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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赵县教育志》付梓问世，填补了赵县教育史志的空白l盛世修志，古今定例。为赵县

教育事业深远计，我力主编写《赵县教育志》，愿望得以实现，心情实难平静，以文代序。

赵县地处华北平原，子午要冲。盛产粮棉梨果，美丽富饶，文化教育源远流长，代有名

人，史不绝书，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祖国的光辉历史长河中，赵县曾起到重要历史作

用。然纵观赵县教育历史，发展曲折，有兴有衰，其兴衰枯荣都与国家安定昌盛与否紧密相

连，更与当政者重视程度息息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日益重视教育，教育

被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值此之际，我奉调教育局，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为

振兴家乡教育尽绵薄之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胆启用人才，调整教育结构，合理学校布

局，集资兴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狠抓教育改革，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与配合，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全县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使赵县教育事

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赵县教育志编写组的同志不负全县师生重托，历尽辛劳，内查外调，搜集资料，精心筛

选，去伪存真，几易其稿，写成《赵县教育志))。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贯通古今，不粉功、不饰过，较客观地记述了赵县教育发展历

史，勾勒出一幅赵县教育兴衰图。它对各级领导了解赵县教育历史和现状，总结借鉴历史经

验，深化教育改革，规划教育未来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赵县教育志》所收集的资料，上自春秋，下讫1989年。重点记述了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新学堂兴办以来赵县教育曲折发展情况。志书从回顾各个时期的教育实践出发；既

记载成绩和经验，又反映失误和教训，以给各级领导提供借鉴，达到资政之目的。志书作为

赵县教育界一部乡土教材，所录人事，多为历史和现实中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其中不乏

致力于教育事业中的领导、教师，尊师重教的楷模，他们的行为可作为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

财富，激励当代，惠及后世，使教育界的广大干部，教职工及有识之士，以他们为楷模，代

代相传，为教育事业乃至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志书还收录了各个时期的珍贵的历史和现

实资料，以备后世分析研究。《赵县教育志》必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

国家的强盛在于科学，科学的基础在于教育，教育乃立国之本。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

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热爱祖国，抵御外侮，自强不息，代代相衍，关键在于教育。我们

中华民族有一套世界无以伦比的思想教育体系!我，教育界一名老兵，年事已高，力不从心。

愿全县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更加尊师重教，愿全县教职Tn尊自爱、脚踏实地、加倍工作，

愿全县学生勤奋刻苦学习。我坚信，赵县教育事业～定能够健康、稳步发展，为振兴祖国、

实现“四化"大业多做贡献。
’

顼国成，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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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上溯至春秋时期，下限断在1989年底，重点记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学

堂兴办以来赵县教育的发展历史。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共有概述、大事记、州学书院私塾社学、幼儿教育、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中小学教学研究与改革、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农民教育、干部职工教育、教育

经费和勤工俭学、教师队伍、教育人物，人才输送、教育管理16章67节。

三、本志采用专章专节记人和因事系人的办法收录人物。专章收录人物分三个档次：一

是人物传记，收录教师中的革命先烈和教育成绩卓著、服务教学成绩显赫、在赵县有一定威

望的已故教职工，二是入物简介，收录全国级在岗模范、已离退休的省级模范，终身从教，

有一定威望，教育界公认的模范教职工，三是人物名录，收集省级模范，30年以上教龄的公

办教师、20年以上教龄的民办教师。

四，本志采用随文附录法，用以记述正文未列录的资料。

五、本志所用纪年，新中国成立前一律采用朝代帝王年号夹注公元年号，新中国成立后

采用公元纪年号。

六，本志使用各种事物名称，一般采用当时称谓，第一次用全称，后文酌情处理。人名

一般直书其名。
、

七、本志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年月日，用中文数字表示新中国成立前年月日，序

数。用“％，，表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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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赵县地处华北平原，县城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东南42公里处。面积657平方公里，自

然村251个，人1 14875。赵县历史悠久，西周属晋，春秋有棘蒲小邑。秦有棘蒲，宋子二城，

汉置平棘，封斯、敬武县(唐赵州官署移平棘)，北齐天宝年间改称赵州，北宋末年升为庆

源府。金为沃州，元复赵州，清雍正二年(1724)升为直隶州，中华民国二年(1913)改赵

州为赵县。
’

封建统治时期(1911年以前)

赵县文化教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私学。至汉代，武帝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

官，学校大兴，官学有学、庠、序，私学有书馆、书舍等。唐初，赵州学校昌盛，制度臻于

完备，官学、私学遍布全境。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多少士子寒窗苦读，痴望跃身仕途。唐中

叶之后，学校逐渐衰微。宋王朝建立，为发展教育，曾三次兴学。赵州建庙学、庆源书院，

蒙馆、家塾等，私学也有较大发展。北宋末年，赵州遭受战乱，教育事业受到摧残。至明中

叶得以复苏，发展州学、书院、书馆，广设社学、义学，扩大教育范围。清沿明制，赵州教

育又有发展，官学有州学、书院、社学。私学有义学、族学，书馆。形成一定规模的教育网

络。 。

‘
，‘

清《赵州志》载：赵州“好尚儒术，耕读兼营，积学储材，科弟不绝，人才辈出。一代

有名人，史不绝书。隋有著名文艺批评家李谔，他的《上隋文帝书努被文帝采纳，匡正一代

，，文风，唐有书法家、文字学家李阳冰，人称笔虎，宋有方志学家宋敏求，补撰唐史148卷，编

《唐大诏令集》130卷，著(<长安志))20卷，为地市志之宗，元有杰出医学家王好古，创立。阴

证学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多参考其书，清有拔贡翟学易，著有《毛诗左韵》，《周

易逸象编》、《鼎林诗文集》等数十卷。自唐至清，赵州有进士59人，举人159人，贡生306

名，秀才不计其数。 ．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后，废科举、兴学堂之风日盛，赵州地近京畿，率

先响应。光绪二十七年(1901)，知州吴国栋奉上谕，改革旧教育，创办赵州中学堂，招收

宁晋，隆尧，柏乡、高邑，临城诸属县学生。尔后又相继创办赵州高等小学堂、赵州师范学

堂。光绪三十四年(1906)，已建成新式学堂39所，至宣统三年(1911)，新式学堂达55所，

已逐步占领教育阵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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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

中华民国二年(1913)，赵州中学堂改为省辖，名为直隶省立中学校。王官祥在县城

首创赵县女子小学，后办成完小，附设师范班，倡新风之先。后女子学校在瓜家庄、大石

桥、西杨村、南解家瞳等村先后创建，为女子解放做出了贡献。民国五年(1916)，县知事

仵庸重视教育，改庙宇为学堂，既命令又游劝，国民小学创建迅猛，达168所，学生4159人，

高等小学3所，学生153人。

翌年，直隶省立中学校更名为直隶省立第十五中学校。此后，扩建学校规模，增添教学

设备，增加招生名额，教育质量日益提高。

“五四"运动后，赵县中小学的进步教师高举科学、民主、反帝、反封的旗帜，组织学

生上街游行，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

化，提倡妇女解放。民国十年(1921)，赵县已建国民小学182所，学生达5483人，高等小

学5所，学生有418人，私塾20所，学生386人：新式学堂占据了学校的主导地位。民国十七

年(1928)，中国国民党赵县执行委员会成立，赵县正式纳入了国民党政权的领导，贯彻

国民党的教育宗旨，增设党义课，向学生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

斯思想。同时，推行平民教育，开办民众学校。当时，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初露倪端，

同年暑假，保定二师学生、共产党员葛茂堂、张锡彦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赵县宣传党

的主张，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宋尘寄、贾子乔等进步教师入党。民国十九年(1930)，

赵县简易师范、赵县第一高小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共产党员教师和非党进步教师

组织师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想。民国二十年(1931)，省立

第十五中学闹学潮，全校罢课，驱逐了反动校长张庆开。“九一八"事变后，赵县广大教师

结队游行，出刊物、印传单、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罪行。民国

二十二年(1933)，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将广大教师团结在党的周

围，对其进行反法西斯和爱国主义教育。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共两党在赵县斗争激

烈，国民党赵县县党部到处搜捕共产党员，身份暴露明显的教师不得不转移外地，国民党县

政府查封了赵县初级中学的进步刊物“半月刊社”，进步师生受到压抑。

民国二十二年(1933)——民国二十六年(1937)，是赵县教育比较鼎盛时期，省立赵

县初级中学校长耿平允(正定人)，治学严谨有方，聘请名师执教，学校声誉El高，生源扩

大到21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全省中学生毕业会考，赵县初级中学毕业生一举夺

魁，名列榜首，得到省教育厅的嘉奖，特许赵县初级中学毕业生免试毕业。赵县的小学发展

到230所，平民学校发展到220余所，受教人数达7000余人。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1937年lo月)，日本侵略军入侵赵县，赵县教育事业受到摧残，中

小学校全部停办。城内部分师生随国民党军队南撤，共产党员教师韩五岳、李学文、马达夫、

李振邦、张少英、宋尘寄等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共产党员教师张子厚、胡芝祥、

贾子乔等则在当地发展党组织，发动、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同年冬至翌年春，

城内小学陆续开办(赵县初级中学、赵县第一高小、赵县第二高小都未再开办)。日伪政府

办学目的是为日本侵略者培养驯服工具，但是遭到爱国师生不同形式的反对。侵略者让学生

喊： “日本皇军万岁!”可学生巧妙地利用谐音喊： “日本皇军半岁!”民国三十年-(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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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省立赵县农业职业学校成立。城外日伪统治较薄弱的地方，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

后，学校陆续开学。距城近的学校采用两种课本(民国的复兴课本和日伪的新民课本)教 。

学。进步教师杜崇之、马志学、李旭升、屈竹贤等相继创办抗日学校，实行游击教学，!创

造了灵活多样的办校方式，存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忘我工作，不计报酬，费尽心血让学生学文

化，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赵县南庄抗日高小，办得有声有色，培养出一批革命青年，

人们至今仍在称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解放区，游击区都已

办起了抗日学校，同年春冬，在民主建政的村庄开始创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翌年，赵

县大部村庄办起了夜校。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1945年9月1日)，赵县城解放，日

伪学校停办。次年春，中共赵县县委重建赵县短期师范学校，培养干部和教师。由于元氏之

敌不断骚扰，学校经常转移，教师杜崇之、崔可法等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学生学文化、学政

治、为革命战争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国三十五年(1946)‘夏，由于蒋

介石重开内战，赵县的中青年教师踊跃参加地方武装，保卫胜利果实，组成了赵县文化二中 、

队，当时赵县成为国共相互争夺之地，形成了拉锯战，教育事业受到影响。民国三十七年

(1948)，赵县完成土地改革，生产得到发展，各村小学相继开学，师资匮乏，赵县短期

师范扩大招生，同时举办短期师资培训班，使一部分在乡的初中、高小毕业生，经过短期培

训，充任小学教师。到1949年，全县有师范1所，正规班2个，学生98人，短训班2个，学

员100人，教职：I：18名。小学237所(其中完小17所)，学生12239人，教职：E324名。同年，

赵县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成立，组织全县干部进行系统的文化学习。

社会主义教育初步形成时期(1949—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劳苦大众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到1951年，农民的温饱问

题初步得到解决，让子女上学的欲望逐步强烈。赵县教育科认真贯彻执行了1950年的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学校为工农开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重建了赵县初级中学，

增建城乡完小，普及农村小学，扩大招生数量，以满足工农子女求学的欲望。1952年，全县

扫除文盲活动蓬勃兴起，为加强领导，各区都配备了民学总校长，督导农民教育。1953年，

j 全县推广了“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男女老幼念书识字蔚成风气，12939人脱盲，提高了赵县

农民的文化素质。为提高普通教育的教学质量，文教科要求全县校长：教师向苏联学习，学

习凯洛夫教育学，并多次举办“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培训班"，并废除100分，采用五级记分

法，试行小学五年一贯制，采用“五环节课堂教学法’’等。1954年，文教科教研室成立，先

后多次举办全县范围的观摩教学，借以改进课堂教学。翌年，又成立了小学教师在职学习辅

导站，辅导全县小学教师系统学习初师课程以提高教师的素质。暑假，赵县师范停办，改为

赵县第二中学。赵县师范重新开办10年来，共培养毕业生800余人，为赵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

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56年，为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赵县中学成立高中部，同时增建了沙

河店，马谷庄、小吕村、范庄4所国办初级中学，增办了一批民办高小。是时，学校布局基

本合理，教育事业开始大步发展。1957年，赵县压缩了初中招生名额的40％。1958年，在

“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指引下，教育大跃进，国办中学增加招生名额，

社办农业中学，队办农业高小大量出现，1959年国办学校再度扩大招生名额，大大超越了国

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且从1958年暑假后，中学生停课大办工厂、炼钢铁、参加秋收种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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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土地，小学生入户搬铁锅、拧门吊收集钢铁，参加“四拆八翻"搞积肥，不分昼夜地到田

间地头作宣传，侵占了大量的教学时间，教学质量迅速下降。此时，扫盲工作不抓实际，放

卫星、吹牛皮、说大话，有的公社竟汇报一夜之间扫除文盲，而受到上级的表扬，此事至今

成为笑谈。1958年5月，全县教师集中到县进行反右斗争。由于执行过左的反右扩大化政策，

县级领导向各区分右派名额、要进度，致使132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赵县小学教师在职学习

辅导站5名专职辅导教师全被扣上右派帽子，辅导站不得不解散。这些被错划的右派，重者

送劳教，大部分开除回农村劳动改造，只有少数降级降薪留校察看。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

多数为有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骨干教师。这一运动不仅给部分教师造成至今难以愈合的精

神创伤，也使赵县的教师队伍大伤元气。

十九世纪50年代初中期，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各类学校利用政治课、周会、班

会、团队活动等形式，向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公共财物、

热爱劳动的五爱教育，同时，教师本身的优良作风也给学生以很好的影响。学生爱学习、守

纪律、尊敬师长。学校呈现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培养出一代具有良好道德品质

和心理素质的学生。

进入60年代，由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学生辍学现象遍及全县，农业中学、民办高小

停办。1961年，赵县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至1962年，全县共

下放公办教师650名(这批教师至今均未归队)，约占全县公办教师的半数，又一次损伤了赵

县的教师队伍。同时还动员超龄生退校回乡务农。学生由1959年的47346名减至23685名。由

于低指标，瓜菜代，师生营养不良、患浮肿病、夜盲病严重，停开体育课，减少副科，以保

证主科。1962年，沙河店，马谷庄中学停办，赵县中学，小吕村中学j范庄中学压缩招生人

数。这一大起大落的历史阶段，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1963年，沙河店初中恢复招生，赵县通过贯彻中央批准试行的((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暂仁

条例))，纠正了过去师生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过多的做法，强调了“学校必须以教学工

作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形式"的办学原则，提出“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

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提倡少而精、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教学，全县各级

学校大都进行了一系列卓彳『成效的教学实验。干部、教师拧成一股绳，扎扎实实抓教学，教

育质量迅速回升。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各学校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向雷锋同

志学习，争做革命的螺丝钉，学生助人为乐蔚然成风。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赵县做为河北省十个试点县之一。省里组织了万名干

部进驻赵县搞“四清’’，不少学校进驻了工作队，在批判资产阶级办校方式和教育方法的口

号下，致使部分业务骨干教师受到不应有的批判。

1965年春，赵县贯彻执行刘少奇主席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两条腿走路"的教

育方针，各公社都办起了农业技术中学，石家庄地区在赵县创办农业中技耕读学校，各村也

办起了耕读小学。是年，全县有小学252所，学生54043人，中学38所(其中农中34所)，学

生3616人，教职T-1577名。赵县中学当年考入大专院校80余／，、，升学率为75％。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初，全县师生掀起学>-3王杰、焦裕禄模范事迹的高潮，学习他们畲己为人、鞠躬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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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师再次陷入绝境。1976年，赵县教育又一次盲目大上，中学由上年的114所猛增：至205

所。 ．

在此期间，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学制由“六，三、三”制改为“五、二、二"制、

理科教材大量删减，文科教材以毛主席语录和时事政治文章为主。

文化大革命十年，害了几代人。教师惨遭批斗、倍受摧残，人称“臭老九"。学生目无

法纪、动辄造反，荒废学业。精神污染严重，至今难以肃清。

拨乱反正和教育改革时期(1977—1989年)

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县师生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但“四人帮秒桎梏统

治太久，左的流毒一时难以肃清，赵县教育工作一时无所适从，基本沿着旧路走，中学数目

继续增加。1977年恢复高考，赵县在数千名考生中只被录取262名，对教育刺激很大。

1978年，赵县县委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批判了“四人帮"对教育的“两个基本估

计”，孝H继撤销了工宣队、贫宣队，恢复4所国办中学，在全县统考录取新生。调整了学校

领导班子。建立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重点的教学秩序，恢复闭卷考试制度、升学看成

绩；取消了唯成分论的招生制度。同年，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错处的131名教师落实政策，推翻

强加j，E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词，重新安置工作，连续计算工教龄，并补发了错处期间的工资。

还为历次运动；苫处的57名教师平反。对死者也做好了善后工作。1979年起，陆续为132名错

划右派改正，巫新归队安排工作。至此，共彳；300余名老教师重新执教，大大充实了赵县的教

师队伍。同年，赵县第五中学、赵县业余体校相继建成。

进入80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赵县的教育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优化教师队伍。

1981年lo月，赵县县委，县政府为加强对文化教育的领导，实行文化、教育分别设局，

顼国成任教育局长。顼国成将两名有经验、善管理的科室人员和教师提为副局长，组成较坚

强的领导班子。然后着手抓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当时不少校长教学管理水平低，部分学校领

导班子不健全。针对这种情况，教育局破阻力，担风险，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将确不胜任的

领导干部换掉，把德高望重善管理的老干部，老教师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在干部任用上，不

分出身，不分公办民办、不论党员非党员，只要育能力，就大胆提拔。1982年到1989年，共

提拔新干部334人次，其中党员225人，非党员109入。这一大胆行动受到县委的通报表扬。同

时狠抓校长二二职培训，从1983年开始，每年都举办教育管理培训班，以提高校长素质。1989

年又举办了二年制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合格证班，55名校长、副校长参加学习，由河北师范学

院负责授课。另外》还大胆试行了校长负责制，校长“组阁"，扩大校长权限，调动校长的

工作积极性。这些措施的实行，对提高赵县教育质量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31年，全县有教师4052名，其中民办教师2587名，公办教师1465名，公办教师中彳『

300余名足落实政策归队的老教师，250余名是1971年转正的民办教师。新教师素质差，老教

师心彳『余悸不敢大胆工作，民办教师中滥竽充数者大胄人在。9月，教育局组织了教材教法

过关考试。小学教师过关率为2．9％，中学教师过关率为5％。为此，教育局采取果断措施，

下大力量改变教师队伍状况。～是抽调业务能力较高的教师充实教师进修学校，担负全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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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文化学习辅导任务，聘请地区进修学校教师负责中学教师文化辅导工作。到1984年，

90％以上的教师领到了教材教法过关证。二是鼓励教师在职进修。教育局规定教师在职进修毕

业后，除承认学历外，本科奖500元，专科奖300元，中师奖励100元。这一措施，鼓励了教师

自学的积极性，到1989年底，21名教师获得本科毕业证书，223名教师获得专科毕业证书，

215名教师获得中师毕业证书。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三是劝退不合格民办教师，

补充新生力量。自1981年到1989年累计劝退不合格民办教师507名，录用合格民办教师541

名(其中包括1984年赵县师范招收的150名自费师范生)，提高了民办教师的文化素质。四是

成立教育党支部，吸收优秀教师入党，加强教师队伍中的党组织建设。从1981年到1989年共

发展党员521名，其中公办教师356名，民办教师165名，解决了教师入党难的问题。广大教

师纷纷要求入党，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提高了教师的政治素质。五是做好统战工作，调

动非党员教师的积极性。教育局连年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统战工作经验交流会，1982年到

1989年教育局一直被县评为统战工作先进单位，并数次在省、地召开的统战工作经验交流会

上作大会发言，受到省、地的表扬。六是关心重用落实政策归队的老教师。除关心其生活外，

还把一些有领导才能的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符合党员标准的及时

吸收入党，使这些老知识分子真正体会到党的温暖，让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大胆工作。

其中数名获国家教委、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为赵县教育做出很大贡献。七是树典型，带一

般。教育局为鼓舞士气，树立了老教师献余热、自学成材，教书育人等不同类型的典型，调

动教师学、赶、超先进的积极性。1982年到1989年，推选省以上模范110多名，为全县教师树

立了楷模，并将其模范事迹辑印成《红烛集》，鼓励当代，流芳后世。

二、调整学校结构布局，改善办学条件。

1980年，赵县改社办高中为社办初中，全县高中集中为5所。1982年又改第五中学为农

业技术中学(后改为农职中)，改变了单一的教育结构。逐步取消队办初中和联中点，达到、

每万人一所初中。1983年成立赵县师范。到1984年，全县有国办高中4所，农技中学l所，

县师范及县教师进修学校各l所，乡办初中30所，小学270所，学校布局趋于合理。

1980年，全县校舍建筑面积为150410平方米，其中不适合做教室的有15577平方米，危

房16694平方米。7000余名学生在危房上课，70余名学生露天上课，199名学生借民房上课，

农村小学多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弦，条件十分低劣。就在这年夏天，韩村公社党委

召开会议，决定集资兴建社中教学楼，开赵县建教学楼之先河。继之，沙河店、谢庄，肖庄

等乡也开始筹建中学教学楼。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的农村教育改革八条意见下达后，赵县县委、

县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先后在高村毒、韩村乡、新宅店乡等处召开了尊师重教、改

善办学条件会议。县委提出s “不抓教育的党委不是好党委，不抓教育的书记不是好书记。”

赵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重视了智力投资，集资兴学热情高涨，一幢

幢教学楼拔地而起，一所所新校园雨后春笋般出现。截止1989年底，全县兴学集资达1181万

余元。总建筑面积为136805平方米(其中教学楼66座)，建成新校园228所。全县各校实现

了人人有木制课桌凳，添置了必要的教学仪器，多数学校达到八配套。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

改善。

三、注重教学研究，探索办学新路。 。

．

1982年，教育局领导与教研室人员一起下乡听课，跑遍了全县各个大队的小学及社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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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解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制订进行教法改革计划。之后，教研室多次组织教师代表

外出听课，观摩，举行新教法培训班，先后推广了“尝试法彦、 “三同五步教学法"、 “六

类分项教学法黟等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同时多次举行教学比武，参加省、地组织的评优课活

动，截止1989年底，共有47人获省地以上评优课奖。

县教研室组织了《中小学基础学科学会》，每年各学科学会都召开年会，除交流教学经

验外，还进行理论探讨，写出的论文，有的获全国、省、地论文奖。从1985年起创办《赵县

教育》，每年出4期，截止1989年底共出21期，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交流经验、理论探讨的好

阵地。

为了探索农村教改新路，1987年初，韩村乡中学、石塔实验小学加入了河北省中小学整

体改革实验网，经过几年的努力，摸索出一条农村中小学办学途径。1989年10)1河北省召开

第二届中小学整体改革理论研讨会，会议期间来赵县一天，参观了这两所学校，听取了整体

改革的汇报，与会领导及专家对两所学校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韩村乡中校长贺赵丁

在《建设日报》上发表了《韩村多中整体改革的回顾》一文，对该校的整体改革做了初步总

结。

另外，教研室还搞了物理、语文、外语等学科的单项教学改革。

四、加强德育、注重艺术教育

1982年以来，赵县教育局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工作，1984年12月，赵县“离退休教师关

心下一代协会”成立，为全省开了先例。离退休教师义务给学生讲课作报告。1985年11月，

赵县“班主任协会"成立，定期交流班主任工作经验。1986年，韩村乡中首先设政教处，专管

师生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全县12个班以上的学校多设有政教处(组)，配备了专职人员，

石塔实验小学为河北省教委德育整体改革试点学校，他们的经验已在地教委召开的会议上介

绍。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工作都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

1982年，赵县教育局设体、音、美教研组，注重了艺术教育，由德高望重的宁野老师任

组长，他跑遍全县，辅导教师上课，组织竞赛评比。利用假期培训教师，换来丰硕成果。各

校普遍重视音体美教学。从1983年——1989年，赵县共向大专院校音体美系输送学生141名，

其中体育107名，美术19名，音乐15名。
‘

五、开辟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1981年以来，注意了开辟第二课堂，让学生在课余组织各项活动。一是开展各学科小组

的活动，举办各种知识竞赛，。培养各科尖子学生，二是学习种植、养殖技术以及社会服务行

业手艺，使学生获得一技之长，三是参加艺术活动、组织美、音、体活动小组，培养学生正

确的审美观点，陶冶学生的情操，四是参加公益劳动和各项社会活动、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

事，热爱劳动好思想、好作风，五是成立文学社团，进行文学创作，并且走向社会，搜集、

整理、刊印民间文学，六是成立小记者站，为报刊投稿I七是让学生自办手抄报，八是开展

讲故事活动，九是开展读报评报活动。

通过各项活动，不仅为上级学校多输送了合格新生，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习了萨业知识，

有了一技之长，锻炼了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提高了学生的竞争、经营、交往能力，

使其具有较好的心理素质，毕业后可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学生走向社会，接近工农群众，

了解家乡的过去和现在，认识了祖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有力地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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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进行了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家乡、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祖国的教育。 ．

六，开展成人教育，重视在乡中学生培训。 ．

1981年3月，赵县经石家庄地区验收，确认为基本无盲县。此后成人教育的重点转到提

高干部职工文化素质和农民技术教育上来。1982年到1983年，县职工教育办公室组织全县干

部职工，成立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聘请教师讲课，进行初，高中文化补习。之后，县政协多

次举办职工高中文化补习班，使职工基本达到高中文化水平。1982年，教育局长带领两名业

教干部到山东参观农民教育。1983年3月在石家庄地区率先创办了一年制农民技术学校，办

学经验在全地区推广。1984年，全县28个乡镇都办起了常年农民技校、开设农业、果树、养

殖、缝纫等多种专业班。1985年，教育局又组织业教校长到四川参观，学习“短、平、快，，

办学经验。之后，新的办学方式推广全县，形成了以乡镇农技校为龙头，带动村、个人办技校

的大好局面。在乡中学生到农技校参加技术培训，在农村的各项生产活动中得以施展才能，为

振兴赵县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到1988年，乡镇农技校共举办培训

班770期，培讨I[38645人次，村办农技校举办培训班544期，培iJI[26228人次。全县70％以上的

中学生得到了专业技术培训，掌握了一两种生产技术。省地领导表彰了赵县的做法，省，地

电台，报刊报道了赵县的经验。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省委书记邢崇智等领导对赵

县在乡中学生培训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1988年10月21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天

地》节自播出顼国成，张焕格“谈赵县培训落榜中学生"稿，获省台农村节目展播一等奖。

另外，赵县老干部大学，赵县农机学校，赵县司机学校，他们的办校成绩均得到上级的

表扬。

改革十年来，赵县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一是经费不足，部分学校校舍破旧，设备简陋短缺，二是民办教师比例大，待遇低，

且有些乡镇工资拖欠严重，影响教学积极性，三是基础教育较为薄弱，初中生复读严重，形

成恶性循环，浪费人力，财力，四是教师因种责任田占去一些时间，且有部分教师一心想跳

行出线，思想不稳定，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I五是梨农收入增加，但学生辍学严重。

纵观赵县教育历史，其兴衰枯荣都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相关，更与本地当政者对教育的重

视程度密切相连。国家振兴，教育为本，一地发展，教育为先。这一客观真理巳被各级领导

所认识，尊师重教之风已在赵县初步形成。赵县的教育事业必将稳妥蓬勃地发展，必将为家

乡富裕，祖国腾飞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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