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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教育志

盐池县教育志编写小组

髟研秀～中饮／



序

中共盐池县委书记吴学廷

《盐池县教育志》是继我县县志出版发行之后的第一部专志：这不仅是全县教育战线上

豹一件大事，也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喜成果，必将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
积极的影响。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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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是宁夏网族自治区最东部的一个山区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学校教育有史可查者

始于清初。由于历代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教育事业发展十分缓慢。一九兰六年盐池解

放后，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
育，为培养和输送大批优秀干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起了重大作用，在盐

池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盐池教育在前进中虽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

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盐池县各级各类教育有了很大

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为高一级学校培养输送了大量合格新生，为我县各条战线培养输

送了大批劳动后备力量，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观今宜鉴古。发展教育，不能割断历史，对过去的东西要一分为二地加+以总结。从教

材、教法，学制等诸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我们今后的教育事业很有裨益。教育科于

一九八五年九月成立了教育志编写小组，组织人员翻阅资料，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反复

核对整理，数易其稿，始成此志。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搿详今略古黟，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突出时代

性和地方性，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盐池教育事业的发展

过程，真实地反映了盐池教育面貌。由于编写人员不足，水平有限，加之历史资料残缺不全

等原因，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值此本志问世之际，特撰此为序，以示祝贺。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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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教育志》上限自清末废科举前后，下限迄至1935年底。详今略古，以建国

为重点。
‘

，本志体例采用编，章、节的结构形式。采取以“事’’为靠横’’，以“时矽为“纵"，

写，纵横绪合。全志分为概述，清末民国前期教育，陕甘宁边区时期教育，建国后教

记、盐池县教育大事记六编。各编视内容情况设置不等章节。
’ 。

、

，本志体裁，有史有志，有录有传，附之以图，表、照片。图，表列在各有关章节。‘

，本志的文体用记述体。文字力求严谨准确、’简明精炼，朴实，流畅，文约事丰·

一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用通称。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称谓，并在括号

出公元年代。对于人物直书其名，直述其事，不加褒贬之词。 。 。．
．．

，1936年6月盐池解放之后称“解放后修；1949年10月悟称“建国后’’，’1936年6月

年这段历史时期称搿陕甘宁边区时期力。 ， 。 √．．

、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本县档案馏和教育科所藏资料，部分摘抄于有关报刊资料和

走访材料。均经核对，力求翔实可靠。 ’．，

、本志有关编内容多少不等，主要是因事实繁筒，材料详略所致。在编写过程中，虽

，但为人事所限，加之历史资料残缺不全，致使有些史实的编写，难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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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区域概况⋯⋯⋯⋯⋯⋯⋯⋯⋯⋯⋯⋯⋯．．．⋯m⋯：⋯⋯⋯··：⋯⋯⋯⋯⋯⋯⋯”(3)

第二章教育事业发现概述⋯r．⋯⋯⋯⋯⋯⋯⋯■⋯⋯⋯⋯⋯⋯⋯⋯⋯⋯⋯⋯⋯⋯⋯·j(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缩清末、民国前期教育(清末一1935) 。

，；，

●

第一章教育宗旨⋯⋯“⋯⋯⋯··⋯⋯⋯⋯⋯⋯⋯⋯⋯⋯⋯⋯⋯⋯⋯⋯⋯⋯⋯⋯⋯⋯”(9>

第二章教育行政机构沿革⋯⋯⋯⋯⋯，一．⋯⋯⋯⋯⋯⋯⋯⋯⋯⋯⋯·．．．⋯⋯．．．⋯⋯⋯⋯(9)

第三章清代科举制度⋯⋯⋯⋯⋯⋯·⋯⋯⋯⋯⋯⋯⋯⋯⋯⋯⋯⋯：．．⋯⋯⋯⋯⋯⋯⋯“(10)

第四章初等教育⋯⋯⋯⋯⋯⋯⋯⋯⋯⋯⋯⋯⋯⋯⋯⋯⋯⋯⋯⋯⋯⋯．．．⋯⋯⋯⋯⋯⋯(11)

第一节小学教育的发展⋯⋯⋯⋯⋯⋯⋯⋯⋯⋯⋯⋯⋯一⋯⋯⋯⋯⋯⋯⋯⋯⋯⋯⋯(11)

第二节小学学制演变及课程设置⋯⋯⋯⋯⋯⋯⋯⋯⋯⋯⋯⋯⋯⋯”·o．．-⋯⋯⋯．．．(12)

第三节私塾教育⋯⋯⋯⋯⋯⋯⋯⋯⋯⋯⋯⋯⋯⋯⋯⋯⋯⋯⋯⋯⋯·：⋯⋯⋯⋯⋯⋯·(16)

第四节民众教育⋯⋯⋯⋯⋯⋯⋯⋯⋯⋯⋯⋯⋯⋯⋯⋯⋯⋯⋯⋯⋯：··童⋯。⋯⋯⋯⋯·(16)

第五章教育经费⋯⋯⋯⋯⋯⋯⋯⋯⋯⋯⋯⋯⋯⋯⋯⋯⋯。⋯⋯⋯⋯⋯⋯⋯‘⋯⋯⋯⋯”(17>
。

’
‘

第三编陕甘宁边区时期教育(1936--1949)、

第一章教育方针⋯⋯⋯⋯⋯⋯⋯⋯⋯⋯⋯⋯⋯⋯⋯⋯⋯⋯⋯⋯⋯⋯⋯⋯⋯⋯⋯⋯⋯(21)-

第二章教育行政领导⋯⋯⋯⋯⋯⋯⋯⋯⋯⋯⋯⋯⋯⋯⋯⋯⋯⋯⋯⋯⋯．-．⋯⋯⋯⋯⋯(21)

第三章小学教育⋯⋯⋯⋯⋯吖⋯⋯⋯⋯⋯⋯⋯⋯⋯⋯⋯⋯⋯⋯⋯⋯⋯⋯⋯⋯⋯一⋯(23)

第一节小学教育的发展⋯⋯⋯⋯⋯⋯⋯⋯⋯⋯⋯⋯⋯⋯⋯⋯⋯⋯⋯⋯一：．．．⋯⋯⋯(23)

第二节学制和课程设置⋯⋯⋯⋯⋯⋯⋯⋯⋯⋯⋯⋯⋯⋯⋯⋯⋯⋯⋯⋯⋯⋯⋯⋯⋯(25)：

第三节教学与训导⋯⋯⋯⋯⋯⋯⋯⋯⋯⋯⋯⋯⋯⋯⋯”?⋯⋯⋯⋯j⋯⋯⋯o⋯⋯”(27)

第四章社会教育⋯⋯⋯⋯⋯⋯⋯⋯⋯⋯⋯⋯⋯⋯⋯⋯⋯⋯⋯O Ob．OOO⋯⋯⋯⋯⋯⋯⋯⋯(28)·

第一节发展概况⋯⋯⋯⋯⋯⋯⋯⋯⋯⋯⋯⋯⋯⋯⋯⋯⋯⋯⋯⋯⋯’⋯⋯⋯⋯⋯⋯⋯(28) ·

第二节社会教育形式⋯⋯⋯⋯⋯⋯··：⋯⋯⋯⋯⋯⋯⋯⋯⋯·：⋯“⋯⋯⋯⋯：⋯⋯”(29)
第五章‘教师及教育经费⋯⋯⋯⋯⋯⋯⋯⋯⋯⋯⋯⋯⋯⋯⋯⋯一⋯⋯⋯⋯⋯⋯⋯⋯⋯(32)。∥

一 第一节教师⋯⋯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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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教育经费⋯⋯⋯一⋯⋯⋯⋯⋯一⋯⋯⋯⋯⋯⋯⋯⋯⋯⋯⋯·一⋯⋯⋯⋯⋯．．．．(32)
． 第六章惠安堡白区教育概况⋯⋯⋯⋯⋯⋯⋯⋯⋯⋯⋯⋯⋯⋯⋯⋯⋯⋯⋯⋯⋯⋯⋯⋯(33)

’

第四编建国后教育，(伯49—1985) 。

第一章教育机构·?⋯⋯⋯⋯⋯⋯⋯⋯⋯⋯⋯⋯⋯⋯⋯⋯⋯⋯⋯⋯⋯⋯⋯⋯⋯⋯．：．．⋯(37)

、 第一节教育行政机构设置与沿革⋯⋯⋯．．．⋯⋯⋯⋯⋯⋯⋯⋯⋯⋯⋯⋯⋯⋯⋯⋯⋯(37)
． 第二节县教育科的任务及科所属各股室的职责范围⋯⋯⋯⋯⋯⋯⋯⋯⋯⋯⋯⋯．．：(37)

第三节教育系统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40)

第二章幼儿教育⋯⋯⋯⋯⋯⋯⋯⋯Ist ol D⋯⋯⋯⋯⋯⋯⋯⋯⋯⋯⋯⋯⋯⋯⋯⋯⋯⋯⋯(41)

第一节幼儿教育的发展⋯⋯⋯⋯：⋯⋯⋯”⋯⋯⋯⋯⋯⋯⋯⋯⋯⋯⋯⋯⋯⋯⋯⋯⋯(41)

．第二节幼儿教育任务和课程设置⋯⋯⋯一⋯⋯⋯⋯⋯⋯⋯⋯⋯⋯⋯⋯⋯⋯⋯⋯⋯(41)

第三节盐池县幼儿园简介⋯⋯⋯⋯⋯⋯·_⋯⋯⋯⋯⋯⋯⋯⋯⋯⋯⋯一⋯·⋯⋯⋯·(42)

第三章7小学教育⋯⋯⋯⋯⋯⋯⋯一⋯⋯⋯⋯⋯⋯⋯一⋯⋯⋯⋯⋯⋯⋯⋯⋯⋯⋯⋯⋯(43)

第一节小学教育的发展⋯⋯⋯⋯⋯⋯⋯⋯⋯⋯⋯⋯⋯⋯⋯⋯⋯⋯⋯⋯⋯⋯⋯⋯⋯(43)

第二节小学教育的任务：培养目标⋯一⋯”⋯⋯⋯⋯⋯⋯⋯⋯⋯⋯⋯⋯⋯⋯⋯⋯·‘(44)

第三节小学学制与课程设置⋯⋯⋯⋯⋯⋯⋯⋯⋯⋯⋯⋯⋯⋯⋯⋯⋯⋯⋯⋯⋯⋯⋯(43)

第四节小学校历⋯⋯o．．．⋯⋯⋯⋯⋯⋯⋯⋯⋯⋯⋯⋯⋯⋯⋯⋯⋯⋯⋯⋯⋯⋯⋯⋯(52)

第五节小学管理⋯⋯⋯⋯⋯⋯⋯⋯⋯⋯⋯⋯⋯⋯⋯⋯⋯⋯⋯⋯⋯⋯⋯⋯⋯⋯⋯⋯(53)

第六节学校简介⋯．：．⋯⋯⋯⋯⋯⋯⋯⋯⋯⋯⋯⋯⋯⋯⋯⋯⋯⋯⋯⋯⋯⋯⋯⋯⋯⋯(56)

第七节小学的思想品德，纪律教育⋯⋯⋯⋯⋯⋯⋯⋯⋯⋯O 00．OQm⋯．．，⋯⋯⋯⋯¨．⋯(58)

：第八节小学的体育，卫生、保健⋯⋯⋯⋯⋯⋯⋯⋯⋯⋯⋯⋯⋯⋯⋯⋯⋯⋯⋯．．⋯·(61)

第四章中学教育⋯⋯⋯⋯I o—o o⋯⋯⋯e004el⋯⋯⋯⋯⋯⋯⋯⋯⋯⋯⋯⋯⋯⋯⋯⋯⋯⋯(64)

第一节中学教育的发展⋯⋯⋯⋯⋯．，．⋯⋯⋯⋯⋯⋯⋯⋯⋯⋯⋯⋯⋯⋯⋯⋯⋯⋯⋯(64)

第二节普通中学的任务、培养目标⋯⋯⋯⋯⋯⋯⋯⋯⋯⋯⋯⋯⋯⋯⋯⋯⋯⋯⋯”(67)
第三节普通中学学制的演变及其教学计戈!l的变迁⋯⋯⋯⋯⋯⋯⋯⋯⋯⋯．．．⋯⋯⋯(67)

第四节中学管理⋯⋯⋯⋯⋯⋯_⋯⋯⋯⋯⋯⋯⋯⋯⋯⋯⋯：⋯⋯⋯⋯⋯⋯⋯⋯⋯”(68)

第五节酱通中学简介．．．．．．⋯⋯⋯⋯⋯⋯⋯．．．⋯⋯⋯⋯⋯⋯⋯⋯⋯一⋯⋯⋯⋯⋯⋯(70)

： 第六节农，职业中学简介⋯⋯‰⋯⋯⋯“⋯⋯⋯⋯⋯⋯⋯⋯⋯j““⋯?⋯⋯⋯⋯⋯。(75，

第七节·中学的政治思想教育⋯⋯⋯⋯⋯⋯⋯⋯⋯⋯⋯⋯⋯⋯⋯⋯⋯⋯⋯⋯⋯⋯．．．(76)

第八节中学的体育卫生工作⋯⋯⋯⋯⋯⋯⋯¨_⋯⋯⋯“⋯⋯⋯⋯⋯⋯．．“?⋯⋯?”(78)
，· 第五章专业学校简介⋯⋯⋯⋯⋯⋯⋯⋯一⋯⋯⋯⋯⋯⋯⋯·?丫⋯⋯⋯⋯⋯⋯’?，。⋯”(85)

第六章教学研究⋯⋯⋯⋯⋯⋯⋯⋯．．．⋯⋯⋯⋯⋯⋯⋯⋯⋯⋯⋯⋯⋯⋯⋯?：⋯⋯⋯⋯’<88)

第一节教研机构⋯⋯⋯⋯⋯⋯⋯一⋯⋯⋯⋯⋯⋯⋯⋯⋯⋯⋯⋯k⋯⋯．．．⋯⋯⋯I(88)
’

第=节教材，教法的研究⋯·j⋯⋯⋯⋯⋯⋯⋯⋯⋯⋯⋯⋯⋯⋯⋯⋯·‘．．一．．．”∥⋯’(88)
一 第七章一招生考试⋯⋯⋯⋯⋯⋯”⋯⋯⋯⋯¨⋯⋯⋯⋯：⋯⋯⋯⋯⋯⋯⋯⋯⋯?⋯⋯⋯一(93)

第-节‘中，小学招生考试⋯⋯⋯⋯⋯⋯⋯⋯·’：⋯⋯⋯。?⋯⋯⋯⋯⋯⋯⋯⋯．．．⋯■‘(93)

l
。

．第二节大、中专招生考试⋯⋯⋯⋯⋯⋯⋯⋯⋯¨：’：⋯⋯⋯⋯⋯⋯⋯⋯一i⋯?⋯⋯¨t‘(93)

、 第八章工农业余教育““⋯⋯⋯⋯⋯⋯⋯⋯⋯⋯⋯··?⋯⋯⋯⋯⋯⋯⋯⋯⋯⋯⋯⋯．．．．’(96)

。＼ 第一节工农业余教育机构⋯⋯⋯⋯⋯⋯⋯⋯⋯⋯⋯⋯⋯⋯⋯⋯⋯⋯⋯⋯···QO,I
e I’(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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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一章

。’ 第一章
●

第五编

人物⋯⋯⋯⋯⋯⋯⋯⋯⋯⋯⋯⋯⋯

第一节人物传略⋯⋯⋯⋯⋯⋯⋯⋯⋯⋯

聂本善传略⋯⋯⋯⋯⋯⋯⋯⋯⋯⋯⋯⋯⋯

原炳坤传略⋯⋯⋯⋯⋯⋯⋯⋯⋯⋯⋯⋯⋯

穆易兰传略⋯⋯⋯⋯⋯⋯⋯⋯⋯⋯一⋯⋯

第二节人物简介⋯⋯⋯⋯⋯⋯⋯⋯⋯⋯⋯

第二章报道、文章选载⋯⋯⋯⋯⋯⋯⋯⋯⋯⋯⋯⋯⋯⋯一⋯⋯⋯⋯⋯⋯⋯⋯⋯⋯⋯(136)‘
· 一，盐池县民办小学教员阎成美先生一云风⋯⋯⋯⋯⋯⋯一⋯⋯⋯⋯⋯⋯⋯⋯⋯(136)!。

二、盐池县城完小的好子弟运动一徐一民⋯⋯⋯⋯⋯⋯⋯⋯⋯⋯⋯⋯⋯⋯⋯⋯⋯(137)j t

三、探索山区普及小学教育的路子一教育科⋯⋯⋯⋯⋯⋯⋯⋯⋯．．．⋯⋯⋯⋯⋯⋯(138)：
四，抓好师资培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盛如海⋯⋯⋯⋯⋯⋯⋯⋯⋯⋯⋯⋯⋯⋯(139){． ’：

五，萌城乡教育工作出现新气象——胡春元⋯⋯⋯⋯⋯⋯⋯⋯⋯⋯⋯⋯⋯⋯⋯⋯⋯(130)；

第三章文存选录。⋯⋯⋯⋯⋯⋯·⋯⋯．．．⋯·⋯⋯：⋯⋯⋯⋯⋯··：⋯⋯⋯⋯⋯⋯⋯⋯⋯·(131)； ；

．一，盐池县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规划实施方案⋯_⋯⋯⋯⋯⋯⋯¨⋯⋯⋯⋯⋯⋯⋯⋯(131)i，一：

二，盐池县扫除文盲规戈!l实施方案⋯⋯⋯⋯_⋯⋯⋯⋯⋯⋯⋯⋯⋯．．⋯⋯⋯⋯⋯⋯·(133){ ：

三、盐池县中、小学领导干部、教职工岗位责任制⋯．．⋯⋯⋯⋯⋯⋯⋯⋯⋯⋯⋯⋯·(135)．一。j

。 四、盐池县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149)‘
t。 五，盐池县中，小学教师教学常规⋯⋯⋯⋯⋯⋯⋯⋯⋯⋯⋯··：⋯⋯“⋯⋯⋯⋯⋯⋯·(141)

’： 六，盐池县教育系统财务管理十条要求⋯⋯⋯⋯⋯⋯⋯⋯⋯⋯⋯⋯⋯⋯⋯⋯⋯⋯⋯(145)： ，

第六编盐池县教育大事记

编后记·。：⋯⋯“⋯⋯⋯I．⋯⋯⋯⋯⋯⋯：⋯⋯⋯⋯⋯⋯⋯⋯⋯⋯⋯⋯⋯⋯⋯⋯⋯⋯⋯⋯·(1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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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区域概况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东部，东靠陕西省定边县，南邻甘肃环县，西和本区同

心。灵武县接壤，北依毛乌素大沙漠，与内蒙古鄂托克旗毗连。南北长110公里，东西宽66公

里，面积7，130平方公里。境内地域辽阔，沙漠成片：由于地处边关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有搿平固门户，环庆襟喉"之称，“羽翼陕北，控扼朔方’’。

盐池县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盐池就属西戎族之戎地。汉初即置县，名晌

衍。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历朝曾围绕盐湖几易其名，改为盐州，花马池分州等。民国元

年(公元1912年)废花马池分州置盐池县，隶属朔方道，辖四区十堡。民国25年(公元1936

年)6月21日，盐池县大片领土解放，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中共盐池县

委和县政府成立，属陕甘宁边区所辖，解放区建立5个区政权，辖25个乡；318个行政村。

1947年3月，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配合蒋介石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盐池县成为拉锯战

地区，区域不定。
+ j

1：
’

?

建国后，设立盐池县，隶属于宁夏省。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后，划归甘肃省领导。

1958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盐池县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直至今。县内行政区戈!I

几经变迁，人口不断增长：1950年全县辖6个区，32个乡，132个行政村，全县人口33，383

人j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辖7令公社，52个大队，全县人口52，639人。1976年调整了公社

规模，全县分为15个公社，90个大队，全县人口102，656人。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

县15个公社，1个镇，96个大队，6个居委会，884个生产队，28个居民小组，全县21，417

户，119，235人。其中城镇人口9，285人，占人口总数的7．8％，’农业人口109，950人，占人口

总数的92．2％。1984年改公社为乡。1985年设1个区，2个镇、14个乡，全县人口12垂，935人。

、 r
t，

。

o 第二章教育事业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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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清末民国前期
。。“

‘一
}

．。 -．。r}t·1

’ ‘我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书二儒林传》记述，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日校，殷四庠周日序"。可见在夏，商，’。周三代，7就有了学校

教育。 ?j 0+．^ ·。r·． ．、-‘ _

西周的学校教育，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设在王都和渚侯国都城的学校叫国学，久贵族

子弟才能入学读书。各地方设有乡学，是一般贵族子弟上学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内容是传授

宗教祭祀知识和作战的经验。，‘ ，一 ：j’一’ ，‘‘：j一一 ‘．‘ ’．．’

秦始皇统j中国后，主要有中央学官和地方学官两种。这种官学制到了汉朝逐渐完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纡后，儒家经典遂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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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文人学士的控制，设立了专门管理官学的机构“国子监一。

各种专业学校也开始出现，如书学、算学，医学，律学等。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学校又

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宋，元承唐制。至明代，教育更加完备，中央学校分国子监和宗学

(皇家学校)两种。各地都办有普通和专业学校。教学内容除“四书一，。五经一外，还有

当朝的法律，法令。清朝的教育沿袭明代，设有太学，府学，州学、县学，社学等。’

，。 盐池县的学校教育，有史可查者是从清朝初年起。据史志记载，清朝初年，盐池(当时
。

、为花马分州)附设社学l处，为灵州(今灵武)五处社学之一。后来，随着清政府的腐败，

花马池社学停办，只有几所私塾，广大劳动人民子女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据清末编《花马

．池志》载，清代，盐池县中进士者5人(武进士2人)，中举人者9人(武举人8人)，贡生17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古老的中国开始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迫使清朝政府不

得不对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某些改良，采取了“废科举，兴学堂秒的措施，提出 ·

。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黟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在全国各地颇有影响。据清末所修《花马
‘。

池志》载搿(花马池)城内尚无学舍，今将南街观音寺改为初等小学堂，现有学生15X"。

这是盐池县实行近代学校教育的开始。
。

·

。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蔡元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了一

系列改革，盐池县教育事业有所发展。民国初年，惠安堡镇创办高别、学1所，农村建有初
级小学7所。民国7年(1918年)，盐池县城创办高级小学l所，全县初级小学发展到13

所，全县共有在校小学生近200人。从此一直到民国25年(1936年)，盐池县的小学教育再没，

有大的发展。从民国13年(1924年)开始，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曾在县城和惠安堡镇开办“夜

校"，“民众识字班万，“贫民小学矽等，开展社会教育，但收效不大。

二 ．总的来讲，在中华民国前期，盐池县教育事业与清朝末年相比，有所发展，办学形式，

教育方法也有所改进，但进展缓慢，劳动人民子女仍很少有上学的机会。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时期

． ．一，。： ．’! ．i．：’．’．j。
．

-．一，’

1936年盐池鳃放后，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废除了奴化的、封建的，法

西斯主义的教育，建立了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在盐池教育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篇章。。 ’-．j’|．，．，： ．T_·r ，

n 解放初期，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重点帮助城镇和农村恢复原有学校，并加以改造。到1937
“

年春，全县已有8所小学开学，180名儿童入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教育开始以实现。免

，‘费的义务教育一为方针，着重发展数量，加之边区政府从人力、物力给以援助，使全县小学教

育面貌为之一变。到1939年底，全县小学已发展到19所，在校小学生增加到273名。1940年之

。后，由于受“正规化一办学思想的影响，全县取消和合并了一些小学。到1942年，，全县只剩

．．9所小学，在檬小学生174人，．1943年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1944年提倡．誓公助民办"方针之

后，全县小学有了较大发展。到1945年，全县小学发展到24所，在校小学生362人：1947年

。3月，国民党马鸿逵匪邦侵占盐池后，使全县教育遭受很大损失。，。o、：·．_-：

盐池县委和县政府在抓小学教育的同时，开展了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任务的识字运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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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办冬学，识字组，家庭识字教育等形式，开展扫盲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总之，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盐池县的教育由于经济文化的历来落后，尽管办学条件差，

师资缺乏，但是为培养和输送大批优秀干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保障广

大劳动人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起了重大作用。其基本经验，如学制的建立要适应当时的革命

和生产的需要，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多种形式办学，以及教育为革命斗争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仍然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节新中国时期

建国后的36年，全县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为各条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但是，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不平的道路。纵观36年我县

。 教育的发展进程及其成就，可大体分为6个阶段。 。： 』；·一

一，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

1949年8月，盐池光复。第二年春天，盐池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组织了由县委宣传部，文教
辱

。 科和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整顿工作组，对全县原有小学进行接管和整顿工作，使原有

小学陆续恢复开学，并从学校行政领导，教学工作和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同时，由

， 于广大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迫切要求送子女上学，又新建了一批小学校。到1952

年，全县已有小学28所(其中完全小学3所)，，在校小学生1，030人，教职工54人。

二、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戈!l期间，全县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时期，教育事业随之得到发展。

1955年秋在县城创办初级中学1所，结束了盐池县没有中等教育的历史。1956年全县实现农

业合作化，’有些社队在国家扶持下，也办起了小学。到1957年底，全县共有小学40所(其中

社办小学13所)，在校小学生2，210人，占学龄儿童总数7，225人的25．5％，教职"T'-83人。初

级中学l所，在校学生154人，教职工13人。在教学上学习苏联经验，建立了一套新的备课、

·上课，批改作业，成绩考核制度。农村中的扫盲运动和城镇中的职工、干部教育也蓬蓬勃勃

． 地发展起来了。

●

：．三，1958—1 96孕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大起大落。‘
‘

，
一

t J '，

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次

，1958年在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高潮中，盐池县委组织了文教卫生指挥部，下设文教卫生

工作促进团，分赴全县各社，提出“一年普及小学教育，二年扫除文盲，三年社社办中学，

：，五年办大学一的口号，要求党支部书记动手，党团员带头，全体教师出动，利用庄头会、地

头会‘群众大会大宣传，大动员，很快在全县掀起了_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办学热潮，全县教

育事业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速度向前飞跃发展。到1958年，全县小学由1957年的40所，猛

增到169所·(其中民办初小146所)，在校小学生增加到7，712人，t占学令儿童总数8，909人

的86．57％，小学教职工由1957年的95人，．增加到274人。全县实现了囊社社有完小，．大队有，

初小，户户有学生，处处读书声"的局面。在大力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1958年秋，大水坑

：公社设立初级中学l所，全县在校中学生270人，教职工18人。县城创办农业中学一所，在校

学生73人，教职工4人。1959年秋，在县城成立初级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49人，专职教

。·5。



师1人。各级各类学校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绪

．合"的方针和毛泽东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开始探索创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教育制度，走自己的办学道路。在教学上i实行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三结。’

合，i各中学都创办了校办工厂、农场，：大多数小学都办有农场、饲养场。这一时期，全县的

教育工作受“左"的路线影响很大，出现很多失误，如在教师中反右扩大化，教育事业发展

过快，超过了我县的经济承受能力；学校师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以致造成教
一

育质量下降。，、 。，‘
～

‘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县教育工作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到1962年底，全县小学压缩到75N，在校小学生2，508人，小学教职工172人。同时，大水坑．

．初级中学玫为半耕半读学校，盐池县农业中学和盐池县初级师范学校被撤销。： j，

．’．t

．‘ 四，1963年一1965年，由于调整国民经济取得显著成效和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

针，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全县教育事业又有较大发展。。1965年，全县共有小学388所(包 i

括耕读小学)，在校小学生9，449人，共有教职212487人，有各类中学4所(其中普通中学2所，

农、牧业中学2所)，在校学生422人，教职T29人。在此期间，各类学校积极开展教师进修

和教学研究活动，中，小学教师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有较大提高，教育质量不断上升。，
1

，’ 五、“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伞县教育战线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挫折。 ⋯ ’·

190￡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校“停课闹革命节，整个教育战线处于停滞状态。

1968年鍪较陆续开始复课，但存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强调阶级斗争为主课，大批“智育第

一’’、口师遭尊严罗，鼓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大搞开门办学，学校秩序异常混乱，

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另外，f}{于在农村采取了戴帽子的方法盲目发展普通中学，使中等教育

出现了囊肿现象，结构单一，比例失调。车F这十年中，不少学校干部和教师受到精神上，肉

体上的摧残，学校的校舍、设备，仪器，图书遭到严重破坏。 ，

‘

六、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教育事业逐步走上了正

常轨遭，有了很大发展。 ， 一 、

197,3军10月粉碎“四人帮"，：，批判了“俩个估汁’’，砸碎了套在教育工作者身l-_氍j精神

枷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为一批教师和学校千部恢复了名誉，调整健全了：学校党，团组 -

‘织和学校领导班子，恢复了中学和大中专招生考试制度。．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贯彻了厶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学校布局，撤销了一批高中，压缩了小

学附设初中，恢复中心小学，注意办好公社中学，并进行了学制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
’

， 使全县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85年，全县有小学480所，在校小学生22，602人， ‘、

一有普通中学15所(竞全中学2所)，在校中学生6，971人(高中生1，477人，初中生5，494人)∥

有农职业中学2所，在校学生480人I有教师进修学校1所，在校学员73人；有幼儿园1所， ：‘

．在园幼JL414名，有小学附设学前班188个，+在校幼JL2，322人。全县有教职工(不包括民办教

．．r’学人员>1，380人(其中专任教师1，131人)。，采取了有效措施，基本上在全县农村扫除了青

‘一．壮年中的文盲。职工教育也由建国初的扫盲教育，’发展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r I·

’

总之，建国后的36年，全县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空前提高。：据统计，止1985年底，全

县124，935人中，有大专毕业生383人，大专肄业生11人，、高中文化程度的5，193入，初中文化

程度的18，313人，小学文化程度的44，173人。：，
。。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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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第二编 清末、民国前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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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育宗旨

清朝继承历代封建王朝的教育思想，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办教育的目

的是。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生员学成之后，应“上报君恩，下主人品，学为忠臣清

官玎。光绪32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

7武，尚实，，。．

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制度，清帝还亲颁《训饬士子文》，要求学子“隆重师儒，敦孝悌

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黟。 ．。

’

，

。

· 清政府竭力推崇孔子。县城每年春秋两次祭孔，城内私塾师生全部参加。农村私塾都立

孔子牌位，上书口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蒙童入学的第一天，都对孔子牌位焚香跪

。 拜，学生每日进校、离校都向孔子牌位行鞠躬礼。
● 。。 1912年元旦，革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

长。同年9月教育部规定的教育宗旨是矗注重德育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

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 ‘

●

民国8年(公元1919年)4月，教育调查会建议废除“军国民教育"，而以“养成健全

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护为宗旨。并说明“所谓健全人格者，当其具备下列条件： (1)和德

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从社会国家之本； (2)人生所需之知识技能， (3)强健活泼之体

格’(4)优美和乐之感情"。

“所谓共和精神者。 ‘1)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智为立国之根本。 (2)养成国

1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责社会国家之责任"。 、

，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定是l“历行农村之义务教育

及补习教育黟， “历行工人教育补助工人文化机关之设置黟， “在教育方面应使革命化，平

民化，并注意平民学校的扩充"， 矗注意农工妇教育”。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了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并于同年以国

民党政府名义公布。这个宗旨的全文是s。中华民国之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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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民族民生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

’发展，以促世界大同"。这次公布的教育宗旨一直沿用到民国38年国民政府垮台。

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教育宗旨变更频繁，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实施。 ‘

，-

‘

“_

。
●

，

’
’ ’，，_

‘． 第二章‘教育行政机构沿革，二 ·!

清朝县级教育行政机构，前日教谕署，训导署，后日劝学所。教谕，训导亦称学官。学

官以下配有礼房，廪局，斋夫，门斗等公务人员。教谕、训导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文庙祭祀，

教育考核所属生员。
， 5一 ．，J j

i

。。光绪32年(公元1906年)4月颁发劝学法令，中央成立学部，县设劝学所，·’为地方教育

． ·‘9·”



行政机构。劝学所设有所长1人，视导员与职员数人，其职权是掌管本县教育行政，劝诱地

方人士建立学堂，推广新教育。同时负责学田租额征收与管理。 ?

民国6年至11年(公元1907年至1922年)+，县教育行政机构依清制设劝学所。民国12年

(公元1923年)，改为教育局，设局长1人，视学与事务员若干人，并设董事会。颜生光曾

多年任盐池县教育局长。 t
． I‘ -一

，

民国25(公元1936年)，实行裁局改科，县教育行政机关称第四科(一科民政、’三科财

政、三科建设，四科教育)。 ，

第三章清代科举制度。‘ ?1．__。’·’
’

?

清朝教育的考试制度沿袭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
’

殿试四种。 ， 蘧
凡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参加童试。童试在县举行，每年一次，参加童试的-，i

人，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县试录取者始得参加府试，府试一般三年一次，录取 。

者称为儒学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即廪膳生员的简称，有一

定的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所以称为廪生，后来名额增广，在增广名额中的生员称为增广

生员，简称增生。增生不廪粮，也有一定的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学生员，简称生员。

生员每年由学政(学官名)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1正式的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

阉。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乡试取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

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

殿试是皇帝主考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进士。殿试分三甲录

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取前三名，第一． ·’

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
’

清代科举考试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文章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 -

义，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人立言。这种形式死板的文体，使天下士子将有限的精力，

耗尽在八股文上面，思想被禁锢。 ；， 1一． ．一
，．．

-科举还有武科一类。唐朝武则天时代就开始有武举了，后代相传，但不定期举行，至睨一

代中期始定武乡试，武会试之制。清代沿袭，考试科目为马箭，步箭、弓，刀，石，均名外 ．，

场，又以默写武经为内场：其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及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状元等 ’，．
’，

名目均与文科同，但加武之以别之。 ⋯

据清末编的《花马池志》记载，清代盐池共有进士5人(其中武进士2人)，举人9人i

(其中武举8人)，、贡生18人。另据民国年阅编的《盐池县志》记载，清末光绪年间，盐池

考取廪生4人，他们是。马宗先，聂从善．聂继善，聂本善。’ 。 。、1

附。清代盐池县科甲出身名录 ．．‘． ．

●I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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