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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古以来， 仁1::/ 国人就具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时逢国家兴旺发达之盛

世，恰值学校起步腾飞之机遇， <<沈阳市皇姑区和信朝鲜族小学校志》也适时

问世了 。

编篡校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 开创未来的伟业，是一项不仅有

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事业。

和信朝小校志，按照"以类系事、重在记述、叙而不论"的原则，对每

件事的发生、发展及终极结果均未加评论，意在叙述之中。

同历史赶路，献上→束鲜花。 人们所看到的多是辉煌和成功，去1]少有看

到挫折和悲歌。 学校发展到今天多么不易 ， 实乃风雨兼程， 岁月如歌， 一步一

个深深的脚窝， 一个脚窝都是一首难忘的歌。

和信朝小校志，是我国教育发展历史的影像，是我校教育承前启后之新

衍，是继往开来之壮举。

和信朝小校志，是我校教育的载体，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客观而真实地记叙了我校的教育历史，刻记了创校人的不屈不挠，讴

歌了干部教师的聪明智慧， }:I'1翔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展示了我校从1937年建

校到2006年底整整70年的发展历程。 它不仅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内容丰富的学

校百科全书，也是对我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透过它

我们可以了解过去、珍视现在，将鼓舞我校师生为谱写我校教育的新篇章继续

做出不懈的努力 。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 历史的车轮己将我们载入了更加辉煌的21世纪。回

顾过去 ， 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历史正然昭示 : 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才能使民族教育蓬勃发展，才能有硕果累累的今天，才能有和信朝小无限美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未来 ! 我们一定以史为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全面落实素质教育，推进祖

国现代化的步伐， 亲手描绘和信朝小更加灿烂的明天。

校长:在惊呆 8

2006年 12月



凡例

\《沈阳市皇姑区和信朝鲜族小学校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巾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详今略古，秉笔直

书 ， 实事求是地记叙了学校发展的历程，使之起到"资政、教化、存虫" 的作

m 。

二. 本志上限为 1937年学校建校，下限为2006年12月 。 记叙了学校伪满时

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建国以米， 三个历史时期70年的发展概况。

三.本志采用述、记、 表、件、图、传、记等综合体裁， 志为主体，国表

等附在各编章节之后。

四.本志横排竖写，共分5编、 21章 、 40节。第一编综述，记述了从1937

年建校到2006年 1 2月之间学校的沿革及主要事件 ; 第二编沈阳解放前学校概

况，记述了伪满时期 0937年4月至1945年7月)和国民党统治时期 ( 1945年8

月至1948年10月)学校的教育宗旨、方针、学制及课程设置等情况;第三编沈

阳解放后学校发展情况，记述了沈阳解放后和建国后 (1948年11月至2006年12

月)学校的发展情况，包括学校管理、党派群团 、 学制课程设置及教材、教

师、 学牛、德育工作、 教学工作、体卫艺工作、 学龄前教育、国际交往 、 教育

环境、校办工厂等方面 : 第四编人物， 采取故者为传、 生者作录的方式，选记

了在创建学校和发展学校的过程中，有重大贡献的校内外人物;第五编大事

记，依时问顺序记录了--"些重大事件的时问 、 i地也也)点1

五.本志所载内容，大部分取自各级档案资料和相关史志材料:少部分取

自校内外老同志的回忆。

六. 后人续志时，可以从第三编开始续写。按照本志的编、 章、节的内容

从2007年月 1月开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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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编综it

第一章学校沿革

沈阳市皇姑区和信朝鲜族小学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明廉路51号，其前身是奉

天市鲜明国民优级学校，于1936年(康德三年)夏季，由当地朝鲜族人士李在

明等人联合发起筹建，于1937年(康德四年)清明节前后开学。李在明任名誉

校长。校址在皇姑区马圈子地区(现皇姑区涟水街一带)。

1938年(康德五年) ，学校隶属于由当时满铁会社兴办的奉天市普通学

校，为其分校。校名为奉天市普通学校鲜明分教场。

1939年(康德六年) ，学校更名为奉天市西塔在满国民学校大利分校，隶

属于日本在满教务部，校长是日本人桥口辰美。校址迁到皇姑区大利街(现皇

姑区明廉路北的锦水街西侧) 。

1944年(康德十二年) ，学校更名为奉天市立鲜明国民优级学校。

1945年8月 15 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学校更名为沈阳市朝鲜人民大利完全

小学校。校址迁到大利街(现皇姑区明廉路51号，现校址) ，校长是方哲元。

1948年11 月 2 日，沈阳解放以后，学校更名为沈阳市皇姑区朝鲜人民大利

完全小学校。

1949年1月，学校更名为沈阳市立朝鲜人民大利完全小学校。

同年，学校在英守台(现于洪区英守村)建立分校。

1955年10月，学校更名为沈阳市皇姑区明廉街朝鲜族小学校。

1972年，学校与沈阳市食品公司小学合井，校名为沈阳市食品公司直属学

校。

1978年，学校与沈阳市食品公司小学分开，校名为沈阳市皇姑区明廉路朝

一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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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族小学。

2004年7月 14日，学校更名为沈阳市皇姑区和信朝鲜族小学。

2005年7月 15 日，原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朝鲜族小学并入。

n
J白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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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校概况

建国以前，学校经历了伪满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

学校始建于1937年(康德囚年) ，是由当地农民李在明带头发起，成立家

长后援会，由当地村民集资建立的，目的是解决当地朝鲜族子女的上学问题。

学校为私立。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村民们自己动手修理了附近的一座废弃的破

庙，建成两问教室。 学校招收了30余名学生，聘请了两名教师给学生上课。由

于经费有限，无资聘请专职校长，由李在明担任名誉校长，代管学校一切事

务。. 学校的教学条件和学生的学习环境都很艰苦。

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他们扶植的

伪满州国政府控制学校，千方百计地推行伪满政府的教育宗旨，对学生进行奴

化教育和思民教育。 同时，摧残朝鲜族教育和朝鲜族文化。

1939年(康德六年) ，为了解决逐年增加的朝鲜族儿童的入学问题，在名

誉校长李在明和后援会的努力下， 多方集资筹款，在现锦水街又建了新校舍，

扩大了办学规模，学生800名，学校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43年(康德十年) ， 在李在明等人的不屈不挠地努力下， 当地伪满政府

和在长春的伪满中央政府分别投资，又异地修建了新校舍，建造了一座二层

楼，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 至此，学校才初具规模。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虽然朝鲜族教育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和摧残，但是由

于朝鲜族问有的传统力量和当地朝鲜族民众的不懈努力，还是使学校得到了维

持，并且得到了发展，为本地区的朝鲜族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1945年8月 15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但

是，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 。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学校带米任何生机，反而

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

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以后，国民党军队和"自卫队"又进驻学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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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校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进行，学校被迫停课。

1948年11月 2日，沈阳解放。次日学校就重新开学。

1949年 1月，沈阳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市的朝鲜族学校，学校由私立改为

公立，为市直属小学 (1955年9月止)。

沈阳解放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在各级政府的

亲切关怀下，学校也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1961年，皇姑区教育局投资，在校内新建了 10问简易平房教室，招收了5

个汉族班学生，加上上年招收的5个汉族班学生，在校学生中共有10个班汉族

学生，为解决当时附近的汉族儿童入学难问题做出了贡献。

1966年6月以后 ， 党的民族政策遭到了破坏，民族教育也受到了摧残，学

校曾一一度与汉族学校合并。

1978年，学校又重新独立办校。

1985年3月至1986年8月，沈阳市教育局投资 100万元人民币，拆除旧教学

楼，重建新楼，彻底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2004年，更换了办公室沙发和学生的桌椅，改善了教师的办公条件:建立

了电视网和校园电视台、安装了电动大门和护围栏杆，新建了60多平方米的收

发室、 1000平方米的铺地彩砖、 600平方米绿化地，修缮了教学楼阳台，建立

了主楼外的活动室，进行了新校微、新校名的改制工作，补办了缺失10多年的

土地证。

2005年，在微机束、会议室安装了空调:维修了学校的舞蹈室、音乐室、

多媒体室，简装了国际班、阅览室、书记室、校长室、会议室;为孩子们制做

了演出服装，配备了乐器。

同年7月，原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朝鲜族小学并入，又壮大了学校的教师

队伍。

2006年，铺设了200米塑胶跑道和人造草坪，建立了篮球场、学生健身场
地、幼儿同娱乐场。

建校70年以来，特别是建国57年以来，学校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
朝鲜族教育和朝鲜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学校有一个和谐诚信的领导班子。 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以诚信为本，职责明

确， 分工协作。学校领导做到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对教师的考评聘用公开，
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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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一个和谐诚信的教师队伍。在学校领导班子培养和带动下，学校涌

现出一支精业务、善管理、 治学有方的优秀教师队伍。学校的专任教师百分之

百能胜任教学工作，其中还有一批骨干尖子教师。学校多位教师参加省、市、

区的各级各类评优课比赛，成绩优异。学校被皇姑区人民政府和皇姑区教育局

命名为皇姑区中小学师德建设标兵单位。

学校有一个和谐诚信的教育环境。沈阳市教育局民族教育处、皇姑区教育

局、沈阳和信集团、沈阳市朝鲜族企业家协会、沈阳索丽仙集团等对学校的建

设与办学条件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有设备齐全的宽带校园网、校园电

视台、多媒体教室、微机室、实验室、跄拳道室、图书室和阅览室。

学校根据"三个面向" (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方针，在

校内成立了国际班，并与两所韩国学校结成姊妹学校i 互相进行教育和文化的

交流。

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民族教育教材先进单位、辽宁省少数民族星光计划

单位、沈阳市国际对外开放窗口学校，首批进入"沈阳市标准化学校"的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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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沈阳解放前学校镜况

(1937.4一 1948.10)

第一章伪满时期 ( 1937 . 4-1945.7)

第一节概述

朝鲜族历来具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这利l传统在沈阳市的朝鲜族教

育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康德三年) ，随着在现在的沈阳市皇姑区明廉路和向工街一带居

住的朝鲜族人口的不断增加，朝鲜族人自己建立了一个村子，叫新房子村。为

了解决新房子村的朝鲜族子女的读书问题，由当地人士李在明等发起，要筹建

一所朝鲜族小学校。村民们集资，在马圈子(现皇姑区涟水街)修缮了一座破

庙，作为校舍，共2问教室。 1937年(康德四年) 4月 15 日开学。 当时有30多名

学生，家长后援会聘请了2名教师，由李在明任名誉校长。

学校初建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或通

过伪满政府控制在满的朝鲜族学校。

1936年(康德三年) 7月，日本以归还满州国主权的名义，宣布废除了治

外法权，向伪满政府移交了在满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司法权和货政管理权。 1937

年(康德四年) 12月，日本人将大多数朝鲜族学校移交给了伪满政府。同时，

在各级伪满政府内部一般都设泣了朝鲜族教育的专管机构，这个机构大都由原

来的朝鲜人居留民会改编。它虽然隶属于伪满政府 ， 但是却不属于伪满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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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部门的独立机构，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 朝鲜族学校实际上还是由伪满

政府控制。

1939年(康德六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朝鲜族学校的直接控制，

把学校直接隶属于日本在满教务部，并派日本人桥口辰美到校担任校长。

1941年(康德八年) ，日本人强令全校的学生都改为日文的姓氏。同时，

取消了朝鲜文课，把国语课也改为日语课。 并且把日语作为学校教学和生活的

通用语言，禁止师生使用朝鲜语和汉语，若有违者就会受到惩罚。

同年，由于该地区的朝鲜族居民不断增加，适龄儿童也随之不断增加，在

破庙中的校舍太小，满足不了孩子入学的需求，在名誉校长李在明等人的努力

下，决定迁校，在大利街(现皇姑区明廉路北侧的锦水街)修建了新校舍。同

年，招收了 1-6年级朝鲜族学生600名，共15个班，聘请了教师15名。为了修

建新校舍，除了村民集资之外，李在明捐出了一家人全年收入的水稻，并且从

在西塔的亲戚处借了一大笔钱，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43年(康德十年) ， 当地的伪满政府决定拨出一些款项扩建学校。但

是，经费不够。李在明等人多次去在长春的伪满中央政府，请求拨款。最后，

筹到了部分款项。于是，在大利街另一处(现皇姑区明廉路51号，现校址)开

始建造新校舍。新校舍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教学楼有两层， 18个教室，

有冬季采暖设备，并且建有独立的锅炉房。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族不仅实施了殖民地奴化教育，还采取了

'极端反动的强制同化政策，使朝鲜族教育遭到了野蛮的蹂躏和摧残。但是，由

于朝鲜族的传统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学校得到了维持和发展，顽强地保持

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学校，培养了自己的子女。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康德六年)至1944年(康德十一年) ，学校共

培养了6期毕业生。

1945年8月 15 日，抗日战争胜利时，学校有教师4名， 6个年级， 14个班

级，在校学生10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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