章学校例介⋯⋯⋯⋯⋯⋯⋯⋯⋯⋯⋯⋯⋯⋯⋯⋯⋯一⋯⋯⋯⋯⋯⋯⋯⋯⋯·(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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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华东地质学院⋯⋯⋯⋯⋯⋯⋯⋯⋯⋯⋯⋯⋯⋯⋯⋯⋯⋯⋯⋯⋯⋯⋯(473)

第二节抚州师范专科学校⋯⋯⋯⋯⋯⋯⋯⋯⋯⋯⋯⋯⋯⋯⋯⋯⋯⋯⋯⋯⋯(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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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教育⋯⋯⋯⋯⋯⋯⋯⋯⋯⋯⋯⋯⋯⋯⋯⋯⋯⋯(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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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发展概况⋯⋯⋯⋯⋯⋯⋯⋯⋯⋯⋯⋯⋯⋯⋯⋯⋯⋯⋯⋯⋯⋯⋯⋯⋯(486)

第二节学校例介⋯⋯⋯⋯⋯⋯⋯⋯⋯⋯⋯⋯⋯⋯⋯⋯⋯⋯⋯⋯⋯⋯⋯⋯⋯(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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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广播电视教育⋯⋯⋯⋯⋯⋯⋯⋯⋯⋯⋯⋯⋯⋯⋯⋯⋯⋯⋯⋯⋯⋯⋯(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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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小学师资培训⋯⋯⋯⋯⋯⋯⋯⋯⋯⋯⋯⋯⋯⋯⋯⋯⋯⋯⋯⋯⋯⋯(500)

第四节成人中专教育⋯⋯⋯⋯⋯⋯⋯⋯⋯⋯⋯⋯⋯⋯⋯⋯⋯⋯⋯⋯⋯⋯⋯(511)

第五节成人干部学校⋯⋯⋯⋯⋯⋯⋯⋯⋯⋯⋯⋯⋯⋯⋯⋯⋯⋯⋯⋯⋯⋯⋯(512)

第六节老年教育⋯⋯⋯⋯⋯⋯⋯⋯⋯⋯⋯⋯⋯⋯⋯⋯⋯⋯⋯⋯⋯⋯⋯⋯⋯(514)

第六篇教育科研

第一章教育科研机构⋯⋯⋯⋯⋯⋯⋯⋯⋯⋯⋯⋯⋯⋯⋯⋯⋯⋯⋯⋯⋯⋯⋯⋯⋯(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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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地区位于江西省东部，东邻福建，靠近闽南“金三角”经济区，南接赣州市径达广东，西

近京九铁路与吉安、宜春相连，北临鄱阳湖与南昌和鹰潭两市接壤。南北长222公里，东西长

169公里，总面积1．88万平方公里；全境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赣抚平原纵卧其北，河港交叉，土
肥水美，辖l市10县(2000年10月，抚州地区建制撤消，改设地级抚州市，原临川市改临川

区，其余10县名称不变)202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共22个民族，总人口380万，其中农业

人口300万。行署驻地临川市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距省会南昌市100公里。

自古至今，抚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闻名全国的“赣抚粮仓”，为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
之一。除盛产稻米之外，抚州西瓜、南丰蜜桔、广昌白莲和茶菇、崇仁麻鸡、东乡瘦肉猪和绿壳

神蛋等土特产誉满神州。抚州人礼于诗书，秀而能文，以诗书求闻达，弃自守而进取，尊师重教
蔚然成风，“才子之乡、文献之邦”闻名遐迩。

抚州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渊远流长。汉初，设立最早的县治南城县后，抚河流域的经
济开始得到相应发展，随之出现私学。三国以后，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抚州地区的官学始办于唐，总章二年(669年)，朝廷诏令抚州、南城设立文庙，开重教之
风。宜黄人罗坚赠田于棠阴建湖山书院，首开抚州创办书院之先河，随后，书院逐步得到发展，

但官学的兴办仅限于临川、南城、崇仁、南丰等少数县，难以满足科举求仕的广大士民阶层的需

求，私家书院有所发展。宋代，抚州地区境域分为抚州和建昌两个郡(州)级建制，朝廷大兴教

育，诏令“各州县皆立学”，抚州教育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除抚州府学和建昌军学外，各县县学

先后创办，私家书院剧增，抚州地区见诸史册记载的书院达40所，成为江西书院教育最发达的

地区之一，其中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最为著名。由于官学发达，朝廷颁定学额，设立学官，州县

拨给学田，极力扶植，即使是一些偏远落后之邑，也设立了私家书院。据统计，宋代抚州共有进
士1419人，按九县计，平均每县150余人。这一时期，抚州官学、书院、私塾空前兴盛，乐史、晏

殊、王安石、李觏、曾巩、陆九渊等一大批全国闻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在宋代的政治、

文化教育舞台上争奇斗艳，弄潮争雄。仅唐宋八大家中，江西有三，抚州地区就占其二，为抚州

地区赢得了“临川才子”的美誉。抚州地区的教育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宋末，元军进入江西，不少书院因战争焚毁，教育发展步入低谷。元统一全国后，全区府

学、县学先后恢复。朝廷下令乡村凡五十家立一社，每社立学校1所。各地开始创办社学。元

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下诏恢复科举，并加强了对学校的管理，设立儒学提举司，对书院委

派山长，授予官衔，督察考课，书院开始逐步官学化。同宋相比，元书院大为减少，但抚州地区

-％。‰基m碡≈潭，。；，l{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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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培养出了吴澄、虞集、何中、危素、朱思本、陈自明等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家、史学

家、地理学家和医学家。
明代，府县学、书院继续发展。抚州地区书院比元代大为增加。正德年问，李梦阳任江西

提学副使，对社学大力整顿，积极倡导，各县社学远超元代，抚州教育呈现出可同宋代比肩的新

气象。以书院发展为例，全区书院40余所，仅广昌县就有9所。书院教育的发展，为抚州培养

了一批闻名全国的教育家、理学家和军事家如吴与弼、罗汝芳、汤显祖、聂大年、吴伯宗、徐良

傅、艾南英、徐奋鹏、龚廷贤、谭伦等，他们的出现为抚州的文化教育和历史文明争光添彩。

清承明制，各地仍设府县学校，抚州地区的书院也在继续发展，乾隆以后，数量超过明代，
达60余所。但是，朝廷不断加强对学校的管理，限制师生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屡兴文字之

狱，妄杀无辜。宋代书院中自由论辩的空气和明代书院中批评时政的清议不复存在。从科举
情况来看，明清两代，即从洪武四年(1317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间，全国共举行了203次

(科)考试，有51624人中进士，江西有4988名，其中抚州府484人、建昌府425人，特别是临川
(198人)、南城(153人)、金溪(130人)等县的进士数量进入全省前10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下令废除八股文，书院教育逐渐被新型的学堂所代替，各
地书院纷纷改办为学堂，南城县率先响应，将风岗书院改建为南城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其后，

泸溪(资溪)、临川、金溪、东乡、崇仁、南丰、宜黄、乐安、新城(黎川)等县纷纷创办官立小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抚州知府将抚州城内的兴鲁书院改建为抚郡中学堂(后改名抚州中
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昌府也创办建郡中学堂(后改名建昌中学)。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黎川县钟贤、石峡两地富绅各创私立小学堂1所，私立小学堂也随之大兴。这一

年，科举制度被废止，新学创办呈蓬勃之势。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抚州府有中学堂1

所，公、私立小学堂32所，建昌府有中学堂1所，公、私立小学堂19所，近代教育制度开始在抚
州地区初具规模。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年至1911年)，南城、乐安、临川、崇仁等县先后创办

女子小学堂，抚州创办私立毓灵女子初中。女子学堂很快在全区各县发展起来。中小学教育
在办学宗旨上，虽然是忠君尊孔的老一套，但开始面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在教学内容上，注重

经学和国文，但也开设了各种现代课程，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干。这一时期，抚州的书

院教育尽管受到较大制约，但同样培养出了李来泰、李联琢、谢本量、乐嗣青、李瑞清等一批杰
出人才。

随着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抚州也开始起步。最早的职业中学创办于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东乡的蚕桑学社和临川的抚郡医学堂，前者教民学习养蚕技术，后者

传授中医。翌年，抚州府开办初级师范学堂，后又创办师范传习所，嗣后东乡、崇仁也先后开办

师范传习所，培养小学师资。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废止读经，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

推动了抚州地区教育的发展，但江西很快被北洋军阀所割据，军阀混战造成教育经费短缺，各

县公办小学处于维持阶段，唯私立小学的发展仍然很快。抚州师范学堂改为省立抚州师范学

校，后又改名为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4年，省政府变更了全省行政区划，府立中学一律改为

省立，全省共设九校，抚州中学改为省立第七中学，建昌中学停办。1916年，抚州六县创办公
立昭武甲种农业学校，以传授农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为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1926年

划归省办，改为江西省立抚州农业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抚州各校积极响应。5月中旬，在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发起下，省

立七中、昭武农业学校、毓灵女校和三师附小、临汝小学等校学生代表，成立“赣临学生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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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动县城学生于5月14日罢课一天，1200多名学生在城内府学前洗墨池集会，声援“五

四”运动，通电支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7月间，学生又在抚惠堂连续演出《安重根剌伊滕博

文：》、《蔡锷脱险》等剧目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观众近3000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抚州教育出现一系列改革，各校推行国语教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

文，教材增加了反映民主、科学精神的内容，教学方法开始提倡启发式，反对注入式。1922年，

小学开始实行四二分段的初、高二级制；中学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高中分设普通科和职业科。

1924年，省立三师和省立七中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革命思想在学生中迅速传播。1926年，北

伐军攻打临川，学生们自动组织起来，主动与北伐军联系，探听敌情，张贴标语，协助作战。

1927年8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抵达lt螽JIf，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加入起义大军。

1929年至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南丰、乐安、宜黄、广昌、黎川、资溪、崇仁等县先后开辟

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和发展教育。苏区教育的总

方针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劳苦群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

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各根据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教

育行政机构，积极开展小学教育、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大众教育、专业教育。以广昌为例，据

1932年统计，广昌县头陂、新安、尖峰、长桥、赤水、长陂、巴口、甘竹、青桐等10个区共建列宁

小学68所，入学儿童2259人，除地主豪绅子女外，凡入学读书者一律免收学费，广大劳苦群众

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广昌苏维埃政府还大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开展多种

形式的扫盲活动，使大批农民得以脱盲。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苏区沦

入国民党之手。苏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尽管不长，但其留下的诸多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抚

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反共“围剿”，对教育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各校建立了训育制度，小

学、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高中实行军事训练。在占领区(苏区)推行“特种教育”，大办中山民

众学校。抚州中小学教育发展缓慢，公立小学经费不足，大批学童流入私立学校或学塾。1935

年后，各县推行保学制度，以所在保为施教范围，全保民众为施教对象，每保设保学1所，若干

保设保联中心小学1所，发展了成人识字教育和初小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入侵给抚州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摧残。战争使教育经费陷入

极度困境；日军的烧杀掠夺和轰炸使大批校舍和教学设备惨遭破坏，其中临川、金溪、南城等县

损失尤重；大批学校被迫迁移，师生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如省立临川中学高中部迁光泽县天

后宫，初中部迁金溪县项山寺，继迁黎川县安圣寺，后高中部又迁黎川县下桥村，直到抗战胜利

后一年。初、高中才全部返回原址。

1939年，根据省教育厅制定的《江西省提前实施国民教育办法大纲》，抚州各县开始将原

有保学和乡镇中-t；'／b学逐步改办为保国民学校和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两校均设儿童部和民教

部，以发展国民教育。根据《中学教育改进计划》，各县陆续创办县立初级中学，至1944年，全

区中学发展到19所，其中省立完全中学2所，联立初中1所，县立初中11所，私立中学4所；

加上外地迁入抚州的一批中学，抚州地区的中学数量大增，中学生数量也大增。同时，各县根

据需要开办了乡村师范和职业技术学校。1939年，省教育厅在夏布特产地宜黄县棠阴乡创办

省立制麻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40年，东乡创办县立女子职业学校，招收女生，既学文化，又

学编织技能。1943年，宜黄开办县立农林职业学校，黎川也办起县立初级农业学校。1944年，

省教育厅在南丰县开办省立南丰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开设园艺科、农艺科。由于学生毕业后缺

乏出路，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员始终不足。

隧丝■■■■■■■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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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外迁的学校陆续返回原址。1946年，根据《江西省实施国民

教育第二次五年计划》，省立临川实验小学划归县办，各县将一批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国

民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定为示范国民学校和示范中心国民学校，并积极发展私立小学。全区

各城镇小学均办起幼稚班或幼稚园。各地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也积极开展恢复整顿工作。然

而时隔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教育经费再度陷入紧张，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况愈下。1947年5

月，上海、南京、杭州6000多学生在南京示威游行，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要求，临川中

学、临川女中及各县立中学也纷纷响应，罢课，罢教，上街游行，张贴标语，散发宣言。这以后，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一天天临近崩溃，很多学校关闭，教师失业，学生失学。至1949年上半

年，抚州地区各类小学仅1624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各类中学仅14所，在校学生

2500余人；幼稚园仅2所，在园幼儿47人。

民国时期，抚州教育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傅烈、李井泉、舒同、李世璋、饶毓泰、游国恩、

萧涤非、朱仙舫、丁渝、余瑞璜、程孝刚、邓从豪、吴式枢、艾兴等一批学子，或积极投身革命，或

专心教学研究和科学技术事业，成为中国革命和教育史上耀眼的星辰。

1949年5月，抚州解放，抚州教育从此揭开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省人民政府《江西教育改革方案》，抚州地区新生政权开始接管并改

造各级各类学校，废除训育制度，取消公民、党义、军训等课程，开设政治课，加强劳动教育。

1950年，农村实行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发动群众自筹经费办学，加快了村学恢复和发展的步

伐。1951年，各地执行优待工农子女入学的政策，工农文化补习学校、职工农民夜校和妇女识

字班遍地开花，工农子女入学人数剧增，全区开办冬学扫盲识字班2000余个，学员5万多人，

扫盲识字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1952年，各地完成了对教会小学的接管，私立小学也逐渐由

政府接办。1952年底，全区小学增至2400所，在校学生13．6万人；全区有中学12所，在校学

生3700余人，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小学生的最高入学人数。根据省政府关于各专区设1所

师范学校的规定，南城师范并入临川师范，校名为江西省临川师范学校，1958年更名为抚州师

范学校；其它简易师范或取消，或改为简师班，设县立中学内。原临川县立辅仁农业职业学校

停办，师生并入省立临川联合中学。省立宜黄制麻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省立南丰高级农业职业

学校、金溪县惠民农科职业学校也先后停办。

1953年至1957年是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抚州地区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

时期。各校大力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教学经验，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加强教学研究工作，改进

课堂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1956年，在稳步发展公办小学的同时，农村民办小学得到

大力发展，其中宜黄县群众办学的成绩尤为突出，85％以上的自然村设立了学校。到1957年，

全区民办小学发展到1160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农民、职工和市民扫盲工作也蓬勃开展，各

地大办冬学，采取开办早班、晚班、送字上门、田头教学等多种形式，扫除青壮年文盲，取得显著

成绩。同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各校据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包括缩

短学制、精减教材、改革教法，重视劳动，加强实践等。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全区中小

学校和学生人数呈现“跃进”势头。5月，村办小学遍地开花。全区小学增至4576所，在校小学

生发展到24万多人，很快就实现了小学教育的普及。临川、南城、南丰、崇仁、广昌等5县办起

师范学校。全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0所，创办农业学校89所，在校学生5000多人。

1960年，幼儿园发展到3389所，托儿所1万多个，共招收幼儿17万多人，全区学龄前儿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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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入托率达83％，创空前记录。各地初中和完中也大量增加，不少小学戴帽附设初中班，初中

戴帽增办高中班，全区共有初中66所，完中16所，在校中学生2．2万人。中小学生在“大跃

进”热潮中，支援“大炼钢铁”，大搞秋收秋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保证，教师的主导作用难以

发挥，课堂教学受到严重冲击。黎川、乐安、宜黄、资溪、金溪亦先后开办师范学校，全区师范学

校增至11所，在校学生2594人。中等职业学校数量也猛增，金溪县办起农业中学10所，宜黄

县一周内创办农业中学33所，临川县后来居上办起农业中学97所，翌年调整为26所，南丰、

广昌也先后办起农业中学共21所。各县(市)还陆续开办卫生学校、技工学校、文艺学校，但这

些学校大多办办停停，持续时间不长。

。1961年至1963年，全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工作进人调整时期。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各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在“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伤害的

170多名干部、教师进行甄别平反；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布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

《小学四十条》，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全区2所中学和16所完小被定为省重点中

小学；调整全区中小学校的规模与布局，部分条件太差的民办小学被停办，一些公办小学转为

民办小学，部分公办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幼儿园大批停办。农村一些不具备条件的戴帽初中

被撤销，农业中学大量减少，师范学校只保留抚州师范学校1所。根据省教育厅颁发的教学安

排意见，调整了中小学教学和劳动时间，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各校按教学规律办事，充分发

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重又在中小学恢复生机。全区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4年，根据中央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全区在办好全日制中小

学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办学。大办耕读学校。至1965年，全区共有耕读小学3500余

所，耕读中学60所。抚州市办起建筑工读学校、蚕桑学校，地直机关办起抚州地区农业职业学

校，东乡县办起职业技术学校；抚州市、资溪、东乡等县增加了5所共大，全区共大发展到14

所。各县(市)还大办农业中学，全区农业中学达到363所，在校学生3万多人。不少社队办起

农民业余学校，利用农闲开展扫盲和业余教育。全区农民学员6．9万人，比1962年增长6倍，

其中常年夜校学员1．7万人。至1966年，全区中小学普及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连续三

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80％以上，并逐年增长。全区有小学6000余所，为1949年的

4．5倍，在校小学生30万人，为1949年的6倍。中学教育也稳步发展，全区有初中46所，为

1949年的4．5倍，在校初中生1．4万人，为1949年的7倍；有普通高中14所，为1949年的7

倍，在校高中生3000人，为1949年的10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受到冲击，陷于

瘫痪，大批于部、教师被揪斗，学校停课，学生外出串联，教学设施被损坏，正常的招生考试制度

被废止。1968年，5000多名中小学教师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占全区中小学公办

教师总数的60％o此后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陆续进驻学校，管理教育。根据省革委会关于

“小学不出生产队，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指示，各地迅速扩大办学规模，全区小学增

至7232所，比1966年增加1100多所；一大批队办小学戴帽办初中，公社初中升级办高中，普

通中学增至288所，是1965年的4．5倍。中小学数量的激增，造成教师奇缺。一些地方便将

小学教师调去教初中，初中教师调去教高中；城市里则选拔工人上讲台，农村小学吸收大批民

办教师，全区民办教师发展到1967年的1．8万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74％，学历不合格教师

占半数以上。1969年，各地贯彻“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改初、高中“三三制”为“二二制”。改升

学考试为推荐选拔。根据省革委会要求，实行学校体制改革，农村中、小学下放社队办，大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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