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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人类社会步入奴隶社会后，随着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

化，教育逐渐分化出来，产生了专门的教育机关以及专门从事教育。．

： 职业的教师。从那时算起，到今天，教育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

，

一过程。 ，

’

， ’．

r

，’

．7

阜宁教育，从有文字记载的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建庙湾场

’社学起，迄今也有近500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以专业成志。1985

，．。年，我局根据省、审、县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组织人员广泛搜集教 ，，

。育史料，系统整理，予1992年春编印了《阜宇县教育纪事》。1次年， 。

成立了《阜宁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组建了编写小组，正式开始教

育志书的编写工作。在志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大力

支持，许多兄弟单位和热心志爷编写的个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 一．

教育史料，省、市、县有关领导作了具体指导，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 ．

意见，不少领导还参加了编写、修改、审查和定稿的工作。志书编

写前后耗时近十年，终于出版，堪为我县教育界的大事，实在可喜
、

¨

可贺!
一 ·

。． ，

‘

r、

7

志书时间跨度久远，内容翔实：上溯明清，下至当今，具有很高

的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阜宁教育沿
’

革的轨迹和发展线索。 ， ■+

， +明清时，阜宁为海边重镇，当时的统治者深感“建国君民，教育

为先”，于是相继建立社学、义学、书院、校士馆萼。清光绪二十九
“



阜宁县教育志

年(1903年)，各地废科举，办学堂。此后，县境之内，小学堂，高等

小学堂，中学堂，甚至师范简易科及初等科也应运而生。宣统三年

(1911年)，已有掌管县内教育的机构，称做阜宁县“劝学所”，同年

改为“学务课”o。 ， j． 、

“

40年代，阜宁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

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盐阜人民迸行革命斗争的同

时，十分重视、关心和支持教育。他们对根据地的教育作过许多重

要指示，对地方办学作过具体指导，从而使i日的教育不断得到改

造，新民主主义教育成分不断得到增长，各级各类学校不断得到发

展，为根据地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o．’+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阜宁教育得

到了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有了

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布局的规划，还是中等

教育结构的调整，“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新体制的建立，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无论是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还是特

殊教育、成人教育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阜宁教

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施庄等乡镇的艺

术教育，全县的素质教育等先后受到市、省和国家教委的肯定与表

彰；初中语文“单元合成”型教材教法的改革试验；实小、附小“注音

。识字、提前读写”及电化教育的成果也得到了市、省甚至国家有关

部门的肯定；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实现了“一无两有”，获得了

省、市的奖励；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与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

步伐不断加快，先后通过了省级和国家级的验收。上述这些内容

．与成绩，在志书中都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记载。

志书遵循厚今薄古、远略近详、立足当代的编写原则，系统地

反映了阜宁教育事业变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立体地展示了阜宁教

育的概貌与成果，特别着重总结了民主建政以来阜宁教育的经验

与教训。它的问世，有助予我们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用以指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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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

原则，系统记载阜宁县教育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力求资料性，科学
，

性的统一。． 。

二 ·． ， 。

，

、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上限追溯到明弘治十三年

I(1500年)，下限止于1994年，大事记延伸到1996年。 ．
，

．三、本志结构为章、节、目三层。以事分类，横排竖写。力求横
。

不缺目，竖不断线。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并用的综合体裁。

。四、本志《人物》章分传略、简介、名录三个层次。“传略”收录 ，，

对阜宁教育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物，按卒年顺序排列；“简

介”收录对阜宁教育有一定贡献与影响的受省、部级表彰的离退休

人员及在职人员中的特级教师和省、部级劳动模范，按生年顺序排， 。

’列；“名录”收录获省、部级授予某种荣誉称号的先进教育工作者、

优秀教师和劳动模范等。‘ ，

，、

’

‘

五、《大事记》主要记载在阜宁县教育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的

事件、突出成就及主要机构变革等内容。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

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以求事物记述的完整性。为精简文字，凡县

教育部门(科或局)本身所搞的活动、工作。如召开会议、举办培训 ：。

”

班等，在“公开”、“举办”等动词之前，一般均不加主语。
”

六一本志记事，民国31年(1942年)划县前记原县境域之事，

民国31年5月后记现县境域之事。各项统计数字。均按当时境域

范围和行政区域的统计数记载。 ，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每节

或目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新中国建立后，则采用公元纪 ．



人第一次出现或职务变更

校，一般只称其某单位、某

机关，团体、部门，一般只在

则用其简称。为利于行文，

其简称后不再夹注全称。下附部分机关、团体和部门的简称：

，f

7

全 称 ，

、， 简 称

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委
’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7、 一 省政府 ，

江苏省教育委员会 省教委

盐城市人民政府， _。‘ 一市政府

盐城市教育局
“

市教育局

·中国共产党阜宁县委员会 中共阜宁县委

’阜宁县人民政府 ．。 县政府 ，

一阜宁县人民委员会’ 县入委 ‘

阜宁县革命委员会、 ．’

， 县革委会
。

中国共产党阜宁县教育局委员会、 局党委‘

阜宁县教育局
～

，1L 县教育局

江苏省阜宁师范学校’ 阜、师

江苏省阜宁中学 一 阜 中。 ’

， 阜宁县东沟中学 东 中
’ ’阜宁县陈集中学 。‘ 陈 中 ，’

， 阜宁县实验小学 。“
一 实小

江苏省阜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附小

新安旅行团 ，一 ’ 新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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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阜宁教育起源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始创的庙湾场社学。，

至明代中期，境内社学计6所。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开办观

澜书院，延聘山长(讲师)主讲。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县城除

旧义学外，先后创办东义学、西义学、游击署义学，县境内还有永

’兴、东坎、沟墩等义学。观澜书院废后，乾隆三十八(1772年)又办

紫阳书院，乾隆四十年更名为观海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明令各地废科举，办学堂。是年4月，县

城就孔庙东隅观海书院开办官立高等小学堂，内附蒙学，为阜宁县

一学校教育之始。光绪三十三年，迁址到考舍(今阜中处)，时有6个

班，15名教职工，400多名学生。至宣统三年(1911年)，境内计办．

初等小学堂13所，两等(初等和高等)／b学堂8所，高等小学堂1

所，中学堂3所。此外，还有师范讲习所和简易识字学塾等。

民国初期，国民政府提出以道德、实利、美感等育平均发展为

教育宗旨。学制更新，学堂改称擎校。时县议会和参议会决议，在

田赋上每亩代征附加税2角，作为市(区)乡教育经费。因此，各市

(区)乡都相继开办国民学校，教育事业逐步发展。民国5年(1916

，年)，全县划成5个学区，各学区设立高等小学1所(阜城、东坎、东

沟、沟墩、篆河分别为第一至第五高等小学)，学制为四、三制(初等

4年，高等3年)。民国7年秋，设阜宁县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

、民国12年秋，劝学所裁撤，改设阜宁县教育局。民国13年，阜城

第一高等小学改名为县立第一国民小学校，学制改为四、二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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