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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先进乡

图为我乡1985年在“全国少先队目

造杯活动”中获得的部分奖杯。





图为：殷庄中，b／J',学仪器室的一角。 1985年8月阎窝小学韩冰(二排左三。)光荣

地参加了全国少先队创造杯夏令营。

匈窝小学积极开展

爱乌活动．图为学生正

在为乌挂巢。

图为：我乡举行的少先队鼓号比赛。

图为：朱庄小学的学生正在表演口琴齐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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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小学 万寨小学



徐州淮海商业装备厂的汽车



凡 例

一．．本志时间断限：清宣统二年(1 91 0年)至I 986年底。

二、本志的文体用记述体，加用标点符号，以文字记载为主，并

充分利用图表、照片。图和照片大部分集中放在全文之首，亦有少量

照片插入文中，表随文附。

三，本志按章，节、目，项四级排列，编写采取以。事”为横，

以搿时”为纵，横排竖写的方法，从古到今，力求完整。

四、本志中出现的公元时间和统计数字等都使用阿拉伯数字。凡

表示旧制年号、月份、世纪，年代，或表示事物及时间顺序的，或文

中的分数等一律使用汉字。．

五、凡文中引用的术语、概念，都加括号说明。凡旧制年号，一

律在后面注明公元年号。

六、表中的空白处的人名或统计数字均为尚未查到或不能确定的

内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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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 吉
丽 青

《徐州市郊区朱庄乡教育志》(1 91 0年-'-,1 986年)是一部教育专

志。

清末至今，已有76年历史。解放前，战乱频仍，几经沧桑，我乡

教育事业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我乡教育事业获得新生，蓬勃发展。

。盛世修志”，自古亦然。修志工作是前人遗愿，后人期望的千

秋大业。为了系统地回顾我乡76年来教育发展的状况， 膏记陈事者借

所鉴也，记新事者供所用也一，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为后人研究历

史提供资料，特编纂此志。

Ⅳ古为今用，志为后用”，是我们编写的宗旨； 村尊重史实，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是我们编写的原则；力争编出一部资

料翔实，文字简明，铸今熔古，继往开来的志书是我们的愿望。

由于时代久远，资料匮乏，时间仓促，人手甚少，特别是我们水

平所限，讹误或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识者斧正。

徐州市郊区朱庄乡教育志编写组

198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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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徐州市郊区朱庄乡位于徐州城北郊。全乡总面积32．8平方公里，辖10个行政村。全乡人

口32488人，其中农业人口18133人。

1910年至1986年，我乡历经清末、北洋政府、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时期，行政区划

多次变动，隶属各异。

(一)

解放前(1948年12月前)的38年间，我乡教育既沿袭了中国传统的私垫形式，又受西方

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学校。但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长期摧残和统治，发展缓慢。

民国初年，我乡有私塾3处。1919年后，又在殷庄等村相继出现5处私塾，但时断时续。

到19档年，还有两处。徐州解放后，私塾告终。

废科举，兴学堂后，于1913年，堤北村华祖庙出现我乡第一所小学。

1933年，在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的帮助下，八里和琵琶村停私塾，利用庙堂兴办简

易小学校。1936年，万寨村在搿东山寺黟办起初级小学校。当时，八里屯小学校亦是民众教

育馆第四实施区办事处，该校的师资设备比较齐全。

徐州沦陷后(1938年)，日伪统治徐州，我乡学校停办，私塾复生。1939年春天，堤北小

学在杜家大院(现堤北粮店处)恢复。招生范围，南至坝子街，北到洞山一带。办学经费和

教师选派由当时徐州市教育局负责。

1939年，李沃村周振宗自费办学，免收学费，颇受欢迎。终因条件所限，一年后天折。

1941年，万寨村再停私垫，恢复并扩建了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周围20多个村庄的青

少年到此学习。1942年，万寨小学被定为荆山区中心校。1943年春，八里屯初级小学恢复。

1945年秋，日寇投降，我乡小学由国民政府徐州市教育局接收。并恢复了琵琶山初级小

学。至1948年，在22个村庄、万余人的朱庄乡仅有5所简陋的小学，共有班级18个，学生600

人，少年儿童入学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全乡无高中毕业生，初中生仅5人。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徐州。在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乡各小学回到

人民手中，演变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摇篮。

次

Wg
(二)

下旬，徐州市军管会文教部陆续接管了堤北、万寨，八里屯、琵琶山小学，

继复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我乡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历经四个阶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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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49年--'1956年)：改造旧学校，扩大办学规模，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开展

扫盲运动。

其间，堤北、万寨，八里屯和琵琶山小学班级增多，学额充实。沈场，阎窝和李沃小学

校陆续诞生。堤北和万寨小学为完全小学，其余六所均是初级小学。李沃和新台子小学学生

到万寨或苏家小学上五、六年级，八里屯和琵琶山小学学生到堤北或万寨小学读高小，沈场

和阎窝小学四年级学生考入堤北或市内小学继续学习。

由于经济落后和战争创伤，办学条件困难，学校组织师生开展建校劳动。堤北、万寨，

琵琶山、八里屯和李沃小学校舍利用庙堂；新台子，阎沃和沈场小学是用没收地主的房子作

教室。多数学生自备课桌凳，教师办公桌椅是地主交公的家具。初级小学都设有复式班。新

台子，沈场和阎窝小学是一个大复式班的学校。当时流传着“校长、教师兼校工，宿舍、伙

房带办公，离人路远无人问，古刹钟声不是僧，，的顺口溜。

1950年开始，我乡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成立夜校、识字班或冬学。多是借小学校教室上

课，广大农民踊跃参加学习。虽无固定教师，上级不拨经费，但各村积极想办法解决困难，

满足广大农民渴求文化的愿望。

第二阶段(1957年"1965年)：前期，尽管政治运动冲击了教育，但民办教育事业得到

了发展。后期，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前进。

1958年，贯彻国家办学和集体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乡开办民办班13个，村村

有幼儿园或托儿所。教师从本村知识青年中聘请，借房子作教室。1961年贯彻中央"／k字，，

方针，我乡教育得到巩固和提高。到1965年，阎窝，李沃、琵琶小学发展为完全小学。全乡

8所小学有57个教学班，教职3272人，学生2214入，堤北、万寨两所完小为学区中心校。教

学秩序稳定，各项工作恢复正常。

第三阶段(1966年---'1976年)。十年“文革’’，教育失控，严重脱轨。尽管学校规模有

所发展，但极左思潮使师生身心遭到摧残，教学质量降到最低点。

“文革"前期，学校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打(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校舍、设

备，资料损坏严重。借批判“资产阶级’’和“师道尊严"，给广大教师戴上“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和“臭老九彦的帽子。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黟理论指导下，实行“农教对流，，，

我乡先后有12名教师到生产队劳动半年。在“宁要社会主义革，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煽

动下，“教书倒霉纾和“读书无用黟论滋长，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走“五、七"道路

(即贯彻“五，七”指示，见教学部分)，砍掉了正常的教学内容，毫无目的地学习毛主席

著作，大搞搿个人崇拜"和“学工，学农、学军"，开门办学，教学计划被打乱，教学秩序

遭到破坏。培养的学生有文凭无水平。

“文革弦后期，对“四人帮黟的倒行逆施，广大人民群众和师生有所抵制，教育事业有

所发展。1972年2月，郊区教育科批准在殷庄村建立殷庄小学。1973年11月，化工局和琵琶

山大队联合办学，生源增加，在琵琶小学建造了1414平方米的三层教学楼，班级达18个，学

生860人，为当时我乡规模最大的完小。其间，堤．-It,lb学由1965年的14个班，学生604人，发

展到15个班，学生765人。1975年，经郊区教育科批准建立朱庄小学。1972年，朱庄公社教卫

组成立，开始有了统管全乡教育的行政部门。曾一度中断的农民教育，幼儿教育开始恢复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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