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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搿江南明珠一著称的湖北省黄石市，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发展起

来的一座以冶炼，采掘，建材，机械为主体，轻纺，化工，橡胶，电

子，食品协调发展的新兴工业城市。全市辖一县四区，总面积二千一

百零八平方公里，总人口一百二十五万，其中市区人口五十万。

四十年来，由于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广大

教育工作者的努力，黄石教育事业在城市崛起的历程中，伴随着经济

建设的突飞猛进而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黄石教育，已由解放

初期学生不足五千人，教职工不足三百人的十几所中小学，发展到各

级各类学校978所，在校学生二十八万五千人，教职工二万二千五百

人；并基本形成了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四

大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人才和劳

动后备力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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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

持五育并举，深化教育改革，黄石教育事业欣欣向荣，成绩斐然，并

形成了地方教育的显著特色。厂矿企业学校星罗棋布，}占全市学校总

数的百分之五十二，成为厂矿企业办学与国家办学并驾齐驱的“双轨一

办学体制。职业技术教育飞跃发展，中专’．技校i职高学生数与普高

学生数之比达六比四，充分体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方

向．教育管理体制得到理顺，基础教育实行了_分级办学；分工管

言

民泽

．，序

．哆
◆≠



理"的体制，市区义务教育已基木普及。教育管理体系得到了加强， ÷

建立了独具黄石特色的教育督导评估制度，形成了凑策、执行、监控

三维一体的体系，探讨了、_文化、科技：．经营一型学校的办学模式， ．；

完善了’“两体一制”的教育督导评佶模型，促进了教育科学管理。教 忽
学改革日益深入，由单科向多科，量．由局部向整体，由课内向课外，全 {

方位地进行，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教学改革硕果累累，教学质量显著 {

提高．二校办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以其改善办学条件和提供劳技教育基地的实绩，充分显示了以工建教 =-

和创收育人的价值。。t．． 。
．．

．
。

黄石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深刻地表明：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

学方向．什么时候坚持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了全面贯彻方针，．坚

持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教育就欣欣向荣，健康发展；，什么时候脱

．离或肖4弱了党的领导，．违背了教育方针，、偏离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教育就徘徊，倒退，出现混乱。 ．．．

：
，

。 ?，． ．k

： 纵观黄石教育的发展，走过了几十年艰苦而曲折的路程，其间，

既有使人自豪的巨大成就，也有使人反省的深刻教训。真实而客观地

把教育发展的历程记载下来，其目的，不仅在于借鉴历史经验，继承

优秀遗产，．提供教化后人的精神财富，还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教 ，。v：

育工作，．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基于此，在省教委和市政府修志部门 l
的支持和指导下，市教委组织了专门班子编纂《黄石市教育志》，历’

经数载，现已成书。 ．． 、 一．·： o

《黄石市教育．--A心-》的编纂，坚持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措 厂．
导，．坚持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的原贝l】，力求公正客观， ．，

反映地方特点。本志较为详尽地汇集了黄石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

·2，



要教育史料和史实，系统地记述了黄石教育发展和演变过程．

毫无疑问，《黄石市教育志》的问世，必然有助于人们了解黄石

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每一个教育工

作者。反思过去，．思考未来，一增强从事人民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

一九八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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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1907年，此前本地的教育情况也略予追叙。下限

为1985年，但有个别问题涉及到1989年。

二．由于《大冶县教育志》先于本志成书，经请示省教委志办同

意，本志不包括大冶，行文中的_本市一， _全市一都指市区而言·

三、本志涉及_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时，概称文革，不用弓I

兽
、，●

四，统计数据及年代，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年代涉及清代，民国

时，亦附公元年数，如光绪三十四年(1 908年)，民国十六年(1 927)

等。‘

五．本志体例依据客观实际，分解放前．后两个时期，各为一

编·然后再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每章分若干

节，如内容较多，则节下再列几个问题，而教育大事记不分节。总

之，在横不漏项，．竖不断线的原则下，编纂体例不拘一格．

，●．，．

．～可燕"譬墨—拱，洼悸矗磕罩骨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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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编解放前的黄石教育

第
～

．⋯ 第一节，本市建制区划略述 ：

州‘ ‘·

’

黄石市，现辖黄石港，石炙窑、下陆，铁山四个区和大冶一个县。面积2，108平方公里

<其中市区252．5平方公哩)人口i986年统计约120万(其中市区46万)。解放前，黄石市

区隶属大冶县，人口近5万。1949年5月解放后，将黄石港、石灰窑，申五乡及长乐乡一部

分(现下陆区)、铁慈乡一部分(现铁山区)、下章乡一部分(现西塞山乡)等地划归石灰

窑工业特区，隶属武汉市军管会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同年10月，改石灰窑工业特区为大冶

工矿特区(又称黄石特区，石灰窑、黄石港工矿区)隶属大冶专署。1950年8月，撤销大冶

工矿特区，建立黄石市，直属湖北省管辖。1959年元月，大冶县也划归黄石市管辖。

’解放前黄石市区是大冶县境的一部分，这块地方解放前的教育状况，《大冶县教育志》

已有记载，因此不是本志叙述的重点。为了全面反映黄石市教育发展的史实，本志在《大冶

教育志》的基础上作如下进一步的记叙。‘
Y

， ． ．． ‘ ．、

t‘

’
第二节儒学和私塾

； ．_

，清末时期，‘大冶县有儒学(县学)，三年招考一次，考取者称秀才，始获县学生员的资

格。在清代262年间，大冶县共有秀才195名，‘平均一年多才考取一名。·1840年--1905年的
65年间，黄石地区考上秀才者只有贾仁闲，张树声等5人；考上举人的只有詹荫梧，魏蔚华2

人。当时民间最广泛的学习场所是书塾，分义垫和私塾两种。义塾也称义学，是一种免费襁

．
半免费的民间学校。办学经费，靠学田的地租收入，为一般贫寒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场所。

’

大冶县从明，清至民国初年，历久未衰的义塾有20余所。其中黄石港有两所。私塾又_J分家

塾与村塾两种。家塾是富豪之家延聘教师教授其子弟的场所。黄石地区在清未时期家塾只有

两三处。村塾则遍布城乡，为数较多，平均三五个中等村庄(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即有一所。．
- ．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由予学堂数量很少，私塾仍大量存在。据民国二十五

： 年(193睥)统计，大冶县仍有私塾285所，，其中黄石地区16所。抗日战争时期，大冶县爷
r

1938年秋为日寇论陷，公办中小学全部停办。1939——1945年问，除黄石港，石灰窑有日伪

办的两所小学外，私塾遍布各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办了一些中小学校，但乡间
： 尚有少数私塾存在，一是部分农民信私塾而不信国民小学；=是国民小学不普遍。有些树子

慝离学校较远。直到解放初之1949年，尚有少数私塾存在。到1951年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二千

多年的儒家私学才在黄石绝迹·、--t：i、， 一· 、j。㈠ ，；一一-··。‘

。况概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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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初等教育
●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光绪兰十二年(1906年)，’大冶县创办了全县

第一所高等小学鼗．校址在金溃书院(现大冶城关小学处)，一年后迁武校场(今大冶师范校

址之旧房)。第一期招收学生一班，52人，以后逐年招收一班，按甲乙丙丁次序排列。学铹

三年。黄石市区范围内上此校者每年lo人左右。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后，大冶县创办初等小学堂30所，入学儿童1039名，简易

识字学塾lo所，入学儿童180名。初等小学堂修业期限5年，简易识字学塾的学习年限以三年

为原则，毕业后司升入初等小学堂四年级。黄石港、石灰窑各有初等小学堂一所。这是现今

黄石市区范围内最早的按现代教育方式办学的两所小学。

民国元年(1912年)大冶县之高等小学堂改名为高等小学。民国六年(191T年)，改为

县立高等模范小学，修业年限由三年改为二年。

宣统元年(1909年)在大冶县城创办工业高等小学堂，民国四年(1915年)改为乙种工

业小学校，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为初级职业学饺，学生长期保持40人左右。民国十六年

停办。 ．．

由此可见，民国十五年以前，大冶县城共有高等小学两所，普通高小一所，工业高小一·，：

所。在校学生年平均约200名。黄石地区到县城上高小或工业小学的，年均不过十余人．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在黄石港谈家桥创办了冶东学校(高等小学)，在盛洪卿(铁山)
创办北乡高等小学。 ．

一

1 926：----I927年，大冶县是工农运动高涨的红色区域，今黄石市区地域之乡、镇都建立

过苏维埃政权，石灰窑、铁山，下陆的厂矿兴办过工人子弟小学。大革命失败后，大冶县曾

创办联保小学42所，黄石地区有三所，即黄石港联保小学、铁山联保小学，广法寺(在磁器

厂北面)联保小学。此外抗战前大冶县各乡还办了一些短期小学和乡村小学，黄石地区之乡

村初小有3处，即老鹳庙、广法寺、詹本六。皆只一个班，总共59名学生。

1938年大冶县为日本侵略军所沦陷，黄石的小学全部停办。1939—1940年，日伪政权
在黄石港、石灰窑各办了一所小学，规模都很小。 ：，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大冶县三镇(金湖、石黄、保安)十五乡各办中心国民学校一

所，范围较大的乡还设有分校。现黄石市区内有申五乡、黄石港、石灰窑兰所中心国民学校

(完小)，下章乡之西塞，铁麓乡之铁山，石灰窑之中窑，各有分校(初小)一所。．·

1946——1947年，今黄石市区范围内还有两所私立乡村小学，即敦睦和敦本。

．民国时期石灰窑和黄石港还有厂矿办的工人子弟小学3所(另有分校三所)教会小学二

所。
。

：
．，． ．．

。

，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黄石地区城镇人口适龄儿童入学率(包括私垫)约70嘶，农村

人口适龄儿童入学率约30％，而且多数只读1至3年。女孩入学的，城镇占20％，农村不及

l％o ．． ．． 一
，’

．1 ，： !‘，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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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1945年复校，直至解放。 ．

‘

1933年秋，振德教会小学开始办职业中学，亦称初级中学，一二年级各一个教学班，有

学生60余名。这是今黄石市区范围内的第一所中等学校。日军侵占黄石后停办。
、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在黄石港谈家桥创办农林实验学校，民国二十六年

(1937)停办。 ．‘
彳 ，‘．一一

1947年湖北省职业学校由恩施迁来石黄镇，改称大冶高级职业学校，简称高职。内设普

通初中部，每个年级各有一个教学班。1949年春黄石解放前夕停办。

民国时期今黄石市区范围内，没有一所普通完全中学。这块地方的青少年能读初中的都

到县城或邻县上‰1945年冬至1949年春，。今黄石市区范围内本地初高中学生总共不足100
人，当时的人口是45，OOO人，平均约500人才有一名中学生。．

解放前黄石地区所有中小学，除教会学校有校舍及教学设备之外，只有冶东学堂是新建

的校舍(后让给农林实验学校)，日军入侵时被炸毁。其余学校皆餍祠堂、庙宇或其它公私

旧房，不少小学连教师办公的桌凳都是借的。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黄石地区的敦

育基本建设几乎完全没有搞，可见当时我国教育落后的状况是多么严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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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私塾

第一节 组织管理形式

当时的私垫分两种，即蒙学和经学，亦称蒙馆和经馆。前者进行识字教育，学生的入学

年龄一般是七，八岁。多半只读二，三年或三、五年，能识几个字或记个帐就行了。后者是

读了蒙学再深造的，年龄一般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岁左右。有的塾师蒙学和经学同时教，只
是把学生分开，塾师的课桌放在蒙馆内，因为塾师不能离开蒙生。经生授课时，蒙生停止高

声朗读，蒙生愿意听讲也呵以听。讲完课，经生便回到他们的学习室去。有的塾师名气大，

经生多，便不收蒙生。一般都兼收蒙生，以便多收学俸。学问浅的塾师，便只能教蒙馆。

经馆和蒙馆所收生徒的数量不定。蒙生一般是十几名至二三十名。经生要少些，一般

七、八人至十几人，．最多的可达三，四十人。经生少的，便兼收蒙生。设馆地点，蒙馆要照

顾学生走读，一般选在几个村子中心点的祠堂庙宇或其它可借用的公私房内。较远的学生也

不超过二华里。经生住读，在馆内起伙，由经生轮流做饭或雇请工人做饭，菜由各人自带。

塾师则由学生供爨或自己起爨。

塾师每于春节前后亲自或托人活动，选定馆址，与各家长联系，在有足够的生源时，农

历二月便可开馆讲学，到秋季农历九月议学，塾师办酒请当地绅土和学生家长参加，给每个

生议定一年的学俸。沧陷时期以稻谷计算，蒙生一年需交学俸2—6担稻谷，经生一般需交8

一lo担。塾师一年可收学俸60一100担稻谷，折银元180一300元，可顶2—3户中农家庭的
收入。最少的一年只能收二三十石谷。日军占领时期，今黄石市区范围内著名经师有詹清

．平、张树声、贾修其等人。

第二节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儒学。蒙生刚入学读《三字经》，然后按《论语》、《孟子》、《大

。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左传》，《尚书》，《易经》的顺序学

习，这算是正课。蒙馆还教农民所需要的《增广贤文》、《鲁上谭杂字》、《尺牍》，《千

字文》等。经馆教材除五经之外，还有《古文观止》，《东菜博议》、暂文选》，《纲鉴》等。

经师对哪门课有研究，即可向学生讲授，如张树声就向学生教授《反切大全》。家长也可以

选定教材。其次蒙馆尚有写字课，学生天天要练中楷毛笔字。经生以练小楷毛笔字为主，当

时有“字是门面书是屋”之说，对练毛笔字是很重视的。练毛笔字时，也有识字的任务。如

‘百家姓》，并不作课本教授，而是让学生在练字时认识《百家姓》中的生字。蒙生经过三

四年的学习以后，开始写作文，一年约三四次，经生作文次数要多些，不仅作记叙文、议论

文，也作诗词。

·4·



第三节教学方法

蒙馆对学生一般只进行识字教育，只教学生读认汉字，不讲解．比如《三字经》，塾簿

先念几句给学生听，学生便回座位上朗读，能背诵了，就到塾师跟前去，把课本往桌上一

放．转过身去背涌，背下来了，塾师就念几句新的让学生去读，背不来就不能上新课．下午

放学时．塾师给每个学生指定明天早上要背诵的课文，第二天早上一到校，就要检查．背不

来要受责罚．一本书读完了，要从头到尾背出来．叫做。彻本”．每天上下午学生的活动是

写字，看书，默书．读书，上书、背书。既无课外活动．也没有课闷休息。学生所读的课

本．进度不一，塾师只能一个个地教。但程度榻同，同教枕同进度一起授课的也有．就因
才施教而言．有其灵活性。

对经生授课要讲解。一般采用注入式，教师讲学生听．有的塾师讲课，也颇生动．怎么

讲，都有传统说法作依据．而且有时要学生复讲以检查理解程度．改作文一律当面批改．有

的塾师为了检查文章是否学生自作，则要求学生背诵自己的文章．

书法课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叫描红模，塾师用红珠笔写一张中蒲，学生用踺笔在红字

上按笔画顺序描一遍，红字变成了黑字．初发蒙时，第一张字的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

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第二张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

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第三张是： “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

世上几千年．’这三张红模描完后，塾师就用墨笔写巾楷，’学生把白纸蒙上描写．内容是天

干地支．共有1 0张，每张6个记时单位，合称。六十花甲．”第一张是： “甲子乙丑海中

金．丙寅丁卯炉中火，戊辰己已大林木．”干支写完后便是《百家姓》、《鲁上谭杂字》，

再往后就由学生临帖了．学生练字时塾师随时指点，上午放学前，整师要逐个检查，写得好

的字，便划上红圈．红圈愈多，学生愈高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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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小学

第一节公办小学

黄石港小学

光绪=乏十三年(1 907)黄石港、石灰窑各设初等小学堂一所，是今黄石市区范围内最早

的小学．

民国十五年(1926)春，冶东学校(高小)创办．校址在黄石港谈家桥的山坡上，校台

是新建的，先后任校长的有：阮子霞、余竹书等人．开办时招生二班，70余人．1933年陈继

承在冶为；学佼佼址创办农林实验学校，冶东学校迁到黄石港吴越公所，改名为。黄石港小

学’，校长土之仁，教师l 4人，学生6个班级，280多人． ．

课狴泼国民政府教育鄢规定开设，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美术，劳作．音

乐、体育等．经济来源由大冶县政府划拨一部分，地方自筹一部分，学生要交学费．

教师f警遇i疆月25一一40块银元．
一

’1938q-：日军占领黄石时停办．
。

1 949年日伪大冶县政街成立，1941年在原址开办黄石港小学．
4‘

I 946年春在石灰窑创办石赞镇中心国民学校．黄石港设有分校，负责人李建民，1947年

与石灰窑ffI心网民学授分开，成立石黄镇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黄石港江边．1949年解

放前夕，有学生6个班，215人，教职员8人，校民李建民．解放后，改称黄石二小．1954年

迁新址，称人民街小学．

石灰窑小学

光绪兰十三年(1907)石灰窑建初等小学堂一所，以后时办时停，至抗战前有四个班．

采取复式教学，由王右才，熊永清二入主持并兼任教师．日军占领石灰窑后，予1941年成立

石灰窑小学，校长程新斋，有教师1 2人，包括口语教师三井．共有6个班，学生二百余

人，教师月薪6 0一一8 0日元．抗战胜利时停办．1946年春成立石黄镇中心国民学校．校

长王之r．1947年改称石黄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日铁办公所旧址(今市政府处)．

1947二F湖北职躞由恩施迁来黄石，改称大冶职业学校．乃将校址让给大冶职校，小学迁到原

目伪究兵队旧址(今轻工局处)．同年秋云柱流任校长(只任半年)．教务主任邵亨庆．调

育主任日志义，事务上任除元瑜．教职工2 0余人．当时还在中窑湾设一分部，地址在普爱

医院附近．负责人朱兵．本部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260人．分部有四个

班，学生loo人左右，教职T五人，其中女教师3人．这所学校业务上归大冶县教育科领导．

经费由当地自等．由当时的基金会负责向利华煤矿和石灰窑商会筹款．



1949年5月，黄石解放．此校由特区政府接管，改称黄石一小，1956年迁沿湖路，改称

沿湖路小学． ．．．

：

．j‘ ‘：’ 。

’； 下陆小学

．抗战前大冶县申五乡政府驻地下陆(今老下陆)，有公办小学一所。抗战胜利后，1946年

春刨办申五乡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肖家铺之正觉寺，高小初小各二个班，学生近百人，进

行复式教学．校长张德玺，教职工5人．同年秋校址迁老下陆，程桢祥任校长，1949年解放

前夕，校长是向学荦．一至六年级各一个班．学生近200人，教工9人．学校有基金会，由申

五乡人程发韧(子云)在武汉等地募捐筹款，程当时是汉n市财政局长。基金会H{程予簿

(子云之兄)主持．程予善把钱放了债，收不回，教师无钱发]：资．

．1949年解放前夕．教职工和学生都走了．校址原足破旧公房，也没有什么校产．这所学

校便消失了．1949年秋申五乡人陆云在原址开蒙馆，有几十名学生，对特区政府宣称是公办

小学．接受特区政府领导．1950年市政府重新创办下陆小学．
‘

铁山小学 ．

●

●

民国十五年(1926)春在盛洪卿创办县立北乡高等小学，开办时招生一班，学生3 0余

人，后时兴时废，至1932年改称盛洪卿小学．1938年停办时，有4个班，学生9 4人．

1942年．日伪大冶县政府在铁山德道湾成立中心完全小学一所．光复后．大冶铁麓乡在换绦

桥设中心国民学校．在铁山设德道湾小学(初小)．解放前夕，有学生四个班，一百余人．

1949年，由特区政府接管，改名为铁山小学．
’

：7

二 西塞小学 ．
、

西塞乡解放前是大冶县下章乡之一部分，1946年下章乡在汪仁办有中心国民学校(完

小)，在道士袱(西塞)设有分校二一一道士袱小学，4个班，近100名学生，进行复式教

学．1949年黄石解放后，改名西塞小学．

第二节．厂矿小学

、1890年张之洞在铁山设立官矿局．使用机器开采铁矿，1891年创办大冶王三石煤矿，

1892年修成铁山至黄石港，石灰窑两条铁路，1908年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1916年

前后陆续建成大冶钢铁厂(现大冶钢厂前身)，．大冶富源(即富华源华)煤矿公司(现黄石

矿务局前身)，华记湖北水泥厂(现华新水泥厂前身)。抗战前黄石产业工人已达万余，

是当时全国产业工人较集中的地区之一．’．1毛国时期，上述厂矿先后开办过职工子弟小学。

·：．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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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钢铁厂矿小学

民国八年(1919年)汉冶萍公司在大冶铁矿创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学，初小和高小各捂
2 0人，聘请主管教员和助教各一人，首任主管黄瞻麓．

民国九年(1920)大冶铁矿呈请汉冶萍公司批准，在石灰窑创办了大冶铁矿石灰窑小

学．

19"-6年大冶黄石地区工农运动高涨时．厂矿学校停办．在共产党人李兆农等领导下．

大冶钢铁厂办起了工人子弟小学．学生约200入．同时大冶铁矿恢复得道湾工人子弟小学．

有教师四五入，学生一百多人．另在姜安村附近(象鼻山官矿)还办了一所小学．有教师2

人，学生4 0余人．

民圈十七年(1928)厂矿合并之后，统称汉冶萍公司大冶钢铁厂矿子弟小学，有本部和

四个分部。

1 935年大冶县督学张谦光在给省教育厅写的《视察报告》中称； 。大冶钢铁厂矿小学，+

本部在石灰窑钢铁厂内，计学生七班，148人．校长周万颂，教员有龚慧中、王玉，陶俊甫

等九人。一分部设铜鼓地．学生两班，45名，教员有李应南等三人．二分部设在铁山，计学

生～班，30名．教员刘应曾．三分部设在得道湾，计学生四班，82名。教员有刘树森等五

人。四分部设下陆，计学生一班2 0余人，共一个教室，进行复式教学，有教员一入．工

友一人。”

日军占领黄石初期，大冶钢铁矿厂小学及各分部停办．

1939N 1940年．日铁在石灰窑、铁山各办有1所工人子弟小学．
’

抗战胜利后，大冶钢铁厂小学继续开办．1947年大冶钢铁厂予弟小学校址在该厂五仃，

七个班．1948年校址迁该厂二门，厂内厂外都有校舍，有天桥连接．九个班，1—6年级襻

有，学生约400人，教工二十余人．从1947年至1949年解放前夕，校长是王运光． ，

光复后之大冶铁矿因停止生产，子弟小学停办．

富源煤矿公司小学

民国初年富源公司建成后．民国二十年(1931年)创办富源公司初级小学，至民国二十

三年(1 934)有学生三个班，108人，教员5人．至抗战初期，规模略有扩大．1938年秋停

办．

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创办了。私立大冶源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予

弟小学”．九月一日开学，八日开课，校址在黄思湾．校长徐婉(女)．有教职员17人，其9

中工友4人，专职职员3人．开办时有学生175人(一上级76，二上级49，三上级29，四上

级21)1948年有学生258人。
’

、

学校由董事会聘请校长·一人主持全面工作，任期二年，下分教导，事务二部，教导部设

主任一人，事务部设会计、庶务各一人(均由教员兼任)，每级设级任一人，另有科任二人

分担其缝学科．人数少的班级：二上：二下合班．四上、四下合班，进行复式教学．

学生期终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者超级。均在60分以上者升级．不足60分者留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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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记水泥厂小学 ． ，． ．j

华记湖北水泥厂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创办职工子弟小学一所，学生二班，108名，

教员4人．到抗战前．有学生200余人．1938年春该厂迁大后方，学校停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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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193I)，中华堆督教循道公会在石灰窑江边处创办了私立振德小学，创办

人为涂自学牧师(湖北黄冈人)．始招学生二班，40多人，以后逐年有所发展．至1934年校

长为刘宗胜，教务主任陈小平，训育主任余义麟(大冶人)．有四个教学班(六个年级)学

生百余人．另有初中部，一，二年各一个班，62人．教职工共20余人．学生主要来自富源、

富华，源华煤矿和大冶钢铁厂．厂矿子弟小学条件不如教会学校，故上述厂矿上层人物之

子女多到此校就读．学生中男多女少．女生都来自厂矿上层人物家庭．超龄读书的占大多

数．中学部是职业学校，有实习工场，学生毕业后，可以就业，也可以升学．此校学生毕业

后，多去武汉读教会办的博文中学和训女中学．学校的教学设备，．器材比较齐全．如音乐课

有风凰牌风琴三部，初中部有理化实验室，体育器材有足球、篮球，乒乓球，标枪、铁饼和

室内器材等．

学校领导都兼课，如校长刘宗胜教地理；

教务主任陈小平带物理，化学、代数．英语；

师每周带课23节左右，不超过25节．．

训育主任余义麟教过中学语文，物理，化学；

体育教师也兼教自然，地理等课．每个小学教

此彼教师待遇较优，试朋期(一年)内工资为30一40元(银元)，着连续聘用，每月可

拿50—60元。最高的达70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

1947年恢复小学部，仍称私立振德小学．校长由岳觉民(湖北广济人)牧师兼任．1950年

称黄石市私立振德小学，1951年春有学生190人，其中教徒子女12人．教师8人，工友1

人．1953年秋由市政府接管，改名市七小，1955年改为中窑小学．
、

·、
。

．。 ’： 、． f

‘

．j’ t：、 ．：

·

+：．
r ．成德小学 。 ·： t．J．。‘

‘

‘} ， ’
，

●

1939年美国天主教武昌教区在黄石港天生堂内创办一所初级小学，校址在今市委旧院内

组织部办公楼处，当时只有两个班，一二年级一个班，三四年级一个班，学生约90人、专职
教师3人，外加教圣经的一人，神甫，传教师也兼课．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的神甫传教士

都走了，学校停办．1947年8月，复由荚网俄亥饿州辛辛拉底的方济各会修女创办成德小学．

武昌大堤口有一所成德小学，把石黄镇荚【：{教会学校取名成德，暗示是它的分校．解放前

夕，美国的修女害怕，回围去了，美国在华方济各会武昌区会长苏良乃派马骏任该校校跃．

马请晏炎吾为教导主任，另有教师6人．学生140名左右，初高小都有，6个年级，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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