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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发展

到现在，教育已是一项特有的、复杂的、专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它

的整个过程，是为社会准备新生的一代、接力的一代和更有作为的

一代，从而成为民族振兴、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的奠基工程。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存亡，教育与现代化建设共命

运，教育与世界的发展共兴衰。一切有识之士，所有历代官员都把

教育作为人才之源、强国之本、兴邦之道而加以重视。

磁县的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籍记载，隋唐年间，作

为古老启蒙教育形式的私塾早已散布民间，宋代大理学家程颢、程

颐曾在县城设帐授儒，元代县衙就设有教育机构和专职教谕，明代

开设书院和义学，清末新文化兴起而学堂崛立，民国时期废私塾、

办学堂风起云涌，国民教育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1937年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磁县的教育进入一个特殊的发展阶

段。当时，以党内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宣传抗日、教育民众为主

旨，把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散派全县各地，大办教育，为我县建国

后的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o

新中国成立后，磁县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空前未有的

大发展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得到了蓬勃发展。五十多年来，尽管历

经风风雨雨，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进步、繁荣和发展仍是教

育发展的主流。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事业成为国

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教育战线的自强

自立，迎来了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春天。1990年之后，基础教育行j

为的政府化，教育施政的法制化，教育发展的现代化，推动了我县

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o 1994年，全县普及了小学六年初等教

育o 1995年，全县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o 1998年、2001年两次通

过了省政府的“普九"(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复检，从而全县中，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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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办学条件达到了根本改善，实现了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教

师的地位和积极性空前提高，实现了教师成为全社会令人羡慕的职

业之一；教学质量和素质教育的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县的高考、中

考在全市连续十二年名列前茅。目前，我县教育正在高举邓小平理

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昂首阔步地向着现代化进军。

在磁县教育的发展中，许多事件、人物、历史、现状、经验、

得失，值得记载、整理、抢救和挖掘。为此，我们本着“存史、资

治、教化”的初衷，遵循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着眼于“下

笔当有千秋之想”，广征博采，科学扬弃，只叙不论，图文兼蓄，

编纂了这部《磁县教育志》o

《磁县教育志》编纂至今，历经十四载，终于出版。这要十分感

谢教育界老前辈、教育界同仁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

教育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是他们十几年如一El，默默无闻、勤奋

笔耕，为我们磁县完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志。但是，由于教

育志的编纂尚属首次，无从借鉴，缺乏经验，跨度久远，资料散失

严重，给修志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上水平有限，出版仓促，难免有

遗漏、错误、不当之处，恳请教育界及社会各界同仁和专家的批评

指正o

愿《磁县教育志》能在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推动磁县教育事
业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征途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磁县文化教育体育委员会主任孔令德

二oo二年三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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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

记述县域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地方特色与时代特点，力求编纂成一部历史

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并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教育专志，以起

到存史、资治、教化之作用。

二、断限与地域范围纵贯古今，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依事物的发端或掌

握资料而定，下限止于2000年，个别事物延至搁笔时；记述地域范围以2000

年县辖政区为准。

三、内容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为重点，突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全书除

概述、大事记与附录外，共10编，约50多万字，按编、章、节排列，分门别

类记述磁县教育的今昔。

四、表达形式与章法采取了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形式，以

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各专志按类系事，横排纵

叙，叙而不论。文体除引用古籍文字外，均为规范的语体文，力求行文准确、

朴实、简洁、流畅。

五、人物 对磁县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已故者，县级功勋教师，省

级、国家级模范教师，由教师提拔到副县级以上领导岗位者人简介。

六、纪年方法建国前，采用中国历史传统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此后采

用公元纪年。

七、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自市、县档案资料、党史资料、统计资料和文

教体委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史志、专著、民间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辑用，

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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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县，古称“磁州”，西依巍巍太行，北靠赵都邯郸，东接古邺临漳，南

临殷都安阳，雄踞河北之南陲，总面积1035平方公里，总人口62．5万，地势

由西到东，山区、丘陵、平原三分秋色。京广公路、京广铁路、京深高速公路

纵贯南北，漳河、滏阳河、中亡牛河横跨东西。

磁县历史悠久，“禹贡属冀州之城，春秋为晋地”o自仰韶文化时期，我们

的祖先就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蕴太行山川I之灵秀，沐漳滏两河之润

泽，使磁县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作为古老启蒙

教育形式的私塾，早已存在于民间。据史料记载，明代就开办有学宫，“置学

正、训导，培育员生”o到清康熙年间，义学已遍布城乡，“教童子而月试其文

艺”o清嘉庆年间复兴的“滏阳书院”更为磁州之文化添光溢彩，修文之风为

之一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废科举，倡导新教育。当时，陈绍唐

(磁县人)于城内创设了磁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吴志仁于彭城开办第二高等小

学堂，凡学生书籍、笔墨、制服等概由学校供给，且每月予以津贴以资提倡。

使磁县兴教之风日盛。 ．

民国时期，磁县因受革命影响，不少地方有识之士，以庙宇办学堂，教育

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载：民国三年(1914年)王雅品(磁县人)任磁

县劝学所总董，热心倡导，劳怨不辞，各乡绅名士又竞相解囊建校。于是，县

立高小及乡村初小纷纷成立。马亮采、魏海清、柴子良、王子范等先后在马头

镇、固义村、贾璧村、岳城镇开办了高等小学堂，全县之初级小学达100余

处。随着小学教育的普及，磁县中学教育的发展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民国十

三年(1924年)王向荣(磁县人)充任磁县教育局长，对筹备中学不遗余力，

加上各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筹得中学常年经费5000元，开办费17000元，

于南关观音寺旧址(现为磁县第二中学)建校舍130余间，并购得相邻之民房

30余间，由校长王景祯聘请教员，购置教具、图书，磁县县立初级中学遂于

民国十五年(1926年)正式成立。校内除中学班外并附设有师范讲习所。嗣

后，又附设职业科，开有织、染两个班。至此，磁县倡办之新教育已有较大发

展。截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磁县已设有男子高级小学9处，女子高级

小学3处，男子初级小学304处，女子初级小学49处，初级中学(内设师范r、

和职业科)1处，共计354处。 I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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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磁县，各学校瓦解，学生星散。在

日伪时期，虽经恢复，但终因时局不稳，人心不安，而毫无生机可言。1937

年11月，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贾璧村正式成立，设置有教育科(第三科)，遂

于第二年初在北岔口村建立了“抗日军政子弟小学”，开磁县抗日根据地教育

之先河。1938年10月，冀豫地委在磁县贾璧村创设了“冀豫公学”，校长侯

富山，副校长田裕民，教员有李绍周(延安抗大结业)、王瑞珍等。“冀豫公

学”先后开办了4期，为抗战工作培养了大批素质较高的干部。其中专办了1

期教员培训班，讲授抗战形势和教学方法等课程，共有70多名小学教员参加

了培训，此举为磁县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春，

在贾璧、索井、白土、陶泉4村开设了高小班。同年秋，又于贾璧村创建了

“磁县抗日高小”，使受教育者扩大到根据地的广大少年儿童，为抗日战争培养

了大批后续干部。到1942年，磁县抗日根据地已有高小2处，初小31处，教

师70余人，学生达3000多名，根据地教育事业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已

呈生机勃勃之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2日磁县解放，11月，县政府便单独设立

了教育科，负责全县的文化教育事业，抓紧了对各学校的恢复。1946年“太

行公立漳滨中学”在磁县的设立(校址现磁县第二中学)，为磁县解放后教育

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带动作用，该校培养出数百名德才兼备的学生，

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随军南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功勋。针对磁县刚

刚解放，教师大量短缺的情况，在“漳滨中学”迁走后，就其原址创建了“磁

县简易师范”，并于当年招收了学制为一年的初师4个班，为人民刚刚获得政

权后的磁县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经解放后4年的努力，到1949年建国时，

磁县已有简易师范1处，初级小学277处，高级小学13处，计有学生18562

人。

建国初期，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政治上的翻身使学习文化的需求更为

迫切。由县长、书记等组成的磁县冬学委员会于1949年11月7日发出《关于

开展冬学运动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全县在冬季农闲时期组织群众学习文化。

指示发出后。县、区、村成立了冬学405所，学员人数达206461人，组织教

员根据初小一、二年级教材进行教学，使每个学员通过学习能识1000多字，

会写一般信件，能看报纸。冬学运动的广泛开展使磁县人民文化素质发生了改

变，有了整体提高。之后，磁县又成立了扫盲办公室，加强了扫盲工作的领

导。在全县182个自然村中建立扫盲学习班475个，配有专职教师182名，兼

职、义务教师共950名，掀起了学习文化的高潮。出现了诸如兄妹互学，夫妻

互帮，父子互教等许多动人事迹。扫盲学习使全县近10万名干部、农民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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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盲的帽子，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磁县被河北省教育厅命名为“省

级扫盲先进单位”o

随着教育形势的迅速发展，高小毕业生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建设对劳动者

的文化要求相对提高，磁县于1951年创建了初级中学(现在的磁县第一中

学)，当年招收两个班，学生人数120名。以后几年虽一再扩大招生班数，仍

不能满足需求o 1956年在李庄乡、时村营乡、岔口乡、贾璧乡、林坦乡开办

了5处国办中学，普及中学教育。

1957年，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磁县有数十名教师被错划为“右

派”，对教育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958年，磁县、临漳、成安三县合并为磁县，文化科、教育科合并为文

教局。由于师资的短缺，于1956年停办的磁县师范恢复，培养出的数百名教

师成为各校教学工作中的中坚力量。而在以后的三年大跃进时期，磁县也先后

召开了“教育跃进工作会议”和“大办教育事业大会”。乡乡建立中学，县建

立了高中，而后又有6个乡开始建立高中。当时，在大办教育的活动中，又令

中小学生停课参加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运动。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过多的生产

劳动侵占了教学时间，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

1961年，磁县、临漳、成安三县分开。这一年，为了纠正大跃进时期

“左”的错误，磁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开始压缩学校，下放教师。全县将35处初中调整压缩为11处，将12处全日

制高中压缩为3处。下放287名教师回乡务农。各校克服困难，实行“低指

标，瓜菜代”，减少课时，压缩副课，保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挺过了三年国

1963年，磁县遭受到特大洪水灾害，全县多数校舍被洪水冲毁，各校师

生一边开展自救，重建校园，一边坚持露天上课，使教学工作未受大的影响。

六十年代初期，经过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后，磁县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

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安定团结的局面，给磁县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建国后十

七年，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为祖国

培养了大批人才。然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了所谓的“黑线专政

论”，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教育成果。磁县的教育系统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1966年随着“文革”运动的爆发，学生卷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联活

动，个别地方发生武斗。1968年冬，磁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县

教师实行人人过关，有600多人被打成“国民党”，被打伤致残的有150多人，

有4人被毒打致死o-学生荒废了学业，教师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同时，各县妒／／／

1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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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进驻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 -J

大队也成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1968年11月，山东教师侯振民、
。

王庆余给《人民日报》写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根据

上级指示，磁县于1969年将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公办教师回原籍挣工

分。当时提出“上小学不出队，上初中不出村，上高中不出社”的口号，磁县

中学的数量迅猛增加。到1977年，全县中学竟发展到252所，其中高中40

所。由于中学的急剧膨胀，不少小学教师被拔高到初中甚至高中任教，民办教

师队伍也随之迅速扩大。新进的民办教师由于没有受过最基本的专业培训，不

懂教学规律，个别人文化素质很差，很难胜任教学工作。同时，过多地增加学

校数量，教学设施跟不上，校舍也极为紧张，办学条件十分简陋，不能保证教

学质量。1973年以后，“四人帮”又利用“一个小学生日记”、“张铁生交白

卷”、“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张玉芹之死的事件”批判“师道尊严”，

提出要“和十七年对着干”，把学生培养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

“反潮流”的闯将。加上“开门办学”、“教育学大寨”的兴起，搞得学校不像

学校，教学秩序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

十年“文化大革命”，磁县的教育系统是重灾区，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搞乱了教师队伍，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进入新时期，磁县教育系统在揭批

“四人帮”的同时，开始着手整顿校风校纪，教育教学逐步走向正规。

1978年，教育战线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克服极“左”思

想，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总

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首先

对教师队伍进行了整顿。清退了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并规定民办教师归文教局

统管，社队不得擅自录用、撤换，稳定了教师队伍。随后又多次开设培训班，

对高中短缺的理化教师、中小学外语教师进行培训，使之逐步胜任教学，并积

极鼓励教师自学和参加函授学习，教师素质明显提高。同年，“工宣队”、“贫

管会”相继撤出学校，按照政策为错划的“右派”全部做了改正，并为“文

革”中受迫害的教师平反，落实了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o

1980年，开始调整学校结构，压缩高中，调整初中，加强小学，发展职业教

育。将全县高中压缩为3处，初中调整为37处，成立了农业技术中学(职业

高中)，磁县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态逐渐改变。

建国50多年来，磁县教育事业尽管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在各级党委和

政府的领导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教育事业的发

展形势更是喜人，成就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