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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贯彻“存实求真”的惨

志方针，概要记述本市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并立，继承横分门

类、纵述历史、述而不作的传统，摈弃资料处理中的自然主义，努力

增强志书的著述性．以概述、大事记为经，以事业篇、人物篇为纬，

编织本市教育事业的大势大略．图照、杂录服从全书主旨，佐证志

述： ，
‘ c ”

。r ’

三、本志以今市辖区域(邵东县、邵阳县、新邵县、隆回县、洞口

县、武冈县、新宁县、绥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东区、郊区、西区)为

记述范围，详市略县．时间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90年．有些

内容考虑到沿袭关系和历史分期，时间适当上溯．

’四、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传记人物皆为1990年12月31

日以前已故者，以卒年先后为序．

五、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

业务部门提供的为准．，

．六、本志严格按照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颁发的‘行文通刚>行

文，某些特定词语的使用，执行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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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境内的学校教育，可以追溯到汉代．经过长期而缓慢的发展，

到晚清时期，已经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定型的教育制度和较大的

教育规模。但是，与世界潮流相比，显得僵化和保守。西方早已“以

实用倡其徒”，境内仍然“以虚文课其士”。有识之士不满这种状况，

主张“斥虚文”，“倡实学”。清代进步思想家魏源更是站在时代前

列，他反对“心性迂谈”，主张“通经致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的

思想影响到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魏源是邵阳金潭(今属

隆回县)人。他的思想对境内教育变革，乃至人才观念的变化，起了

先导作用。后来，境内许多青年学生逐渐将注意力从爬梳经卷转向

社会实际事务．从只知逐名科场转至另辟进身门路．刘坤一、魏光

焘等的成名，都离开了科举旧路。爱国反帝志士贺金声乡试不第·

“遂废科举业，究心经世之学”。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的50年，邵

阳籍的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和知名学者，大都不是科举出身。，。

，，魏源的教育思想，对后来境内教育制度变化也产生一定影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冈鳌山等3所书院都已注重实学。同年，-

邵阳县创立了中西兼习的滕氏女塾．这是省内新式学堂的雏型。此

后这类学校逐渐发展，光绪二十八年发展最快。到光绪三十三年，

宝庆所属5县加上靖州的绥宁，已有小学堂52所，学生2188人；

中学堂3所。学生289人；师范学堂和职业学堂也相继兴办．宣统

三年(1911)，上述各县的小学堂已增至228所．学生9096人；中学

堂增至4所，学生400人；职业技术教育已有师范、农业、法政、医
‘

．1·



曩 连

药等多种门类。 ．

境内这场教育变革，是伴随着一场教育大论战开始的。以樊锥

为代表的维新激进派人物，与曾廉为代表的守旧势力作过长期的

斗争。由于这场变革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民主、民族革命色彩和爱

国激情，终至造就了如樊锥、谭人凤、蔡锷等一代叱咤风云的民主

革命先驱。
。

、

民国时期，境内教育受时局影响和政令约束，未能始终顺应历

史发展潮流．但总的来说，学校增多了，继承和发扬了教育维新时

期的主要优点，形成了教育贴近时政的特色．大革命时期，发生在

邵阳县城的师生火烧英商煤油公司事件和“四·一二”学潮，引起

全国注目．抗战时期，被誉为“西南抗大”的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创

建，国立十一中的抗日宣传，省立六师的三杆(枪杆、锄杆、笔杆)教

育，都受到省内外关注．不少学校成为中共地下活动场所，发展和

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工作者． j ’一 ～

民国时期，继承了民间捐资办学的传统。大革命时期，民间刨

建了一批私立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抗战期闻，个人捐资和宗族

献产办学蔚为风气，捐资最多的刘重威，一次献银洋10000元．据

邵阳，武冈、新宁、城步、绥宁和新化6县的统计，私立学校最多时，

小学达2400所，占小学总数的70％，中学46所，是公立中学的

5．7S倍．一 一t。

’
’

-
一

在教育教学领域内，重视追赶世界潮流，是民国时期境内办学

的一大特点．清末，境内留日学生打开了观望世界教育的窗口，至

大革命时期，国外各种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大量引入．。马日事

变”以后，执政当局对教育思想控制很严，但境内学校仍然主动进

行教材，课程、学制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实验．抗战时期，本籍知名

学者纷纷逃难回乡办学，外地专家也相继逃难入境执教，他们大量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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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传播世界各地的教育理论和进步思想，大胆组织多种教育教学实

‘验，推动了境内教育教学的改革。 ·

重视师范教育和女子职业教育，是民国时期境内又一办学特

点。境内师范学校最多时达10所。这些学校因适应当时小学教育

发展的需要，又注意面向农村实际，故能维持发展。境内女子职业

教育，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而发展，民国初年起步，40年代达到高

峰．女子职业学校多为私立，最多时达20所．
。。

民国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是迫于饥寒的劳苦群众很少有受教

育的机会。据1948年邵阳、武冈、新宁、城步和新化、绥宁等6县统

计，在336万总人口中，青壮年文盲为121万．占人口总数的

36％，占青壮年人口总数的83％。中学大都集中在城镇，广大农村

特别是边远山区学校很少．1948年，邵阳县14所中学，10所办在

县城。小学的城乡差别更大，有的在追赶世界潮流，有的仍以．：三字

经>和‘百家姓》作教材． 。 ， ．

。

， 民国时期，战乱对教育破坏很大．1915---,1920年，几经军阀混

战，校产被大量掠夺，不少学校被关闭压缩，境内小学生由66000

人减到12000人，中学、师范一度停办．在19扮--1930年的“清乡
清党”白色恐怖中，小学倒闭100余所，中学减少30％．1928～,

1936年，因集中财力。剿共”而大幅度削减教育经费，境内各县教

育经费的年支出，一般只占县财政年度支出的5％左右．1944---,

1945年，日军犯境，给沦陷区学校造成惨重损失，直至解放前夕，

，有的学校尚无法复课．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境内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的、巨大

的变化。这一变化，曲折复杂，从1949年lo月起至本志下限的

1990年止，经历了三起两落的发展过程：1949A-1957年，在改造旧

教育的基础上，教育蓬勃发展。1958--．-1961年，教育发展脱离客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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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学校数量猛增，教育质量下降。1962一--1965年．通过调整，又

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66"-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lo年

中．教育遭受严重破坏。1977"-"1990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境内教育的发展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

1950年初。境内的公立中学和教会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小

学废除国民学校体制，实行乡学乡办，村学村办。1953年，全部改

为公有制。学校面向工农，大量吸收工农子弟入学。至1953年，工

农子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小学达90％，中学达85％。以扫除文盲

为主要内容的成人教育也形成热潮，境内最多时组织30万工农群

众上冬学、入民校，人人争读“翻身书”。同时，有步骤地在学校发展

中共党员，建立基层组织，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学校顺利贯彻执

行。
、

。

。7

j’7

+

党和政府把建立一支合格、稳定的人民教师队伍。作为发展人

民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从1950年开始，境内组织教师进行思想

改造，利用寒暑假举办政治学习班，组织教师利用课余时间从事

社会活动．抽调部分教师参加土地改革，使教师与群众打成一片，

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1950"'--1954年，从社会上招收青年知识

分子补充教师队伍。1954年以后．师范毕业生由教育行政部门统

一分配，使合格教师有了可靠的补充渠道。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

对在职教师的文化、业务培训，不但师专和中师分别担负部分在职

教师的培训任务．而且地、市、县都先后开办了教师进修学校。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到1990年，全市共建教师进修院校lo所。年培训

小学和初中教师的能力达9000人．通过长期的有计划的培训。教

师的学历合格率提高幅度很大，拿1977年与1990年相比，小学教

师的学历合格率由13％上升到83％l初中教师由1．4％上升到

46。4 oA；高中教师主要送省培训，学历合格率也由18．73％提高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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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境内历来有依靠社会贤达和人民群众集资办学的好传统，但

群众集资办学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是在人民掌握教育大权以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乡学乡办、村学村办，财力、物力主要来

自人民群众。以后．虽然从1952年下期起，境内教育经费实行市，

县统筹．由公粮附加支付．1953年将教育支出纳入国家预算。但是

依靠人民群众献工献料献钱办学的优良传统一直得以保持和发

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办学进入全新时期．地、市、县

(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每年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

领导。发动群众集资办学．先后推广绥宁、武冈、邵东等县依靠群众

办学的典型经验。在1980""1989年的10年中．全市共改建、维修i

新建中、小学校舍305．2万平方米。相当于1979年校舍总面积的

2．13倍。共计投资3亿元，其中群众集资1．67亿元，占中、小学校

基建投资总额的媚．7％．

。废科举兴学堂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执政当局都说要实行义

务教育．但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逐步成为现实。50年

代初期，随着劝学运动的普遍开展，境内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从

1950～1952年，小学生增加15．1’万人，中学生增加5760人。其后

的20多年中，一直在摸索普及小学教育的道路和方法。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地、市到县(区)、乡(镇)．各级领导一步一个脚

印抓办学条件的改善，抓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的提高。1986年

撤销地、市教育局，成立邵阳市教育委员会以后．逐县(区)、逐乡

(镇)制订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规划．市政府实施分类指导，适时检查

验收，到1989年底，全市9县3区先后完成了普及小学教育任务。

4692所小学，全部实现“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

生人人有木制课桌凳)。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和普及率，全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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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家规定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标准。与此同时，普通初中得到

发展，其中东、西两区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基本达到普及

初中教育的要求．
’

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清朝末年的有识之士

就有此构想，到民国时期，境内最多时办有数十所职业学校，但终

因受经茨制约，毕业生无出路而相继停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夕，仅存2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前，境内虽然有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高潮，但都因没有正确认识

和处理好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发展普通教育与发展职业

技术教育的关系而收效甚微．职业技术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根据农村经济的发展情

况，境内重新创办农业中学13所．1982一--1983年，根据城市经济

发展的需要，先后在市区4所普通中学附设幼师、财会、缝纫、统计

等职业班，各县也办起一批职业中学．1986年，邵阳市人民政府成

立了以一名副市长为组长的职业技术教育领导小组．1988年，邵

阳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

决定>，作出一系列政策性规定．从此，职业技术教育既与经济发展

基本相适应，又与普通教育发展基本相协调。到1990年止，全市已

办有农林、工商、医卫等门类的职业高中31所，在校学生8380人，

职业技术教育的招生效占整个高中阶段招生数的29．46％，其中

市区达46％．与此同时，各县(区)还办有一批四年制初级职业学

校和“Z-t-1”的初级职业班。1990年，此类在校学生全市达4000

人． 。 ．，‘

{

‘

境内教师有致力教育教学改革的好传统，民国时期创造过好

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抓教改。-一开始，组织全体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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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批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

育思想，废除反动的教育内容。，帮助教师树立科学教育观，掌握先

进的教育教学方法。以苏联和老解放区为榜样，进行学制、课程、教

材、教法等一系列改革．后来，。大跃进”期间有过很多违反教育规

律的作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教改陷入虚无主义、实用主义

和形式主义，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教师以从来没

有过的激情和毅力，开创了教改新局面。市区和各县都开办不同类

型的实验班，广泛开展引导式、发现法、探究法、量化教学、情境教

学和尝试教学等多种实验．武冈师范附属红星小学和邵东两市镇

第一完小的教改实验，在省内外影响甚大。邵阳市二中实验班的成

就得到知名教育家的赞扬。在改革课堂教学的同时，课外活动也很

活跃，学校普遍建有各种课外活动小组。隆回一中“改革第一课堂，

发展第二课堂，开辟第三课堂”的教改经验，在普遍赞扬声中得到

推广j教学手段的改革也进展较快，新邵县的电化教学经验，引起

全国同行的重视．1989年，全市102所中学的教学仪器建设达到

省定合格标准，重点中学演示实验开出率达100％．教学改革带来

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1990年高三学生在全省会考中，全市文科

合格率为94．6％，理科合格率为97．2％。学生兴趣广泛，既开发了

’智力又培养了能力．f984年市区学生参加全国科技竞赛活动，获

金牌3块、银牌2块，取得3个全省第一．1987年在全国中学生物

理竞赛中，获一、二等奖的各1名．其中隆回一中学生范江北获全

国笔试第一名并获李政道奖，隆回一中因此获李政遭奖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41年(1949"-"L990)，在一段较长

时问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干扰，境内教

育事业发展有过难忘的经验教训．
“

．．

．教育体制单一，抑制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53"■1956年。将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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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校改造为公立学校，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从此长期实行单

一的全民所有制，使国家不堪经济重负，教育发展艰难。拿私立学

校改变所有制以前的1953年和改制结束以后的1957年相比．境

内年教育经费支出由507万元增加到756万元，最高年分的教育

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45％。以后数十年，地方财政负担越来越

重．学校开支则越来越紧，财政拨款基本上只能维持人员开支，无

力改善办学条件。这种局面．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

所改变．境内开始出现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筹资办学，

政府因势利导，到1987年形成社会办学热潮。这年．市区社会力量

筹资办学23所，每年可招收74个班、3800名学生，相当于

市区公办全日制高中层次(含中专、中技、职业高中)学校数的

65．7％，班级数的33．9％，学生数的31．5％。各县也相继兴办了此

类学校，使小学、初中毕业生升学难的矛盾得以缓解，也减轻了国

家负担。
’

：
。’， 3

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屡受干扰，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这种

状况，从1957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20年．1957年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境内2574名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

。反右倾”，一大批教学骨干被指责走“白专”道路。在他们中间搞批

判，。拔白旗”j．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又有一大批教师以各种

罪名被清查．在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境内40％的教师受

冲击，有的学校高达60％，其中被清除出队的2670名．占教师总

数的10．4％，大大高出全省的平均比例。以后又响应侯振民、王庆

余通过《人民日报》发出的“把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教师回原籍，由

当地贫下中农选聘”的倡议，一大批小学教师因此失去工作。这段

历史造成的冤假错案和重大失误．虽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陆续得到平反纠正，但损失难以全部挽回。蒙冤lo多年、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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