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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县教育志

序

我县第一部教育专志产生了，这是教育系统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永丰县始建于北宋至和元年(1 054年)，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个历史时期，至今有936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沐浴着永丰人民，也推动了永丰县教育

事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永丰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永丰县教育志》较

为系统地如实地介绍了我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新、旧社会的教育

作了适当的比较和鉴别，为我县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教育

发展规律，制订教育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改革，加强教育宏观管理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为各级学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国情教育，乡土

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所以，《永丰县教育志》的编纂，应当肯定是一

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离退休老干部和有关部门的

关心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资料收集及编写时间仓促，志书中存在

着漏误，恳请批评指正。+
、

符志华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符志华：现任永丰县教育局局长



所载史料时限，上自北宋至和元年(公元1 054年)建县起(个别事项溯

至隋唐)，下至1990年止。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力的原则进行编纂，力求突出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色，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四、本志主要由概述、大事记、志三部分组成。志分为9章47节，全

书约34万字。第九章人物不设节，分为人物传及人物名录两部分。志

按事物性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采取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

为主，图表为辅。
’

·

五、大事记多采用编年体，少数用了记事本末体或编年体与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的写法。概述有叙有议，各章述而不作，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六、本志记述史实，力求存真务实，对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

细力的原则处理。行文采用语体文，使用汉语规范简化字。辑录古代书
院记，就原文分段、标点。

’七、历史纪年及地名、单位、政权、官职等名称均采用当时称谓，并

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或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写为“建国

煎话∞o
。

八、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力的原则，立传者均为已故人物，而在教育

界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在世人物，则以事系人，或列入搿人物名录一。

九、本志所用数目字，属引文、序词、历史年号等均用汉文，凡表数

量和公历时间的则用阿拉伯教字。

十、本志限于篇幅，资料来源一般不注明出处。



永丰县教育志 -1-

■一一■一■一_目4■■录’■，一，。’■‘j：oo

k⋯“⋯⋯h··t’¨-、⋯⋯-．．．t．．．、¨⋯·-·．．．i-U'Ql'Qm·-⋯’¨．．．⋯··-．．．．．．⋯．．．I．．⋯⋯．．．··．．1u l～lO

·⋯········⋯·，··⋯···√··⋯·······‘·····，⋯····‘·‘···⋯·i····⋯⋯⋯⋯⋯．．．⋯⋯··．．．⋯11---28

县学一书院私塾⋯⋯⋯⋯⋯⋯⋯m⋯⋯⋯．．．⋯一⋯．．．⋯⋯·⋯⋯⋯⋯⋯”29---41

一节’县学一⋯⋯一⋯⋯⋯⋯⋯⋯⋯⋯⋯⋯⋯⋯⋯⋯⋯⋯⋯⋯⋯⋯⋯⋯⋯⋯⋯⋯29
二节+‘书院m一．．．⋯⋯⋯⋯⋯⋯⋯⋯⋯⋯一．．．．．．⋯一⋯⋯⋯⋯⋯⋯⋯⋯⋯⋯⋯⋯34

三节1私塾．．一．⋯一⋯⋯⋯⋯⋯⋯⋯⋯⋯⋯m．．．⋯⋯⋯⋯⋯⋯。⋯⋯⋯⋯⋯．．．⋯．．．··40

幼儿教育⋯⋯⋯．．．⋯⋯⋯⋯⋯一．．．⋯⋯⋯⋯⋯⋯⋯⋯⋯⋯⋯⋯⋯⋯⋯⋯⋯42,--,51

一节发展概况⋯．．．⋯⋯⋯⋯．．．⋯⋯．．．⋯⋯⋯⋯⋯⋯一⋯⋯⋯⋯⋯⋯⋯⋯⋯⋯⋯42

二节学制⋯．．一．．．⋯⋯⋯⋯⋯．．．⋯⋯⋯⋯⋯⋯⋯⋯⋯⋯．．．⋯⋯⋯⋯⋯⋯⋯⋯⋯⋯46

¨；第三节”教学内容‘⋯一⋯一⋯⋯⋯⋯一⋯⋯⋯⋯⋯⋯⋯⋯⋯⋯⋯⋯⋯⋯⋯⋯一⋯⋯46

t?；第四节～教学手段．．．⋯⋯m⋯一m⋯⋯⋯⋯⋯⋯⋯⋯⋯⋯⋯⋯·“⋯⋯⋯⋯⋯．．．⋯⋯46

：十五一第五节园务管理一⋯一⋯m．．．。⋯一“⋯⋯⋯⋯⋯⋯⋯m⋯⋯⋯m⋯j⋯⋯⋯⋯·：⋯·48

j·1：第六节。永丰县幼儿园简介⋯⋯一⋯一⋯⋯⋯．．．⋯⋯⋯⋯⋯⋯⋯⋯⋯⋯⋯⋯⋯··?”50
第三章小学教育一⋯⋯m．．．⋯⋯⋯．．．一⋯⋯⋯．．．一⋯⋯⋯⋯⋯⋯．．．⋯⋯⋯⋯⋯⋯52～91

∥一x第一节发展概况“⋯⋯⋯⋯⋯⋯⋯⋯⋯⋯⋯⋯⋯⋯⋯⋯⋯⋯-．．．．．⋯⋯⋯⋯⋯⋯⋯·52

‘，+、第二节“学制沿革及课程设置⋯⋯⋯⋯⋯⋯⋯⋯⋯⋯⋯⋯⋯⋯⋯⋯⋯⋯⋯⋯⋯⋯⋯59

，，，第三节办学形式及教学改革⋯⋯⋯⋯⋯⋯．．．⋯⋯⋯⋯⋯⋯⋯⋯⋯⋯函⋯⋯⋯⋯”64
，‘’。第四节’体育卫生-．．⋯⋯⋯⋯⋯⋯一⋯⋯⋯⋯⋯⋯⋯⋯⋯·⋯⋯⋯⋯⋯⋯⋯⋯⋯⋯69

1’：‘第五节1学校管理⋯一⋯⋯⋯⋯⋯⋯．．．m⋯m⋯⋯⋯⋯⋯⋯⋯⋯⋯⋯⋯⋯⋯⋯⋯⋯71

；、：，：第六节一学生．．一"00·Ig⋯⋯⋯⋯⋯⋯⋯⋯⋯⋯⋯⋯⋯⋯⋯⋯⋯⋯⋯⋯⋯j⋯⋯⋯⋯⋯⋯79

：一j第七节苏区教育“⋯⋯⋯⋯⋯⋯⋯⋯⋯⋯⋯⋯⋯⋯⋯⋯⋯⋯-⋯⋯⋯⋯⋯⋯⋯⋯⋯8l

i‘。：第八节’部分小学简介⋯“⋯⋯⋯⋯⋯⋯⋯⋯⋯⋯⋯一⋯⋯j⋯⋯⋯⋯⋯⋯⋯⋯⋯一83
第四章中学教育一⋯⋯⋯⋯⋯⋯．．．⋯⋯⋯⋯．．．⋯⋯⋯⋯⋯⋯一⋯⋯⋯⋯⋯⋯⋯⋯92～131

第一节发展概况⋯⋯⋯⋯⋯”工⋯⋯⋯⋯⋯⋯⋯⋯⋯⋯⋯⋯⋯⋯⋯⋯⋯⋯⋯⋯⋯”92

第二节学制与课程⋯⋯⋯⋯⋯⋯⋯⋯⋯⋯⋯⋯⋯⋯⋯⋯⋯⋯⋯⋯⋯⋯⋯⋯⋯⋯⋯95

第三节教学方法与教学改革⋯⋯⋯⋯⋯⋯⋯⋯⋯⋯⋯⋯⋯⋯⋯⋯⋯⋯⋯⋯⋯⋯⋯98

第四节劳动体育卫生⋯⋯⋯⋯⋯⋯⋯⋯⋯⋯⋯⋯⋯⋯⋯⋯⋯⋯⋯⋯⋯⋯⋯⋯102

第五节学校管理⋯⋯⋯⋯⋯⋯⋯⋯⋯⋯⋯⋯⋯⋯⋯⋯⋯⋯⋯⋯⋯⋯⋯⋯⋯⋯⋯⋯110

第六节人才输送⋯⋯⋯⋯⋯⋯⋯⋯⋯⋯⋯⋯⋯⋯⋯⋯⋯⋯⋯⋯⋯⋯⋯⋯⋯⋯⋯⋯115

第七节部分中学简介⋯⋯⋯⋯⋯⋯⋯⋯⋯⋯⋯⋯⋯⋯⋯⋯⋯⋯⋯⋯⋯⋯⋯⋯⋯⋯119

第五章职业技术教育⋯⋯⋯⋯⋯⋯⋯⋯⋯⋯⋯⋯⋯⋯⋯⋯⋯⋯⋯⋯⋯⋯⋯⋯⋯132"-'144

第一节永丰县工业技术中学⋯⋯⋯⋯⋯⋯⋯⋯⋯⋯⋯⋯⋯⋯⋯⋯⋯⋯⋯⋯⋯⋯⋯134

第二节农业中学⋯⋯⋯⋯⋯⋯⋯⋯⋯⋯⋯⋯⋯⋯⋯⋯⋯⋯⋯⋯⋯⋯⋯⋯⋯⋯⋯⋯134

第三节永丰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136

第四节卫生学校⋯⋯⋯⋯⋯⋯⋯⋯⋯⋯⋯⋯⋯⋯⋯⋯⋯⋯⋯⋯⋯⋯⋯⋯⋯⋯⋯⋯13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目 录

第五节园、林学校⋯⋯⋯⋯⋯⋯⋯⋯⋯⋯⋯⋯⋯⋯⋯⋯⋯⋯⋯·Oo o mo Qag⋯⋯⋯⋯⋯139

第六节商业学校⋯⋯⋯⋯⋯⋯⋯⋯⋯⋯⋯⋯⋯⋯⋯⋯⋯⋯⋯⋯⋯⋯⋯⋯⋯⋯⋯⋯140

第七节师范学校⋯⋯⋯⋯⋯⋯⋯⋯⋯⋯⋯⋯⋯⋯⋯⋯⋯⋯⋯⋯⋯⋯⋯⋯⋯⋯⋯⋯140

第八节职业技术学校⋯⋯⋯⋯⋯⋯⋯⋯⋯⋯⋯⋯⋯⋯⋯⋯⋯⋯⋯⋯⋯⋯⋯⋯⋯⋯143

第六章业余教育⋯⋯⋯⋯⋯⋯⋯⋯⋯⋯⋯⋯⋯⋯⋯⋯⋯⋯⋯⋯⋯⋯⋯⋯．⋯⋯⋯145,-．--160

第一节民众教育⋯⋯⋯⋯⋯⋯⋯⋯⋯⋯⋯⋯⋯⋯⋯⋯⋯⋯⋯⋯000 0 00 000 000⋯⋯⋯⋯145

第二节苏区业余教育⋯⋯⋯⋯⋯⋯⋯⋯⋯⋯⋯⋯⋯⋯⋯⋯⋯⋯⋯⋯⋯⋯⋯⋯⋯⋯147

第三节职工业余教育⋯⋯⋯：⋯⋯⋯⋯⋯⋯⋯⋯⋯⋯⋯⋯⋯⋯⋯⋯⋯⋯⋯⋯⋯⋯”147

第四节农民业余教育⋯⋯⋯⋯⋯⋯⋯⋯⋯⋯⋯⋯⋯⋯⋯⋯⋯⋯⋯⋯⋯⋯⋯⋯⋯⋯150

第五节少年业余体校⋯⋯⋯⋯⋯⋯⋯⋯⋯⋯⋯⋯⋯⋯⋯⋯⋯⋯⋯⋯⋯⋯⋯．t．⋯⋯160

第七章教育行政⋯⋯⋯⋯⋯⋯⋯⋯⋯⋯⋯⋯⋯⋯⋯⋯⋯⋯⋯⋯⋯⋯⋯⋯⋯⋯⋯161々200

第一节机构沿革⋯⋯⋯⋯⋯⋯⋯⋯⋯⋯⋯⋯⋯⋯⋯⋯⋯⋯⋯⋯⋯⋯⋯⋯⋯⋯⋯⋯161

第二节教育宗旨与思想政治教育⋯⋯⋯⋯⋯⋯⋯⋯⋯⋯⋯⋯⋯⋯⋯⋯⋯⋯⋯⋯⋯171

第三节教职员工⋯⋯⋯⋯⋯⋯⋯⋯⋯⋯⋯⋯⋯⋯⋯⋯⋯⋯⋯⋯⋯⋯⋯⋯⋯⋯⋯⋯174

第四节教育经费⋯⋯⋯⋯⋯⋯⋯⋯⋯⋯⋯⋯⋯⋯⋯⋯⋯⋯⋯⋯⋯⋯⋯⋯⋯⋯⋯⋯189

第五节学校视导⋯⋯⋯⋯⋯⋯⋯⋯⋯⋯⋯⋯⋯⋯⋯⋯⋯⋯⋯⋯⋯⋯⋯⋯⋯⋯⋯⋯198

第八章党群组织⋯⋯⋯⋯⋯⋯⋯⋯⋯⋯⋯⋯⋯⋯⋯⋯⋯⋯⋯⋯⋯⋯⋯⋯⋯⋯⋯201～214

第一节政党组织⋯⋯⋯⋯⋯⋯⋯⋯⋯⋯⋯⋯⋯⋯⋯⋯⋯⋯⋯⋯⋯⋯⋯⋯⋯⋯⋯⋯201

第二节青年组织⋯⋯⋯⋯⋯⋯⋯⋯·⋯⋯⋯⋯．．．⋯⋯⋯⋯⋯⋯⋯⋯⋯⋯⋯⋯⋯⋯”205

第三节工会组织⋯⋯⋯⋯⋯⋯⋯⋯⋯⋯⋯⋯⋯⋯⋯⋯⋯⋯⋯⋯⋯⋯⋯⋯⋯⋯⋯⋯208

第四节学生组织⋯⋯⋯⋯⋯⋯⋯⋯⋯⋯⋯⋯⋯⋯⋯⋯⋯⋯⋯⋯⋯⋯⋯⋯⋯⋯⋯⋯210

第五节少儿组织⋯⋯⋯⋯⋯⋯⋯⋯⋯⋯⋯⋯⋯⋯⋯⋯⋯⋯⋯⋯⋯⋯⋯⋯⋯⋯⋯⋯212

第九章人物⋯⋯⋯⋯⋯⋯⋯⋯⋯⋯⋯⋯⋯⋯⋯⋯⋯⋯⋯⋯⋯⋯⋯⋯⋯⋯⋯⋯⋯215～237

第一部分人物传⋯⋯⋯⋯⋯⋯⋯⋯⋯⋯⋯⋯⋯⋯⋯⋯⋯⋯⋯⋯⋯⋯⋯⋯⋯⋯⋯⋯215

第二部分人物名录⋯⋯⋯⋯⋯⋯⋯⋯⋯⋯⋯⋯⋯⋯⋯⋯⋯⋯⋯⋯⋯⋯⋯⋯⋯⋯⋯225

J舌记⋯⋯⋯⋯⋯⋯⋯⋯⋯⋯⋯⋯⋯⋯⋯⋯⋯⋯⋯⋯⋯⋯⋯⋯⋯⋯⋯⋯⋯⋯⋯⋯⋯238,"．-'238

永丰县教育志编纂机构及人员名单⋯⋯⋯⋯⋯⋯⋯⋯⋯⋯⋯⋯⋯⋯⋯⋯⋯⋯⋯⋯239"--'240

附录⋯⋯⋯⋯⋯⋯⋯⋯⋯⋯⋯⋯⋯⋯⋯⋯⋯⋯⋯⋯⋯⋯⋯⋯⋯⋯⋯⋯⋯⋯⋯⋯⋯241～242



等

纺

为

隋

建

早

的书院。此间，永丰尚未建县，隋、唐时属吉州庐陵县，五代南唐时，属吉州吉水县。

北宋至和元年0054年)，永丰置县，这使境内教育史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永丰县教育，从

其历史发展过程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封建制度下的科举制教育i-"是1840年鸦片

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后，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发展起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

育；三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对教育进行改造、创新而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包括苏

区教育和建国后的教育两部分。

‘

永丰置县，即创设官学——学宫，历宋、元、明、清四朝，为封建时代县内唯一正规的官立办

学机构。除县学宫外，各朝都有书院的设立：唐朝2所，宋朝13所，元朝6所，明朝12所，清朝

23所。为补书院之不足，县以下还有义学、社学之设，明时已有萌芽，清时有义学4所，社学6

所。这种学校数量不多，规模较小。此外，各朝民间均办有“私馆”(私塾)，形式多样，遍及县境

城乡． ．

封建时代，县境虽有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立，但都不过是科举的附庸。如县学学宫，也只是为
莘莘学子取得科举资格而设立的进身阶梯，而书院和私塾也基本上如此。然而封建教育在制度

方面则形成了各级各类学校比较完整的体系，如县学宫有一整套的规范设置，对学宫祭祀、学

宫编制、生员定额、人品教条、教学内容、学宫经费、送学、宾兴、选择教师标准及教师待遇等都

有具体规定．在孛校的组织管理、考试、成绩评定、膳宿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考

试命题、笔试、口试、密封等方法至今尚可借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出现。永丰书院始于

隋唐，兴于宋时，明清趋于鼎盛，清末始为各类学堂所取代，其间长期与学宫并行不悖，是封建

时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原为私人所设，明清逐渐成为民办官助，清中期则完全官

学化了．永丰书院自隋迄清历经1300余年，然有史可考者凡56所，其中较负盛名的有18所，

书院与学宫的教学内容都以传授儒家。四书一、。五经一为主．还重视讲明义理，更注意把所讲的

义理强调学生在身心修养上躬身实践。教学方法主要是自学，然后既是与共同讲习相结合，又

辅之以对学生的个别指导。教师重视身教，以人师自勉自任。教者与学者间还注重学术上的讲

辩讨论，学生注重切已体察，在自学基础上，向教师提出疑问，教师随人随事进行指导。书院亦

有教学制度，多见于书院的学规中。

封建时期，虽然各级各类学校均为科举附庸，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客观上境内学宫、

书院以及私塾，亦继承和发展着光辉灿烂的祖国文化。自北宋建治以来，境内文风蔚起，人才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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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宋有文坛泰斗欧阳修，还有状元董德元及创制晷漏的天文学家曾民瞻；明时，曾綮、罗伦皆

中状元，聂豹官至兵部尚书，另有宋仪望、郭汝霖，或抗击倭寇，或出使琉球，都在历史上留下了

业绩；清朝状元刘绎，讲学白鹭洲、青原山两书院达30年之久，修《永丰县志》、《吉安府志》、《江

西通志》均任总编纂，上述诸位乡贤，都跻身于封建时代的名家行列。另按清同治十三年版《永

丰县志》载：科举时代永丰县共中进士287人(其中状元4人)，举人1030人(含武举人61人)，

贡生502人，另有例贡176人。其中宋朝进士172人，举人599人，元朝进士7人，举人39人；

明朝进士87人，举人251人(内武举2人)，贡生265人；清朝进士21人(含武进士8人)，举人

141人(内武举59人)，贡生237人，另有例贡176人．封建教育为永丰培育了大量人才，其中

不乏政治、文学、军事甚至科学发明家，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教育制

度逐渐崩溃，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

此学宫、书院才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堂。是年，在城西求志书院创办第一所“永丰县官立高等

小学堂”，后相继办起5所。推行。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办学宗旨，在教学上以忠孝为

本，以国经史为基，渗入自然科学，适应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维护封建主义、官僚资本利

益的改良主义教育主张，在不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的大原则下，学习西方的知识、艺能，造

就了一大批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而人民革命的先驱者也不乏其人。新的教育制度确比

旧制度前进了一大步，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学习目标，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远效欧美，近采日本，这样，改革后的教育仍被封建旧教育势力和帝国主义

的侵略需要所控制．在新教育制度中，虽然没有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的封建色彩还是在新教

育中浓厚地保留着：毕业考试还是仿照科举形式，毕业奖励仍按等级给予科举出身资格，学生

的读书愿望还是存在着求资格、求功名的封建心理．在教育内容方面，学堂特别注重经学传授

与旧礼教的陶冶，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还视情酌加格致和体

操，读经讲经占很大比重。不过在教学方法上，开始强调讲解，不得专主背诵。 -一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蔡元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了一些

改革，如改学堂为学校，废除清朝末年“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提倡国民道德教育、实利教

育、军国民教育和美感教育，实行。壬子学制”(四、三分段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学习期限为4

年，入学年龄为7岁，高等小学学习期限为3年，学龄为11—．_14岁．在课程设置方面作了较

大改革，废除清末小学堂所设的读经讲经课，注重手工和算术科目，小学三年级以上的算术兼

授珠算，高等小学体操注重兵式体操。高等小学学习科目设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

自然、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初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另外，男子

加授农业，女子加授缝纫．’t／J,学校令》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展，培养国民道德

之根基，并授以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华民国初期，政局不稳，教育宗旨、学制、课程

设置等时有变动，直至民国十八年61929年)，始定。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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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普遍，民

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提倡“四

维八德”，要学生。明礼义，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后又提出。文武结合”，教学生。信、智、勇、

严”。在学校里开设党义、公民、军训等课程，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学校等文化教育机关掌

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中，实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 ，
-·

一．：中华民国时期，永丰县教育发展缓慢。长期以来，仅有小学教育，而中学教育直到民国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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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1939年)才开始创办。虽然民国十四年(1925年)，香城学校(私立)曾附设过初中班，但还

未待到第一届学生毕业，学校即已停办．即使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始，全县也只曾开办

过永丰县立中学、私立恩江中学、私立正峰中学3所。1949年，全县中学在校学生仅有402人，

教职员46人．整个民国阶段，永丰县教育的主体为小学教育。小学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从小学校到保学再到国民学校。民国初期，学堂改办小学，除设有县立高等小学外，还有毓贞女

子公学、香城小学、濠上学校、方济小学等10几所私立小学。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人数不多，有

的学校时办时停，兴废无常。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实行保学制。各区、

乡(镇)设立中心小学，各保设保立小学，并在原苏区办有中山民众学校。保学制使全县小学校

数大为增加。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永丰县共有各种保学180所，县立小学1所，区立小学9

所，中山民众学校4所，私立小学5所，合计199所初等学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推行国

民教育，各中-b4,学及保立小学逐步改为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并在各校附设成

人班，实施民众教育．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全县小学计有178所，在校学生13440人，教职．

工436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县194所小学(其中保立小学150所)，学生

11739人(其中保立小学学生8185人)，教职员工481人(其中保学教员323人)。按实际而论，

除县立小学和私立小学学生数字较为确实外，区、乡、保各级国民学校的数字均有虚报。国民教

育制度下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多数有基金田产，但是管理不善，多为乡绅兼任的校长所控

制，甚至侵吞。保国民学校则大多数缺乏基金，经费不稳定．因此，国民学校设置虽多，每乡

(镇)有1中心国民学校，每3保有2保国民学校，但教学活动极不正常，教学质量普遍较差，流

生现象严重。民国时期的私塾仍然存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国民政府对其实行限制改良

政策。至解放境内仍有11所，学生154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下半年，全县寻7乡2镇232

保，人13 139545人，学龄儿童18223人，在学儿童11005人，失学儿童7118人，失学率为39％，

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10余年，最终仍未达到目的。，：-?‘㈡一。 {、。。-：-‘ ‘_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境内各级苏维埃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实行工农子女完全免

费的小学教育。1931年，龙冈、潭头、藤田、古县、七都等苏区共有劳动小学56所(1934年2月

以后，改称列宁小学)，义务教师62人。至1932年，全县17个区苏，141个乡苏，共办有小学

116所，学生4050人：实行五年制教学，开设国语、算术、社会常识、唱歌、图画、体育等科目，并

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学生除每日在校学习外，还要开展社会

宣传，慰问红军家属，组织儿童团，协助赤卫队站岗放哨等。1934年10月，红军撤离县境，苏区

小学停办。’一 1^、： t‘～ ，：·： 、”?：“、+I’．。⋯’， 一二 一4。j

1中华民国时期，境内亦有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之设。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永丰县立中

学开办简师部，培养小学教师。同时，还利用假期举办师训班，对非师范毕业的教员进行培训，

以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业余教育又称民众教育，由县民众教育馆或义务教育委员会管理。民国

二十九年(1940年)后，在国民学校附设民教部，办成人班和妇女班，分初、高两级。民国三十五

年(1946年)，全县各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共附设初级成人班175个，初级妇女班175

个，在学成人12534人；各中心国民学校附设高级成人班、妇女班各39个，在学成人3330人．

学员为生计所迫，能经常坚持学习的为数很少，但对旧社会长期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总算部分

地有了个初识文字的机会。7÷‘-， ．¨?1|；．一；4一：：i‘。j一。一 一⋯j∥-， !?

。≯通观清末和中华民国阶段境内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较之封建时代的科举教育有如下几

个特点l，{ -，；一．√：：，：． ．t’。”●‘～”。 o． 一’ ．’；． ．‘．．，÷

、·7(一)有一套比过去完善的教育制度。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后，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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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渐成体系，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两个层次，并各自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年限(但还设有

成人业余教育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在学校管理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诸如管理学校的

基本原则、学校的组织机构、教师、教学工作、品德教育、体育卫生、课外活动、总务工作、学校各

种制度等，日渐建立，较之封建科举制教育，更有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为后阶段一种新的教育制

度的崛起提供了借鉴．

(二)学校教学内容改变了封建时代偏重于古典的人文科学及内容比较贫乏的现象。各级

学校设有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为系统的课程。教育方法也与封建教育的引经据典、呆读死

记不同，提倡启发式，采用设计教学和辅导教学，班级教学已成为学校的普遍形式。

(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开始有一定的结合，这体现在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中：清末各级小

学堂有随意科之设，为手工、商业、农业等；民国初年，高小男生加授农业，女生加授缝纫；民国

中后期，中小学都开有劳作课。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一批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懂生产

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因而必然把教育同生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而地处农村的境内各

级学校，这一现象更为经常，更为普遍。

(四)苏区教育呈现勃勃生机，成为一枝独秀。苏维埃教育是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

度下，由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力量(红军)开创的一块幅员较为辽阔的根据地，并在武装斗

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等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为当时革命战争服务的一种

新型教育。自于境内萌生之日起，其蓬勃生机，已现端倪。首先表现为全新的办学形式。1930

——1934年间，境内18个区苏，141个乡苏维埃政府均停办私塾，开设列宁小学，并对县、区、

乡各级各类工农兵学校和实施普通教育的学校，都称“列宁高级(或初级)小学校”；实施社会教

育的学校称。工农夜校”、。女子半日学校”和“工农识字班”；实施职业、专业教育的学校称“女子

职业学校”、“红军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这些学校分别对境内苏区适龄儿童实施普及教

育，对全县苏区男女青、壮年实施免费的业余教育。境内苏区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已渐成体系。

其次，表现为全新的教育方针政策和管理制度。全县苏区各级各类学校皆遵照“共产主义的文

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工具之一，必须运用实际斗争的教训和经验来实行教育，使教育与斗

争联系起来”的宗旨，进行马列主义的阶级教育，以造就革命干部和新的教育人才。在学校管理

上，废除了旧政府对学校的歧视和旧学校对师生的奴役式管理，而代之以教师民主管校、师生

关系平等和学生民主自治等新型关系。再次，表现为全新的学制、教材和教学方法。全县列宁

小学遵照党的方针政策，设。四、二”分段六年学制，开设内容全新的课程。列宁小学所使用的新

教材离经叛道，剔除旧学校教材艰深又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实际的内容，代之以内容健康、

主题鲜明、通俗易懂的教材。教师摒弃旧学校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使小学教育与现实社会

政治斗争、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启迪儿童创造性的思维发展。苏区教育，在理论方面和实践经验

方面，给后来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创立、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它是社会主义教育的

萌芽，又是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
{

●_一

1949年，永丰县解放，境内教育也随即进入社会主义教育阶段，总的来说，它经历了四个

时期：二-是1949——1956年，接管民国时期的各种教育机构，并且完成教育的初步整顿和改

造；二是1957——1965年，教育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积极向上的

态势，其间有过“左”的做法，急于求成，贪多求快；三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教育呈混乱状态，各种教育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教育事业停滞了

10年；四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今，先是拨乱反正，使教育回复正轨，1978年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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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教育质量提高很快，成绩令人瞩目．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56年，教育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处在恢复和重建阶段．县人民政府

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对建国前的各级学校进行接收和改造．当时境内只有永
+‘

丰县立中学和私立正峰中学2所中学，两校在校学生402人，教职工46人．接收后对两校进行：．

改组，分设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对原有24所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根据具体情况或留或并，

成为14所完全小学，依次称为(第一至第十四)完全小学．对原有150所有名无实的保学实行i：

撤留并转，对3所私立小学分别改组易名。1952年3月，由于经费、生源等方面的原因，撤销私一．

立学校，将私立正峰中学并入永丰县立中学；同年8月，3所私立小学并入恩小分设一部二部： ‘，

三部。至1952年底，全县2镇7区共有小学201所，学生9600人，较1949年的194所经整顿

后的1951年158所增加43所，学生由1950年的5895人，增加到9600人，实增3705人．这是

因为建国初期，学习苏联和苏区办学经验，实施“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新

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子女减免学费并放宽了工农子女入学年龄，尤以农村进’

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要求政治、经济和文化翻身，纷纷送子女入学，小学校数增加2l％，学生’‘

人数上升38％，教育事业与摆脱了长期桎梏的农业生产同步发展．在校学习的工农子女占了

绝大多数，学校性质起了根本变化，打破了几千年来地主官僚、豪绅富户垄断学校的局面． ：

建国初期，原有教职员除发现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或已改行者外，一律供职留用，并将建

国前的聘用制改为分配制，工作有了保障，消除了失业顾虑。对留用的教职员工，根据党的。争

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着重加强教育，开办教师培训班，使他们逐步转化为为新民主主

义教育服务的人民教师。1952年暑期，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小学教师在县，

中学教师赴省)。同年，教育工会成立，教师有了自己的组织，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同时，教职 ，

工改属革命干部、工作人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这样，既增强了教师的工作责任感，又激发了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j’．

1953年，贯彻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永丰县制定。

《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方案》(草案)，将设点分散或学额不足的村小合并，调整为完全小学或复

式单班的初级小学．至1954年，全县小学由上年度的201所减为194所，354班减为344班，．．1．

学生人数由10075人增加到10230人，本年度入学新生充实了班级学额，调整后的小学分成3

个层次：完小、乡小和村小。凡学校规模在2班3员以上，校舍校具设备较好，校址适中，有发展’；?。

前途，对本乡小学在教学上能起辅导作用者为乡小，每乡设乡小1所，余者一律为村小．，
’

．在此期间，中学教育发展较慢，1952年，私立正峰中学并入永丰中学后，永丰中学仅有8

个教学班，学生400人，教职工34人。农民业余教育，则在土改后广大农民追切要求文化翻身一

的大好形势下得到相应发展，1952年全县有农民业余学校169所，计257个班，参加学习人数

达5356人．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性质，贯彻“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一方面加强对中小学教

师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促进其思想改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

观，并结合政治运动，让教师、学生走出校门，投身社会实践，以增长才干。丰富知识；另方面组

织他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学校政治、业务学习制度及教学规章

制度相继建立，充实完善。至此，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圆满实现而日渐‘．⋯，

确立起来。 。?’

新中国成立八年来，境内教育学习苏联经验，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改革不合理的，

教育制度，取得了显著成绩。1957年，全县师生参加了。整风学习”，开展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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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进攻”的斗争运动．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一些教师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斗争和处

理，制造了二些冤、假、错案，挫伤了一些教师的积极性。1958——1960年，全县开展了以勤工

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由于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一方面，学校师生

参加大炼钢铁、大办农场、下乡支农、秋收冬种、兴修水利等生产劳动，过多地占用了教学时间，

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另方面，学校大量增办，1957年小学160所，1958

年增至387所，为上年的2．4倍，超越了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的承受能力，致使教育事业的发展

缺乏坚实的基础。1961——1965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总结

了经验教训，收缩了战线，调整了布局，全县小学数由1958年的387所减为1963年的273所，

减少1／3。并动员了一批小学超龄生回乡参加生产，大部分农业中学停办，公社中心完小附设

的初中班归并到附近的初级中学，全县只保留永丰中学、藤田中学和沙溪中学3所完全中学。

60年代前半期，全县教育事业采取了“适当收缩，保持重点，稳妥可靠地发展教育事业”的作

法，同时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并在教学上狠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训练，使教育重获生机，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 一
1。。一 ”、

⋯

一i t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内教育事业遭受了破坏和摧残。1966年“文化大

革命”初的“红卫兵”，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和“到全国各地串连”

的运动中，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紧接着“造反一、。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

俗、旧习惯)‘，一方面有的校长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少教师被打成“黑帮打、“反革

命一、“牛鬼蛇神”，对他们进行批斗、毒打、关押或劳改，摧残了教师队伍，瘫痪了学校党政组织；

另方面“抄家”、清查“封、资、修”的书籍，破坏烧毁了大量典籍文物。尔后，。红卫兵”杀向社会，

造成群众对立，酿成大型武斗，导致学校停课，甚或解散。1971年，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炮制了对解放后17年教育工作“两个估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

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以荒谬的

理论，否定了解放以来教育工作的成绩。其问在。三查”和“清理阶级队伍”中，不少教师遭受残

酷批斗，错误处理，有的被关押、被开除，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有的被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参加

生产劳动。在进行教育战线“斗、批、改”中，推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割断历史，拒绝借鉴中外文

化遗产，编选、使用“帮派’’教材，取消学生毕业、升学考试，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

学、改造大学(当时简称工农兵学员。上、管、改’)：，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鼍反击右

倾翻案风”等运动，使教育事业重遭劫难。⋯：、：：i：≯7，一1|。‘·．‘i．一．j：。2一
‘

錾-4：然而“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在数量上，学校的学生数虽有所增加(中学从1966年的4

所，在校学生1480人，教职工110人增至1976年的22所，学生9271人，教职工543人；小学

从i966年的354所，学生19200名，教职员工942名增至1976年的406所，学生47146名，教

职员工1931名)。但究其教学质量，普遍低下，一代青少年深受其害，其后果是严重的。1976年

IO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教育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

拨乱反正工作s首先是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破坏社会主义教育的罪行，清查

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调整教育行政机关和部分学校领导班子，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抓

纲治校”的战略决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次是在1977年10月，全县各级学校的“工宣队，

或“贫宣队”陆续撤出，恢复校长负责制，废止推荐选拔制度，恢复高考。再次，组织全县师生学

习《人民日报》社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推倒“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清除极“左”路

线影响，逐步恢复学校各种组织和规章制度，教育事业获得了新生，学校工作从此又步入正轨。

．
：r o 1978年后，中共永丰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大力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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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发展全县教育事业进行了大量工作，现综述如下：，l?-j’j，i、。，，i‘j一：’∥一*jj．“!，，?《

∥ (一)重新确立了中、小学校的学制，安排了新的课程，使用了新编教材。此前，中、小学学制

更迭频繁。：1981年起，小学沿用1969年始改的“五年一贯制”，中学则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二、二制”、。三、二制”改为。三、三制”。中、小学开设的课程亦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至于中、

小学教材，1966。1978年之间，各地不尽统一，各搞一套，有的学校对原来试行的一整套教
材或弃之不用，或一再删改，或采用自编、省编、外省编的教材，而教材的编审又以服从“阶级斗

争为纲”为宗旨-，因而各门学科缺乏系统性，各学科间也缺乏有机联系。加上课程设置缺乏科学

性，导致师生教与学两难，学校教学秩序难以正常，遑论教学质量。1978年起，贯彻执行了部颁

‘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中小学工作暂行条例》，并通令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从

此学校工作开始走上有计划有目的井然有序的发展道路。。■_’．t。，，，j了．，：。一?j。。．r二．jj

j；’．-(二)落实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对1957年错划的“右派”和“文化大

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1982年，对教师中有明显不实的政

治历史结论作了改正，从1978年至1990年还为少数教师妥善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致使一批

教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ij’，√．j：一，‘，；．。j_。‘j，^：．’：：o?： l二．?⋯■t’．：

t’(三)万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之新风蔚起，学校党、团组织得到相应发展。1990年，全县中学教职工共有中共党员

133人，共青团员393人，小学教职工共有中共党员228人，共青团员475人；教师积极参政议

政，当选历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7人次，县人民委员会委员5八次，常委2人次．当选历届

政协委员54人次，常委14人次。1986—1990年，尚有墨名教师分别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或县政协副主席，担任县级领导工作。教师的经济待遇，从1977年起，连续4次普遍调整，

提高了教师的工资和福利标准．为了鼓励教师献身教育事业，1985年起国家规定9月10日为

教师节，开始实行教龄和工龄津贴i 1988年，还实行上浮工资10％的优惠规定．从此，教师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及较高的经济待遇，从而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j

．-；(四)改革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三级办学、两级管理。198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县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了改革，将由国家统包统管的中、小学，实行

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新体制。加强了乡、村两级行政组织办好农村教育的责任

心，同时又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㈡r i。～．’÷j，-。·?：?℃ir；；，÷．∥》毫立oj疆。bj：¨
．、，(五)加强组织领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深入贯彻《义务教育法》；

1989年3月，县成立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全县25个乡(镇)成立教育管理委员

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县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适龄儿

童入学率达95．9％，在校学生年巩固率达98．4％，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打下了基础。t．寺

(六)发动群众集资办学，逐步改善办学条件。为了加强对这_工作的领导，1988年5月，

成立县改造学校危房领导小组，县长担任组长，全县上下，齐抓共管，广泛发动群众出钱、出物、

出力，加速了危房的改造进程．1984—1990年的7年间，全县集资1795．38万元，共新建、
改建校舍面积131963．21m2，占现有校舍面积的48．5％，其中新建校舍面积为99256．83m2，占

上述3项总和的75％。全县各级学校面貌大为改观，并基本实现了学校“六配套”(教学行政用

．房，生活用房，卫生设施，运动场地，围僧}校门，道路绿化环境)。这项泽被当代，荫及子孙的大好

事，深受群众称赞，并多次受到省、地两级表彰。。“一。。一： 。‘．‘_i；·。，。：：一≯，．¨，j

”?(-8)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师资水平。1982年后，采取多渠道、多规格、多形式培训中、小学

教师，如组织全县中，小学教师参加教材教法学习和过关考试3918人次，合格者1699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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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鼓励教师参加函授、电大学习和报考成人高校及自学考试等。

(八)进行系列职改工作，为教师办实事。1988年5月，境内教育系统进行了职改工作，到

：．：‘ 1990年止，全县共评定中学高级教师37人，一级教师129人，二级教师270人，三级教师169

。?t ．人I小学高级教师170人，一级教师409人，二级教师231人，三级教师2人。对中学高级、一级

!?，和小学高级职称的教师，解决其家属农转非问题共计440人，并安排教工子女就业238人。其

，j‘j次为城镇部分教师解决了住房紧缺的困难，仅永丰中学、恩江中学、恩江小学、藤田中学、沙溪

中学等5校新建教工家属宿舍94套，共计居住面积7380m2，解决了94名教职员工的住房困

难。

(九)加强业余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业余教育是教育总体中的一个部分。建国后，历来为

党和政府所重视，尤其对农村业余教育更重视。50年代，县成立扫盲办公室，配有1支专职扫

』‘ 盲教师队伍，编有。冬学”识字教材。80年代，县、乡两级成立了扫盲领导机构，层层抓紧，在措

： 施上做到3个落实，即扫盲指标落实到村，扫盲对象落实到人，扫盲任务落实到校，且对有扫盲

任务的学校抓紧“教室、教师、教材、教学计划”等4落实，农村扫盲工作得到稳步发展。1990年

国际扫盲年中，参加学习人数5683人，通过验收，脱盲人数达2663人，超额完成上级下达脱盲

指标数的71％，文盲比例由建国初期的80％，下降到16．1％。其次，是职工业余教育。1981

——1982年，总工会于文化宫办了初中文化班，有专、兼职教师3人；1984年以来各系统开办

各种类型的职工学校5所，经委系统于东湖村新建了1幢专用教学大楼，有专职教师4人。从

1984_。1990年，该校培训2679名职工，为各企事业单位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同时，还有

为数众多的干部职工参加函大、电大、职大的业余学习和成人自学考试。1984——1990年，全

．’一县参加自学考试人数累计5356人次，考试专业28个，已有95人获得了大专毕业文凭，有

．‘，一1220人获得了电大、函大等大专毕业文凭。境内的职业教育主要是农业中学。1990年，全县有
’

2所农业初级中学，10个农业初中班，在校学生504人；3所普通高中附设农业高中班10个，

：、‘在校学生583人．尚有1所职业技术中学，4个职业高中班，在校学生220人：农、职业高中在

校学生803人，占全县当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2264人的35．5％．普及初等教育，搞好扫盲

教育，发展职业教育，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既有成绩，但与形势发展要求尚任重道

远。 ‘

(十)强化各级教研组织，并努力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教学研究，全
’

‘县建有教研活动网络．县文教(教育)局设教研室，配有专职教研员，负责组织、指导、研究全县

各级学校各门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50年代初，全县划分13个辅导区，开展教学研究活动。80

年代，为健全各级教研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区设中心教研站，乡(镇)设中心教研组，校设学

科教研组，均有专人负责，定时、定点、定内容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形成了县、区、乡、校四级教研

网络，为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促进作用。

． 实施电化教学，强化现代化教学手段。一是县、乡、校建立并健全了管理机制。县有电教站，

．+二乡(镇)设中心电教站，校有电教组，均有专人负责，建立了管理和活动制度。二是分期分批由县

直学校到乡(镇)学校，充实电教设施。三是电教媒体的运用，日渐普及。中学从理科到文科，小
7

学从主科到副科，进而延伸到第二课堂。四是电教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这方面恩江小学，
’

永丰中学，均卓有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间，境内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90年，全县有幼儿园195所，231班，

学童7288人，保教员270人．口，学285所(含教学点56个)，在校学生45681人，教职员2272

-．1 人．中学32所(其中完全中学4所，初中25所，职业中学3所)，在校学生16577人，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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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人。小学毕业生10881人，相当于建国前夕小学毕业生406人的27倍；中学毕业生4895

人，相当于建国前夕中学毕业生99人的49倍。全县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达62％，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40％，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22．2％。全县教育经费实际支出

6499000元，占全县财政支出的19．6％，按在校学生数算，人均教育事业费104．68元．1990

年，高中毕业生考取大中专院校232人，录取比例列吉安地区前茅。如今，全县已形成启蒙教育

(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扫盲教育、成人教育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进入了全方位的

新的发展阶段。·

境内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教育，其较为突出的特征是：

(一)采用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办学，并注重发展多种教育．50年代末，刘少奇提出。两种教

育制度”(即全El学习制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和60年代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使群

众办学和耕读学校成为当时教育的重要内容．1958年，全县各种形式的民办小学252所．至

1965年，有耕读小学340所，学生7177人．农业中学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的新生事物，1958

年曾大办这类中学，实行半工半读制，它既为国家节省了资金，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又有利

于中学教育的普及，且培养了大批初级农业技术人才；一举三得。1983年，在中等教育结构改

革中试办农业职业中学，并使之逐步发展和完善。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还注意发展职业教

育和业余教育。县工会、经委、卫生、林业、农业等系统都开办了不同类型的职工学校，培养企业

： 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业余教育中的主体扫盲教育，1984年至199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文盲比例逐年下降。
’

(二)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

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各级各类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主，稳定教学秩序，包括教师、学

生、教材和各项规章制度的稳定．并积极引导学生适当参加社会实践，使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

相结合，学校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并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使教育与生产劳动有机地

结合起来。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宗旨及对象明显区别于其他时期。1949年，继续实行新民主主

义的教育宗旨，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

任务，实行。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19少年，毛泽东主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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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接着又
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81年，中共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教育“要加强和改善政治

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

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出教育的性质和任

务，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永丰自1054年置县以来，历936年，在几个社会性质迥异的阶段里，境内教育经历了一个

．艰难曲折、波荡起伏的过程，但不管各个时期的教育性质、宗旨和形式如何，教育作为一种社会

一 现象和它所具有的续承性，决定了它在继承和发展祖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上有着积极作用。

总之，古代，儒学兴盛，那时，学校教育称“学”。县设儒学，，大乡设书院，村间设立私塾。清

末废科举后，办新学之风兴起。从此，“学”改为。学堂”，县城和部分乡设有高等小学堂。辛亥革

命后，学校逐渐发展，。学堂”更名。学校”，境内设有公办和私立中学，区、乡(镇)都设有中心国

民学校，保或联保设保国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昌等地迁来中学和师范共计6所，抗战胜

利后，先后迁回原地。苏区时期，教育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工农教育蓬勃发展，区、乡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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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列宁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教育体制，教育事业比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兴旺发达，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基本形成了幼儿教

育、普通中小学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网络，并朝着更新更高的目标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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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公元581——618年)

大业元年(605年)前，县治西10里许，始有阳山“读书堂”，隋炀帝杨广幼时曾在此攻读。

唐

(公元618——907年)

贞观年间(627——649年)，圣僧法亨在二都渝州附近(今坑田乡境内)创建“音乐院”，授

经其中。

会昌年间(841——846年)，吉州(今吉安地区)通判刘庆霖在二都渝州建皇寮书院，聚徒

讲学。
‘

宋
：

(公元960——1279年)

天圣七年(1029年)，欧阳修两试国子监皆获第一．

景佑元年(1034年)，流坑(今属乐安县)董师道之家5入(董氏父子、兄弟、叔侄)同登进

士，世谓。五董及第”。

至和二年(1055年)，首任知县段缝在县治西南建学宫。

政和五年(1115年)，流坑董藻解试后中武略科第一，时称武状元。

宣和三年(1121年)，睦陂(今坑田乡境内)曾民瞻得中进士，后创新晷漏。

绍兴七年(1137年)，县令李鹗移学宫于县治东。

绍兴十一年(11

绍兴十七年(11
‘ 绍兴十八年(11

淳熙年间(1174

台，后改名清风书院

咸淳六年(1270

建县后，金溪村

据可考的最早私塾。

本朝，全县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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