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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杨英强 何万真 陈玉娇 梁 松‘何善谦

罗传厚 黄庆良 肖玉麟何勉 ‘．

主 编：刘淼水．
‘

副主编：钟其坚+丘光迢 黄演滨 黄穆锴 江向曙

工作人员。钟政鹰． 。 -，

‘

审． 修。张林徐坤辉李．清 陈广焕

审定单位；广东省梅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
赞助《梅州教育志》编写出版费芳名

‘

华侨．港澳同胞

曾宪梓先生

田家炳先生．“

萧畹香先生，

． 刘宇新先生’．
，

Y●

，

国内的单位，企业家

梅州卷烟厂

张德琴先生

、 ．田桓先先生：

。廖根周先生

l

《，

7√■一



顾

，《梅州教育志》编纂机构，
。

，，。：。，_． ·、 ： ’．．‘

问：杨英强 何万真 陈玉娇 梁 松‘何善谦

罗传厚 黄庆良 肖玉麟何勉 ‘．

主 编：刘淼水．
‘

副主编：钟其坚+丘光迢 黄演滨 黄穆锴 江向曙

工作人员。钟政鹰． 。 -，

‘

审． 修。张林徐坤辉李．清 陈广焕

审定单位；广东省梅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
赞助《梅州教育志》编写出版费芳名

‘

华侨．港澳同胞

曾宪梓先生

田家炳先生．“

萧畹香先生，

． 刘宇新先生’．
，

Y●

，

国内的单位，企业家

梅州卷烟厂

张德琴先生

、 ．田桓先先生：

。廖根周先生

l

《，

7√■一



●

t‘，’。 序 育⋯⋯⋯⋯⋯⋯⋯⋯⋯．．．⋯⋯⋯⋯⋯⋯⋯一IIooII qlOtolie oel O,11．一?一··!⋯．．．：．．．⋯⋯⋯(1)
’’

凡1两”·”····”·”·”·”·”····”········””····”····”·“··””·····”···“·”·”+elole?··j·”·一(5)．． +．

’

?， 概!述··-”·””··”·”·······”·⋯···”··”OOO ollOliipil oo·IIliil OiDOoil········ee eDo ooo，·-·．’·吖“·····_"“’(4)
‘

：：

』+

，。

，、：大事记⋯eeeeee eee eeo·eo eoi ollo coo．⋯．．．．．．⋯⋯．．．⋯⋯·”eooloo eoie⋯⋯⋯⋯⋯．．．“j．’．⋯⋯，(j+7、)。。、，
●

．

。。

第‘一篇教育管理⋯⋯⋯⋯⋯⋯⋯⋯⋯⋯⋯．．．．．．．．．⋯⋯．．．⋯⋯．．．⋯⋯⋯⋯⋯⋯⋯·婶·一(’41)．
．1

J _ ’· 。

第一章教育行政管理⋯⋯⋯⋯⋯⋯⋯⋯．．．⋯⋯⋯．．．⋯⋯⋯·⋯⋯⋯l!．·．．·．．⋯⋯⋯一(41)
、

，

i’第一节教育行政机构穑革⋯⋯⋯⋯⋯⋯⋯⋯⋯⋯m一⋯⋯⋯⋯⋯m⋯．t．·叶·．．．：．(41)j ．。‘

‘

?

●
i}0 1955年·1949年广东省第六、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人一览表·、⋯，， ，、

i，¨’；1949年一1988年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人一览表’：：”●t一

· ·^’，第二节教育行政组织职能⋯⋯⋯⋯⋯⋯·一⋯⋯⋯⋯⋯⋯⋯⋯⋯⋯·0m～·～IHll·一(44)
。【 ”

，’．．。 第二摩学校管理⋯⋯⋯⋯⋯⋯⋯⋯⋯·”·041'·“⋯·“⋯⋯·一⋯·”．．．⋯⋯-m⋯⋯．．．⋯”(46)
，

⋯

，

．。：- 第一节学校管理体制变革ioll oiill o qllllloBilIItilloll0000·一⋯⋯n⋯⋯””一?加厶-·j．．．⋯·j·-州(46)
J‘

5|

． +第：节学校行政管理机构ooo oooioo ooo ooo 0041 000·”一·一·”一-·一·一⋯矗⋯⋯i“和··-．．-．．州(47)
●

．一ii附录l梅县地区普通中学校长职责’‘．1，7．3|，·_7¨；。’一5 T_ } ?i．．‘：+
， ●

第=篇各级各类教育．．．⋯⋯⋯⋯⋯⋯⋯⋯．．．··?·j⋯⋯⋯⋯⋯⋯⋯··n·吩．．i．，．o⋯·一啼(51)
，

／ 一，· J，‘

第一章幼儿教育”i⋯m⋯⋯⋯⋯⋯i⋯⋯一loll二“”．．．⋯⋯·一⋯⋯⋯·b．．．．．．面．‘‘⋯·“⋯‘(51)

， 第，节兴办和发展⋯⋯⋯⋯⋯⋯⋯⋯m⋯⋯⋯⋯⋯·．．一．．．⋯⋯⋯·一·”．．．⋯⋯·“(51)
I

·
．‘ ·

’，
．r

： 第二节学制，教养内容和方法·一一一·-⋯·一～一⋯一一⋯_⋯””·1110 OUO 0 4J01108。i’4b!O<55)

J ：‘I ⋯。1985年梅县地区各县(市)幼儿园基本情况表．-一 ”+ 。≯。：．．
，，

，
．

i 1949年一1985年全区幼儿园情况表 。j．一t’ o 4．。：：‘·j ∥ ，。

。-

3．‘ √重点幼儿自简介 ，’，·p．‘!j：．，。 ·，

j第二霉，初等教育⋯⋯⋯·一。．．·”itll．·,tpilLt oeo aloe”q!lollII·q elliO 05 41 oolllllie．qleqp eee qilllloiIll，·t而⋯·j．．m“‘61)
● 。

。

，
。

，

：，
’

、，。
；·

‘。 ， 。，。”， ．‘

‘t，J

’ ， 。●

’

j ●

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

：．
’

。‘
’．‘‘．．|+

‘
一，．

≠

'，‘ #‘r●’
^T

}一
·

第一节兴办和发展一⋯⋯⋯⋯⋯mm．．．⋯⋯⋯．．．．．．⋯‰⋯．．．⋯⋯⋯⋯⋯⋯⋯一(61)

第二节．学制、课程和教材⋯⋯”?‘．．⋯．．．⋯⋯⋯‘_．．．．．．⋯⋯⋯⋯⋯⋯．．．⋯⋯⋯⋯(66)

第三节教育和教学⋯⋯⋯⋯⋯··：⋯+⋯一⋯⋯⋯·”⋯⋯⋯⋯⋯⋯⋯⋯⋯⋯⋯⋯一(67>

第四节学校体育、卫生⋯⋯⋯m⋯⋯⋯⋯⋯⋯⋯⋯⋯⋯⋯⋯⋯⋯⋯⋯⋯⋯⋯⋯(71)

重点小学简介
、

．

!．
．．·；．。 一。·

附一。师范学校的实验工厂上一梅州师范附属小学 +．¨’一一⋯一·～·

●

●

7。，附=。丰顺县凤坪畲族小学‘
- ’t “ 』。·

-
-

¨。
j， t．

+：‘小学基本情况表j’’ ·”一^ r⋯ · 一
，t

? 、1 985年各县区(镇)中心小学一览表”’
¨ r‘， ．：j ．o

7第三章中等教育⋯m．．．．．．．．．⋯⋯．．．⋯⋯⋯m⋯m⋯·一⋯⋯⋯⋯⋯⋯⋯⋯⋯⋯⋯⋯(94)1

7第一节-普通中学．．．⋯⋯．．．⋯⋯⋯⋯⋯⋯⋯⋯⋯⋯⋯⋯⋯⋯⋯⋯⋯⋯⋯⋯⋯⋯⋯(94》
●

’1。．一。兴办和发展⋯⋯一⋯m⋯m⋯⋯⋯⋯．．．⋯⋯⋯．．．⋯⋯⋯⋯⋯⋯⋯·⋯⋯⋯”(94)

-：1、=一．学制、课程⋯m⋯⋯⋯⋯⋯⋯⋯⋯⋯⋯⋯⋯⋯⋯⋯⋯⋯⋯⋯⋯⋯⋯⋯⋯⋯(97)

，E 三?教育和教学⋯。?⋯⋯⋯。?⋯”_‘j⋯⋯⋯⋯⋯¨⋯⋯·‘”?⋯⋯”：”：’j⋯⋯⋯⋯·(98) ●

四、学校体育，卫生一⋯．．．⋯⋯⋯矗eoO coo oee．o—000 900，⋯⋯⋯⋯⋯”⋯o⋯⋯⋯·(106)

』、重点中学简介t：-．·? ⋯-⋯、⋯一⋯⋯， ⋯。∥_‘ ．’?’，-．‘ ．·

，’卜梅县地区1949—1985年普通中学基本情况表t 、、、～。 ·r

’，

“

j-梅县地区1952年普通中学概况统计表⋯- 一．

～．． ’，一一：、‘： i ·
、

”

梅县地区1985年普通中学概况一览表⋯．，， -一··。．^⋯。
．

。：7

，

第：节农(职)业中学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m·⋯⋯⋯⋯⋯⋯⋯⋯⋯⋯⋯⋯”(137)

·、’附一。梅县地区农(职>业中学基本情况表 ’；
。，． ．。，“?‘

f?：附二l 1985和1986年普通中学与职业高中实际招生数对照表-，’。’|、 ’!⋯，

： 附三，部分职业中学简介·，· ，一一‘， ⋯
’。

s

t’?第三节中等专业学校⋯⋯·⋯⋯⋯”～⋯⋯⋯⋯⋯⋯．．．山⋯⋯．．．⋯⋯⋯⋯⋯·“(145> ’．

^．一、师范学校．：．：⋯⋯。：⋯．：⋯⋯：oo ooo．00 00008：．j⋯⋯⋯：．：⋯．。。：⋯．．：⋯。⋯⋯．：．’(144)一。★

，。 附：梅县地区中等师范学校和教师进修学校基本情况表 。

，

附。中等师范简介
，

?』’v| 一．．

．蠢
·

“0{，=、农业学校⋯．．．．．．·．．．·．．．····．．．·，．．·．．．，eeq eo，州哪··，．．．州．．．·⋯·，一．．’．．，Ⅲ．．．⋯‘1导O)‘
，』|

’‘

、

I ：¨，
一

．，

? ·
。

’

、
Lt

’
’、一’ ．

．f

‘

● ，-，㈠



● 附·梅县地区1981—1986年农业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基本情况表，；．。

．附。农业学校简介 ：
’、，

4： 一 “

-一，‘
，

’

，。 V ．
。

附s 1986年梅县地区农业技术学校一览表 。．“ ’．
。

一
。‘ ’

．三，工业学校一”⋯⋯⋯⋯⋯⋯．．．⋯⋯⋯⋯⋯⋯⋯”⋯⋯⋯⋯⋯·”⋯··⋯⋯(154)
。、 ，’， }

～

o 附t梅县地区工业学校基本情况表
‘

四，卫生学校eOO'eOO 008 000 lot：⋯⋯⋯⋯⋯⋯⋯⋯⋯⋯⋯⋯⋯⋯⋯⋯⋯⋯⋯⋯⋯”(155)

滞‘ ，-．¨4附；梅县地区卫生学校基本情况表
’‘

J·

，·“ 。。“’?!

■一；附。卫生学校简介’
。 ·’

。·． ，?i
j ，。

’

I，五，．商业0财贸学校⋯⋯⋯”⋯⋯⋯⋯⋯⋯⋯⋯一⋯⋯⋯⋯⋯⋯··⋯⋯m．．．‘157)

一|．；六，艺术学校⋯⋯⋯⋯⋯⋯⋯”··．．．⋯⋯⋯⋯q⋯．．．⋯一”⋯⋯⋯⋯··■m(158>．

，⋯七，体育学校⋯⋯⋯··⋯⋯⋯⋯⋯⋯⋯··⋯⋯⋯⋯⋯⋯⋯⋯⋯⋯⋯⋯⋯”．·“(1 59)。‘
：’7_

～
‘”

-，⋯ ‘j

’，。 第四节技工学校⋯⋯⋯⋯⋯⋯。⋯⋯⋯一⋯⋯⋯⋯⋯⋯⋯一一⋯⋯⋯·一⋯⋯⋯(159)

‘

第四章高等教育⋯⋯⋯⋯⋯·”⋯⋯⋯一．．．⋯⋯⋯⋯⋯⋯⋯⋯⋯⋯⋯⋯⋯··⋯⋯(160)
，：

·-．

． ：；， 一十． ，+ 。，
．、

} ，。

：7．．，争

◆ 。
附。高等院校简介 4． 。， ．，

{．

’． 第五章成人教育·“⋯⋯⋯⋯”··⋯⋯⋯⋯”⋯⋯⋯⋯⋯⋯⋯⋯⋯⋯⋯⋯⋯⋯．．．·(162)
’． ， ， -，t

。 ●4 ， ^k
” ·’‘

’7 ‘’

· 第一节成人初等教育⋯⋯··⋯⋯⋯⋯⋯··⋯⋯⋯⋯⋯·一⋯m⋯⋯⋯⋯⋯⋯·”(165)

一．+ 第=节成人中等教育⋯⋯··⋯⋯⋯⋯⋯”⋯⋯⋯⋯⋯⋯⋯⋯⋯．．．⋯⋯⋯⋯⋯’‘℃167)
。

：
。：，

，，．，⋯ 声 一．。，

一，
： ．：． ?、。： +?一．r，

第三节成人高等教育⋯⋯⋯一⋯⋯⋯一⋯⋯··．．一⋯⋯⋯⋯⋯⋯⋯⋯⋯⋯⋯-(168)1

。：。f。附录二l成人教育各类统计表’一，．，⋯一，“ ¨rj+． i‘一j·
7．r．

附录=l成人高等、‘中等学校简介’j j，：：：+，?，’。-}‘ i?：1一：
．一i“。．

r

r‘

，

’

第三篇教师队伍⋯⋯⋯⋯⋯⋯⋯一⋯⋯．⋯·”⋯⋯⋯⋯一．．t一⋯⋯⋯⋯⋯⋯·”⋯⋯‘t 175)

第一章队伍构成⋯⋯⋯⋯⋯⋯⋯⋯“⋯⋯“⋯⋯⋯⋯⋯·”⋯⋯⋯⋯一”：·“o⋯，(175，
●

●+

一--
“

一，1985—1986学年初梅县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数‘ ：E’
’，

： ． 二，1985年初梅县地区普通中学分课程专任教师学历情况
“ ’

、一 。j“‘．_
一 ’

三，1985年梅县地区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情况 。、
。

’|．‘四、"1985年各县(市)小学分课程专任教师情况 ：． ‘．：j．。、?
-

”

’

r第=章师资培训⋯⋯～⋯⋯⋯⋯⋯⋯一eee qpee euoeeeae·”⋯⋯⋯m⋯m⋯⋯⋯⋯⋯·“(182 y

-第三章教师待遇⋯⋯一·”一·．，．”·，eeq e ase q'e·eee oeee．，·一．．．··?eeo ee-．．．．．．ww⋯mm⋯(18弓)’
～

， ●



● ，

●

’

’

，

‘

+。

’

附。梅县地区教育系统先进、模范一览表 一 一．’ l。o∥?·．j 。：4：，． ·’V： ●
’

j’¨：’’：．÷?。；?’一、
?

’

●、
^●

第四篇．教育学会和教学研警．．．‘：d0
OOO OOO O 41JO gOO OOB OO OmO

OOB，OOe OO·‘I⋯‘?⋯‘I．_j”_‘：?‘_，⋯二：1
197’1

《

第一章教育学会一一．．．一⋯⋯⋯一⋯⋯⋯⋯⋯⋯一⋯⋯⋯·”⋯⋯⋯⋯一⋯⋯⋯(197)
．·’’

．第一节组织机构一⋯m⋯⋯⋯⋯m⋯⋯⋯⋯⋯⋯⋯⋯⋯⋯⋯⋯⋯⋯j⋯··⋯一(197)

，：．第=节4工作研究⋯厶⋯⋯⋯⋯⋯⋯⋯⋯⋯⋯⋯⋯⋯⋯⋯⋯⋯⋯⋯⋯⋯一⋯⋯，(198)
’

”’‘ “”．0’～? ‘，

，

。第=章教学研究⋯⋯一一⋯⋯⋯⋯⋯⋯⋯一⋯”⋯⋯⋯··“⋯·“⋯·．．elJO eoo qpeoeee一’<198) 卡

t，’ 第一节机构设置(Joe ooqJ ooo 000 000·一⋯⋯⋯⋯⋯．．．⋯⋯⋯⋯⋯⋯⋯·一·”·¨·一⋯一⋯．(198)’一
1j

’

。 ’l

f’第=节．研究工作．．．．．．一⋯⋯⋯000 ego eeem⋯⋯·7．．．··OodI?⋯?⋯⋯··一-(01JJO 0040·一一⋯·(199)
，

r，

。
～‘‘j■r’| 。

第五篇教育管理体制改革eeoooO eoo oee·．．．⋯⋯．．．“eeo ooe coal oeo eoO·”一．．．．．．．．．·一”：·”．．．⋯：’(201)，。，’
‘

’、 ．，。， ．j．： ， ?，一^． y ：

第六篇教育经费000 000一一⋯m⋯⋯⋯⋯⋯⋯⋯⋯⋯⋯⋯”000 qPoe oog oqpg)⋯⋯⋯⋯y-⋯．．．(203>
’

o’| ，⋯⋯’t ’，-r ．，。 √ ． ．、：．'。，：‘。I， 滞．．；粥 ．。

，，‘第i章经费来源?oo gee OOO oeo OOO··Oooo ago(IJOO OOQ ooo o⋯⋯⋯⋯⋯⋯⋯⋯⋯⋯⋯⋯⋯⋯⋯”(203)。
。’

』 ’一 一，’7+’”
‘。’ t： ·· 。：， ·一’’j ’．． tj。 ，4

第一节国家拨款⋯．．．⋯⋯⋯⋯⋯⋯⋯⋯⋯⋯⋯⋯⋯⋯⋯·”⋯⋯⋯⋯⋯⋯⋯⋯(203) j’．．

：1：，。附。善级学校学杂费孥准毒4，， ?o．．．。． -．i：‘．。≥：i 2 0 j 7．鬻 ，-．．●’
， ：0第=节集俺办学⋯⋯⋯⋯⋯⋯⋯⋯⋯⋯⋯⋯⋯⋯⋯⋯⋯⋯·一⋯⋯·⋯⋯⋯⋯”(205) 。

’

”一。一一一．。⋯ ’

一 ⋯。 ：__． 一 ’：f～。t+ ◆

，。第三节集资办学OO·006⋯⋯⋯·一o·o ooo oe⋯⋯⋯⋯⋯⋯⋯⋯⋯⋯⋯⋯⋯⋯：···4)00 00·．(205>+‘r：

： ～r|_第四节，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办学⋯·dbO OOO w⋯⋯⋯⋯⋯⋯⋯⋯⋯⋯”⋯⋯⋯⋯⋯⋯．(206)
● ⋯ ’

，J
—I

^‘ ‘。
。 f ' ，f●

～
，· I

。 ，

’

”
I

第：章经费管理和使用⋯⋯⋯⋯⋯⋯⋯⋯⋯‘?·eoo ooo?一⋯·一·一⋯●．H⋯·一⋯一，m j(2∞)

。附。梅县地区1950等各县市警方教育经费岁入，岁出统计表．，j。：、，÷一j√
’

}附l普通教育经费支出数表 ：‘_一．． ，。一 ’，．，，；：。-：j_?：； 一j?，#

’

。●

I 第七麓教学仪器与电教设备·oo⋯⋯⋯m．．．胛⋯·eo·eo coo coo oeo ooo oeo eee eoo·”·“-叩‘-．¨⋯-，(215)．

·． ’‘附l教学仪器统计表 ，’÷，．、。}。。 ’；一。|．。，；j．．?，。：。：j ?：?，，， 、*”，．丐

第八篇勤工俭学⋯⋯⋯⋯⋯·”···Oeg OOO,4tOe o-eo ooo ooo ooo oe。·-一·-⋯．．．m⋯⋯一一·．．”l叶⋯·(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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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梅州教育志》记述了梅州市t(厦梅县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梅州市被人们誉为“文化之乡矽，指的是梅州市各级各类学校率先创办，发达鼎盛，．各
．

‘‘ ‘j‘’ ‘ 』 ’- j， ’’i‘··，、 ‘’7

种各样人才荟萃辈出，业绩显著。自宋代开始至明，清，特别是在清光绪年间废科举，兴学

堂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识之士都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和全市人民的努力卞，梅州市教育事业得剜迅速发展，教育质量日益提高。矗文化大革

命力十年虽遭破坏，；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

- 在梅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开放改革。 梅州市
．'

、· ．广大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党的知识分子

· 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和落实，尊师重教，蔚为风气。，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教书育人积极性日益

‘高涨，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
●

了大批有用之才，使梅州“文化之乡"重现异彩。凡此种种，编者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地、翔实地加以记述。

梅州教育的发达，除了仝市400多万人民，广大教育工作者，历尽艰辛兴学育人之外，

与广大华侨，港澳同胞关心桑梓，热心办学，慷慨捐资是分不开的。清末以来，千千万万的

。’ 海外游子，他们渴望祖国早日臻于世界富强之林，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办学育人。金市
I —

一 不少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创办、维持和发展，都是华侨港澳同胞鼎力勃助的结果。1985年
t

r’

． 嘉应大学的创办再现了广大侨胞、港澳同胞热心教育的赤诚之心。因此，梅州教育充分体现

-■ 了“华侨之乡，，的特色。梅州市各类学校体育运动非常活跃，培养的足球人才遍布全国。

r 。“足球之乡矽亦誉传四海。， ‘7．‘

I -

1．’ 梅州教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步入了鼎盛时期，不但受教育的普及面较广，而且在实
1

践先进的教育思想方面也先于他地，1955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派了晓庄师范小学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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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员潘一尘到百侯中学任校长。他带领晓庄师范学生程今吾等10多人到大埔百侯中学任教，在 ●

百侯建立了“生活教育黟的园地。百侯中学的教学改革生气勃勃，被陶行知先生誉为“生活，

教育抄之友，被称为“吾道有邻’’，研教育改革之先河而闻名遐迩。 -
’

’’
：

‘

梅州教育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教育园地百花争艳，硕果累累。《梅州教育志》的编写

同人，浇铸了心血，述史评实，内容丰富，经验l‘教训均能给人以启迪。我们可以从中窥见 ‘．’

梅州教育的先进性和特殊性。
。。‘ t

、

邓小平同志指出：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劳梅州教育在这个方针

指引下，正在改革中前进。’要改革教育，就必须研究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和掌握它的规‘

律性，用以指导今后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州教育志》的编写与出版，必将对梅州市

教育事业的发展，产哇!积极的影响，7起到良好的作用。： !i。“。
‘?

’■r：，，．．’#．。-+．0“：．“一‘、1’1#i。：√’：■{、：．：，，一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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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梅州教育志》记叙从清末到1 986年近九十年闻梅县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概况。‘
。

t·：二、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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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以中小学教育为主线，翔实地反映梅县地区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_

‘三、本志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袅j录。‘在结构上分篇、章、节i目。备篇从实。
。

际出发，结构不一，或只有篇而未设章、’节，目，或只有篇，章而未分节分目，或篇，章、t

。 节，目均齐又加附录。4全书计有10篇14章25节16目。序后篇前立概述、大事记，并附照片、．

。

．’ 晕校分希示毫图。。其他图表话于各有关章节：j。_。“～ 。r一。I 1+^¨≥一T·：弧

·‘四、本志正文按横排纵叙的原则，用语体文记述，全书约22万字。’
。‘

．_-“

◆ ． 五，历史年代的记述，用朝代年号和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i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壳。’
‘。 ‘，_“’ · 一 、! 。’

7‘’ _7

4

六，本志丙记数与计量，公历年，月，日，+年龄’：N'I'．-I，民国年代_二律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
，旷一!“：、：‘t一一⋯‘一!·， 。|J。4^√i

，’|
；I

1-·

·
。-

‘1，
，j

r一七、本志所列先进集体、先进教师、优秀教师均为受省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

八．本志历史地名，’校名、各级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的习惯称呼，必要时用括

号注晶今名。 ，¨ ∥i一 ⋯·。，·’
．∥。，： ，1川，一：‘’

’·’ 5
¨÷

，·

÷
‘ ：j

，r，

．
‘‘I- ～‘‘⋯，

。。九：、本志各篇内容多少不等，主要是因事实繁简，材料详略所致。11352年至1965年期． ．

闻缺全地区性活动的记载，是因为这时期兴梅专区建制撤销，所属七县归并粤东专区(1956
。

?。 ’年改名为油头专区)管辖。 、～：’ ”一¨‘‘‘‘。’‘：、j_9。-。‘。。。
P“：～”卜。

7|t
．， ；， t；’ 、 ‘¨

．

。7 ， 十，"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原梅县地区改为梅州市，辖梅县，兴宁，五华，。大埔，

丰顺、’平远j蕉岭七县和梅江区(县级)。本志所记机构名称按原名不变。
一

，．，：’ 、
．， 。，?，

’
．、 。：．-0 ，!i’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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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梅县地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与福建，江西接壤。具有勤劳，朴实．好学．文明美德

的400多万客家人，在此生息繁衍，创造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其中教育事业尤为发达。

’史籍证明，客家人根自中原。庙于战乱，灾荒等种种原因，客家先民从黄河流域辗转南迁，

．其中有不少人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官宦世族，书香门第，这是文化发达的历史原因，加之客家
·

，祖先南迁之后，居于穷乡僻壤，为谋求生存而披荆斩棘，．开创基业，布播文明，．弘扬中原文

，： 化：随着人口的繁衍，一部分人被迫外出或漂洋过海，：出国谋生，文化知识更成为一种谋生

手段，这种客观的自然条件，也促成其文化的普及。因此，梅县地区人民历来重视文教，，崇

．|．．+ 尚读书，形成了“梅县地区人宁愿挑担卖柴斗做苦力，也要供子女读书"的传统风尚0梅县

+。拌簪成为近代客家▲文专心。． ．1-小：-jj。⋯一．．，} ：f．h¨；一，j，，，；，
前清时期，梅县地区各县城乡都办有私塾、社学、义学，书院等，以私塾为冬。根据

《嘉应州志》记载s清嘉庆20年，嘉应州内考秀才的有万余人，在当时的总人口中，读书

人已占有很大的比例，梅县地区文风之盛，文人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

一

．中日甲午战争(1894)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随之带来外国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

化教育进行了冲击。国内各地有识之士提倡废科举，办新学。梅县的黄遵宪，温仲和，蕉岭
卜 、 ‘．

‘1
．‘

一．
，

‘， 。厂·、

的丘逢甲等人，就是极力创办新学的代表人物。梅县女诗人叶壁华和梁浣春倡办女子学校，开
j．，。

创了女子教育之先河。1002年后，德国，瑞士、美国，法国等传教士来梅县地区，借传教之
：‘ ．j‘，

，，

。 一 ，

-一， ．：一。

机，．进行办学，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据1910年的
·：t，．+ ．t

c． ’·
，‘ 一 ，、．--， ·：。。， ⋯．，．一 tj

资料统计，梅县地区各县已办有小学625所，中学9所。
‘

． ， ～．
t、，’ ．’

’；、一、： ‘，

梅县地区教育的发达，与广大华侨、港澳同胞关心桑梓，热心办学，慷慨捐资是分不开
r r ·． ，1_、 j，．。 一，7．。·k． ，一- f 。 ：。 、：

的。辛亥革命后，不少城乡都有华侨捐资兴建中学和小学。辛亥革命以后至民国后期，梅县
、

， ：．『

地区的教育，已形成了官立学校，民办学校(包括侨办和华侨资助)和教会学校三种类型，
／

这种局面，促进了梅州教育进一步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广州相继沦陷，又有南华学院，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等6间
÷

q‘

’

k



◆。 高等院校先后迁入梅县地区i；并在梅县地区招生。这些大专院校虽在梅县地区办学的时间不

长；但它对后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亦起了一定的作用。据1949年各县资料统计，全区有小

学2464所，：在校学生有18．8849万人，中学75所，在校学生有2．1126万人。 +／’

梅县地区教育事业不仅基础较好，两且具有光荣的孽命传统，、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英

” 才。如东山中学就培育了叶剑英元帅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早在=十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

。： 国共产党的诞生，j’马列主义思想开始在梅县地区的一些学校传播。到了大革命时期，已有部
“7

分学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抗自战争开始后，有

。’

的师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组织在教育战线

有了较大发展，‘不少中，小学校成为掩护革命的阵地，投奔革命的师生也越来越多。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学校师生参加革命更为踊跃，仅梅县的松源中r学有一个班整班学生上山

：‘打游击。这种经过长期形成的革命传统，对于后来改造旧学校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一∥+：t．| 't!‘__．．：f’t一一t
’‘。

6 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咯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原有公私立学校，党加强了列学校的领

鬟 ，·。 导，7贯彻了露教育为工农服务，j为生产建设服务黟的方针。’1953年至1 957年阆，各县中‘7小

学扩大招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中学附设工农夜中，小学附设识字班，工人、农民及共子

·

。．女真正享受了受教育的权利。基础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 一，“。“’

。一‘， 吨正值基础教育蓬勃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之际：党内出现了‘‘左黟倾的错误。1957年

， _“奎区各级学校开展了诳反右斗争扩，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又敢直言的教师被打成右派。1958年

‘的大跃进以及1959年的。拔白旗"反右倾等等政治运动，‘不但伤害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而

一·．且也严重地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全区的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这个教训是应当永远

记取的一?‘；。．；、∽，?：‘、’’一．．’?’⋯’ r}+’ ’一’。_‘：⋯。。，。 。T’。

‘

7．·，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梅县地区对各级学校

^ 进行了调整，，裁并T1958年大跃进发展起来的高中和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从1965年起

7， ．至"1966年，中，小学又认真贯彻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

”
。案)，强调学校工作以课堂教学为中心j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恢复7正常的教学秩序，全

区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据1 965年统计，全区有小学

’· 苦464fR(另有1625个教学点)，学生50．2743万人，比1949年增长1．6倍；中学102间·学生

?JI．8173万人，比1949年增长1．弓倍。 。“：≯ ’，++一1 ‘‘⋯；；
“

S



L

一 1966年“5·16一之后，全国开展了眉文化大革命黟，直至1979年；这十年动乱，给教育 ’皤

带来严重灾难。梅县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建N17年来的教育工作被全盘否定，教师队伍受

到严重摧残，整个教育事业惨遭破坏，导致全区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以及文化水平急剧下

降，整整耽误了一代人，给教育事业带来更重大损失。’ ’一t r∥ ．{：：_； 、

197B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

中全会的召开，进行了拨乱反正， “四人帮"的流毒得以肃清，全区各级党政开始重视教 -‘

育，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进行改革。具体表现是，全区加强了基础
”

教育，狠抓普及小学教育，改革各类师范教育，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各级各类学校重

视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进行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以及教学方法的改

革。整个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全区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1984年全区已普及

小学教育，接着又制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已初见成效，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学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逐年提高。以搿启发式教学一为中心的教学改

革正在进行。由于进行了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担负起教育管理的责任，‘1978

年至1887年的10年间，梅州市共筹集基本建设资金1．48亿元(．其中华侨捐资4．8449万元)，，， 。+ ◆
．|’ ．-

基建总面积131．52万平方米，大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创设了较好的教育环境。在基础教育得
，

到发展提高的同时，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青壮年中的文官、半文盲已基本扫除。为了适 +’ ·

应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地区还办起了嘉应师范专科学校、嘉应教育学院和嘉应大学。据 ‘，1

j．

1987年统计，全区有大专院校5所，在校学生2861人，中等师范和进修学校10所，学生2710。’ ，

人，工、农、商、医等中等专业学校10所，学生1880人，职业中学和农业技术学校71所，学j
一

生1．4256万人，普通中学242所，学生18．5540万人，小学2318所，学生53．3771万人i幼儿．‘

园988所，入园幼JLl o．8078万人。此外，还有电视大学分校8所，学生1 500人，业余中专1 ，

所，。学生222人。可以说，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矗文化大革命静 ．’

前的水平，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教
‘

，
’

’

育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j !一。。’b
’ j

7： √：
、

。

⋯”-‘ r一’7”‘ “ ”

一⋯“▲．
．， ．时代在前进，教育在发展。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指导下，t’．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正在形成。随着教育的战略地位的进一步落实， ．：

广大教育工作者正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四 j．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正确处理发展教育与发展生产的关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努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梅县地区教育正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j o。§．．

，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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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法、瑞士教会派牧师来梅，与地方人士吴登初，黄墨村将崇实书院改为务本中西学堂。
；

，， ? ，

清·光绪二十九年(1 9 O 5年)’
‘

t

．i 黄遵宪邀集地方人士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发表《敬告同乡诸君子》一文，

说“兴邦之策、莫善于兴学一，提出兴办启蒙小学堂，师范学堂，补习学堂、讲习会等发展。 ．“

教育事业的建议。为了解决成人教育问题，还主张设立速成班、补习班，招生对象都是搿年

一
既成长者黟．．得到各地的普遍响应。‘ ．。1‘ 。·，t：

·．， 一+，4一

； ‘。 黄遵宪自献资金，在东山书院设立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并选派黄遵庚，杨徽五等赴日本 二

t 弘文学校习速成痈范，回来后任教。 、．j ：一． _，． 、、

。．． 是年，各县纷纷改办新学，兴办新学。谢益卿、温仲和、饶芙裳倡导将松I：I梅东书院改 j

。

为松口高等小学堂。德国牧师凌高超创办乐育中西学堂。兴宁县肖惠长、罗幼山，陈绍岳等1，

筹办器民学堂。丰顺县鹏湖书院改办为鹏湖小学堂。长乐县署设儒学、正堂管理学务．：
●

，一 。 、 7
，

，
●



清·光绪三十年(1 9 0 4年)

长乐县知县王景沂兴办新学，派魏锦新往日本学理化科，派江爱其到上海学音乐科，派 、

魏灵圣，吉贻孙，张鼎新到广州师范学习。．

梅县东山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官立东山师范学堂。同时设立官立嘉应中学堂，梅东中学

堂。松源成立群学社(后改为兴学会)： ．． 7“⋯”2 ’．

；．兴宁县李日京等创办新破学堂，陈宛亭任监督。 +．

、

， 大埔县乐群中学堂(即今大埔中学)创办。校址设在原县城茶阳。
’

镇平县(今蕉岭县)丘逢甲与林凤人，林立二等在桂岭书院创办镇平县初级师范传习所。

．；丰顾在丰良开办官立高等小学堂。 。々．

。． ，、：，。． √?，卜：，。_．+“∥?。．一。- ，· ，，．

， -’

■§

，、蓬

“

‘． 清．光绪三十二年(1 9 i 5年)i
1_。

．．?‘：．奠o’弦，’‘： ‘’’．

J|

‘：j#大埔、‘兴宁，丰颇。j长杀，镇平等县先后设立学务公所，‘次年改为劝学所，是各地学校’．。

， 教育的管理机构． ”，；一· ．，f ”‘ r—j、o：1 j． ·‘1

．≯j’

’

，
’●

，
●t

： -。

，‘， 清·光绪三十=年(1 9 0 6年)’“一，，⋯一、 ，·
j‘。 象

。_： 大埔，平远，镇平等县成立教育会，是全地区最早的教育研究机构。。r¨，4。∥．．j，， ’嗨

．兴宁县刁奕成刨办蚕业学堂，以原都司署为校舍，南街刁祠附设缫丝厂为学生实习场‘
·

．■謦7．搀令辱最早的职半学校·、，{i√。j：．。，．-：·。：i，·．：。¨。+．．·{．‘¨、．!_．k，一，‘．‘ ’_’，．．
。

’．4

。

：

，。|。，， √‘·清·光绪三十三年(1 9 O 7年)。，．二 、4、
1。，．．h-’

，- ，松口谢逸桥、温靖侯创办松IZl体育学堂，开设军事，机械、体操，．武术等科目。．是全地 ，

区导号警寥归体亨专垩警霉。。l鼻。，，．．：一r。．．．i v^。|，．j一．、，o，11I‘一_．：。．卜?，
‘-

。1

‘‘’‘；
‘讲，．

、

清．光绪三十四年(j 9 0 8牵)．j j?·．； ·。 _川J．。r i：j。

。“

一

松口公学利用宁丰寺相连的一角寺字，建栅栏作学校使用：农历四月初一j松占二垂乡人 ．

．一

，i’ 托名松口公学侵占宁丰寺字为亩，’发生焚毁松口公学校舍、殴打教员、校长事件。”不久，嘉⋯j 。

应州牧，惠潮嘉道尹，广东省学务处委员先后到校勘查。终于把宁事寺和学校的遗址均粕归 4’

j。校方建筑新校舍：并将放火歹徒捉拿归案治罪：
t’j ’一-4，‘一⋯·o r：；。i～‘7

^i：，’{。i，。_一 ’．L+|’‘； · j’．’ ，’：’．|7 ∥；’．：。。’7=’ 、．!。‘7．：一‘∥∥
”t 。

，．： 。一．卜’i’：～”·
“

+’i，’’； ．·t ’’如． √∥：’j’，： ·．’≯，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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