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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教师进修学校

大营村集资办学成绩卓著

省教育厅树碑嘉奖



上图：温塘小学学生在做课问操

下图：西李村乡中新建的教学楼



原陕县卫生学校

现三门峡市中等专业学校

予西机床厂技工学校一角

洛新建材厂子弟学校(即三门峡水泥厂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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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高中(左)和县二中校办工厂22_人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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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教育志领导小组，编辑暨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张涛、董正方．

后排左起：王克岐、张志超、

吉维斌．胡长胜

张智本．赵玉仓、李金业

南治平．赵安国、李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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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是记述地方教育事韭凌展始末的专业志书。毛泽东主席早在1917年就说过。

口志现在之情形，留后日之稽考。一编史修志就是要继承历史，反映现状，揭示规律，

提供借鉴。《陕县教育志》就是为发展陕县教育事业，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

本志编写的原则是口详近略远罗、“详今略古打，并坚持口生不立传黟。民国以前

的教育，旧县志记载甚为简略，其他资料也由于屡遭兵燹，保存无几。因此，古代教

育，只是把晚清时期的一些资料分别记入有关篇章。

本志全书共分7篇。一、大事记，二、学校，三、管理，四、教师，五、教学，

六、人物11七、附录。

《跌县教育志》编辑室于1983年5月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在这修志蔚然成风的

大好形势下，在各级领导同志的重视和积极支持下，吉维斌、曲怀铁、牛学勤、张鸿等同志

经过近两年的参观学习、收集资料和基层访问，共收集文字资料4000多页约100余万字。

在此基础上，分析、归类，按照拟订的篇目汇编成初稿(征求意见稿)，于1985年1月

打印装订成册。此稿发至各有关领导、部门和学区征求意见，直_至1985年12月，正式成立了

领导小组，调整了编辑人员，又邀请了顾问，继续开展工作。这次，重点在收集意见，并

对初稿材料作了广泛地调查、核实、补充，编写体例也作了变动，删去重复资料，去掉

经验材料，增补了一些必要表格。1986年12月，又重新打印装订成《陕县教育志))(修订

稿)。为了力图准确无误地反映陕县教育事业的真实面貌，于t987年4月召开了教育界

知名人士的审稿会，对本稿的史实、文字都作了认真、细致的核实、纠正。会后，又进行

了一番认真修改、增补，于1988年4月编成《送审稿))。此稿经过三门峡市史志办主管

领导审阅，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编者又对志稿的篇目设置重新作了调整，并增补了

19￡6——1988年的材料，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推敲修改。此稿虽经反复修改，但由于

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仍会有疏忽遗漏之处，还望教育战线的全体同志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12月



屈． 例

一、本志取事上限从1905年起，下限至1988年底止。

二、本志设大事记、学校、管理、教师、教学、人物、‘附录共7篇23章33节。

三、本志《大事记))中记载的事，系有关陕县教育的大事、机构人事变更、重要会

议，文件等。

四、本志收集到的人物，是教育战线或对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没有赫赫

战功，却有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其他，均列表简介。

五，在叙事方法上，采取“略古详今”、“横排竖写∥的原则。

六、全志材料，一部分来自省，地、县档案资料，一部分摘自有关杂志及当事入的

回忆。

七、文中县、市合并、分置的时间，没有按照批文日期，而是以实际办公时间为

准，1984,年，改公社为乡后，原张村乡、李村乡改为西张村乡、西李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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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陕县历史悠久，自古为豫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夏商时，传说属豫州，

周代时，曾为虢国、焦国之都，秦时，始置陕县，清雍正二年改升为陕州直隶州，1913

年(民国2年)州废，又置陕县，1928年属豫西第三行政区管辖，1932年为河南省第十

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河南省陕州

专署驻地，1952年5且，陕州、洛阳专区合并，陕县归洛阳专区管辖，1959年11月，陕

县和三门峡市合并，县置废，1961年10月，县、市分置，1986年4月，洛阳专区撤销，

三门峡市升级，陕县归三门峡市管辖。陕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均设在三门峡市内，陕县

教育委员会设立在三门峡市建设路东段。全县共辖2镇15个乡，263个行政村，1635个自然

村。据1987年年终统计I共有居民70438户，306337"人(男159181口，女147156口)，其

中非农业人口3414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15％。
／

(=)

陕县原为周(公)召(公)分治的地方，学校设立较早，但由于战争频繁，时兴时

废。西周以前，学校设在官府，春秋时孔晋首创私人办学之风，战国时私学极盛，汉以

后私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

举设学堂以后，私塾与学堂并存。据1日县志记载，陕县有私塾、义学，儒学和书院之设

置。私塾，村村有，义学(清光绪十年始设)，陕县共有8处，儒学，陕县从唐朝开元年

间建立，书院，唐朝后期始设，推行于五代，宋至明清大盛，计有召南书院、砥柱书院、

棠荫书院3处。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陕县的教育主管机关为劝学所，1923年，始改劝学所

为教育局。

清末，废科举设学堂以后，陕县当时所设立的学堂，有召南书院改设的陕州中学

堂、县立高等小学堂、县立师范传习所、会兴砥柱书院改设的会兴小学堂。宣统元年

(1908年)在观音堂南家后设立的民生小学堂，加上改设的简易识字私塾(改良私塾)

40N，总共有中小学堂4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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