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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敖汉旗教育志》是我旗第一部教育专志，它真实地记述了敖汉

百余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史实。

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资

料性有机结合，尽量做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突出专业特点和时代

特色。

我们把《敖汉旗教育志》奉献给敖汉人民，以期达到鉴古为今，

继往开来，服务“四化”，惠及子孙之目的。它的出版，我想至少有

三个作用：首先是资治，真实的史料，将为教育改革提供一定依据，

为“四化”提供历史借鉴，这就使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增加自觉

性、减少了盲目性。其次是存史，志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汇

集了我旗近代教育史料，较系统地总结了我旗百余年来教育概况及其

发展的历史经验，客观地反映了我旗教育历史的全貌，是非功过， 不

作任何评说，只留来者做具体分析、研究，使人们既吸取营养，也引

以为鉴。三是教化，人们可通过了解旧中国教育的落后史实和解放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进一步研究历

史，规划未来，努力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改革教育振兴敖汉的

神圣使命，从事编写工作的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教育局



离休老干部张振祥同志几度春秋，

借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挚的敬意，

奋力笔耕，数易其稿，终成此志。

并乐为之作序。

刘树义

1989年7月



凡·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原

则，记述本旗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使《敖汉旗教育志》资料完备、翔实，起到存史、资治的

作用，给后人以借鉴和教益。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时为经， 以事为

纬，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编纂方法，述而不论。

三、本志上限至事之发端(1808)，下限至1985年底。

四、本志中所用地名、职称均以时代称谓出现，个别的注明现代

名称。

历史纪年，建国以前沿用历史习惯通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

年，建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引文悉照原文，对于各种事物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

全称，复出时用简称。

六、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只对在敖汉教育界中影响较大的几位

知名人士做了简介，志书还收录了市(盟)人民政府及以上表奖的模

范教师(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先进工作者

(积极分子)、劳动模范。



七、本志含15章、4l节，共257i字。专志按章、节’-目三个层次

编列，用述记、志、图、表、录、照片综合表述。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语言明快， 内

容通俗。

九、本志所用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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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t

概 述’

敖汉旗位于赤峰市东南部，东邻哲里木盟奈曼旗，西与辽宁省建平县接壤．南靠辽宁省

朝阳市．北与翁牛特旗相连．全旗南北长176公里，东西宽122公里。总面积为8294．14平方

公里。多属沙漠丘陵山地，耕地面积222万亩。全旗人口为513284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

19533人。全旗辖5个镇，24个乡，1个苏木。旗人民政府驻地——新惠镇。

自清以来，敖汉旗曾先后归属建昌县、建平县管辖。伪康德四年(1937年)，敖汉由建平

县分出，建立伪新惠县公署，不久改为敖汉旗公署。敖汉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土地贫瘠，

自然灾害严重，农牧业生产水平低下，而解放前官吏横征暴敛，地主重利盘剥，更导致了经

济长期落后的局面，也给教育发展带来种种艰难。那么，上溯至清代中叶，迄今约二百年．

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敖汉教育经由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怎样的历史面貌7

清朝沿袭明制．科举取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敖汉教育即为科举考试铺路。

王公贵族、地主豪绅之家，聘。先生”，设私塾专馆，令子女攻读。四书。。五经’，促其

步入仕途。至私垫起始详年，今已查无文字，但据载嘉庆十三年(1808年)，有敖汉新地人

高扬中举，可知敖汉地区于嘉庆年间已见这类私垫。以后，单一的私塾教育，延续百年，直

至光绪帝诏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后，才有新的教育形式出现。而这百余年问，敖汉私

塾教育确也曾为封建统治输送一些人才。先后中举、考取进士4人，并有3人出任官职．

科举制度既废，而私垫教育，作为一种办学形式，并未与之俱废，却变相当长一段时阀

内，与官办学堂教育相辅而行，并时而见盛。任何形式的教育活动，都不可能不严格受制于

教育宗旨，私塾教育也曾因时代变迁而不断得到改造：民国年阆曾有些章程的改良．至伪满

期间实施。新学制4，旗公署则将私垫改良为学制可长可短的。国民义垫”。直至敖汉解放

初期．私垫才逐渐得到根本改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敖汉私垫教育宣告终结．

敖汉的宗教办学历史，计六十余年。这类学校多归教堂管辖，以包括教主，神甫、地方

富户在内的个人捐资及教区拨款为主要经费来源， 以培养学生。博爱4观为教育宗旨，

其整个教育活动中．充塞着大量宗教内容．敖汉解放后教会活动停止，教会小学亦并人

他校．敖汉的道德会办学始于伪康德四年(1937年)，以未婚女子为教育对象，教化世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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