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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市教育志》是《文登市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登

市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书。在文登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市

志办的具体指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7《文登市教育志》终于

编纂成册，献诸于世。

志书上限始于清末，下限至1990年底(大事记延伸至1993年)。

它记述了150多年文登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则，‘在系统地搜集、挖掘、整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资料，约100

余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严格地鉴别取舍，秉笔直书，既褒美扬善，亦

不隐恶。在记叙上，本着“述而不议，述中寓议”和“详今略古”的

原则。在行文上，采取横排竖写，以质jF卜平实的语言进行表达，力求

信实严谨，反映地方特色，而有所创新，从而保证志书的真实性，思

想性和科学性。
●

文登这片美丽沃土，由沙里店古遗址可证实，新石器时代就有人

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秦汉时代这里就比较繁荣。文化教育发展较早，史

有丰富记载。地灵人杰，山川毓秀，历代人才辈出，特别是辛亥革命

烈士和天福山起义英雄，更为文登以至⋯东革命历史增添了彪炳显赫

的新篇章。 。

、 文登教育事业，教育制度，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多

次更迭与变革。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到三十年代，教育发展虽然缓慢，

但全县初等教育已初具规模。四十年代至新中国建立，文登人民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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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革命战争，一面发展教育，为革命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

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文登教育事业，一El千里，。各类

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至今，已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的现代化教育格局。其中优秀遗产要继承，历史经验要借鉴。

．编纂《文登市教育志》的目的，在于给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提

供可靠的教育历史资料，熟悉本地区的教育历史和现状，从中找出规

律性的东西，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更好

的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同时，有益于青年一代开扩视野，了解

文登，热爱家乡，发扬文登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改革开放，大展

宏图。

由于水平所限，志书中详略失当，缺漏舛错等，在所难免，谨恳

请教育及各界知情人士，不吝赐教，批评指正，以期重新修改，推陈

出新。

1993年5』j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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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历史悠久，教育事业发展较早，一向有“文登学”之誉称。金朝

．学者郭长倩在《文登学记》中写道：“文登⋯⋯其地虽僻处，观其命名之

意，则知文风蔼然，其来尚矣。自秦以还，历汉、魏、晋、隋、唐、宋以迄于

今，士好经术，俗尚礼让，班班其典型在，盖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之所

致也。”由此可见，宋、金时代文登教育的大概情况。其后，元、明、清时

代，文登教育日渐发达，人才辈出，文风鼎盛，科甲连绵，史志中有不少

记载。清末，文登青年东渡日本留学者，有书记载的达数十人。丛禾生、

．丛珠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民国时期，文登中学与山东省立第七乡村

师范培养出几千名学生，大多数学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卓越贡

献。其中最优秀的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胶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

干部和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东海专署和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解

． 放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先后在文登建立了八处中等学校，为支援革命

战争和胶东根据地的建设，输送了上万名人才。 ·

新中国建立后，文登县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教育体制改革，调整教育结构，各级各类学校

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从恢复高考的1978年至1990年统计，全市

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达12977人，居胶东各市县前列。1964年文登

县就普及了小学教育，1984年经省检查验收合格，成为山东省首批普j

及初等教育的市县之一。从1989年起，按国家教委要求，开始实施九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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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义务教育，并被中央教育科研所定为全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三个实验

县之一。1 990年，全市有小学462处，中学51处，职业中专1处，职业

高中5处，在校小学生61053人，中学生30394人，职业中学学生3366

人，全市中小学教职员6765人。此外，文登还有电视大学、师范、卫生学

校、农业广播学校、教师进修学校、聋哑学校、业余体校、技工学校、职工

中专、私立日语学校各1处及职工业余学校14处。各级各类学校在校

学生总计达10万多人，教职员工达7000多人。涌现出一批教学质量蜚

声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学校。初步形成了一个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

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门类齐全，教育结构合理，适应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教育体制。
’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 990年全市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540097

人，占总人口数的75．04％。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3420人，中学文化程

度的290882人，小学程度的245795人。1 5周岁及15周岁以上不识字

或识字很少的98340人，占总人口的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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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教育行政机构

第一节．市(县)级教育机构’
。

t

清代文登县级教育机关叫“儒学署”。文登“儒学署”在孔庙之东。儒

学署设教谕1人，训导1人。下设正副书记各一个，分掌文案。教谕又

。 叫“明学正堂"，掌管孔庙春秋两季的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督导书院生。

一 徒课业，主持考课，奖优罚劣。训导协助教谕作各项工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文登县儒学署改称“学务公所”，宣统三

。 年(1911年)改称“劝学所’’。设总董1人，受县地方长官监督。总董之

下，设劝学员若干人，由总董禀请知县委任。全县划分为若干学区，由总

董挑选本学区品学端正，热心教育的士绅任劝学员，负责本学区的教育

。 工作。

劝学所不谨掌管本县的教育行政工作，并有劝导地方人士建立学

堂，废止私塾，推庄教育的责任。

民国元年春，文登县成立教育科。同年九月，教育科又改为“劝学

所’’，原教育科“科长”改称“劝学所长”，下设劝学员若干人。民国2年5

◆ 月，改“劝学所”为“视学公所’’。所长改称“县视学长”。下设视学员若干
n∥ 人。民国3年6月，又恢复“劝学所’’旧称。除劝学员外又增加书记、文

牍、会计各1人。民国5年，增加清理学务款产委员1人。民国14年劝

．学所改为教育局，设局长1人，县视学员1人，乡视学员3人’，文牍、书

，。 记各1人，共7人。取消清理学务款产委员会，成立董事会，管理学校款

产。董事会设董事6人。还有教育委员14人。董事及教育委员均系义

2 务职。民国1 8年8月15日，遵照《山东省教育局暂行规定》改组教育

局，在局长之下设县督学1人，教育委员5人，事务员2人，庶务、书记

。． ，各1人。11月4日，董事会改为“教育经费委员会”。民国19年5月成

立“义务教育委员会’’，有委员9人。12月20日，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

， 聘请委员5人。民国20年，遵照省政府规定，文登县教育局又进行改

}， 謦 3



’组，分第一、第二两课办公。第一课课长由县督学兼任，第二课课长由局

长兼任。事务员、书记、庶务均改称“课员’’。民国20年2月，成立“注音

符号推行委员会"，设有委员9人。

． 民国22年，教育局改为“文登县政府第五科"，内设“行政”、“视导”

两股。科长兼行政股长，下设科员2人；视导股长由县督学兼任，其中有

．教育委员若干人，录事1人。会计则隶属于教育经费委员会，教育经费

委员会直属教育厅领导。同年九月成立“教材搜集委员会”，十一月成立

“戡丈学田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各有委员9人。上述各委员会，除义务

教育委员会由县长任主席外，其余皆由科长任主席。此后，至抗日战争

爆发，文登县教育行机构再没有变动。

抗日战争时期，敌伪方面，1940年3月伪政府设教育科，有科长1

人，视学员2人，科员1人，雇员1人。1 943年8月成立“义务教育委员

会’’，伪县知事李国田兼任委员长，教育科长任主任委员，共12人组成。

在抗日民主政府方面，1940年6月，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设

第四科负责文教工作。9月，东海专署成立，与文登县民主政府合署办

公，仍设第四科管文教工作。1941年1月第四科改为教育科，设科长1

人，科员2人，印刷所主任1人，缮写员2人，训练班主任1人。还有民

众教育馆6人，与教育科人员在一起办公，负责全县的社会教育工作。

1941年12月，文登县分为两县后，文登(东)县设教育科，有科长1

人，督学1人，视导员1人，科员2人，教育款产秘书1人。文西县教育

工作起初由东海专署兼理，至1944年5月6日开始设教育科。1950年

9月16日，奉山东省人民政府指示，县人民政府教育科改为文教科。

1 956年1月8日又改名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有科长1人，副科长1

人，人事科员1人，视导员1人，教研室主任1人，教研员2人，扫盲干

部1人，文书1人，会计1人，共10人组成。

1 956年3月21日，县人委文教育科改名教育局。1962年，：艾化科

又并入教育局。称为文教局，直至1966年“文革’’前。1966年文教局有

局长1人，副局长1人，行政人员8人。事业干部有：会计2人，业余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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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干部3人，体育干部1人，教研室主任1人，教研员4人，高师函授蚰

1人，总计22人。

1967年3月15日，在文登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内设教育科。1968

年3月3日，由解放军“支左”部队、教育部门、安置部门和“革命群众组

织’’代表，组成“教育革命办公室"(简称教革办公室)。1969年2月12

日改称文登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教育革命组，1972年8月23日，改为

县革委政治部教育组，1975年11月3日，改名为文登县革命委员会教

育局。1 980年9月16日改名为文登县教育局。

1985年文登县教育局有局长1人，副局长3人，人事科员3人，文

书1人，视导员1人，会计1人。教育局下设教研室、招生办公室、校舍

改建办公室，教学仪器站等单位。

1987年春，教育局调整机构，设立办公室、政工股、普教股、职教

股、财务股、纪检组、工会团队办公室等机构。，1988年7月改“股’’称

“科’’。1 990年文登教育局在编人员17人：有局长1人，副局长4人，科

长6人，副科长6人。具体各科室人员为：办公室2人，政工科3人，普

教科1人，职教科1人，财务科2儿纪检组2人，工会团队1人。还有
档案室1人。

附：民国20年度(1931年)文登县教育局成员如下：’

局长 龙启通

督学 孙子玉(兼教育经费委员会主任)
’

第一课 课长孙子玉

课员：庶务一人，事务员一人。

第二课 课长龙启通

课员：书记一人，事务员一人。’

教育行政委员会主席龙启通兼，另聘社会名流王培昭、王善亭等五人为委员，每月开会一

次。

义务教育委员会，主席由县长张里元兼任，另聘富有教育经验的王毓升、于贵熙等九人为

委员，按规程半月开会一次。

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聘委员九人，遵章按期开会
。

{_
教育经费委员会，以教育局庶务为主，另聘若干人，每月开会一次，以讨论稽核教育经费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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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 (摘自《民国二十年度文登县教育简报》)

第二节 基层教育领导机构

民国初年，文登全县划为若干学区，每学区设1名劝学员，系兼职。

民国6年，文登有207个学区，设207名劝学员。

．民国10年至18年，文登县全境划为14个学区，每个学区设专职

教育委员1人，负责本学区的教育工作。民国18年8月，改为10个学

区，每两个学区设教育委员1人，全县共有教育委员5人，负责基层教

育事宜，至1 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40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根据地内，每个区设民教助理员1

人，负责该区教育工作；每乡设1处中心小学，上级委派中心小学校长，

负责领导该乡小学教育工作。在敌占区，伪教育科分区设中心小学，由

中心小学校长管理该区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备区设文教助理员，负责该区的文化、教育管理工

作。1 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各公社设文教助理员1人，扫盲干部1

人，中心完小校长1人，负责公社一级的教育行政工作和教育经费管

理。

1968年，各人民公社建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其中有文教助理

员，中心联中负责人，会计等。1968年12月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教育管

理委员会"，对学校进行管理。1976年“贫管会"撤销。

1 979年3月，各公社建立“教师辅导站”，在文教助理员的领导下

进行工作，负责全公社联中、小学、幼儿教师的文化业务进修和业务研

究。辅导站成员6～8人。有站长1人(一般由中心联中负责人兼任)，

联中、小学、幼教、业余教育辅导员各1人，还有会计1人。

1 985年后，乡(镇)和村子都成立教育委员会，由5～7人组成。乡

(镇)教委下设办公室，由文教助理员、辅导员和会计等人组成。文教助

理员任教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行政和业务工作。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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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校领导机构

民国时期，中学和高等小学一般都设有教务处、训育处和庶务(总

务)处。三处各设有主任1人，协助校长进行校务工作。

民国初年，中小学都设学监1人，民国十四年，学监改称训育主任，

专管学生思想政治动态和生活纪律。

1940年后，解放区的中学一般设教导处和总务处，各有主任1人

(有的学校还有副主任)工作人员2～3人，在校长的领导下，分别负责

教学工作和后勤工作。
’

小学有校长1人，教导主任1人。会计由教师兼任，一般不设二处。

新中国建立后，中小学管理机构大致如此相同。’

， 1987年8月7日，按省教委规定，各高、职中增设政教处，设政教

处主任1人，负责抓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o为工作方便，政教处一般与

学校团委在一起办公。

第四节 业务机构

民众教育馆’1 929年冬，县政府在孔庙前设民众教育馆，馆内

设总务部、图书部、体育部、讲演部等，有职员10人，其宗旨是：启发民

智，改良风俗，推广民众学校。1938年解散(详见社会教育部分)

1941年3月，抗日民主政府设立民众教育馆，兴办冬学、识字班和

农村俱乐部，开展扫盲和农村文化娱乐活动。

教研室 (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招生办公室 1971年，县招生委员会成立。分管教育的县革委

副主任兼招生委员会主任，下设办公室。每年七月招生工作开始，则抽

调有关人员组成招生办公室，“推荐选拔办工作结束，办公室即解散。

1978年起，招生办公室为常设机构。1981年文登县人民政府发72号文

件，对县招生委员会进行充实调整。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谭津华任主任，
7



教育局长侯贵凤等4人任副主任，有委员11人。招生办公室主任由教

育局副局长于树国兼任，还有办公室副主任3人。1990年招生办公室

正、副主任各1人，职员4人 ·

校办企业办公室 1981年1月成立校办工业公司，为教育局属

事业单位，负责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1983年教学仪器站并入。1989年

9月，市政府决定撤销校办工业公司，成立校办企业办公室，为副科级

事业单位，行政仍属教育局领导，业务上受经委管理。1990年工作人员

10人。

职工教育办公室 1 981年9月，县政府设职工教育管理委员

会，副县长兼主任。下设办公室，工作人员3人。1990年末，职教办主

任、副主任3人，职员3人。
‘

．
文登市(县)教育行政机构

及历任行政领导人一览表(1897-'--1990年)

时间 机构名称姓名职务 任职期间 备考

光绪23年至25年

清光绪
孙佑敏 训导 山东桓台县，岁贡，卒于任

(1897—1899)

23年至
光绪25年至30年

32年 儒学署 邢文舆 训导 山东长山县，副贡
(1899—1904)

(1897—

1906) 光绪30年至33年
孙文闵 训导

(1904—1907)

赛晋阶
劝学所 光绪33年至宣统3年 文登市坤龙邢家

光绪32 学务公所 总董 (1907～1911)
‘

’字道升，贡生

年至民 劝学所 教育科长 民国元年至民国4年4月 文登市黄岚乡佃里村，字

国14年 教育科 曲培藻
劝学所长 (1912—1915．4) 南溪，山东省优级师范毕业

(1906— 视学公所
●

劝学所长 民国4年4月至民国15年10月
1925) 劝学所 赛晋阶 文登市坤龙邢家

视学所长 (1915．4—1926．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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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机构名称姓名职务 任职期间 备考

毛国14每
蒋成翰 局长

民国15年11月至民国17年 文登市文登营乡漩夼村

至民国2： 文登县 11月(1926．11—1928．11) 字澍唐；拔贡
’

年(1925 教育局 局长 民国17年11月30日至民国 文登市文城镇三里河村，字
孙启珠—1933) 督学 20年3月(1928．11．30一1931．3： 子玉，文登县单级师范毕业

龙启通 局长
民国20年3月至民国21年 荣成市埠柳村，字晓亭，

文登县 (1931．3—1932)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同上

教育局 ．民国21年至民国22年 文登市孙家卧龙村，字进
董树德 局长

(1932—1933) 之，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毕业

民国22年至民国23年 文登市崮头集，名丛树桢
丛景濂 科长

(1933—1934) 山东省第六中学毕业·

民国23年至民国24年 山东省寿光县／

民国22
刘凤台 科长

(1934—1935) 山东省立第四师范毕业

年至民 文登县

国28年 政府第 何益堂 科长
民国24年至民国26年 山东省平度县

(1935--1937) 后师毕业
(1933土 五科

1939) 民国26年至民国27年， 文登市后泊村
张正路 科长

．(1937—1938) 上海大厦大学毕业

民国27年至民国28年
张墨林 科长 ，威海市

(1938—1939)

1940．6．1 文登县抗日

民主政府 李潜光 科长 1940．6—1940．9．8
东海专员公署与文登县

1940．9 第四科

合署办公，专署第四科长

1940．9 东海专员
孙华堂 科长 1940．9—1941．1．1

兼管文登县教育

—1941．1 公署第四科

1941．1 文登县第
1941．1—1941．3 文登市泽头镇

四科文登 王荆安 科长

1941．8 教育科
1941．3—1941．8 丰山村高中毕业



时间 机构名称姓 名 职 务 任职期间 。备考
’

1941．12分为文东
王曙东 科长 1941．8—1944．1

文西两县

张雪年 科长 1944．1—1945．1．5

张雪年1944年12月
金立英代科长 1944．12—1945．12

份去学习，由金立英代理

1941．8 于范五副科长 1945．12—1946．10

文登(东)

县教 刘金生 科长 1946．10—1 947．6
1 950．9．

育科
16

王有谷 科长 1947．6．11—1948．10
，

文登市宋村镇北马村
田润农 科长 1948．10一1949．5

曾用名田凤荣

张环海副科长 1949．1．25一

丛培基 科长 1949．5．28—1952．5

文登县人王荣光 副科长 1949．12——1951．6 荣成市黄山镇台上村

民政府文
1 950．

毁科195(
9．16 刘少杰 科长 1952．8．7—1955．9．11 乳山县

年1月8

日改称文徐良辉
1956． 副科长 1952．11．25—19563．17 ．荣成市大疃乡双石村．登县人民 (女)
3．10

委员会
(1956．3．10两县合并)

文教科 刘毓英 科长 1956．1．13—1 956．3．10

荣成市泊于乡小邓家

1 956．3一文登县人
王士良 副科长 1956．3．16—1956．8．7 文登市晒字镇楚岘村

】956．8．7委教育科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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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机构名称 姓‘名职务 任职期间 备考

赵连寨 局长 1956．8．7—1957．7．31 福山县

刘毓英副局长 1956．3．10—1961．12．12 荣成市泊于乡小邓家

王苑 副局长 1956．10．30一1959．6 牟平县

1956．

8．7— 文登县
鞠洪瑞 局长 1957．11．1—1959．10．26 文登市大水泊镇埠前头村

1962． 教育局 1959．10．26—1960．3．1 文登市侯家镇下郭家
于恭亭 局长

12．28 1960．3．14—1961．12 文教部副部长兼教育局长

刘毓英 局长 1961．12．12—1962．7．20 荣成市泊于乡小邓家

刘时修副局长 1960．5．20——1962．7．20 荣成市王连乡刘家庄

(1962．12．29

于恭亭 局长 1962．7．20—1964．4．21
文化科并入教育局)

刘毓英副局长 1962．7．20一1964．12．25 荣成市泊于乡小邓家

1962． 刘时修副局长 1963．10．26—1966．7．3 荣成市王连乡刘家庄

12．29 文登县

文教局
孙光 局长 1965．6．10一1966．7．3 文登市张家产乡水道村

1967．2．1
于崇实副局长 1966．7．3—1967．2．1 文登市大水泊村

刘建华 副局长 1966．9．17—1967．2．1 文登市天福山乡西子城

1967． 范廷兰
教革

1969．11．30—1970．6．17 (军代表)+

文登县革 组长

3．15

委政治部于崇实 副组长 1969．11—一1970．6 文登市大水泊村
—1969．

教育科
2．11 刘建华 副组长 1969．11—1970．6 文登市天福山乡西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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