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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响水县这一区域教育事

业一直比较落后。自从共产党建政，尤其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响水县的教育事业和

其他事业～样，遂得以不断发展。
响水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是～帆风顺

的。建国后三十几年中，几经沧桑，尤其是文

化大革命，损失惨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振兴教育是关系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国

家、民族兴旺发达的大问题。要改革、振兴响

水县教育，就必须从响水县的敦育实际出发，

去研究响水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认真总结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订

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所以有必要对响水县教

育的史料予以搜集整理，以作“存史"、 “资

政”之用·在盐城市教育局、响水县委、县政

府领导下，在响水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和指



导下，《响水县教育志》编写组的同志经过几

年的努力，做了大量而繁杂的征集、整理和编

纂工作，完成了《响水县教育志》的编写任务。

这本志书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建

国前的教育情况仅作一般性勺记述，而把重点

放在建国后，特别是建县后的教育史实的叙述
上：，

响水县建政于烽火年代，诞生在文化大革

命的前夕，行政区划反复多变，战争时期保留

下的文字资料极少，建政后的资料散失不全，

给编纂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不少资料多为年事

已高的老干部、老教育工作者的回忆，而时隔久

远，记忆难免模糊，加上编写工作脱节、人员

更换和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

免，对史料的取舍、史实上的推敲、文字上的

修饰，亦难免有失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

正，以待修志时作必要的修订、补充，使之臻
于完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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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水县教育局

．～九八九年五月





担井餐耕
，

’
●寮g蚺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壬馨秫啐*譬



C辑^粹岳¨培群v扑廿噩匠



《1鼙赫赫扑岳戚*冒



鞯廿曾p静导H臣甜叫*谭



夺齄●右岢扑鞯*锄*辱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概述⋯_⋯⋯_。．：．．j“厶“矗矗洲(n

第二章教育行政机构沿革⋯⋯⋯⋯⋯⋯．(9)
第一节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演变⋯⋯⋯⋯⋯⋯⋯(9)

附表一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及负责人更迭表⋯⋯⋯(13)

附表二．区乡文教助理序列表⋯⋯⋯⋯⋯⋯⋯⋯⋯(17>

第二节教育系统中共党组织⋯⋯⋯⋯⋯⋯，⋯⋯⋯¨(23)

附表一响水县教育系统中共党组织统计表⋯⋯⋯(24)

附表二 响水县中小学教职工中共党员人数

统计表⋯⋯⋯⋯⋯⋯⋯⋯⋯⋯⋯⋯⋯⋯⋯(26)

第三章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节私塾及其改良⋯⋯⋯··⋯⋯·⋯⋯⋯“．．⋯⋯·

第二节小学⋯⋯⋯⋯⋯⋯⋯⋯⋯⋯⋯⋯⋯⋯·÷?⋯⋯

附表一民国时期挚校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表二响水县中心小学一览表⋯⋯⋯⋯⋯⋯⋯⋯(34>

附表三响水县小学基本情况统计表⋯⋯⋯⋯⋯⋯(35)

第三节中等学校⋯⋯⋯⋯⋯⋯⋯⋯⋯⋯⋯⋯⋯·⋯··(36)

一中学·⋯⋯⋯⋯⋯⋯一·⋯一⋯⋯⋯⋯⋯⋯．．一··⋯(36)

附表一滨海中学基本情况统计表⋯⋯⋯⋯⋯⋯⋯(41)

附表二响水县普通中学一览表⋯”⋯⋯⋯⋯⋯⋯·(42)

附表三响水县普通中学基本情况统计表⋯⋯⋯⋯(43)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附表四 响水县农职业中学(班)基本情

况统计表⋯⋯⋯⋯⋯⋯⋯⋯⋯⋯⋯⋯⋯⋯(46)

二滨海县初级师范⋯⋯⋯⋯⋯⋯⋯⋯⋯⋯⋯⋯⋯(48)

三响水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49)

四蛹水县教师进修学校·⋯⋯⋯⋯⋯⋯⋯⋯⋯⋯”(54)

五响水县委党校⋯⋯⋯⋯⋯⋯⋯⋯⋯⋯⋯⋯⋯⋯(55)

第四节半耕半读学校⋯⋯⋯⋯⋯⋯⋯⋯⋯⋯⋯⋯⋯(58)

一农业中学⋯⋯⋯⋯⋯⋯⋯⋯⋯⋯⋯⋯⋯⋯⋯⋯(58)

二耕读小学⋯⋯⋯⋯⋯⋯⋯⋯⋯⋯⋯⋯⋯⋯⋯⋯(64)

三农业大学⋯⋯⋯⋯⋯⋯⋯⋯⋯⋯⋯⋯⋯⋯⋯⋯(65)

第五节成人教育⋯⋯⋯⋯⋯⋯⋯⋯⋯⋯⋯⋯⋯⋯⋯(67)

一领导机构的设置演变⋯⋯⋯⋯⋯⋯⋯⋯⋯⋯⋯(67)

二农民业余教育⋯⋯⋯⋯··⋯⋯⋯⋯⋯⋯⋯⋯⋯·(69)

三职工业余教育⋯⋯⋯⋯⋯⋯⋯⋯⋯⋯⋯⋯⋯⋯(79)

四江苏省电视大学响水管理站⋯⋯⋯⋯⋯⋯⋯⋯(80)

第六节幼儿教育⋯⋯⋯⋯⋯⋯⋯⋯⋯⋯⋯⋯⋯⋯⋯(83)

附录一响水县幼儿园及幼师李萍⋯⋯⋯⋯⋯⋯⋯

简介⋯⋯⋯⋯⋯⋯⋯⋯⋯⋯⋯⋯⋯⋯⋯⋯(86)

附录二．晌水县幼儿园简介⋯⋯⋯⋯⋯⋯⋯⋯⋯⋯(86)

第四章学制、学校管理⋯⋯⋯⋯⋯⋯⋯⋯(88)

第一节．学制改革⋯⋯⋯⋯⋯⋯⋯⋯⋯⋯⋯⋯⋯⋯⋯(88)

第二节中等学校的管理⋯⋯⋯⋯⋯⋯⋯⋯⋯⋯⋯⋯(89)

第三节小学管理⋯⋯⋯⋯⋯⋯⋯⋯⋯⋯⋯⋯⋯⋯⋯(91)

等四：青规章制度⋯⋯⋯⋯⋯⋯⋯⋯⋯⋯⋯⋯⋯⋯⋯(92)

附录一几项规章制度⋯⋯⋯⋯⋯⋯⋯⋯⋯⋯⋯⋯(93)

。，器‘：



附录二学校工作人员职责⋯⋯⋯⋯⋯⋯⋯⋯⋯⋯(97)

附录三学生一日生活常规⋯⋯⋯⋯⋯⋯⋯⋯⋯(i06)

第五章课程设置⋯⋯⋯⋯⋯⋯⋯⋯⋯⋯(109)
第一节中等学校课程设置⋯⋯⋯⋯⋯⋯⋯⋯⋯⋯(109)

第二节小学课程设置≮⋯⋯⋯⋯⋯⋯⋯⋯⋯⋯⋯·(i11)

第六章教学方法⋯⋯⋯⋯⋯⋯⋯⋯⋯⋯(11 3)

第一节中学教学方法⋯⋯⋯⋯⋯⋯⋯⋯⋯⋯⋯⋯(113)

第二节小学教学方法⋯⋯⋯⋯⋯⋯⋯⋯⋯⋯⋯⋯(118)

第七章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121)

第八章勤工俭学⋯⋯⋯⋯⋯⋯⋯⋯⋯⋯．(]24)

第九章教师⋯⋯⋯⋯⋯⋯⋯⋯⋯⋯⋯⋯(127)
第一节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i27)

一革命战争时期⋯⋯⋯⋯⋯⋯⋯⋯⋯⋯⋯⋯⋯(127)

二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129)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32)

四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33)

第二节教师队伍和学校领导干部⋯⋯⋯⋯⋯⋯⋯

⋯⋯⋯⋯⋯⋯⋯⋯⋯⋯⋯⋯⋯⋯⋯⋯⋯⋯(135)
j

一教师队伍的发展⋯⋯⋯⋯⋯⋯⋯⋯⋯⋯⋯··(137)

二学校干部的任用⋯⋯⋯⋯⋯⋯⋯⋯⋯⋯⋯⋯(137)

第三节教师的文化业务学习⋯⋯⋯⋯⋯⋯⋯⋯⋯(138)

第四节教师的生活⋯⋯⋯⋯⋯⋯⋯⋯⋯⋯⋯⋯⋯(142)

第十章 教育团体及其历史作用⋯⋯⋯(1．19)

·8，



第十一章学生组织⋯⋯⋯⋯⋯⋯⋯⋯⋯(15 1)

第一：膏童子军⋯⋯⋯⋯⋯⋯⋯⋯⋯⋯⋯⋯⋯⋯⋯(151)

第二节儿童团⋯⋯⋯⋯⋯⋯⋯⋯⋯⋯⋯⋯⋯⋯⋯(152)

第三节共青团、少先队⋯⋯⋯⋯⋯⋯⋯⋯⋯⋯⋯(154)

第四节红卫兵、红小。：兵、红代会⋯⋯⋯⋯⋯⋯⋯(t59)

第五节学生会、班委会⋯⋯⋯⋯⋯⋯⋯⋯⋯⋯⋯(160)
’、

第十二章学校思想政治工作⋯⋯⋯⋯．(161)

第十三章教学研究⋯⋯⋯⋯⋯⋯⋯⋯一·(166)
第一：青教研机构⋯⋯⋯⋯⋯⋯⋯⋯⋯⋯⋯⋯⋯⋯(166)

附录一教研室工作职责⋯⋯⋯⋯⋯⋯⋯⋯⋯⋯(168)

Ⅲ录二晌水县基层教移．工作条例⋯⋯⋯⋯⋯⋯(171)

第二节教研活动⋯⋯⋯⋯⋯⋯⋯⋯⋯⋯⋯⋯⋯⋯(175)

第十四章人才输送⋯⋯⋯⋯⋯⋯⋯⋯⋯·(190)
附表一1966～一1986年各娄学校毕业生人

人数统计⋯⋯⋯⋯⋯⋯(191)

附表二 响水县历年来黄‘校、中专录取情况⋯⋯(192)

附表三党政军科教文正人名录⋯⋯⋯⋯i⋯⋯(193)

第十五章 学校专记⋯⋯⋯⋯⋯⋯⋯⋯⋯·(204)
第一节较有影响的学校⋯⋯⋯⋯⋯⋯⋯⋯⋯⋯⋯(204)

一民国时期的晌水私立中学⋯⋯⋯⋯⋯⋯⋯⋯(204)

二苏北滨海初级中学⋯⋯⋯⋯⋯⋯⋯⋯⋯⋯⋯(206)

三响水县中学⋯⋯⋯⋯⋯⋯⋯⋯⋯⋯⋯⋯⋯⋯(209)

巴j 响水公立第五小?。主⋯⋯⋯⋯⋯⋯⋯⋯⋯⋯⋯(21 5)

冀双港小学⋯⋯⋯⋯⋯⋯⋯⋯⋯⋯⋯⋯⋯⋯⋯(216)

·4。



六三垡小学⋯⋯⋯⋯⋯⋯⋯⋯⋯⋯⋯⋯⋯⋯⋯(218)

七双套小学⋯⋯⋯⋯⋯⋯⋯⋯、⋯⋯⋯⋯⋯⋯⋯(219)

第二节公办中学简介⋯⋯⋯⋯⋯⋯⋯⋯⋯⋯⋯⋯(220)

附表公办中学校长序列表⋯⋯⋯⋯⋯⋯⋯⋯⋯(231)

第三节民办中学简介⋯⋯⋯⋯⋯⋯⋯⋯⋯⋯⋯⋯(239)

第四节响水县买验小学简介⋯⋯⋯⋯⋯⋯⋯⋯⋯(243)

第五节 各乡(镇)中心小学简介⋯⋯⋯⋯⋯⋯⋯(244)

附表 响水县实验小学、中心小学校长

序列表⋯⋯⋯⋯⋯⋯⋯⋯⋯⋯⋯⋯⋯(255)

第六节一般小学简介⋯⋯⋯⋯⋯⋯⋯⋯⋯⋯⋯⋯(2G o)

响水镇⋯⋯⋯⋯⋯⋯⋯⋯⋯⋯⋯⋯⋯⋯⋯(26 o)

响南乡⋯⋯⋯⋯⋯⋯⋯⋯⋯⋯⋯⋯⋯⋯⋯(2G1)

周集乡⋯⋯⋯⋯⋯⋯⋯⋯～⋯⋯⋯⋯⋯⋯·(265)

小尖镇⋯⋯⋯⋯⋯⋯⋯⋯⋯⋯⋯⋯⋯⋯⋯(268)

张集乡⋯⋯⋯⋯⋯⋯⋯⋯⋯⋯⋯⋯⋯⋯⋯(271)

黄圩乡⋯⋯⋯⋯⋯⋯⋯⋯⋯⋯⋯⋯⋯⋯⋯(277)

运河乡⋯⋯⋯⋯⋯⋯⋯⋯⋯⋯⋯⋯⋯⋯⋯(284)

六套乡⋯⋯⋯⋯⋯⋯⋯⋯⋯⋯⋯⋯⋯⋯⋯(289)

七套乡⋯⋯⋯⋯⋯⋯⋯⋯⋯⋯⋯⋯⋯⋯⋯(292)

康庄乡⋯⋯⋯⋯⋯⋯⋯⋯⋯⋯⋯⋯⋯⋯⋯(295)

双港乡⋯⋯⋯⋯⋯⋯⋯⋯⋯⋯⋯⋯⋯⋯⋯(300)

老舍乡⋯⋯⋯⋯⋯⋯⋯⋯⋯⋯⋯⋯⋯⋯⋯(306)

南河乡⋯⋯⋯⋯⋯⋯⋯⋯⋯⋯⋯⋯⋯⋯⋯(31 o)

海安集乡⋯⋯⋯⋯⋯⋯⋯⋯⋯⋯⋯⋯⋯⋯(315)

陈港镇⋯⋯⋯⋯⋯⋯⋯⋯⋯⋯⋯⋯⋯⋯⋯(319)

第十六章 教育经费⋯⋯⋯⋯⋯⋯⋯⋯．(3zo)

·5。



第十七章 响水县教育战线：革命烈士

～～胡梦平和高炳成简介⋯(327)

第十八章大事记⋯⋯⋯⋯⋯⋯⋯⋯⋯．．(327：

后 记⋯⋯⋯⋯⋯⋯⋯⋯⋯⋯⋯⋯⋯⋯(356：

·6·



第一章 概 述

响水县建于l 9 6 6年，位于盐城市的最北部。东临黄

海，北倚灌河，西与灌南、涟水接壤，南抵中山河与滨海毗

邻。全县辖有l 6个乡镇(1 3个乡、3个镇)，总面积

l 3 7 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 7 6 9 3 8人。解放前后其

行政区域反复多变，1 9 4 0年秋以前系涟水、灌云、阜宁

三县的辖区的沿海边域o 1 9 3 9年，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地区

开辟抗Ft民主根据地。l 9 4 O年l O月，建立涟灌阜边区

办事处的抗日民主政权。1 9 4 2年改称滨海县。1 9 6 6

年3月1 9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滨海废黄河以北区域划为响

水县建制，正式建立响水县。

解放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

迫，响水县境内文化教育的发展受到遏制。1 9 4 5年，普

通中学只有一所，小学包括私塾和改良私塾在内也只有

l 2 2所，在校生4 6 7 4人，教师l 7 6人。建国初期的

整个教育基础也是薄弱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县境的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到19 6 6

年建县时，有中学l 0所，小学2 1 l所，建县后截至

1 9 8 6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2 9 8所，比1949年

增长l 4 2％，比1 9 6 6年增长3 O％，在校生人数发展到

7 2 7 0 6人，比l 9 4 9年增长1 4．2倍，比l 9 6 6年

增长7 2％，学校专任教师队伍发展到3 5 4 7人，比

l 9 4 9年增长l 8．7倍，比1 9 6 6年增长l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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