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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益阳市教育志》经过5年的编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41周年之际正式成书问世了，值得庆贺．

这部专业恚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市幼儿教育，中小

学教育．中等职韭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兴起，交优

与发展的历程；记录了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执行党和国家的方

针政策，在人民教育这块甚地上辛勤耕耘的足迹与汗水浇灌的

成呆．它在全国盛行修志的新形势中出版，不仅为全市教育工

作者所企望，也掩受蓟广大读者的欢迎． ．

创业艰难，道路曲折．我市改苹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开

拓前进，成绩不凡，这是主流．但无可讳言，前进中的某些失

误是客现存在酌．_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本志书实事求

是地兼记成败得失．彰明因呆规律，-定能给人1c乏鉴戒与启

迪，这正是它本身具有的功能与赖11；(存在的意义．

这部态书的编写，在1986、1987年收集资料400万字

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甄别，初拟篇目，于1987年冬试写出初

稿，次年改写成第二稿，1990年6月修订脱稿约25万字。

由中国文吏出版社出版·在此期同，益阳市志编纂委员会进行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多方指导．中共益阳市教育局党委发动全市各校缩写校意，

为本意充实了素材．还邀请地．市领导、编志行家历任教育科

(局)长，学校行政干部．名老教师多次座谈，从志书的魂点．

史实．体裁，语言文字及志书应体现的时代性、地方性、专业

性．科学性等多方面进行了评审．特别是我省成人数育处尉处
长省教育志办公室主任沙省之对篇日的确定作了明确指导；

全国侨联主席、著名教育家张国基，全国人大常委会刹委员长

著名吏学家周谷城本着关心桑梓教育的夙怀，为本意题词，

鼓舞促进了我们的工作，在此深致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

疏漏失误之处在所难免，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教育为国家大计．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人

才，人才需要教育．愿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发扬艰苦创业

的优良传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一，再接再厉，奋发图强，

为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囊四有劳新人，御遣我市教育事业更加

光辉灿烂的明天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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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市教

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具有鲜明的特点。

二、本志根据益阳建市晚，历史长的特点，立足叙事溯

源，详近略远。下限断于1988年。

兰，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而以述，

记、志为主体。表附于有关章节。

四、本志狡各类各级教育，分章节横排，各自成体系．其

中发展益阳教育之重要因素，另列专章。

五，根据本志的专业特点，按口生不立传黟原则，对民国

以来教育界巳故人物中于事业发展确有较显著贡献者为之立

传，对众多健在的教育工作者中有显著事迹值得表扬者，则因

事系人；散见于本志有关章节中。

六，本志行文规范，按<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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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益阳市城区为原益阳县龙麟镇，自秦置县起，2000多年来

一直是县治所在。

1949年8月，益阳和平解放，龙麟镇改称城关区。1950年

9月，城关区改建为益阳市，占地13．34平方公里，人口6．475

万人。1984年5月，益阳县长春区划归益阳市。至此，全市所

辖地域除城区及原郊区金花湖，黄泥湖两乡外，还有长春、过

鹿坪、香铺仑、李昌港、杨林坳五乡，新桥河，迎丰桥两镇，

总面积383．18平方公里．1987年，全市人i：：138．35万人。

科举时代，益阳教育由散布城乡的义学、社学，私塾分担

进行，无定型定制。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龙洲书院，一直是益

阳的最高学府。凡参加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秒的，大多从书

院读书出身。

益阳近代教育，起步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

九年(1903)，龙洲书院改为益阳小学堂。到光绪三十三年

(1907)县城有公私立小学，中学、师范学堂7所。这些学堂

根据清朝政府颁定学堂章程而定制定型。办学宗旨以“忠君劳

搿尊孔一为核心，所谖课程以读经，讲经为要务，但入学者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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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递

从其他课程中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得以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

学堂新兴，旧有的学衙，县学、教谕，训导一律裁撤，新

设露学务公所彦，后改为叠劝学所彦，管理“新学芦。学堂由

堂长(先称“监督万)，教习主持行政与教学。

中华民国(以下简称搿民国")元年(1912)一2年，南

京临时政府颁行‘壬子·癸丑学制’，否定清末以来“忠君一

。尊孔黟的教育宗旨，提出“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

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

旨一，．搿中学以完足普遍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弦(引自

舒新城‘近代教育史资料>第449，526页)。根据新制，益阳

各学堂改称学校。小学学习年限定为初小4年，男女同校，高

小3年，中学学习4年。废除清末使用的教科书和小学读经课。

小学算术课加授珠算。但在课程(主要是“修身黟课>疙”，中

仍保留不少封建主义因素。师范教育注重速成，学制为1--v2年。

1919年， 。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大力提倡民主、科

学，推动了教育的更新·民国11年(1922)颁行新学制(称

搿壬戌学制")益阳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小学由7年制改为4、

29段的6年制，中学由4年改为6年，(初，高中各3年)。中

小学教材改用语体文，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同等入学权利．随

后，县立女子职业学校(以下简称靠女职黟)，龙渊师范学校

2



概述

(以下简称“龙师开)相继成立，小学校数增加，信义中学(以

下简称“信中，，)规模扩大，信义大学成立，益阳城区教育向

多级多类发展。此时，益阳教育界进步力量已在萌发成长。县

教育会、学生联合会与县城各界协同一致，开展反帝反封建斗

争。_大革命’’中，龙师教师袁铸仁(后任中共益阳第一届地方

执行委员会书记)接受中共湘区工委指示，在学校发展党员，

建立中共龙洲师范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袁在斗

争中光荣牺牲。 、

民国16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8年(1929)

25年(1936)，26年(1937)三次提出实行国民义务教育。民

国30年(1941)，原县立第·小学改为龙麟镇中心国民学校

(即今汽车路小学)，镇属各保设国民学校。自此，学校布点

增多，学生入学较为近便。

民国30,-,-,33年(1941--'1944)，益阳中等教育勃兴，在城

区新建的学校有县立中学，私立五福，豫章，林翼中学，私立

资江商业职业学校，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五师一)

也于1944年迁来市郊三重塘新址，连原有的信中．龙师，女

职，共有9所中等学校，其中普通中学5所，师范学校2所，职

业学校2所，学生最多时达2500人。由于日本侵略军犯境．各中

等学校相继迁往益阳县农村和安化坚持办学，师生深入驻地集

镇、农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抗战胜利，各校迁固原址。

3



概述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实行口戡乱建国黟，强化思想统

治，龙麟镇各校继续开设露公民J，，。党义矽等课，施行盯党

化教育修。小学、初中加强搿童子军训练黟，高中，师范加强

。军事训练一。通过童子军教练、军训教官，训育主任多方钳

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蓟1949年解放前夕，旧政权濒临崩溃；

益阳教育在困境中撑持。此时，龙麟镇有公私立小学26所，公

私立中学5所，中等师范学校2所，私立中等商业职业学校1所。

在众多学校中，工农贫寒子弟冬学人数极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在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

开放政策以来，益阳市的教育巳发展成为具有幼儿教育，小

学，中学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的完

整体系。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949----1956年，为接管改造，稳步发展阶段。1949年下学

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描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

须向工农开门，改军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精神指导下，区，

市人民政府根据搿暂维现状，逐步改进糟的总方针和“宁慢勿

乱，稳健勿偏黟的工作原则，接管了原龙麟镇公私立小学26所

(镇中心国民学校1所，保国民学校15所，私立完全小学5所，

私立初级小学4所，省立五师附小1所)。1953年开始全面改

造，整顿小学，私立小学一律改为公办。统一更定校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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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整布局。至1954年，全市共有小学20所，学生7607人，为1949

年上学期学生2943人的2．65倍，教职32323人，为1949年上学

期137人的2．35倍。 ．

新中国成立初，中等学校由益阳专署接管，其中县立龙师与

省立五师合并成立益阳师范(以下简称靠益师嚣)。资江商业职

。业学校由省商业厅接管后迁往长沙。1952年，在龙师原址新建

中学1所。1955年，原县立中学刘为市管。1956年，私立中学

全部改为公办。至此，全市有公办中学5所，学生4461人，为

1949年上学期的1442人的3．16倍，教职工303人，为1949年上

学期的130人的2．3倍。中等师范学校1所，学生650人，相当于

1949年上学期两所师范学校学生的总和。

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后，除逐步充实经费设备，以保证事业

发展外，还着重从组织上，政治上，业务上加强领导。调派中

共党员，共青团员任学校领导，建立党、团，队，工会基层组

织，改善管理，组织教师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与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学习老解放区与苏联办学经验，学校建

立各科教研机构，开展教学改革，组织教师业余进修，提高业

务能力，结合形势，对学生进行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阶级教育。与此同时，经过劝学和

设立助学金，学生中工农子弟明显增多。1954年，全市中小学

学生中工农子弟占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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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在旧中国几乎是空白的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也

随之兴起。1950、1952年，益阳地区和益阳市直属机关开始办

托儿所，部分工商企业及街道管区自建托育机构，以后发展成

为幼儿园。到1956年，全市已有初具规模的公，民办幼儿园4

所，在园幼儿约400人。成人教育的兴办，是落实。教育向工农

开r-J"方针，。发展新教育黟的一个重要方面。1949年12月，

在工人，农民，市民中建读报组，办冬学。1950年在工厂，

农村办业余学校。1952年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成绩居当时全

省前列。

七年的发展，全市教育面貌一新。教育、教学管理巳基本

制度化、正常化，教育方针在深入贯彻，教育质量已有提高。

。1957"--'1965年，为受“左秒的干扰，曲折前进阶段。1957

年，全市申小学教师参加“整风反右黟运动。由于反右斗争的

严重扩大化，有103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不公正处

理，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1958年开始工农业生产掣大跃进骨．

学校停课一月．师生参加劳动，大办钢铁。大办工厂。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学生以工地，田边作课堂，教师搞炉边，田边教学．打

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另一方面．在“大跃进糟、“反右倾帮的影

响下，教育事业盲目发展，学校超计划增班增学额，教学搞

搿双高课劳(高速度、高质量)，随意拼凑删减教材．造成办

学经费，校舍设备、合格师资的严重不足，中小学教学质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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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严重下降。在“大跃进节中，城区和郊区幼儿园遍地开花，

幼儿入园率由1957年的2％，激增到1960年的88．3％。这种不顾

主客观条件一哄而起的幼儿园，不久也就一哄而散。

1961,',-1963年，相继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的

方针与口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在总结全市

教育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制订具体整顿措施，到1965年，教学

正常秩序得以恢复，质量逐步提高。在此期间，企事业办子弟

学校，街道办中小学，郊区办农业学校，公立中小学办民办

班，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促进了教育的发展。1965年，

全市有小学46所，为1949年上学期26所的1．8倍，学生17982

人，为1949年上学期2943人的6．1倍，有中学lo所(完全中学

3，初中7)，学生6018人，为1949年上学期1442人的4．17倍，

教职．．T-409人，为1949年上学期130人的3．15倍。幼儿教育也稳

步发展，办园质量有所提高。成人教育取得显著成绩，职工中

的文盲率由1952年的75％，降至1960年的20％。青壮年干部中

的文盲均已脱盲。居民中抽样调查，文盲率1訇1952年的709，降

至1962年的17．5％。郊区青壮年农民无盲率19 66年达到79％。脱

盲者继续学习中小学文化课程。

1966-v1976年，为十年动乱，元气大伤阶段。1966年6

月，学校开始转入“文化大革命一，工作组进驻学校，停止上

课。学校领导成员被看作是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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