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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旅顺教育志》是旅顺口区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书。它记述了清末

至今150年旅顺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旅顺口在历史上，由于地处边陲海疆，远离县治，教育设施甚少。近百

年来，又屡遭列强入侵，长期沦为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而只有

封建、半封建的教育和殖民地奴化教育，而无人民教育可言。

1945年8月22日旅顺解放，教育方回到人民手中。在国家的教育方

针政策的指导下，人民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

大量人材。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几经起伏波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旅顺的教育事业在拔乱反正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不断得到重视

和加强。“全党重视，全民动员，办好教育，振兴旅顺”和“人民教育人民办了

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方针深入人心。旅顺迎来了生机勃发、气象万千的教育

春天。

祖国重逢中兴盛世，盛世修志。编纂《旅顺教育志》正是继承和发扬这
一民族文化传统，记叙旅顺口的教育沧桑。以史为鉴，探索规律，权衡得失，

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人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作用。

《旅顺教育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现象和历史资料，进

行搜集挖掘，鉴别取舍，秉笔直书。既褒美扬善，又不隐恶讳丑。用正确的

观点方法进行编纂，保证本志书的真实性、思想性和科学性。

在记叙上，本着“述而不议，述中寓议’’和“略古详今”的原则，让读者凭·

借史实自行领略，自行评说；在行文上采取横排竖写，以平实、质朴的语言

进行表述，力求做到“信、达、雅”并言约旨丰口

旅顺口近百年来，历经了清末半封建统治、俄日一殖民地统治、苏联军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几个历史时期。不同时期的教育必然打上不同

时期的烙印；同时，旅顺口的教育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特色。因

此，编纂时力争突出时代的特点和地方特色。如本志书对殖民地时期的教

弋 ／



育，也使之在志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盖出于此种考虑。

《旅顺教育志》在编纂过程中，查阅搜集和整理了百余年来的史料，专

访了知情的老人，积累了500余万字的史料，经过篇目设计、编纂初稿、精

编改稿、统编成稿、送审评稿、修改定稿等艰辛过程，方使之成为一部记载

旅顺口教育发展历程的工具书。希冀它能在“资治、教化、存史"上起一点作

用。

编纂教育志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由于我们编纂人员水

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资料不足，编纂人员又时有更替，虽几易书稿，但疏

漏舛误之处唯恐难免，恳请通家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及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



。凡 例

一、《旅顺教育志》是一部断代的、地域性的教育专业志书。时间，上限

自公元1840年，下限至公元1990年，凡150年；空间，限于旅顺口区界域

内，凡原属旅顺界域内，后又划出的地区，其史实均记载至划出之日止。

二、本志书编纂所依据的史料，以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资料为主，以经过

考订的口碑资料为辅。

三、本志书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志、

记、传为正文，图、表、图片为附录，综合表述。按图片、地域图、序言、凡例、

大事记、正文、附录、编后为顺序编排。．

四、本志书的框架结构为编、章、节、项、目5个档次，全书共设8编、33

章、69节。正文后设附录。

五、本志书的纪年，建国前，采用清朝或民国年号纪年，并在括号内夹

注公元纪年，殖民地统治时期亦同。如因表述需要出现日本年号时，均用括

号夹注清朝或民国年号及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书言必据史，引文一般不注明出处，如因表述需要注明出处或

注释者，采用正文中夹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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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90年(光绪十六年)

九月 清政府修造大吨位舰船的国防工程——

旅顺船坞(今海军4810厂)修建竣工．

是年 为培养军工企业和舰队急需人才，相继

建立旅顺鱼雷驾驶学校、旅顺水雷营学校、旅

顺管轮学校．．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四月 十七日，《马关条约》签定，中国战败，日

本第一次占领旅顺。后在俄、德、法“三国干

涉还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放弃对辽

东半岛的永久占领”。强迫清政府以三千万

两白银的“赎辽费”为条件撤出辽东半岛，旅

顺f回归中国．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三月 二十八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

借条约》，强占了旅顺。

是年沙俄关东总督为了实施殖民地教育，在

旅顺建立第一所殖民学校——旅顺市立普希

金初等学校．该校专门设立一个“中国科”，

招收中国学生40名．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七月 沙俄总督将附设于普希金学校的“中国

科”分出来，成立旅顺俄清学校。并颁布《俄

清学校规则》．

是年经俄皇批准，建立旅顺实业学校。本科修

业年限五年，商业科、预备科、补习科六年。

1904年(光绪三十年)

二月 日、俄战争爆发。翌年一月，俄军战败，日

军再度占领旅顺。旅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

殖民地。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十月 (日)开办旅顺公学堂(中国人六年制小

学)。翌年在该校设师范科，直至1916年．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五月 (日)在旅顺设置日人小学校一一旅顺国

民小学校(后更名寻常高等小学校)。

十月 (日)开设水师营公学堂(中国人高小)。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四月 (日)在旅顺设置寻常高等小学校西旅顺

分教场。1909年4月独立建校，名为旅顺第

二寻常高等小学校(日人六年制小学)．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是年私立旅顺幼稚园成立．

1909年(宣统一年)

五月 日本关东都督府公布《旅顺中学官制》，

开办日人中学——旅顺中学。学制五年。1932

年更名为旅顺第一中学。

同月，(日)发布《旅顺工科学堂官制》，开

办日人大学预科学堂——旅顺工科学堂。九

，月六日发布《旅顺工科学堂规则》。1910年4

月开始授课．1922年升格为旅顺工科大学．

1910年(宣统二年)

四月 (日)开办水师营普通学堂、营城子普通

学堂(中国人的初小)。

六月 日本关东都督府，开办日人女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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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日本关东都督府，开办日人女子中学

——旅顺高等女学校。五年制的普通中学。

十月(日)财团法人东洋协会满州支部开办旅

顺语学校(业余成人学校)，培养日本入学中

国语、兼收中国人学日本语．

是年 清朝贡生乔德秀，创办金州私立西小磨

子公育两等小学校(当时属旅顺管辖)。

1912年(民国元年)。

是年 由利得尔(美)捐助创办新旅顺幼稚园。

1913年(民国2年)

(日)儿童保护设施——镰仓保育园旅

顺支部成立。

1915年(民国4年)

6月 (日)发布《关东州普通学堂规则》和《关

东州公学堂规则》。

1916年(民国5年)。

兰月 (日)开办中国人中学补习学校——旅顺

高等学堂。翌年附设师范科，培养普通学堂中

国教员。

是年 (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创办日人职业学

校——旅顺实业补习学校。

1918年(民国7年)

(日)将旅顺高等学堂撤销，其预科并入

旅顺工科学堂，师范科改为旅顺师范学堂。

‘

1924年(民国13年)

(日)开办第一所中国人的五年制普通中

学，命名旅顺第二中学校。原日人旅顺中学更

名旅顺第一中学校。

1925年(民国14年)

6月 旅顺工科大学的部分中国学生和旅顺第

二中学校、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举行示威游

行和罢课，声援“五卅”惨案后的上海反帝爱

国斗争。

1926年(民国15年)

是年 中共旅顺师范学堂支部成立．负责人朱

寿春。

1927年(民国16年)

1月 旅顺基督教会创办旅顺基督教信义会幼

稚园。
．

1929年(民国18年)
。

9月 中共党员林基堂，在旅顺林沟村创办民

众学校。1932年4月筹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支部，林为支部负责人．翌年遭日本殖民当

局破坏．

1932年(民国21年)

4月 旅顺第二中学校与旅顺师范学堂合并，

成立旅顺高等公学校。内设中学部(五年制)、

师范部(四年制)。师范部又分为男子部和女

子部。另设附属公学堂一部(在太阳沟)和二

部(在铁山鸦户嘴)。

1936年(民国25年)

6月 (日)开办日本人的师范学堂和旅顺女子

师范学堂。

1937年(民国26年)

5月 由清皇室肃亲王遗产资助，开办旅顺家

政学校——康德女塾。1942年更名为旅顺康

德女学校．学制三年，后改四年．

1939年(民国28年)

7月 (日)开办旅顺医学校。1943年升格为旅

顺医学专门学校．

9月 16日，(日)发布《关东州学校卒业者使用

制限令>。 一

12月 22日，(日)发布《关东州职业能力申告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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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民国29年)

4月 1日，(日)颁布《旅顺高等公学校规则》，

建立旅顺高等学校(日人大学预科学校)。

1943年(民国32年)

1月 16日，(日)发布《关东州勤劳奉公协力规

则》。规定：男14．---50岁，女14----25岁，年付

出60天劳动。．

6月 (日)颁布《关东州人教育令》。称中国人

为“关东州人”(即日本国民)。将公学堂和普

通学堂改为公学校。

194／1年(民国33年)

是年(日)将旅顺高等公学校师范部分出，独

立建校，定名旅顺师范公学校。

1945年(民国34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旅顺解放，

重归祖国。按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友谊同盟

条约》有关规定，苏军留驻旅顺，实行军事管

制。

11月 25日，旅顺市政府成立。在《施政纲领》

中提出：“肃清日寇法西斯奴化思想，实行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第一

任市长王世明在就职报告中指出：“我们实

行普及教育的方针，各村都要建立民校．妇

女识字班，开展群众性的扫盲活动。把普及

小学，消灭失学儿童和大力发展社会教育，

扫除文盲作为重点建立和发展人民的教育

事业。”市政府成立教育局，首任局长宋劲

波。

12月 10日，市政府发出《关于办学经费的通

知>，提出学校经费一律由政府统筹统支。

15日，旅顺市立中学成立。首任校长郝

世伟．首批招生43名，教师8人．

1946年(民国35年)

9月 15日，市政府颁布《中小学教员服务暂

行条例》，共三章二十一条。对中小学教员的

职责、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10月 51．日，王华凯任教育局长．．

是年中共旅顺市立中学支部成立(当时党组

不公开)。有党员3人，书记张信昌。

1947年(民国36年)

5月 7日，市政府为克服国民党对旅大经济

封锁带来的困难，颁布了教职员实物薪金供

给制标准，实行薪俸粮制。

4月 24日，市政府颁布《中学教职员提升标准

的规定》。提升中学教员，一看文化程度与过

去历史；二看工作能力与教学工作的表现；三

看担任课程的份量与学科主次；四看到校时

间长短。

8月 12日，市政府颁布《中学生奖学金规程》。

颁发对象：贫苦青年就学深造；贫苦市民、职

工、公教子女品学兼优者。

8月 28日，金纯太任教育局长．

1948年(民国37年)

1月 23日，市政府公布教职员等级与薪资标

准及实施办法。停止实物供给制。

4月 12日，市政府发出关于改进教育工作的

指示：一、要救济失学儿童，使他们尽可能有

就学的机会；二、加强领导，深入基层，培养典

型，总结经验，以身作则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三、坚持教育与实际结合；四、抓好教师的进

修，坚持为用而学，学用一致，提高工作效率。

2日，苏军旅顺一号中学向旅顺市立中

学赠送生物挂图、标本和理化仪器。

6月 18日，市政府、民众联合会(中共旅顺市

委对外的组织名称)联合发出《为加强教师学

习，减轻负担的通知》，对教师参加社会活动，

参加会议的次数，教师节假日休息等作出具

体规定．

9月 12日，旅顺市立中学翻印“苏联中学各科

评分方法”，学级簿和记分册在全校试用，开

创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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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旅顺市立中学附设师范班成立，

并举行开学典礼．首批招录学员60名，全部

为公费生．

11月 10日，市政府举办小学教师学习班，对

教师队伍的历史与思想状况进行审查，帮助

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至翌年4月，共举办四期，有769名教师

参加。 ．

是年市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张岩任科长．

是年旅顺市冬学促进委员会改名为冬学指导

委员会。翌年，又易名为旅顺市识字委员会。

负责全市扫盲教育的组织协调及业务指导工

作．

19,19年
●

●

5月 旅大行政公署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提出

教育要实现“新型正规化”。要开展“向苏学

习”活动。旅顺市政府提出以旅顺市立中学和

，市、区中心小学为试点，然后推动全面。并成

立旅顺市“苏联教育研究小组”，担负全市“向

’苏学习”的指导工作．

4月．9日，市政府指令在比较偏僻的村建立民

办公助小学．翌年5月，决定：乡村小学凡离

中、完小1里以上，各年级均不足1个班者予

以并班，实行复式教学．

9月 14日，旅顺人民的第一所幼儿教育机构

一旅顺幼稚园成立。’招收5～7周岁儿童dO

名，保教人员8名。

同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顺市委员会成

立。在全市981名中学生中，发展团员285名

(占35．68％)，建立36个团支部，20个团小

组． ，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市教师和

城市中小学生参加旅顺市庆祝开国大典活

动．
·．

7日，东北教育参观团考察旅顺市立中

学和苏联中学．

30日，市教育科召开试用“五级分”会

议．要求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试行“五级分

制”和使用学级簿、记分册。

11月 中国少年儿童队旅顺市大队部成立。首

批发展队员560名。

是年 旅顺市被评为旅大市扫除文盲先进单

位。

1950年

2月 市委、市教育科决定：抽调中小学教师参

加旅顺地区土地改革——“土地调剂”工作。

双岛中，C-／J,学教师王琦璇被地主持锛砍伤。

4月 29日，市长孔祥林发出通令，表彰刘芝久

等74名优秀教师。
‘

8月 丛者恕任教育科长。

1 0月 杭美授朝开始。全市中小学开展爱国主

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活动，广大学生节约每一

分钱，积极参加捐献“中国少年儿童号”战斗

机活动．

是年旅顺中学校长于冶青写出《向苏学习两

～年——领导上的自我批评)一文，总结向苏学

习的经验教训，批判学习中的形式主义。

是年水师营中，L-d,学校舍，被中国人民志愿‘

军后方医院征用，一千余名学生分散在民房

上课。1956年校舍退还，学生返校。‘

1951年

5月 旅顺中学改名为旅顺第一初级中学，并

建立旅顺第二初级中学。

同月，旅顺一中抽调90名学生成立俄文

班。1952年并入大连军事俄语专科学校。

5月 苏联教育专家波波夫·卡尔波娃考察旅

顺一中，并作《学校管理》和《课堂教学类型分

析》报告．
’

7月 市教育工会、各中小学基层教育工会成

立．

10月 孙芙英任教育科长．

1952年

2月 1日，市委、市文教科举办小学教师人事

审查学习班．483名教师参加，339名教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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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查。学习班3月14日结束。

7月 10日，中央教育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决定；旅顺一中为接受国外华侨子弟归国学

习的学校之一。当年该校高中部招收归国华

侨学生50名。

9月 1日，旅顺一中与二中合并，改名为旅顺

中学(完全中学)。

11月 9日，文教科举行新生国语、算术课堂教

学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研究会(～儿日)。

160多人参加。会议要求推广赵美玉、刘惠敏

的教学经验。

是年 市政府决定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要

求先试点，后在农民教育中推广。

是年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在

7所小学试行“五年一贯制”。翌年按政务院

《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停止推

行“五年一贯制”，仍沿用“四．二制”。

1953年

4月 25日，文教科调整小学布局。全市小学由

93所减少为79所。后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

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又由79所

并为43所。

8月 中小学教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10月 9日，文教科抽调部分中小学教师参加

普选工作。

是年辽宁省教育厅将旅顺中学《学习苏联学

校领导工作的初步经验》一文，印发给东北各

地中学。

1954年

2月 19日，文教科召开全市小学教师大会，宣

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小学教育要为

总路线服务。

5月 19日，文教科召开学校党、政、群团干部

会议，传达贯彻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

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一、加强学校政治思

想工作的领导；二、加强和改进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三、抓好教学工作；四、注意师生健

康；五、搞好教师文化进修I六、严格学校行政

管理。

5月 市委宣传部召开小学教师代表会议。300

多人参加。贯彻旅大市中小学政治思想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对在师生中加强总路线学习，

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等问题提出要求。

7月 市政府、文教科、团市委召开初中、高小

毕业生代表会议，号召开展“一颗红心，两种

准备”的教育活动。

11月 12日，中央教育部中学教育司司长检查

旅顺中学的教育教学工作。

是年全市中小学开始推行第一批汉字简化方

案。

是年旅顺中学学生文艺代表队，代表旅大市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八大城市大中专学生文

艺汇演”获4个优秀表演奖。

是年 中央教育部决定：旅顺中学为全国重点

中学。

1955年

4月 17日，旅大市中苏教师联欢会在旅顺中

学举行。旅顺教师代表48人，大连市教师代

表24人，苏联教师代表48人，旅大市教育局

长、苏联驻军代表参加联欢。苏军撤离，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驻旅顺。

8月 旅大市教育局在旅顺中学召开中学干部

会，推广该校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经验。

9月 全市中小学实施Cd,学生守则》和《中学

生守则》。

12月 23日，辽宁省教育厅考察旅顺中学基本

生产技术教育实施情况。同年《光明日报》发

表4篇文章介绍该校的经验。

是年 旅顺市6个区的中心小学校长联名在

《旅大日报》上，发表题为《协助农村干部做

好扫盲工作的倡议》。《旅大日报》发表了题

为《农村小学教师的光荣义务》的短评。

是年文教科组织全市478名教师学习《中共

党史》。155名不足初中水平的小学教师进行

文化进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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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全市少先队员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

是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八一小学旅顺分校

成立。

1 956年

2月文教科增设教研室．

7月 23日，全市小学教师集中旅顺进行肃反

学习(中学集中到大连)，有503人参加。8月

．17日结束。12月又按区、校进行第二批肃反

学习，有324人参加。查出“反革命分子”20

。人，后查出补作结论的27r人。

是月 旅顺市扫盲协会成立。宣布旅顺实现“无

盲市”．

是月 李福沛任文教科长。

8月 中小学教师工资改革。

1957年

2月 中小学开始学习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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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方针。

6月 市委宣传部动员中小学教师帮助党整

风，提倡大鸣大放。

7月 21日，全市中小学教师集中开展反右派

斗争(中学在大连市进行)，至9月1 19结束；

翌年1月13目至2月12 El，全市又开展了

第二期反右派斗争。有53名干部、教师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

的错误。

是年全市开展“教育大革命”．在15个乡、3

．个街道创办民办中学、农业中学．当年开办

农业中学4所，在校生113人．

是年市委为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学校

领导体制由校长负责制改为党支部领导下的

校长分工负责制．同时从其他战线抽调工农

．干部，充实学校领导班子．

是年旅顺海军基地子弟小学成立。196-1年11

月20日，同解放军旅大八一小学旅顺分校一

并移交，由旅顺口区文教局接管。分别改名为

大华小学和光荣小学．

1958年

2月8 El，文教科决定：将31所农村小学下放

给乡人民委员会领导；市内5所小学仍由文

教科直接管理．

5月 26 El，文教科召开中小学干部会议，交流

推广三八里小学、惠民小学、郭家沟小学勤工

俭学经验．

4月 旅顺一中百余名住宿生急性食物中毒．

区委、区政府紧急派医疗队进校抢救，经治疗

全部恢复健康．

同月，文教科召开“旅顺市文化教育系统

跃进誓师大会”，提出当年实现7～12岁儿童

全部上学，高小毕业生全部升入中学。为此，

各乡都办起了民办小学和农业中学。

6月 15日，文教科改为教育局。王庆善任教育

局副局长。

17日，旅顺渤海水产大学成立。属民办

的半工半读的中等专业学校。1959年8月与

大连水产学校合并。

同月，全市开展“双反”(反右倾、反保守)

运动。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开展“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一些教师因

埋头业务，被扣上“只专不红”或“白专道路”

的帽子．

8月 2"1日，市政府决定改变学校名称，除中心

小学外，其他学校一律按学校所在地村、街道

址称谓。

9月 中小学开展教学工作“比先进、争上游”

活动。全市中小学教师总结教学及班主任工

作经验233篇，制做教具2 394件。

10月 开始实行《劳动卫国制度体育锻炼标

准》。中小学掀起“劳卫制”锻炼热潮。

是年秋后，中小学投入“大炼钢铁”、“深翻地”

运动。一些中小学修建高炉，组织师生停课采

矿石、修水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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