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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政协祁阳县委员会主席 钟上元

县政协牵头，县政协学习文史委与县教育局共同编撰这部比较全面展示祁阳教育

的志书的问世，值得庆贺。

今年春，就怎样组织好这部志书的编撰，我心里有一个疙瘩，因为我任期将满，是

一个很快就要离开政协岗位的人，能否成功地组织写好这部志书没有把握，下不了决

心。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抛却犹豫，不再踌躇，决心排除一切困难，组织各单位

共同来写好这部志书。

那是一个宁静的晚上，我在家里看电视剧《中国母亲~，我被那位母亲舍我忘我、重

视教育的事迹所感动，她让我想到自己的母亲。

我父亲去世早，母亲便挑起抚养我们兄妹四人的重担。 为了多挣只值几角甚至几

分钱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她像男劳力一样，赶牛去犁田把田，自己却省吃俭用，将挣来

的钱掰出来供我兄妹几个读书，一心只想让我们成才。 我上学的路，是母亲用辛劳和汗

水铺出来的。 祁阳境内像我母亲这样含辛茹苦送子女上学的父母何止万千啊!

我又想到像父母般教导我们的那些老师。 在过去一段难忘的历史时期，老师们的

日子过得很不公平、很委屈，他们吃苦受气，有些老师甚至晚上受批挨斗，白天却照常

给学生上课，而且教人不厌、诲人不倦。 我现在拥有的这些知识，大部分都是他们谆谆

教导出来的，我不能忘记这一群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还想到国家、学校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教育和贫困学生的关爱。 为了不让我

们这样因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辍学，学校用助学金、热心人用无私赞助帮助我们完成

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学业。 我就是靠享受学校最高助学金读完初中和高中学业的学生。

我不能忘记这一切一一永远，永远。

我深深地感到，这一辈子欠得最多的就是父母、老师和学校。 天下父母和老师都是

心心相通的，都想用最大的付出使自己的子女和学生成才。 他们用一颗一颗的爱心作

音符，织成祁阳教育年年丰收的大合唱;他们为国家培养、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

才，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二

自古以来，全社会的大力投入是祁阳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石。 这一优秀传统必须

记人史册，世世代代弘扬下去。 支持教育、办好教育，是全民的共同职责。 因此，我应该

克服一切困难，抓住去职前这一时间，写好"祁阳母亲"一一《祁阳县教育志~，记下教育

的历史，供政府办学参考，让学校培育出更多更好有用人才，来建设祖国、繁荣家乡 。

我们编撰这部《祁阳县教育志》设计的时间跨度是，上限不封顶，下限至 2∞6 年 1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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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空间跨度是，不仅写今日的祁阳县，而且写 1952 年 4 月 25 日前尚未析出的祁东

县。 在这个时空范围内，只要具有存史、资政、育人价值的教育史实，应写尽写，颗粒归

仓。 内容上，既写古代教育，也写现代的幼教、普教、职教、业教、成教、家教和社会教育。

自 2006 年 3 月筹备起，至 12 月完稿，时间甚短，涉及的内容很多，参加过志书编撰的

人手却甚少，要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然而，人生能有几

回搏?政协、教育局及相关单位的同志们决心迎难而上，去创建这项千秋伟业。

祁阳县的父老乡亲，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到唐朝大历六年( 771)六月以后，祁

阳教育则更上一层楼，进人蓬勃发展期。 那时结庐于祁阳活溪的诗人元结将大书法家

颜真卿请到祁阳来，将《大唐中兴颂》镑于湘江边的活溪摩崖上。 从此，祁阳名声大振，

文人墨客，名公巨卿，过此必游，游必赋诗撰文，镑刻上石，活溪便成了诗林碑海，成了

江南的文化宝库，祁阳的教育便春光融融，云蒸霞蔚，私塾、义学遍布城乡 。 唐代大文学

家柳宗元贬至永州，对永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尤其是宋代周敦颐的

出现，永州八属的教育事业发展更快，县县都有供学子读书的潦溪祠，祁阳则有新旧潦

溪祠两所和一所景潦书院。 宋时，小东江兴建学宫，培植扮榆，人才辈出 。 据统计，宋代

祁阳中进士者 98 人，为湖南进士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居全省首位。 宋代便首创水秀书

院，元代出现活溪书院，明代兴建文昌书院，清代则建成文明书院。 这些规模宏大的书

院都培育出众多的优秀人才。 民国时期，废书院、私塾，改为学堂、学校，祁阳县立中学、

乡村师范、私立达孝、崇汉、重华中学，扛起弘扬教育的重任;各地众多的乡 、保国民小

学、夜校、问字处，遍及城乡，构成祁阳教育的新体系 。 抗日时期从外地搬迁到祁阳的学

校甚多，如新生、岳麓、七职等普通和职业中学，促进了祁阳教育的新发展; 1944 年日寇

的兽蹄犯境，在祁阳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祁阳县被日寇蹂躏得遍体鳞伤，98%的

学校被迫停办，成了教育的荒漠。 1945 年日寇投降，祁阳教育的灾日恢复，履步艰难。

自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 ， 祁阳教育不仅复苏，

而且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翻身后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有着强烈的读书要求，于

是普教、业教、成教、职教、幼教、函授、自考、扫盲、远程 、党员、干部教育以及各行业的

I{Rill~培训班(校)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祁山南北、湘江两岸 。 办学形式也出现多样

化一一政府办、部门办 、私人办、集体办等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手段也不断出新，电化教

育的普及，更具有现代风彩。 祁阳教育出现春色满园 、繁花似锦的亮丽。 很多从各类学

校走出去的毕业生、肆业生，进入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博导、作家、党政要员……的行

列;还有一批学子则走出国门，在他邦异乡，为祖国争光。 这些都是祁阳教育的累累硕

果，都是祁阳学校、老师、父老乡亲、教育部门 、领导机关的骄傲c

回首祁阳教育走过的路，我感到自豪。 但想起有些事情却不是滋味:一是文化大革

命。 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使我们多少学生失去读书的机会，浪掷了似锦年华，对

我们那一代学生来说，永远是一个弥合不拢的创伤;二是 1957 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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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斗，错整了很多好老师，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历史过错;三是现在的教育环境令人

担忧，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如部分电子游戏、网吧管理不规范，部分家庭对小

孩过于溺爱，使不少孩子走进误区。 面对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和当前教育的现状，我想

借这部志书出版之际说几句恳切的话 :

(一)教育的好坏主要责任在各级政府。 我建议，当前要着重解决群众要求强烈的

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整顿教育环境、加强教育技人等问题，真正

达到祁阳教育强县的目的。 同时，动员全社会尊重教师，重视教育，使尊师重教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

(二)要把素质教育作为学校的重头戏来抓。 首先要关爱孩子，坚持用良好的师德

来影响孩子，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全面提高孩子的素质，以多出品学兼优、身心健康的学

生作为学校的第一责任。

(三)全社会都应当成为教育青少年的大学校。 父母是子女最好的教师，要做子女

学习的好榜样;有关方面要下决心治理学校周边环境，不能让黄、赌、毒和不良习惯残

害我们的下一代。

(四)要用正确的舆论导向指导办学方向 。 我们的教育不仅要重视基础教育，还必

须重视业余教育、成人教育、幼儿教育、职业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

育。 同时，要把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必须意识到上大学是成才之

路，而通过其他教育方式成才的，同样是时代的精英。

四

我们这一部《祁阳县教育志》共 4 卷， 300 多万字，几乎囊括了祁阳教育史上能够收

集到的所有资源。 我在审查这些史料时对其中不规范、不完整和事实有出人的地方，

进行了及时调整，由于受时间和各种因素的限制，仍有不规范、不完整、漏项和说真话

不到位的问题，但它总体上还是体现了祁阳古今教育事业的真实性和广泛性。 这一点

是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主管教育领导的认同和支持的 。 这几年(2001 - 2006)县政协和

有关部门共同组织编撰了 1000 多万字的专业志，值得总结的是，尚未出现大的差错 ，

且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 我和欧阳友徽老师在坚持志书的真实性上，观点是一致的，

合作得很好。

这部志书凝聚着广大编撰者的汗水和心血欧阳友徽、伍锡学、曾延龄、唐嗣德、陈

昌琳、陈彰富等同志就是突出的代表。 教育局的领导班子在整个编撰过程中，自始至终

配合得很默契，特别是唐晓宝、桂三虎、宋晓春及文史委周梅林等，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县委、县人大 、县政府、县政协、各镇、各部门、各学校，都对这部志书的撰写和出版给予

了大力支持，趁此志付梓之际，表示衷心感谢。

2006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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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
祁阳县教育局局长唐双喜

中共祁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唐晓宝
祁阳地处湘南僻壤，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一脉相传。 自 三国

建县以来，教育逐步发展:宋建学宫;元设书院;民国立校;新中国建立以后，改造旧教

育，建构新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优先，科教兴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输

送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 。

国乱焚书坑儒，国治平安修志。 为全面总结祁阳教育的得失成败，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县人大鼎力支持，县政协牵头组织，县财政等有关部门大力协助，县政协学习

文史委与县教育局竭力运作，聚集了一批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干部、老同志参与到

编篡队伍中来，众人戮力同心，内查外调，不舍昼夜，伏案写作，前后历经近一年的时

间，终于迎来了《祁阳县教育志》的脱稿问世。 这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丰硕成果，必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前，惠及后世的作用。 全书共四卷，凡

十九篇，洋洋近四百万字。 笔力所及，上下千余年;内容广博，普教、职教、成教、幼教、家

教和社会教育应包尽包，堪为我县的大教育志。 本志书略古详今，秉笔直书，还历史的

本来面貌，不隐恶，不溢美，真实可靠地记述了祁阳县教育的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及所

取得的丰硕成果，很让人喜欢。 期望全县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鉴前世之兴衰，考当

今之得失，图未来之发展，从中吸取教益，为全县教育事业再创辉煌作积极的贡献。

真实是志书的生命所在，唯有求实存真、存史资治方可流传百世。 《祁阳县教育志》虽

为重修，亦数易其稿，终因时间仓促、卷l跌繁浩，书中全比漏之处在所难免。 在阅读过程

中，诚请予以批评和订正。

一位哲人说"一个国家之前途，不取决于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城堡之坚固，也不

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是取决于公民之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之教育……"。 我们

深信，祁阳的历史一定属于未来，一定属于教育!

2006 年 11 月 18 日



凡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

是地记叙祁阳县教育历史。

二、时间范围 上限，可以追溯起源;下限，至 2006 年 12 月 5 日 。 详今略古。

三、空间范围 1952 年 4 月 25 日以前，祁东县尚未析出，按唐武德四年(621)所置

祁阳县境域记叙;以后，按祁阳县现在行政区划记叙。

四、编篡体裁 用语体文横排门类，纵叙史实，以述、记、志、传、录、图、表为体裁，

以篇、章、节、大目、小目、条目为编排层次。

五、历史纪年 清代前用帝号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如明代景泰三年(1452); 民国

时，则写成民国 33 年(19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如 1949 年 10 月 1

日 。

六、计量单位 除历史上的计量单位照录(或换算为公制单位)外，均用现在的计量

单位和汉译名称(表格内例外)。

七、名词简称 1949 年 10 月 9 日 -2006 年 12 月 5 日的中共祁阳县委员会、祁阳

县人民政府、祁阳县人民委员会、祁阳县革命委员会、祁阳县教育委员会以及文化大革

命等，在记叙时简称为县委、县政府、县人委、县革委、县教委、文革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前的政府，称明朝政府、清朝政府、民国政府。

八、资料来源 主要来自祁阳县史志办、档案局、统计局、教育局、各镇、各部门的

资料室、个人收藏的资料、采访笔记、野外考察实录、民间口碑、境内族谱、碑刻和《祁阳

文史》、《祁东文史》、《祁阳县教育志}(前志)、《祁东县教育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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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丰既 j主

祁阳地处湘南，北枕衡阳，南际永州，人口百余万，地域经济相对发达。 自三国孙吴

文平二年(257)建县以来，凡 1700 余载，父教师承，绵亘不断;库序蜂起，遍布城乡 。 基

础教育底子雄厚，职业教育渐趋发达。 时至今日，县级教育门类齐全，应有尽有。 公办教

育与民办教育相辅相成，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与学校教育互相配合，境内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 1985 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1997

年基本普及初中教育，目前已具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条件。

目前有文字资料可查的祁阳教育发展的历史，可分为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民国

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时期三个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
旧《祁阳县志》关于祁阳教育的记载，从宋朝写起。 此前祁阳的先民们的基础教育

主要靠私塾，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父母教子女、师傅带徒弟。

私塾是旧时教育的基础。 私塾系私人设立，或一家一所，或几家延师共办一所，也

有同姓族人共同举办的，形式多样，办学相对分散，一个教师，教几个或十几个学生。 祁

阳的私塾，一度遍布城乡，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清嘉庆十七年(1812H祁阳县

志》载"祁俗素重读书，每村社必有塾师。 子弟稍长俊秀者，即出就外傅。 弦颂之声，遍

于四郊。 子拎率皆闭户潜修，兢兢自好。 "

宋庆历四年(1ω4)((县志》上已有县学记载，当时称学宫。 县学是官学，和州学、府

学一样统称儒学。 它既是教育行政机关，又是教学场所，还是祭祀孔子及乡贤的地方。

县学一般办在文庙里。 县学往下延有社学、义学，其中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 从一个地方二一个时期产生人才的多少，可以看出当地当

时教育发展的水平、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得失成败。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盛于唐，

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 科举取士，最高层次的人才是进士，其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

花。 两宋时期，祁阳科考人才辈出 。 据《湖南教育史》记载，两宋期间，湖南共产生进士

908 名，祁阳以 98 人名列全省第一，占全省十分之一强，写下了祁阳教育史上光辉的一

页。 宋代零陵有进士 73 人，在全省排第二，道县 63 人，排第三;江华 56 人，排第四;宁

远 44 人，排第六。 当时永、道两州进士人数占全省的 40%。 宋朝以后，随着湖南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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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心在湘北稳定地形成，湖南的文化教育重心也逐渐北移。 祁阳乃至整个湘南地区

文化教育优势不再。 宋朝以后，祁阳的进士数量及在湖南所占比例逐渐减少。 不过，每

个朝代都有进士及第，一直未断线。 据统计，元代为 5 人(元代前期曾一度中断科举考

试) ，明代为 11 人，清代为 15 人。 明、清时期朝延设了乡试，中试者为举人，人才层次低

于进士。 明代祁阳有举人 64 人，清代祁阳有举人 72 人，在湖南处于中等水平。

自唐朝开始，历代朝廷设了武科举，因而有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武状元等称

号。 据记载，祁阳仅在清代就有武举人 21 人，武进士 3 人，其中桂林香还中了清同治四

年(1 865 )乙丑科武榜眼，官至三等侍卫花销总兵。 祁阳历来习武的人甚多，因而武馆教

育也一度发达。

旧时教育的另一个重要载体为书院。 书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史料记载，祁阳

在宋代就有书院。 最早的书院是南宋时镇守祁阳的道州人周志春(周敦颐四世裔孙)在

大忠桥梅湾村创办的水秀书院。 以后祁阳陆续出现过不少书院，有时存在 1-2 所，有

时 3-5 所。 其中最著名的书院有元朝时由县尉曾圭及其子曾尧臣于至元三年(1337 ) 

创办的活溪书院，明朝进士邓球于万历十二年(1 584)创办的文昌书院，清朝文明铺巡

检司长官朱锡川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创建的文明书院等。

晚清，朝延继承历代封建王朝的教育思想，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颁布《重订学

堂章程))，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继而学部又颁布

"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端教育宗旨，以儒家的教育思想，培养忠于封建王

朝的人才。 这些建立在"忠"与"孝"基础上的办学宗旨，视言论、结社、纠党为异端，被列

入禁令，其目的是维护清延统治者利益的。 当时的祁阳教育，以贯彻上述宗旨为圭臭。

清朝末期祁阳的教育状况有了一些变化，由单一读经向文科、实业多样化发展。 宣

统三年(1911)留日回来的邑人谢交，在孝子里创办祁阳女子学堂( 1913 年后迁到潦溪

祠，改名为祁阳女子高等小学堂)招收简易职业班，开设织染、缝纫、刺绣课，是为祁阳

职业学校之开端。 其他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也不再单一，体育、艺术活动受到重视。 学

校布局主要表现于官办书院集中于县城，义学、社学分布于集镇，私塾散布于城乡村

落。 教材方面，学校一律使用钦定教材，儒学、书院、经馆教授《四书》、《五经》、《圣谕~ ，

并课时文。 义学、社学和私塾蒙馆教《三字经》、《千字文》、《六言杂字》、《幼学琼林》等启

蒙教材。 清末，祁阳各类学校的经费渠道因学校性质不同而不同 。 儒学、书院、学堂经费

主要来源于学田田租，学塘塘租、铺房房租，也有由祠庙寺会或富裕好义之士捐赠的经

费。 私塾一般是谁出钱谁读书的筹费原则。 明清祁阳书院的山长由省提学(学政)委任，

主讲由府州厅管理。 书院山长、主讲、学堂教习、经馆塾师的收入一般可供五六口人的

衣食，蒙馆塾师的收入一般可供两三口人的衣食。 清代乃至民国以后，教师在每户人家

的神鑫上有一席之地"天地君亲师位"足可说明教师地位的崇高。

清末维新、改革之风盛行。 废科举，兴学堂成为时尚 。 光绪二十四年(1898) ，清廷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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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各府州厅县改书院为学堂。 光绪三十年，祁阳永昌书院首先易名为祁阳县第一高等

小学堂。 接着，景行义学、文明书院分别改为归阳高等实业小学堂和文明初等实业小学

堂，存诚义学改名为存诚高等小学堂，鼎新义学刚创办就改名为鼎新高等小学堂。 那

时，一方面是原有书院、塾学易名，另一方面新办学校取以新名，如宣统二年(1910)新

办的三口湾(今属祁东)张氏绳武初等小学堂，白水王氏私立初等小学堂等。 其时，祁阳

将书院等改名为公、私立高等小学堂 9 所，新办的 3 所。

晚清是一个政治腐败时期但又是思想界、教育界维新思潮活跃的时期，不仅基础

教育有了发展，职业教育也有了荫发之势。

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以下简称"民国")时期祁阳教育总的状况是:小学教育初具规模，中学

教育发展缓慢，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开始起步。

民国元年(1912)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政令，废除尊孔读经，仿照西方国家实

行新学制，开设新课程，规定小学学制为"四三"制，即初小 4 年，高小 3 年;中学学制为

4 年。 民国 3 年，祁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改名为祁阳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标志着小学教

育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民国 4 年 9 月，全县小学奉命在"小学"前面冠以"国民"

二字，并将小学分为县国民小学、乡国民小学和保国民小学三类。 乡、保国民小学校长

一般分别由当地乡长、保长担任。 民国 7 年，全县小学由清末的 12 所发展到 60 所，学

生 3292 人。

"五四"运动特别是大革命运动后，祁阳城乡受新文化运动和i革命思想影响，农工

子女上学人数日增，小学教育逐步发展。 国民政府再次制订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教育

宗旨，小学增添思想教育内容。 这时省教育厅长朱经农鼓励私人和族人办学，制订出一

整套办学章程和法规，祁阳小学教育发展较快。 据民国 18 年统计全县有公 、私立小学

402 所，学生 20384 人，其中私立小学 136 所，学生 9256 人，分别占全县小学所数的

33.8%和学生人数的 45.4%，为祁阳私立小学发展兴盛时期 。 这一时期教会小学也有发

展，到民国 20 年，全县有教会小学 4 所。 是年，祁阳划分为 5 个学区，公立小学有 290

所，其中 8 所于民国 22 年改为县立第一至第八高级小学校，这些作为全县小学的骨干

学校，教学设备和师资条件较好，教学质量较高，成为当时闻名全县的"八小"。 民国

25 - 30 年，祁阳开办短期小学校，民国 30 年下期实施国民教育，将全县公、私立小学、

短期小学融为一炉在农村设乡中心国民学校 33 所，保国民学校 382 所，学生 29 100

人。 当时私立小学仅存 35 所(含高小 3 所) 。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兴起，社会动荡，物价暴涨，教育经费困难。 全县 34 所中心

国民小学尚能勉强维持保国民学校由民国 30 年的 382所至民国 36 年减少为 322

所。 但是私立高小为适应当时初小毕业升学的需要，到民国 37 年，由推行国民教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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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高小 3 所发展到 41 所。

民国时期，私塾仍是城乡孩子启蒙的场所之一。 这一时期私塾从学历层次上分蒙

馆和经馆，也有经馆兼蒙馆的。 私塾对识字教育和培养人才发挥过较大的作用。

民国元年，县立中学堂的创办，标志着祁阳初中教育的开始。 县中仅办 3 年，民国

4 年因经费不济而停办。 祁阳学生上中学须东跑来阳，西奔邵阳，南走零陵和桂林，北

去衡阳与长沙。 这种局面，直到民国 20 年祁阳县办起乡村师范附设初中部才有些改

变。 抗日战争时期，中学教育步履艰难，但祁阳人民办学的热情不减。 民国 31 年，因战

时外地工厂和中学相继迁来祁阳，县境人口激增，工商业意外繁荣。 有重教传统的祁阳

人民，在外来影响下，复办县中，补习学校和补习班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 民国 30 年，

祁阳周姓族人创办达孝中学·民国 32 年刘氏族人、陈氏族人又创办崇汉和重华两所私

立初中。 此外还有唐氏族人创办的弘毅中学，张氏族人创办的南轩中学，桂氏族人筹办

的大儒中学等为期很短的几所私人初中。 这些学校，办学形式和目的虽各不相间，但对

发展全县中学教育起了推动作用。 民国 34 年 2 月，县立初级中学曾与乡村师范合并成

立临时联合中学。 是年 9 月县中又从联合中学分出克服艰难困苦坚持办学。

祁阳高中教育，可追溯到民国 31 年。 当时私立达孝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班，民国 34

年祁阳县临时联合中学校本部招收高中 1 个班，其北西分校招收高一、二年级各 1 个

班。 民国 37 年，私立崇汉中学创办高中部。 到 1949 年，祁阳有高中班的宁学仅 2 所，在

校高中生 251 人。

祁阳幼儿教育最早是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邓振雄于民国 29 年募捐创办的幼稚

园，它设于县立民众教育馆内 。 这是祁阳县最早创办的幼儿园。 人园的是 4-6 岁幼儿，

均系县城机关公教人员子女，民国 33 年因日寇侵祁而停办，民国 36 年恢复。

民国时期成人教育开始兴起。 民国 14 年祁阳劝学所通令各公、私立小学附设民

众夜学班，城乡共办 7 所，次年停。 民国 18 年复办 37 所，后发展到 52 所。 其中规模最

大、坚持时间最长的要算民国 16 年创办的黄家渡民众学校，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文明铺

民强民众学校。 民国 26 年，祁阳县成立民众教育馆，具体辅导民众教育业务。 民国 26 -

29 年，开办民众补习学校 340 所，毕业 14933 人。 民国 30 年扩充班组名额，办民教高小

班 66 个，学员 1980 人，初小班 466 个，学员 11650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 1.8%。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也有所发展。 民国元年祁阳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创办，为祁阳部

门、行业办学之始。 民国 10 - 12 年，先后创办祁阳甲、乙种师范讲习所各一个班，民国

19 年创办祁阳乡村师范学校，次年附设初中班，成为一所综合性学校。 民国 29 年省立

衡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为避免战乱曾迁来祁阳，次年 8 月更名为省立第七工业职业学

校，后又改名为省立祁阳工业职业学校。

民国初年，湖南的留学教育在民国 4 年前走在全国的前列 。 民国 2 年，湖南经考试

选拔出国留学生共 92 名，其中就有祁阳人蒋元和王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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