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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之举蔚为壮观．我区

我区近代教育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至今日已逾百年．以新中国建立之日为界．

可分为前七十年和后四十年两个时期．捧读本志。前七十年基础薄弱，其落后状态历历在

目．后四十年则是改革探索的四十年．奋斗进取的四十年．尽管道路坎坷曲折．但我区教

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为旧中国所不可比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区

教育战线呈现出勃勃生机．区委．区政府和全队民更加重视教育事业．学校办学条件明
显改善．师资素质。教育质量得以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我区进一步实施九年制义务

教育．培养。四有’人才．提高全区人民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区编修教育专志事属初探．步履维艰．编撰者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和突出本区特色的原则．查阅档案上千卷宗．抄录资科数百万字．且走访前辈．座谈讨

论．去伪存真．科学分类．历时三年。锲面不舍．终于告成大功．在此，谨向编撰者和提

供资料．指导修志的同志们深表谢忱l

当然．由于资料残缺．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请读者赐教．斧正．无限感

荷．

值此<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志》闯世之际．特为之序．

教育局长毛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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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教育志记事．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在贯通本区i嵋年教育历史．
的前提下，着重记述南京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以体现时代

精神，兼顾存史借鉴作用．

二、本教育志上限起自1875年，下限截至1987年．有些年代断线较长．实属无资料

记载．
’

。，

三、本教育志正文分为十二篇。下设章，节．横向分类，纵向叙述，翔实摘录资料．

力求能系统地、科学地反映我区教育事业的全貌． ’

四．本教育志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和省、市，区档案馆。还‘

有对老领导和老教师的走访、．座谈，访问街道，居委会老人的口碑资料．为了节省篇幅。

正文不注明出处．

五．本教育志的纪年以1949年为界限．1949年前．写朝代和民国。同时用括号注明

公元年月．1949年开始．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由于篇幅所限。本教育志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只选进本区教育局隶属范围

内的市．省及全国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名单．区级先进工作者不再列人．

七。有关经费统计表中．货币有旧币和新币之分．。自1955年3月1日起．以新币制

人民币代替暇币制人民币流通，新币I元折合旧币l万元’．本教育志按此规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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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解放前的本区教育

第一节清朝末年的教育

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废八股取士．谕立学堂译新书．但为守旧势力反对，于同

年八月废止．八国联军侵华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江总督端方饬学务处于省

城分东西南北四区．每区设初等小学十所．据民国二十三年《首都志》载。本区出现的最

早官办学校，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建的江宁第二模范小学，即现在的南京市秣

陵路小学．

除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建立更早些．光绪元年(1875年)在石鼓路天主堂内创办

一所小学．当时无校名，是为类思小学前身．光绪十年(1884年)北美长老会在本市城

西四根杆子(莫愁路)创办明德女子书院．这是南京最早的女子中学．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油市大街(升州路)安徽会馆设立成美学馆．光绪兰十
、

—年(1905年)。在南捕厅创办私立钟英中学． ．

， 清未的学制与教学内容，以十九世纪末日本学制为蓝本。以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的思想为指导，以尊孔读经为教育宗旨．初等教育学制9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

小学4年)．中等教育学制5年。高等教育学翩7年．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修身’．博

物、历史、地理、体操等近代科学知识。但仍把四书、五经．策论，词章列为必修科目．

具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色彩．当时学校数很少，市民子女多在私垫就读．

第二节民国前期的教育
’

』

： ．‘

’

．

中华民国建立后，在1912--1926年之间．学堂改称学校，废除了科举制度．规定初

等教育6年(分初小4年。高小2年两段)．中等教育6年(分初中3年．1高中3年两

段)．高等教育4--6年．不分段．学生自6岁人学． ．-。‘

j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本区范围内的市立小学有：西城实验学校、崔八巷小．

学、仓巷小学，汉西门小学，朝天富小学、登隆巷小学、高井小学等7所．其中西城实验‘

小学．崔八巷小学两校均附设幼稚园各一班。学童72人一．
私立小学有：草桥敦穆小学、祟穆小学．务本小学、明德小学，私立南京中学附属小

学、私立汇文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智德小学．清真女学．正本小学、清源小学等10所．

合计53个班级。．学生2034人．另有私塾165所，垫童4370人．私立中学有：钟英中

学、成美中学．明德女子中学。南京中学等4校．1931年9月冶城中学创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为解决大量失学儿童要求入学的矛盾．市教育部门于各区

开办义务小学．不收学费，并酌量供给学生课业用品．初小毕业。可继续报考普通高小，

初时均采用半日制．每日上课3-4小时．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义务小学改称简易小

学．并逐步改为全日制．当时区内计有市立完全小学8所．市立简易小学7所．私立小学

一2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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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合计小学22所，165个班级．学生7355人．但据《南京市民国二十三年度就学与

失学儿童比较表》载，全市仍有30666名儿童失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30．3l％．

成人教育和各类补习学校．据《首都志》记载．附设民众学校与专设民众学校。1928

年在本区范围内有崔八巷、登隆巷、大王庙。大香炉、高井．汉西门、仓巷、止马营．评

事街等民众学校9所．计lo个班级．学生429人．至1935年区内专设民众学校有第五，

第七。第九、第十，第十四等5所。附设民众夜校有第三十九、第四十二，．第四十六民众

夜校3所．共计8所．18个班级．学生896人．据．：南京市民国二十三年度教育事业概

览表》记载，设于本区范围内的各类私立补习学校有济民补习学校、虹桥国文补习学校，

新京无线电传习所、培英国英算补习学校。私立西京补习学校等5所．分别开设有无线

电、汽车驾驶。会计．缝纫．普通文，应用文、国文．算术．英语、日语，速记等课程．

t‘

第三节南京沦陷时期的教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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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小学则多继续维持开办．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南京市社会局按照国民党教育部的规定，小学改称国

民学校．并设立国民教育实验区，当时本区(旧五区)的中心国民学校是五台山小学．一

般国民学校17所． ’

普通中学当时区内有：市立第五中学．私立中学有：明德女中、成美中学，钟英中

学，‘冶城中学，培育中学、大雄中学、淳清中学、青年会中学。弘光中学女子部等先后申

请复校．另新办一所私立江南初级中学．合计有中学12所． ．

，第二章南京解放后的本区教育

第一节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教育

一．对原五区小学的接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时南京市人民政府和南京军管会采取。维持现状．逐

步改革。的方针，接管了各级市立学校．据南京市教育局报告本区共接管市立小学15所，

教职员工288人。178个班级．除评事街小学校长赴上海外．其它校长均未离校。所有人

员照常供职．各校均未停课．8月．；取消原。国民学校’名称。一律改称‘南京市××小

学’，并重新调整任命各校校长．还从原江宁师范，南京市立师范和其他大中学校选调一

批学生充实教师队伍．九月初各校照常招生开学，原则上毕业几班招收几班，但每班均需

满额．对于工人子弟及家境清寒的学生除免交设备费外，并补助书籍文具费．

。对于私立学校。一般应允许存在。并领导其改进．对其中办理卓有成效者，予以奖

励．对公立性的私立学校和反动机构，反动社团所办的私立学校．一概予以接收。．按此

规定。本区原宪兵司令部所办的私立宪光小学由政府接办．
。

‘

1949年末，本区小学开始由点到面逐步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组织．

二、区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1950年6月1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重新划区．本区改为第四区．辖区范围作了

调整．第四区人民政府文教科即在此时成立．负责管理本区的公私立小学、成人业余教育

和各类补习学校．中等学校仍由市教育局直接管理． ．

1950年8月全区共有市立小学13所．152个班级，学生4442人，教职工253人．私

立小学12所．52个班级．学生1838人，教职员83人，另有私塾27所，学童348人．

1951年7月，市教育局决定将原私立大雄中学，培育中学．冶城中学合并改名为南京市

私立城西中学．这样．本区内计有市立中学l所，私立中学5所．

三．迸一步向工农子弟开门

1951年下半年在招生工作中．执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进一步向工农子弟开

门．优待军烈属子女入学。的方针，各校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走访居民住户，动员失学

儿童入学．因而本学期在校学生数由9783人增加到1 1444人．其中工农子弟和军烈属子

女入学人数占全区学生总数的26％强．较上学期工农子女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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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识字为重点的职工群众业余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全区有16所学校开办了附设群众

夜校，计56个班级，学员2482人。其中工人、店员和个体劳动者809人．占学员数的

32．6％．家庭妇女占学员总数的46％．
’

四、接办了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

我区文教科按照市文教局的指示．1952年3月。将原基督教办的私立明德小学、汉

中堂义务小学与原南京市朝天富小学合并，迁址莫愁路．改名为南京市立奠愁路第二小

学．同年11月，原天主教堂办的私立爱国小学(即原类思小学)由政府接办，改名为南

京市石鼓路小学．同时，私立明德女子中学，改名为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原私立青年会

中学并人南京市第五中学．

第二节1953至1960年的教育

1953年6月。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重点．小学教育、幼儿教育，

工农业余教育等．主要着重整顿改进，提出教育改革的方针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

’际情况相结合．本区教师普遍学习了苏联凯洛夫所著的《教育学》．

至1956年6月，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区私立中小学．均由人民政府接办。改

为市立中小学．

1957年2月27日．毛译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根据上述提出的任务。本年区内的教育工作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

一、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1958年初．中共建邺区委发出。千人教．万人

学’的号召．动员全区中小学师生和一切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采取突击识字的方法子

7月底扫除文盲10671人．宣布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并组织开办了机关干部．工厂

企业职工的业余红专大学、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和中技校(班)共49所。人学干部、职工

达17953人．

二、大力发展民办中小学。除原有建邺中学外．又建立了民办民族中学、建国中学、

电机中学，化工中学、纺织中学等12所民办学校，同时各街道也办起了民办小学55所

(后合并为2l所)． 、

‘

三、第五中学开办了师范班．五女中开办了半工半读班．

四，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开展。向党交心’，。拨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

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等运动． ·。+

五．在府西街小学进行五年一贯制的教学改革试验，调整教学计划。把劳动列入课

程．1958年夏秋在。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组织大批师生投入劳动．

第三节1961至1965年的教育尹
t

一、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从1961年一1963年本区的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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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以农业为基础的精神，将郊区中小学和农业中学中的十六岁以上的超龄学生

372人提前毕业或结业．

2．对全区民办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的工作．在。大跃进’中民办学校发展
一 很快．但布局不够合理．为此，将原存的5所民办中学合并为2所．1962年后根据区内
- 各小学毕业升学人数的需要。又新建了汉中门、莫愁路、水西门等3所民办中学．并抽调

’干部增强对民办中学的领导． 。

气 3．调整了民办学校所有制形式，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二、贯彻中小学工作条例·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根据上述

《条例》的精神制定了全日制中小学的校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辑出版了新教材．

并对学校的作息时间．会议制度，师生的各种活动作了明确规定．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有了

实施准则．

第四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

1966年5月后。文化大革命’浪潮逐步掀起．8月，五中首先组织。八·八’红卫兵造反

队'很快波及各校．学校。停课阉革命’，师生外出大串联，纷纷组织各类造反派组织。区

内教育行政机关和各中小学均处于瘫痪，各级领导于部被诬为。走资派。和犯走资派错误。

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批判斗争．1967年1月，掀起。夺权’斗争，学校中一片混乱处于无政

府状态．3月实行军事管制．红卫区军管会派出军代表迸驻学校，促进学校的各。造反派’

组织大联合．1968年各校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学校党支部和行政领导．1968年8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毛译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随之红卫区革委会

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

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在张春桥、姚文

元等人的直接操纵下．炮制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

了荒谬的。两个基本估计’．本区有一批中老年教师被下放农村或转业到工厂劳动，有的教

师在。清队’和。清查’中受到残酷斗争打击． ·”

1973年底，。四人帮’发动批判。师道尊严’，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捏造所谓

。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进一步搞乱学生和社会家长的思想，教师地位再次受到打

击。使教师不敢教、学生无法学，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无法维持．。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校

的校舍设备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上批所谓。智育第一’，。师道尊严’造成。读书无用’之风．

教育工作无准绳，教师无所适从，教育质量下降．．贻误了一代人的成长．

1975年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教育工作有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但。四人

帮。诬蔑为。右倾翻案风’，使学校刚剐开始好转的工作又陷于混乱．
。

；

第五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教育
．

●

●

一、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本区各校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许多

教师联系实际对。四人帮’的所谓。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八个精神支柱。等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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