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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东城区普通教育志>是东城区第一次出版的普通教育工

作史料典籍。她的出版，将对东城区普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

供借鉴。

这部教育志力求系统、全面地反映我区普通教育工作的真

实情况，反映我区普通教育的历史特点，对普通教育的历史沿

革、基本概况、基本经验、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状

况以及在办学体制、办学机制、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有益尝

试，都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编纂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明

古的原则，努力做到观点正确、材料可靠、记叙简明，如实反

映我区百年来普通教育概况。尽管从事编写<东城区普通教育

志>的同志们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不辞劳苦，

辛勤工作，但限于时间紧、内容多、跨度大和水平有限，难免

有疏漏、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于大利

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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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自元代至1990年12月东城区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

与变化。全面反映了本区普通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按照“详今明古”的原则，贯彻求真存实的方

针，坚持改革创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

达到“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目的。

三、从1993年3月开始，我们动员和组织了35位同志参

加此项工作。其间，查找翻阅、记录、整理了大量资料，进行

。了认真的分析筛选，去粗取精、去虚取实，并在此基础上，完

成了撰稿、统稿、审稿工作。

四、本志编写方法，以“时”为“纵”，以“事”为

“横”，“横排竖写”，行文力求规范，语言力求简练，记述力求

客观。

五、本志自1269年(元世祖至元六年)至1990年12月

31日。按“章、节、目”三级排列。历史纪年，清代及清代

以前按朝代年号，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1912年元月以后

按公元年号。文字部分用记述体，适当配以表格、名录、照

片。照片放在全文之首，表、录放在有关章节之中。“大事记”

共选546条，意在提纲挈领。文中涉及解放前学校名称，首次

出现时，在括号内注明该校1990年时的状况。本志收录的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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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以获国家部委级或北京市级的表彰为标

准。

六、东城区普通教育事业历史久远，资料浩繁。由于编者

水平有限，缺乏经验，本志存在的疏漏、错误，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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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城区位于北京市城区中轴线东部，西邻西城区，南与崇

文区毗连，东北两面与朝阳区相接。面积25．38平方公里，

1990年人口65万。

元初修建大都城，今东城地区的大部分为大都城区，位于

大都东部，属顺天府大兴县。明代为内城金台坊、教忠坊、明

时坊等十五坊所在地。清代为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

旗四旗管辖地。民国初期属大兴县，划分为内左一区至内左四

区和中一区。1928年至北平解放属北平市市区，划分为内一

区、内三区及内五、内六、内七区的东部。解放后区划几经调

整，1952年为东单区、东四区。1958年东单、东四区及北郊、

东郊区的一部合并为东城区。

东城区是元、明、清三代首都的中心地区，文化教育发

达。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立国子学于大都城之东，成

宗大德十年(1306年)建造规模宏大的国子监，位于安定门

内成贤街。明永乐年间学风日盛，在国子监就读的监生近万

人。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扩建于明万历二年(1574

年)的贡院位于现东城区贡院西街和贡院东街一带。地方政府

还建立了顺天府学。清代除扩建国子监外，在京师还广设了宗

】



东城区普通教育志

学、觉罗学、旗学，在东城界内即有12所。免费义学也日益

兴盛。上述各学均以尊孔读经为主要内容，并通过科举考试为

统治者选拔人才。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通过传教、兴办教会学校，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1864年美

国基督教公理会在东城灯市口设立灯市口男蒙馆，1900年改

称育英学堂(今北京二十五中学)，是北京最早的教会学校。

1864年美国圣公会(美部会)在东城设立贝满女学堂(今北

京一六六中学)，是北京最早的女子教会学校。1865年美国长

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创设崇实馆(今北京二十一中学)。19世纪

末，美国长老会在安定门内大二条创办司安幼稚园，是北京第

一个学前教育机构。1870年后又相继在东城设立崇慈(今北

京一六五中学)、汇文(1959年迁至崇文区)、慕贞(今北京

一二五中学)等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的办学宗旨明确规定“为

传播福音开辟道路”，圣经是必修课程，其它科目都围绕着这

个中心进行。起初教会学校规模都较小，而且多为初等学校。

贝满女学堂初办的几年，学生平均人数只有18名左右。

这一时期，国外先进的教育内容、体制逐步传入。改良派

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光绪二

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颁“兴学诏”，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八旗督学管学处。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

孔、尚公、尚武、尚实”，成立了学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京师成立督学局。八旗官学率先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在

东城界内先后开设左翼八旗第一至第八初等小学堂、内务府三

旗初等小学堂及左翼八旗中学堂。经正书院改为宗室觉罗八旗

高等学堂。在八旗高等学堂内设立八旗学务处，负责八旗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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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远

的管理。在清政府提倡下，各公立、私立学堂纷纷设立。据光

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东城界内除6所教会学校外，

还有中学5所，小学29所。其中，中学官立2所，公立2所，

私立1所，教师54人，职员37人，学生359人；小学官立17

所，公立5所，私立7所，教师166人，职员94人，学生

2673人。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提出教育宗旨“注重

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

其道德”，公布壬子、癸丑学制。学堂改称学校。八旗各学堂

改为普通学校，各民族子弟有同等入学权，撤销八旗子弟的特

殊待遇。八旗高等学堂改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今北京第一

中学)，八旗左翼中学堂改为京师第二中学校(今北京第二中

学)。改革了课程，取消了占学时最多的读经讲经课，增加算

术课的比例，将手工、园艺、缝纫等实用科目正式列入课程。

从小学开始推行白话文及注音字母，男女受教育权平等，缩短

小学年限，延长中学年限，职业教育占有显著地位。这些改革

在蔡元培创办的学校中首先实行。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

等在东城方巾巷华法教育会会址创建孔德学校(今北京二十七

中学)，学制十年，首创男女合班制，学校自编国文教材，教

授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不设修身课，在日常活动和各科教

学中进行啄想品德教育。’京师一中也采用白话文教学，修身课

也不再只限于“讲道德、说仁义”，而以社会学及“社会问题”

做课本，还聘请社会名流来校讲演，学生思想活跃。崇实中学

于1919年设工读科，进行职业教育，有织毯、石印、铅印、

皮件等科，贫寒学生可申请课余工作，以所得添补学膳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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