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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志》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

钟楼区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区教育上作者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矗50周年和迎接2l世纪到来献上的

一份厚礼。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编纂这部

教育志的目的，就是要真实地记录我区教育发展的历

史，为后世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就

是要通过对过去160余年教育历程的回顾，力求探索

一条更适合城区教育特点的办学模式，做到以史为鉴，

，更好地推动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

从唐代开始，我区范围内就建有府学，宋朝书院

兴起，明、清教育进一步发展。但受经济条件的限翩，

当时授课对象仅限于少数人，广大平民百姓子女‘往往

难以入学。到解放初期，全区虽建有10余所小学，但

设施简陋，规模颇小，极不适应现实的需要。新巾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区教育事业得到迅猛

发展。全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从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到成人职业教育等颇具城区特色的教育体

系，教师待遇明娃提高。为r适应现代化建没的需要，

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精心调整学

校布局，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快教育现

，代化的进程。预计到本世纪未，全区幼儿、小学教育

将基本达到初步现代化的要求。 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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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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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比较系统和全面地

记载钟楼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变革与发展，以及教育同政治、经

济的关系。

‘二、本志上起1840年，下迄1998年12月。主要事件适当

追溯或下延，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本志记载的学校，仅限钟楼区人民政府管辖的幼儿园、

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和职工学校。中学、职校、技校、中专和

大专院校因属市教委和其他部门领导，只列表反映。

四、本志结构为章、节、目三层，横排竖写，力求横不缺

项，纵不断线。采用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并用的体

裁。

五、由于1986年12月原广化区撤销，部分小学、幼儿园

划归钟楼区这一特定的历史，这些小学和幼儿园的创办记入本

志外，1986年12月以前的教育、教学、保教、师资、大事记等

情况一般不记述。

六、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后先写朝代年号或民国年号，再

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号，略。公元”、。年一3字。

解放后悉用公元纪年。

，●：●●l-。r■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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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事记”所记大事，主要是对全区教育的发展具有较

大意义或有一定影响的事件、成绩、学校和幼儿园的创办、教

育教学重大活动等。记叙方法以编年体为主，有些事件采用记

事本末体。文中标有。o一号的，表示同一年。

八、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立传人物多为有一定业绩、

为本区教育作过贡献、有一定影响的已故名人。“简介”中收录

的，是区内少数几位成绩比较突出的教师。“表”中收录的是有

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教师。

九、文中注释采用随文加注的办法，便于读者了解情况。

十、本志第十章，幼儿园、小学的排列，除撤销的小学外，

均按创办年月的先后顺序排列。撤销的小学按撤销时间的先后

排列。

十一、本志所涉及的机关、团体、单位，凡用习惯称法不

致引起误解的，用习惯称号。有的机关、团体、单位用过全称

后，一般用简称。

十二、本志材料主要来自文书档案、书籍、报刊及辖区各

小学、幼儿园、培智学校、职工学校编写的史(志)，以及部分

老师提供的文字和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霭
咧
端

蠹
●
熬
鼍

夏

i
目 录l

目 录

序
’

彩照

钟楼区小学分布图 ．
。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13)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市劝学所市教育局⋯⋯⋯⋯⋯⋯⋯⋯⋯(44)

．第二节区文教机构⋯⋯⋯⋯⋯⋯⋯⋯⋯⋯⋯⋯⋯(46)

附文教行政领导一览表⋯⋯⋯⋯⋯⋯⋯(48)
‘

职能部门及负责人一览表⋯⋯⋯⋯⋯(50)

第二章学校设置

第一节书院义学私塾⋯⋯⋯⋯⋯⋯⋯⋯⋯⋯(53)

第二节幼儿园⋯⋯⋯⋯⋯⋯⋯⋯⋯⋯⋯⋯⋯⋯⋯(56)

第三节小学⋯⋯⋯⋯⋯⋯⋯⋯⋯⋯⋯⋯⋯⋯⋯⋯(63)

第四节特殊学校⋯⋯⋯⋯⋯⋯⋯⋯⋯⋯⋯⋯⋯⋯(79)

第五节成人学校⋯⋯⋯⋯⋯⋯⋯⋯⋯⋯⋯⋯⋯⋯(81)

第六节非区属学校⋯⋯⋯⋯⋯⋯⋯⋯⋯⋯⋯⋯⋯(85)

第三章幼儿教育

第一节概况⋯⋯⋯⋯⋯⋯⋯⋯⋯⋯⋯⋯⋯⋯⋯⋯(91)

第二节办园宗旨⋯⋯⋯⋯⋯⋯⋯⋯⋯⋯⋯⋯⋯⋯(96)

-o

4

t一万

《。l

曩槲气

H％：

一垂I．

。垒



2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志

第三节课程设置⋯⋯⋯⋯⋯⋯⋯⋯⋯⋯⋯⋯⋯⋯

第四节保育教学⋯⋯⋯⋯⋯⋯⋯⋯⋯⋯⋯⋯⋯⋯

第四章小学教育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概况⋯⋯⋯⋯⋯⋯⋯⋯⋯⋯⋯⋯⋯⋯⋯⋯

办学宗旨⋯⋯⋯⋯⋯⋯⋯⋯⋯⋯⋯⋯⋯⋯

课程设置⋯⋯⋯⋯⋯⋯⋯⋯⋯⋯⋯⋯⋯⋯

品德教育⋯⋯⋯⋯⋯⋯⋯⋯⋯⋯⋯⋯⋯⋯

教学工作⋯⋯⋯⋯⋯⋯⋯⋯⋯⋯⋯⋯⋯⋯

体育卫生⋯⋯⋯⋯⋯⋯⋯⋯⋯⋯⋯⋯⋯⋯

教研机构⋯⋯⋯⋯⋯⋯⋯⋯⋯⋯⋯⋯⋯⋯

第五章教改实验
’

第一节幼儿园教改实验⋯⋯⋯⋯⋯⋯⋯⋯⋯⋯⋯

第二节小学教改实验⋯⋯⋯⋯⋯⋯⋯⋯⋯⋯⋯⋯

第六章管理

第一节隶属⋯⋯⋯⋯⋯⋯⋯⋯⋯⋯⋯⋯⋯⋯⋯⋯

第二节管理体制⋯⋯⋯⋯⋯⋯⋯⋯⋯⋯⋯⋯⋯⋯

第三节管理内容⋯⋯⋯⋯⋯⋯⋯⋯⋯⋯⋯⋯⋯⋯

第七章教师

第一节来源编制⋯⋯⋯⋯⋯⋯⋯⋯⋯⋯⋯⋯⋯

7第二节教职工数⋯⋯⋯⋯⋯⋯⋯⋯⋯⋯⋯⋯⋯⋯

第三节待遇⋯⋯⋯⋯⋯⋯⋯⋯⋯⋯⋯⋯⋯⋯⋯⋯

第四节职称⋯⋯⋯⋯⋯⋯⋯⋯⋯⋯⋯⋯⋯⋯⋯⋯

第五节队伍建设⋯⋯⋯⋯⋯⋯⋯⋯⋯⋯⋯⋯⋯⋯

第六节重要成果⋯⋯⋯⋯⋯⋯⋯⋯⋯⋯⋯⋯⋯··j

一、评优课获奖情况⋯⋯⋯⋯⋯⋯⋯⋯⋯

二、获奖文章⋯⋯⋯⋯⋯⋯⋯⋯⋯⋯⋯⋯

：：产屯：鲞琴釉。蕴覆潭

))

)))))))

))

)))

))))))))

》3

O

9

3

7

5

7

9

5

8

5

6

0

3

1

8

4

O

4

4

6

瓢0

1

1

2

2

3

4

5

6

6

8

8

9

O

1

1

3

4

5

5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3

三、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四、主要著作⋯⋯⋯⋯⋯⋯⋯⋯⋯⋯⋯⋯

第八章党群组织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

第二节群团组织⋯⋯⋯⋯⋯⋯⋯⋯⋯⋯⋯⋯⋯⋯

第九章教育经费

第一节清代⋯⋯⋯⋯⋯⋯⋯⋯⋯⋯⋯⋯⋯⋯⋯⋯

第二节民国时期⋯⋯⋯⋯⋯⋯⋯⋯⋯⋯⋯⋯⋯⋯

第三节解放后⋯⋯⋯⋯⋯⋯⋯⋯⋯⋯⋯⋯⋯⋯⋯

第十章勤工俭学

第一节校办工厂⋯⋯⋯⋯⋯⋯⋯⋯⋯⋯⋯⋯⋯⋯

第二节其他勤工俭学活动⋯⋯⋯⋯⋯⋯⋯⋯⋯⋯

第十一章幼儿园小学简介
‘

、

第一节幼儿园

一、常州市钟楼区六一幼儿园⋯⋯⋯⋯⋯

二、常州市刘海粟美术幼儿园⋯⋯⋯⋯⋯

三、常州市钟楼区北直街幼儿园⋯⋯⋯⋯
7

四、常州市安阳里幼儿园⋯⋯⋯⋯⋯⋯⋯
， 五、常州市钟楼区电子新村幼儿园⋯⋯⋯

，

， 六、常州市胜利幼儿园⋯⋯⋯⋯⋯⋯⋯⋯

七、常州市大地幼稚园⋯⋯⋯⋯⋯⋯⋯⋯

八、常州市花园新村第四幼儿园⋯⋯⋯～

． 、九、常州市花园新村幼儿园⋯⋯⋯⋯⋯⋯

十、常州市盛彭菊影幼儿园⋯⋯⋯⋯⋯⋯

十一、常州市钟楼区科技实验幼儿园⋯⋯

十二、常州市花园新村第二幼儿园⋯⋯⋯

(263)

(269)

(275)

(280)

(288)

(289)

(291)

(297)

(311)

(313)

(315)

(318)

(320)

(320)

(323)

(323)

(326)

(328)

(333)

(337)

(340)

§*

_嘲—■__■



4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志

十三、常州市钟楼区清潭第三幼儿园⋯⋯

十四、常州市勤业新村幼儿园⋯⋯⋯⋯⋯

十五、常州市机械新村幼儿园⋯⋯⋯⋯⋯

十六、常州市西新桥二村幼儿园⋯⋯⋯⋯

十七、常州市勤业新村第二幼儿园⋯⋯⋯

十八、常州市清潭新村第四幼儿园⋯⋯⋯

十九、常州市勤业新村第三幼儿园⋯⋯⋯

二十、常州市西新桥三村幼儿园⋯⋯⋯⋯

二十一、常州市钟楼区红星幼儿园⋯⋯⋯

第二节小学

一、常州市觅渡桥小学⋯⋯⋯⋯⋯⋯⋯⋯

二、常州市西直街小学⋯⋯⋯⋯⋯⋯⋯⋯

三、常州市新桥小学⋯⋯⋯⋯⋯⋯⋯⋯⋯

四、常州市广化小学⋯⋯⋯⋯⋯⋯⋯⋯⋯

五、常州市北直街小学⋯⋯⋯⋯⋯⋯⋯⋯

六、常州市马园巷小学⋯⋯⋯⋯⋯⋯⋯⋯

七、常州市西仓桥小学⋯⋯⋯⋯⋯⋯⋯⋯

八、常州市西横街小学⋯⋯⋯⋯⋯⋯⋯⋯
。

九、常州市盛毓度小学⋯⋯⋯⋯⋯⋯⋯⋯

十、常州市西新桥小学⋯⋯⋯⋯⋯⋯⋯⋯

十一、常州市花园小学⋯⋯⋯⋯⋯⋯⋯⋯

十二、常州市清潭小学⋯⋯⋯⋯⋯⋯⋯⋯

’十三、常州市清潭第二小学⋯⋯⋯⋯⋯⋯

十四、常州市勤业小学⋯⋯⋯⋯⋯⋯⋯⋯

十五、常州市钟楼区培智学校⋯⋯⋯⋯⋯

．十六、常州市西新桥第二小学⋯⋯⋯⋯⋯

十七、常州市花园第二小学⋯⋯⋯⋯⋯⋯

(362)

(371)

(375)

(378)

(382)

(386)

(391)

(392)

(397)

(402)

(425)

(429)

(431)

蜃

)))))))))

2

4

7

9

2

4

6

9

1

4

4

4

4

5

5

5

5

6

3

3

3

3

3

3

3

3

3((((((((，～

；女fft{

!，，j；1●



目 录5

十八、常州市体育运动学校附属小学⋯⋯

． 十九、常州市白云小学⋯⋯⋯⋯⋯⋯⋯⋯

二十、常州市勤业第二小学⋯⋯⋯⋯⋯⋯

二十一、常州市冶金厂子弟小学⋯⋯⋯⋯

二十二、常州市虹桥小学⋯⋯⋯⋯⋯⋯⋯

二十三、常州市西上街小学⋯⋯⋯⋯⋯⋯

二十四、常州市武宜路小学⋯⋯⋯⋯⋯⋯

二十五、常州市西圈门小学⋯⋯⋯⋯⋯⋯

二十六、常州市西大街小学⋯⋯⋯⋯⋯⋯

二十七、常州市西郊小学⋯⋯⋯⋯⋯⋯⋯

二十八、常州市南河沿小学⋯⋯⋯⋯⋯⋯

二十九、常州市史家弄小学⋯⋯⋯⋯⋯⋯

第十二章人物

第一节传⋯⋯⋯⋯⋯⋯⋯⋯⋯⋯⋯⋯⋯⋯⋯⋯⋯

第二节简介⋯⋯⋯⋯⋯⋯⋯⋯⋯⋯⋯⋯⋯⋯⋯⋯

第三节表⋯⋯⋯⋯⋯⋯⋯⋯⋯⋯⋯⋯⋯⋯⋯⋯⋯

附录

附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给觅渡桥小学的

题词⋯⋯⋯⋯⋯⋯⋯⋯⋯⋯⋯⋯⋯⋯⋯⋯⋯

附二常州市钟楼区开展社区教育情况⋯⋯⋯⋯⋯

附三中共钟楼区委、钟楼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附四钟楼区教育文体局实施小学初步现代化工程

的规划⋯⋯⋯⋯⋯⋯⋯⋯⋯⋯⋯⋯⋯⋯“⋯·

附五关于小学教职工津贴发放的实施办法⋯⋯⋯

附六钟楼区小学教职工聘用管理暂行办法⋯⋯⋯

附七《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志》编纂始末⋯⋯⋯⋯

(435)

(436)

(439)

(441)

(442)

(443)

(444)

(445)

(445)

(447)

(448)

(449)

(452)

(465)

(469)

(481)

(482)

(489)

99

04

10

16

缓辫二刍础；墨

拳，：一_■掰缀

_

％一

一三

一蔬

菰“缨镬i■习j篁搿蔼·：翔罐ll嗽
Ⅲ

_二一霸鳃蠹土叠謦蔫■I■■露豳lI



概述l

钟楼区位于常州市区西半部，是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教

育先进的城区。钟楼区的教育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唐肃宗年

间(756,～762)，常州剌史李栖筠于夫子庙(今常州市第二中学

校内)就创建府学。宋朝已有城西书屋。清康熙年间又兴义学。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日亟，民族危机严重。当

时，常州交通发达，接受外来影响较早较快，一些爱国有识

之士提倡创办实业，兴办新学，启迪民智，培植新人，振兴中

华。 。

100多年来，钟楼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

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教育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钟

楼区教育事业逐步兴旺，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曾

遭受严重挫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的。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钟楼

区的教育事业走上了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的道路。尤其是1985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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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以及《教育法》、《教师法》先后出台，钟楼区教育事业走

上依法施教和快速发展的轨道。

100多年来，钟楼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清末时

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个历史时期。

清康熙七年(1668)，知府骆钟麟在双桂坊创办延陵书院。

1683年，钟楼地区有了常州最早的义学，数量也是常州之冠。

清末，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一运动的影响下，

常州的先进分子引进西方学说，改革旧学，兴办新学。1840年，

程旬方于文亨桥堍创建文亨义学。1841年，苏应柯、邓荣洗于

新街巷创办冠英义学，1906年2月，改为冠英两等小学堂。

1904年，庄苕甫在织机坊(原西大街)创办幼幼女塾，开常州

女孩入学之先河。至宣统末年(1911)，钟楼区范围内已有学堂

8所。这一时期的学堂，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

旨，尊孔读经，也学些西方的科学，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教育特征。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壬子·癸丑学

制》，确立新教育体制。民国元年(1912)，学堂改称学校，初

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小学学制由8年改为7年。“五四”新文

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批判封建思想。教育界思想解放，

形成各种流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以及后

来共产党人创办的工人教育等，都对当时的教育有所影响。后

学校课本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注音字母和普通话开始在教学

中推行。时钟楼区的小学巳增至10所。

：

麓黪雠

筹。鞲雳=鬈z愿缫冀k％鳓赣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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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钟楼地区的商业逐步繁荣活跃，并推动工业的发

展。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教育事业的兴办，一批私立学校

相继成立。民国6年(1917)，冠英小学设乙种商业学校1班，

46人。民国14年(1925)，冠英小学附设私立冠英初级中学。民

国16年(1927)，汪慎之在小马园巷创办女子艺术学校。民国

17年(1928)，浦寿观在双桂坊创办私立辅华中学⋯⋯

·至民国20年(1931)，钟楼区已有小学19所，95个班级，

4758名学生，158名教师。这一时期，是钟楼区教育事业较为

兴盛的时期。但当时的小学入学率不到39％。 ．

民国26年(1937)11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常州，时

达8年之久。教育遭到破坏，学校和学生数锐减。日伪政府强

制学校实施奴化教育。汪伪南京政府上台后，宣扬中日亲善，规

定日语为必须课，强制推行“刷新教育”、“新国民运动”，以毒

化学生。爱国师生都加以抵制。
‘

民国34年(1945)，抗战胜利，学校陆续登记复校。次年，

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学校法》，规定每所国民小学由当地乡镇筹

募每教室法币100万元，作为国民学校基金。时法币贬值，改

换金圆券，金圆券又继续贬值，学校存入银行的基金成为废纸，

教育陷入极大困境。而国民党对学校控制更严，镇压爱国民众

运动，广大师生奋起反抗，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运动。民国36年(1947)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

以乐善镇小学(今觅渡桥小学)校长刘焯为首的农工民主党常

州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积极配合秘密政治斗争

和武装活动。当时小学教师工资微薄，又常拖欠，难以维持生

计。民国37年(1948)春，农工民主党“临工委一在中共武进

“城工委”徐星钊的支持下，组织新桥小学黄子珏、乐善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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