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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筹安排和布署，《新余市教

育志》编辑室的同志于1986年至1988年的时间内不辞辛苦地搜

集，整理了有关教育方面的大量的翔实的资料，并撰写成书。

在本志的编写过程中，三易书稿，更选实例，充实内容。志书

较为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记载了我市自公元774年

至1987年一千二百余年的教育史实，并着重记述了建国以来特

另q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余教育事业的飞跃发展和重大

变革。新余自复市后，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教育，广大教育

工作者以改革总揽全局，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在教育体系的完整、办学条件的改善，师资队伍的扩

大、素质的提高l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三者的

协调发展I教育质量和办学社会效益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
’

”

在深化和加快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编纂《新余市教育

志》，总结新余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实践，为我市各级领导．

依靠科学，依靠教育，依靠入才发展社会生产力，研究经济和

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时作参考，为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我市及

兄弟地(市)的同志和朋友了解新余的教育历史和现状作依

据，为开创我市教育改革的新局面，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市

统计局，市财政局，分宜县和渝水区教育局、省属厂矿教培

处，乡文办及有关学校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致以诚

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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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新教育志，它的系统洼强，牵涉瞄

编者限于水平，疏漏之处难免，渴望得到

刘 莹

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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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纂集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内

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成为一部具有时

代精神和本市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志。

二，本志共十章四十二节。县学，书院、私塾作为旧式教

育的特有形式编列为一章’再按现代教育类型，以普通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为主线分类编排I教师队伍、教育改

革，考试制度均单独成章(用以突出教师，考试制度在教育中

的位置和作用，突出改革这一时代的主旋律)，篇首有总述，

篇末有附录，大事记。

三，所记时限为公元774年"1987年。全志记述了白唐大

历八年新余建县学以来一千二百多年的教育史实，而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育为记述重点，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四、金志采用记，志，图，表、录，传等体裁，以志为

主。另附照片排列于卷首。写法上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

竖写，纵横结合，并注意在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上突出个性。

五．本着详市略县的原则，鉴于1983年新余复市，分宜县

始归属于市，而原新余县为市的前身，故1983年以前本志内容

主要是原新余县教育情况，但对分宜县一些重要的，典型的人

物、史实和统计数字也分别记叙，复市后所记全市教育内容，

则均含分宜县。

六、本志有关称谓一般采用历史原称，但为节省篇幅，便

于记述，有的也按习惯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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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国前、后，中华民国写作民国。

七，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市)档案馆，图书馆历史文

献，地(市)教育局(含原新余县，现渝水区、分宜县教育

局)，市统计局、财政局，省属厂矿教育科，乡文办和各级各

类学校，还有部分氏族家谱和口碑资料。

八，纪年方法按实际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

纪年，民国时期即按民国纪年，并附公元对照I自唐至清，受Ij

按朝代年号纪年，也附公元对照。

九、本志使用数字按照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除引文、序词、历史年号外，一般均以阿拉伯字著

录。

十，本志引文按规范简化汉字书写，引用中的繁体、俗

体、异体字，凡简化了的，也一律改用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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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1曲．K匕

新余自公元267年建县，迄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
’

新余的教育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唐大历八年(公元

773年)建学宫，兴办儒学，为新余县学始，分宜县学创建于

、． 北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县官对

待教育的态度，县学或兴或衰。清末，新余县学已衰。明代在

乡村和城镇普遍设社学，进行启蒙教育。社学属地方官学体

系，但兴废无常，清末新余社学俱废。

自唐以后，新余私学相继兴起，宋、元、明，清各代都有私

学设置，有乡塾、冬学、村塾，家塾等名称，主要承担初级阶段的

教育’为年龄较大，程度较高的学生而设的私学，有“经馆，，

和掣书院一的名称。书院本是私人读书、讲学的场所，清代巳

官学化，成为以课考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瀛洲书院是新余

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太常书院是分宜书院的佼佼者。清代私

垫遍布城乡。此外，尚有少量义学。
’

自唐至清，千余年来新余教育受科举制度的支配，尊孔读
卜 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为堵养忠于封建主的奴才，维护封建
· 统治服务。宋明两代新余的科举教育较盛，宋代新余中试进士

达150人，明有78人。科举考试也选拔了一些才识之士，分宜

有卢肇，黄子澄，林有席I新余有黎立武、王钦若，晏斯盛

等。科举制度的产生，严重地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使教育

内容日趋形式化，教条化，更加脱离实际。科举制度成了人们

读书做官的重要途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许多青年学子“十年寒窗"，甚至“皓首穷经黟为猎取一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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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变革。

民国初年新余仅有一所高等小学，民国18年(1929年)与

县立初级模范学校合并，改称县立小学，至1949年上半年巴改

称城镇中心国民学校。

民国元年(1912年)至19年(1930年)分宜县陆续创办公

立小学lo所，办学不久，大部分并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

民国24年(1935年)实施义务教育后，小学教育得到发

展，区设中心小学，乡村兴办保学和短期小学。

中学教育发展较慢。民国新余仅有一所县立中学和四所私

立中学。分宜县有县立初级中学和私立崇正初级中学。

中等专业学校，有“私立新余中医学校’’、口新余县立简

易师范学校"和“省立分宜乡村师范学校’’。

1949年解放前夕，新余有小学生5460人，中学生405人，

简师生345人，分宜县有小学生4299人，中学生385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新

余的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起了质的变化。

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新余建立了一支中小学教师队

伍，初步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学校网点布局，大力发展了职业技

术教育和工农业余教育。

1949年8月，接管各级学校。之后，按照“有计划地恢复，

有步骤地改造"的总方针，对接管的学校进行改造。肃清封建

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把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建国初贯彻“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黟的方针，把恢复

乡村小学作为教育的重点。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使乡村小学得

到巩固和发展。1953年对全县小学进行整顿。此后，民办小学

迅速增加。1965年新余小学在校学生发展到60035人，其中耕

2



读小学生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6．5％，分宜县小学生发展瓤
23200人。

中学教育在改进中发展。1958年新余县立中学已成为一所

完全中学。从1957年开始创办农村初中，中学逐步发展。1965

年新余有中学8所，在校学生2816人(含高中生513人)，分

宜县有中学5所，在校学生1345人。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工农业余教育。在农村开展冬

学，疆织群众参加识字班'县城举办职工夜校。1952年推行

“速成识字法"，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识字运动。1958年

出现了一个“万人教，全民学"的热潮。1960年新余有扫盲学

员47219人，占文盲、半文盲总数的95％，分宜县有扫盲学员

33403人I由于采取突击扫盲办法，以后又出现回生复盲。

1958年大部分公社办起了农业中学，同时在九龙山垦殖场

和南英垦殖场创办了两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1962年农业

中学在调整中压缩，共大分校停办；1965年农业中学大力发

展，新余有农业中学30所(含农业高中l所)。学生1433人，

分宜县有农业中学16所，学生636人。恢复共大新余分校，有

学生206人I共大分宜分校有学生约100人。

1965年新余中小学在校学生达62851人，比1949年增加

54261人，增长6．3倍1分宜县中小学在校学生达24542人，比

1949年增加19061人，增长4倍。

17年中普通中学共有毕业生7901入(含分宜县1462人)．

其中新余县高中毕业生考入大专院校的共有305人，占参考人

数的43．5％。

1966--1976年靠文化大革命彦的10年，新余的教育事业受

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1966年5月豇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开始，学校矗停课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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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打。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1968年“复课闹革命’’。大部分教师下放到农村“安家落

户∥。实行开门办学，废除高校中专招生考试制度，取消校内文

化考查，教育质量全面下降。

幼儿园，民办小学，农业中学和工农业余教育几乎全部停

办。普通中学盲目发展，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与国民经

济发展的需要严重脱节。

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新余的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调整、充实了学校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了学校规

章制度，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恢复高校、中专招生考试制度，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的风

气勃然兴起。各级学校都用很大精力抓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变

传统教育为现代化教育，着重培养学生能力，开发智力。教学

改革试验逐步开展，分宜一小的电化教学成绩显著。中小学按

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学雷

锋，创三好黟活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新一代。

幼儿教育发展很快，小学教育稳定地发展。1985年农村基

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初等教育的普及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贯彻执行，极大地

调动了各级政府和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促进了初中教育的发

展，全市初中教育已呈直线上升的趋势。高中教育在调整改革

中前进。1987年全市有幼儿园223所，在园幼)LL0024人，小学

585所，在校学生153917人’普通中学80所(含高，完中22所

)，在校学生51973人(含高中生7141入)·

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了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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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发展。1987年全市有农，职业中学3所，普通中学附设农

职班24班，共有学生2829入(附设班1321人)I技王学校4

所，共有学生1898人，师范学校l所，学生795人，卫校l

所，学生150人。1985年创办市职业大学，1987年开办江西师

大新余专科班。全市已有综合型高等学校一所(含师大专科

班，职业大学和电大分校)共学生677人。

成人教育蓬勃发展，成绩斐然。在1984年和{1985年区、

县先后实现基本无盲目标之后，新余市已成为基本无盲市。

职工教育生气勃勃，新钢、江钢已建立超多类型、多层次的

职工培训教育中心。农民教育、午部教育、广播电视教育，

鬣授教育不断发展。1987年全市各级各类成人学校共有在校

学员4620入。

建国38年来，新余市的教育事业在发展中虽然经历过盐

折，但是成就是巨大的。

1987年全市小学、普通中学的校数和在校学生数比1949年

分别增长了2．7倍、40倍和28．2倍、128．3倍。全市幼儿园、小

学、中学(含职，农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共达

225628人，比1983年增加了26025人。截止1982年，新余县普通

中学共输送大专院校新生1689人。1983年至1987年全市共输送

大专院校新生2447人，中专新生1551人。职工大学、广播电视

大学和高师函授自开办至．1987年共有毕业学员1679人。

1987年全市有中学教师2927人，比1983年增加796人，增长

37．3％I有小学教师6227入(含民办4110人)，比1983年增加

746入，增长13．6％。 ．

根据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教

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黟的

原则，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纾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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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方针，深化和加强教育改革．有步骤地实施九年翩义务教

育，稳步发展高中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和发展

高等教育，办好成人教育，调整教育结构，多层次，多规格、

多渠道地培育人才，更好地为新余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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