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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太仓县教育志》始编于1984年秋，至今历时近7年，工作

量十分浩繁。编纂组的几位先生不顾年老体弱，几年如一日，四

出奔波，收集资料，兢兢业业，辛勤笔耕，几易其稿，精益求精，

终于写成了这部约30余万字的我县第一部教育专业志。这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太仓县教育志》的编写，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

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详

今略古’’的原则，主要记载了从清末兴办新学以来近百年的教育

史料，适当追溯封建时期的旧学，重点叙述新中国诞生后教育事

业的发展、成就和经验，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教育改革的进程及成果，从而达到“资政、教化、存史”之

目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寄

希望于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大量优秀人才的培养，这就对教育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和弊端影响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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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教育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必须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提高教

育质量。这样教育工作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教

育的发展和改革，必须认真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我相信，《太仓县

教育志》必将为社会、为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为

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作出贡献。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珍惜宝贵的光阴，为建

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做好奠基的工作。

最后，向为《太仓县教育志》的编写、出版付出心血、提供

支持的各位先生、各方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 ，

王士清
。

1991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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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记述清朝

末叶、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太仓县的教育史实。

部分章节为追溯渊源，不限上限；下限止于1987年，为顾及个别

事物的完整怛时作适当下延。

二．本志篇目结构。志首设概述，纵览全县教育面貌。大事

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主体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以类列门，横排竖写，全志共15章、46节，力求真实反映各个

历史时期的教育状况。志末设附录，收录不能入正文的有存史价

值的各种单项性资料。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文体除摘自历史文献按原

文用“文言"外，一律采用语文体。

四．历史纪年沿用历代年号，每节首次出现的年号夹注相应

的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年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用公元纪年。1949年5月13日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简称“解放后’’。 ，

●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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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资料，录自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材料，均作核实，

不再注明出处。统计数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各级

行政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之后，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为准。对

确有明显差错的数字，则作个别更正。

六．本志人物取“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者为在太仓或外

地对教育事业有贡献的本籍人士，以生年为序。人物名录，收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国家、省级荣誉称号的教育工作者。

七．数字书写，按照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

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所列表格项目中，横线表示无该项数字，空格表示缺该

项数字。



目一 录

概述”·”·”··””·”·”··”······””··“·”··⋯··”·”··”······”⋯⋯····”⋯“”；l

大事记⋯⋯⋯⋯⋯⋯⋯⋯⋯⋯⋯⋯⋯⋯⋯⋯⋯⋯⋯⋯⋯⋯⋯⋯⋯⋯⋯12

第一章州学书院学塾⋯⋯⋯⋯⋯⋯⋯⋯⋯⋯⋯⋯⋯⋯⋯⋯⋯⋯56

第一节州学县学⋯⋯⋯⋯⋯⋯⋯⋯⋯⋯⋯⋯⋯⋯⋯⋯⋯⋯⋯56

第二节书院⋯⋯⋯⋯⋯⋯⋯⋯⋯⋯⋯⋯⋯⋯⋯⋯⋯⋯⋯⋯⋯⋯58

第三节社学义垫私塾⋯⋯⋯⋯⋯⋯⋯⋯⋯⋯⋯⋯⋯⋯⋯⋯60

第二章幼儿教育⋯⋯⋯⋯⋯⋯⋯⋯⋯⋯⋯⋯⋯⋯⋯⋯⋯⋯⋯⋯⋯⋯63

第一节发展概况⋯⋯⋯⋯⋯⋯⋯⋯⋯⋯⋯⋯⋯⋯⋯⋯⋯⋯⋯⋯63

第二节领导和管理⋯⋯⋯⋯⋯⋯⋯⋯⋯⋯⋯⋯⋯⋯⋯·?⋯⋯⋯·70

第三节教养工作⋯⋯⋯⋯⋯⋯⋯⋯⋯⋯。⋯⋯⋯⋯”j⋯⋯⋯⋯⋯7l

第四节幼儿园简介⋯⋯⋯⋯⋯⋯⋯⋯⋯⋯⋯⋯⋯⋯⋯⋯⋯⋯⋯76

第三章小学教育⋯⋯⋯⋯⋯⋯⋯⋯⋯⋯⋯⋯⋯⋯j⋯⋯⋯⋯⋯⋯⋯··8l

第一节发展概况⋯⋯⋯⋯⋯⋯⋯⋯⋯⋯⋯⋯⋯⋯⋯⋯⋯⋯⋯⋯81

第二节学制课程⋯⋯⋯⋯⋯⋯⋯⋯⋯⋯⋯⋯⋯··j⋯⋯⋯⋯⋯100

第三节教学工作⋯⋯⋯⋯⋯⋯⋯⋯⋯⋯⋯⋯⋯⋯⋯⋯⋯⋯⋯⋯105

第四节思想政治教育⋯⋯⋯⋯⋯⋯⋯⋯⋯⋯⋯“⋯⋯⋯⋯⋯⋯III

第五节学校简介⋯⋯⋯⋯⋯⋯⋯⋯⋯⋯⋯⋯⋯⋯⋯⋯⋯⋯⋯⋯117

第四章中学教育⋯⋯⋯⋯⋯⋯⋯⋯⋯⋯⋯⋯⋯⋯⋯⋯⋯⋯⋯⋯⋯⋯133

+第一节发展概况⋯⋯⋯⋯⋯⋯⋯⋯⋯⋯⋯⋯⋯⋯⋯⋯⋯⋯⋯⋯133

·．一1—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二节学制课程⋯⋯⋯⋯⋯⋯⋯w?⋯⋯⋯⋯⋯⋯⋯．．．⋯⋯”143

第三节教学工作⋯⋯⋯⋯⋯⋯⋯⋯⋯⋯⋯⋯⋯⋯⋯⋯⋯⋯⋯⋯152

第四节思想政治教育⋯⋯⋯⋯⋯⋯⋯⋯⋯⋯⋯⋯⋯⋯⋯⋯⋯⋯158

第五节学校简介⋯⋯⋯⋯⋯⋯⋯⋯⋯⋯⋯⋯⋯⋯⋯⋯⋯⋯⋯⋯164

第五章中专职业教育⋯⋯⋯⋯⋯⋯⋯⋯⋯⋯⋯⋯⋯⋯⋯⋯⋯⋯⋯⋯174

第一节师范学校⋯⋯⋯⋯⋯⋯⋯”⋯⋯⋯⋯⋯⋯⋯⋯⋯⋯⋯⋯·174

第二节中等专业学校⋯⋯⋯⋯⋯⋯⋯⋯⋯⋯⋯⋯⋯⋯⋯⋯⋯⋯176

第三节职业学校(班)⋯⋯⋯⋯⋯⋯⋯⋯⋯⋯⋯⋯⋯⋯⋯⋯⋯⋯178

第四节学校简介⋯⋯⋯⋯叩⋯⋯⋯⋯?⋯⋯⋯⋯⋯¨⋯·?⋯⋯··?184

．第六章成人教育⋯⋯⋯⋯⋯⋯⋯⋯⋯．．．⋯⋯．．．⋯．．．⋯．．⋯⋯⋯⋯⋯_189

第一节农民教育⋯⋯．．．⋯⋯⋯⋯⋯⋯⋯t．．⋯⋯⋯⋯⋯⋯⋯⋯一192

第二节职工教育⋯⋯．．．⋯_⋯⋯⋯⋯⋯⋯⋯⋯⋯·．．．⋯⋯⋯⋯“197

第三节干部教育⋯⋯⋯·eo oeoeoe．．．．．．⋯⋯⋯⋯⋯⋯⋯⋯⋯⋯⋯⋯201

第四节学校简介⋯⋯⋯⋯⋯0．00 000 0a0000 0⋯∥⋯⋯⋯⋯”⋯⋯⋯⋯204

第七章校外教育⋯⋯⋯⋯⋯⋯一!⋯⋯⋯⋯⋯⋯．．．⋯⋯⋯⋯⋯⋯⋯⋯210

第一节太仓县少年宫⋯⋯⋯⋯⋯⋯⋯⋯⋯⋯⋯⋯⋯⋯⋯⋯?⋯”210

第二节太仓县儿童教育辅导站⋯⋯．．．⋯⋯⋯⋯∥¨⋯⋯⋯⋯⋯211

第八章体育卫生⋯⋯⋯⋯⋯“⋯⋯⋯⋯⋯⋯⋯⋯⋯⋯⋯⋯⋯⋯⋯·212

第一节体育⋯⋯⋯⋯⋯⋯⋯⋯．，．⋯”⋯⋯⋯⋯⋯⋯⋯⋯⋯”⋯”212

第二节卫生⋯⋯⋯⋯⋯⋯⋯⋯⋯⋯⋯⋯⋯⋯⋯⋯⋯⋯⋯“?⋯⋯227

第九章教师⋯⋯⋯⋯⋯⋯⋯⋯⋯⋯⋯⋯⋯⋯⋯⋯⋯⋯⋯⋯⋯“t?⋯”233

第一节教师队伍⋯⋯⋯⋯⋯⋯⋯⋯⋯⋯⋯⋯⋯⋯⋯⋯⋯⋯?⋯”233

第二节培养进修⋯⋯⋯⋯⋯⋯⋯⋯⋯⋯⋯⋯⋯⋯⋯⋯⋯··??⋯”236

第三节工资福利⋯⋯⋯⋯⋯⋯⋯⋯⋯⋯⋯．．．⋯⋯⋯⋯⋯．．．⋯⋯238

第四节政治生活⋯⋯⋯⋯⋯⋯⋯⋯⋯⋯⋯⋯⋯⋯⋯⋯⋯⋯⋯⋯241

第十章教育研究⋯⋯⋯⋯⋯⋯⋯⋯⋯⋯⋯⋯⋯⋯⋯⋯．．．⋯?⋯⋯．．?“244

’第一节教学研究机构⋯⋯⋯⋯⋯⋯⋯⋯⋯⋯⋯⋯⋯⋯⋯⋯⋯⋯244
‘

第二节教育学术团体⋯⋯⋯⋯⋯⋯⋯⋯⋯⋯⋯⋯⋯⋯⋯⋯⋯⋯250
”

一2一
‘

％蔼。甓麓鎏翱灞誓



第十一章行政管理⋯⋯⋯⋯⋯⋯⋯⋯⋯⋯⋯⋯⋯⋯⋯⋯⋯⋯⋯⋯⋯254

第一节教育行政机构⋯⋯⋯⋯⋯⋯⋯⋯⋯⋯⋯⋯⋯⋯⋯⋯⋯⋯254

第二节教育管理体制⋯⋯⋯⋯⋯⋯⋯⋯⋯⋯⋯⋯⋯⋯⋯⋯⋯⋯261

第三节学校管理体制⋯⋯⋯⋯⋯⋯⋯⋯⋯⋯⋯⋯⋯⋯⋯⋯⋯⋯262

第十二章政党群团⋯⋯⋯⋯⋯⋯⋯⋯⋯⋯⋯⋯⋯⋯⋯⋯⋯⋯⋯⋯265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265

第二节群众团体⋯⋯⋯⋯⋯⋯⋯⋯⋯⋯⋯⋯⋯⋯⋯⋯⋯⋯⋯⋯270

第十三章勘工俭学⋯⋯⋯⋯⋯⋯⋯⋯⋯⋯⋯⋯⋯⋯⋯⋯⋯⋯⋯⋯．．．278

第一节沿革⋯⋯⋯⋯⋯．．．⋯⋯⋯⋯⋯⋯⋯⋯⋯⋯⋯⋯⋯⋯⋯⋯278

，第二节成果⋯⋯⋯⋯⋯⋯⋯⋯⋯⋯⋯⋯⋯⋯⋯⋯⋯⋯⋯⋯⋯⋯279

第十四章经费设备⋯⋯⋯⋯⋯⋯⋯⋯⋯⋯⋯⋯⋯⋯⋯⋯⋯⋯⋯⋯282

第一节教育经费⋯⋯⋯⋯⋯⋯⋯⋯⋯⋯⋯⋯⋯⋯⋯⋯⋯⋯⋯⋯282

第二节校舍设备⋯⋯⋯⋯⋯⋯⋯⋯⋯⋯⋯⋯⋯⋯⋯⋯⋯⋯⋯289

第十五章人物⋯⋯⋯⋯⋯⋯⋯⋯⋯⋯⋯⋯⋯⋯⋯⋯⋯⋯⋯．．．⋯⋯⋯295

第一节人物传略⋯⋯⋯⋯⋯⋯⋯⋯⋯⋯w⋯⋯⋯⋯⋯⋯⋯⋯⋯295

第二节人物名录⋯⋯⋯⋯⋯⋯⋯⋯⋯⋯⋯⋯⋯⋯⋯⋯⋯⋯⋯⋯314

附录””””“⋯⋯⋯⋯⋯⋯”⋯“⋯⋯⋯⋯““⋯”“””””””””·““”“·318

一．历史文献辑存⋯⋯⋯⋯⋯⋯⋯⋯⋯⋯⋯⋯⋯⋯⋯⋯⋯⋯⋯⋯318

二．历史上有影响的学校⋯⋯⋯⋯⋯⋯⋯⋯⋯⋯⋯⋯⋯⋯⋯⋯⋯328

三．出国留学生名录⋯⋯⋯⋯⋯⋯⋯⋯⋯⋯⋯⋯⋯⋯⋯⋯⋯⋯⋯332

四．校训校歌⋯⋯⋯⋯⋯⋯⋯⋯⋯⋯⋯⋯⋯⋯⋯⋯⋯⋯⋯⋯⋯333

五．支援西藏教育事业⋯⋯⋯⋯⋯⋯⋯⋯⋯⋯⋯⋯⋯Ⅲ⋯⋯．．，⋯337

六．1992年太仓县校办工业企业名录⋯⋯⋯⋯⋯⋯⋯”：⋯⋯⋯⋯338

编后记⋯⋯⋯⋯⋯⋯⋯⋯⋯⋯⋯⋯⋯⋯⋯⋯⋯⋯⋯⋯⋯⋯⋯⋯⋯⋯⋯347



概。 述

太仓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隅，东濒长江，南邻上海，西连昆山，

北接常熟，总面积815．14平方公里，人口441168人，经济繁荣，

教育素称发达。 ．

’·太仓古代，人烟稀少，田亩半辟。春秋时属吴地，汉为吴郡

娄县惠安乡。三国吴于此建仓屯粮，渐次发展。北宋中期，范仲

淹亲临太仓，开茜泾，兴水利。由此民食渐丰，教育发展。宋代

出进士8人。元初刘家港海运漕粮，通商海外，时称“六国码

头”，惠安乡之富庶，甲于东南。延祜元年(1314年)，昆山州治

移至太仓，次年设庙学。明初，设太仓、镇海两卫。正统元年

(1436年)建卫学。义塾、社学陆续兴办。弘治十年(1497年)建

太仓州，遂改卫学为州学。清，除设州学外，先后设安道、娄东、

遵道、商尹、刘湄书院和娄江、浏湄文社，义塾、私塾遍布城乡。

同治四年(1865年)，州设试院，每遇岁、科两试，州属各县士

子会集太仓，文风盛极一时。

·。戊戌变法后，创办学堂，施行新法教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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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邑人蒋汝坊首创思益中西学堂，附设电报、英语两科。光绪

二十六年创办中西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下诏“立停科举，．

以广学校”，于是各市、乡利用寺、庙、庵、观及原有书院、义塾‘

开办学堂。公立毓娄女子师范、太镇高等小学堂、女子小学堂、艺

徒学堂等次第开设。光绪三十三年，太仓州及所属四县利用旧试

院联合创办州属中学堂。是时，太仓不少人士外出游学京、沪、苏、

宁等地，至日本者亦不乏其人。在学堂发展过程中，虽受到旧思

想、旧习惯势力的反对，聚众毁学事件时有发生，但由于有识之

士强有力的支持和倡导，学堂仍发展迅速。宣统三年(1911年)

上半年有中学、师范、职业学堂各1所，城乡小学堂38所，小学

生1270人。同年，开设城厢识字学塾。清末，中、小学堂奉行

“忠君、尊孔、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其实质是中学(忠君、

尊孔)为体，西学．(尚武、尚实)为用。

民国建立，太仓州与镇洋县合并为太仓县。遵江苏都督府令，

学堂改称学校，实行高等小学由县办，初等小学由市、乡办的分

级办学体制。教育附税带征，经费宽余，加之社会捐资办学风气

盛行，学校数、学生数成倍增长。民国2年(1913年)，全县有

小学102所，学生3992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2．84％；有省立

完全中学l所，公私立师范学校和讲习所3"---4所，实业学校2

所。省考核60县教育，太仓列入最优等。是年，赣宁兵起，以后

又受军阀混战影响，教育经费短缺，由于社会各界努力，学校仍

有一定发展。民国3年，在沙溪、浏河分别创设第二、第三高等

小学校(城区为第一高等小学校，由太镇高等小学堂改称)j教会

创办私立慧恩、类思、培德等小学。民国10年，为推行义务教育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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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师资，创设甲种师范讲习所(后改为县立师范学校)。民国15

年，创办县立初级中学，分设城镇、沙溪两部。 ，

国民政府成立后，太仓教育有一段较好的发展时期。民国16

．年创办县立农村师范，次年沙溪开办初级职业学校。小学改革管

理体制，实行中心小学制。民国18年推行四年义务教育，虽不普

及持久，但由于开办简易小学、短期小学、二部制小学，学生有

所增加，入学率有所提高。省立太仓中学(1921年改省立太仓师

范)及附属实验小学已成为著名学校。民众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开

设民众学校，推行识字运动。从民国18年起，先后在城乡设立民

众教育馆5所、民众教育实验区1处。民国20年，太仓遭受严重

水灾，次年又受“一·二八’’战争影响，教育经费紧缺，教育事

业有所调整，农村师范停办。民国25年有省立师范1所，学生218

人；初级中学1所，学生309人(含太仓师范初中部学生)；职业

学校2所，学生195人；小学163所，学生16725人，．学龄儿童

入学率40％，为抗战前的最高数；入园幼儿150多人。

，，民国初期，教育宗旨、学制、课程几经变更。民国11年，省

立四中提前试行“三·三”新学制，初中、高中各3年。民国12

年，全县小学实行“四·二”制，初小4年，高小2年。民国18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

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

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及，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

同’’，一直贯彻至民国后期。

’自“五四’’运动始，太仓县爱国学生运动迭起。“五卅”运动、

“九·一八”事变、“一·-A．”战役等重大事件中，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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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罢课、集会游行，开展宣传，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

民国26年11月14日，‘日军侵占太仓，全县校舍被破坏半数

以上，学校全部停课。民国27年秋，陆续复课，复办各区民教馆。

次年，伪省府在太仓师范旧址开办省立太仓中学。日伪在学校推

行奴化教育，而广大师生则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反对和抵制。有些

教师不愿在日伪学校任教，因而私校、私塾兴起，先后开办求智、

乃德、明道、娄东、浏河等私立中学5所．、私塾百余所。省立太

仓师范于民国28年迁校上海租界复课(在日军进租界后，被迫停

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境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学校，坚持抗

日救国教育。 ．

抗日战争胜利后，地方人士组织校务推进委员会，筹措经费，

学校恢复较快。民国37年度，全县有省立师范1所，学生442人

(含县中师范班57人)；中学5所(其中完中1所)，学生1210人

(含省立师范初中班198人)；初级职业学校1所，学生85人；小

学148所，学生16103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6％；小学附设幼

稚园(班)13所，入园幼儿757人。城中民教馆1所；民教班78

班，学员3190人。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致教育经费拮

据，物价飞涨，教师生活艰难，罢课索薪时有发生，教育事业困

难重重。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中建立地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组

织师生迎接解放。

；1949年5月太仓解放后，教育事业得到新生。县人民政府在

6月接管所有学校，根据“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学校

建立校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废除训育制度，设立生活辅导

处(员)；废除公民、军训、童子军课程，设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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