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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

的今天撰写专业志，则是现代中国人的创举。为完成这一使命，

县教育局建立了编纂委员会、顾问小组、编写组、办公室等一系

列机构。他们分工合作、历时八载、九易其稿，终于不辱使命，

将<昌平县普通教育志>呈献给读者。

教育的发展因各地历史基础不同、自然环境不同、人文因素

(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差异，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昌平县普

通教育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

点，客观地反映昌平县教育发展的曲折复杂过程。该志本着详今

明古的要求，叙而不论，实事求是地反映1900--1990年昌平教

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并重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昌平教育改革的进程和成果。全书共十二章近50万字。

读者可以从中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汲取经验教训，为昌平的教

育改革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起到“资政、存史、教化”

的作用。

在本志出版之际，我们在此万分感谢本书的主人公——全县

6000余名普通教育工作者，是他们用毕生心血和整个生命献身

于昌平的普通教育事业，才换得解放以来40年，尤其是80年代

以来，昌平教育在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开展弱智教育、校外教

育、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重视体育卫生工作、发展电化教育和教育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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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高教师素质和改革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优异成绩，使“科教

兴昌”由口号变成现实，使该志能现出绚丽的色彩；还感谢41

万昌平人民用自己的血汗浇灌着教育之花，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

教育，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大教育网络；还感谢各级

领导与兄弟区县同仁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我们还希望大家团结一

致、同心协力，把普及高中教育及更为艰巨的由应试教育转向素

质教育的历史使命时刻记在心中，为祖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更加努力奋斗。

本书工作人员虽备受艰辛、尽心竭力的工作，但因资料、时

间、人力和水平的限制，错漏之处必定不少。敬请领导及广大读

者不吝指教，以便该志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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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

科学地记述昌平县普通教育发展的历史。

二、本志以昌平县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

育和师范教育为主要记述内容，职业教育中不包括本县其他系统

所办的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培训班。

三、本志上限依据占有资料，追溯到事业发端，下限断至

1990年(个别重要事项越限记述到1991年)；大事记起于1900

年始办新学，止于1990年底。

四、本志按章、节、目三层安排内容(个别到子目)，横排

纵述。

五、本志体裁采用现代语体文，述、记、志、传、图、表、

录并用，以志为主体。概述置于篇目之前，大事记置于篇目之

后；表，列在有关章、节之内；录，放在有关章、节或全文之

后。

六、入志人物分传、简介、表、录：对获得全国级先进和市

级模范称号的人物以及虽未获得此类称号但对昌平县普通教育事

业做出较大贡献的其他人物进行简介(其中已故者立传)；获得

全国级单项先进和市级先进称号的人物入表；获得市级单项先进

和县级劳模及捐资助学万元以上的人物入录。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昌平县普通教育志

七、时间表述：中华民国建立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年号，

1912年起只用公元年号。

八、数字使用：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且很得体的地方，

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称谓：县名用昌平县、全县、县内，局名用昌平县教育

局、县教育局，不用“我县”、“本县”、“我局”、“本局”；机构

一般用全称，较长名称首次用全称，括注简称，以后用简称；人

名直书，职务、职称在前，姓名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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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昌平县位于北京市北部、军都山南麓，东临怀柔、顺义，南

接朝阳、海淀，西界门头沟、河北省怀来，北依延庆。总面积

1352平方千米。西北部为山地、丘陵，东南部为平原；山区面

积占60％。总人口41万(1990年)，以汉族为主，还有回族、

满族等23个少数民族。全县划分为1个区33个乡(镇)，3个

街道办事处，共319个行政村、75个居民委员会。

昌平县历史悠久。战国时期为燕国上谷郡君都县地。秦汉

时，县域内先后设置居庸、军都、昌平3县。以后常为1县或2

县。北齐时仅存昌平县。明属京师顺天府，正德年间升县为州。

1913年改州为县，属河北省京兆公署。1929--1955年多属河北

省。1956年划归北京市称昌平区。经1949、1956、1958年几次

较大行政区划调整后，轮廓始为今貌。1960年复称昌平县。

1984年按北京市总体规划，定昌乎县为首都卫星城之一。

昌平县教育历史较为久远。汉代卢植在此讲学，唐代刘羹

(昌平人)在昌平兴教倡学。元代设学宫，并建有谏议书院(与

京都太极书院、房山县文靖书院齐名)。元末，行政长官田厮在

县治所(今旧县村)建孔庙，重修县学。明代，除州学外，州城

及乡村多建有文、武社学。明末天启年问，毁废书院。清初，州

城内的文、武社学被废除，乡村中的社学不多，私塾较多。清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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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州芮泰元在孑L庙以西校士馆旧址(今

昌师附小)建燕平书院，收纳廪生、膳生、增生、附生等生员，

教授“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

(诗、书、易、礼、春秋)，以应科举考试。清末，王天秀等陆续

在州城和大辛峰、兴寿、大牛坊等地举办义学或义塾，以识文、

写字为主，同时授以浅近的文史知识和孔孟之道。

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昌平近代教育开始发展。光绪

二十六年(1900年)，私立崇善初等小学堂在州城内太平墙胡同

建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州城内燕平书院改建为昌平州

立高等小学堂，原书院院长蓝枚任学监。光绪三十年(1904

年)，开明人士闪国勋(回族)在州城内清真寺建立清真初等小

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女界人士闪党珉(闪国勋之

妻)创办私立成始女子小学堂。同年，昌(平)、顺(义)、密

(云)、怀(柔)、平(谷)五署师范学堂在昌平州城内霸昌道署

旧址开办，知州史廷华兼任学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建立劝学所(系教育行政机构)。至宣统三年(1911年)，全州

近百个较大村庄均开办了初等小学堂。

1912年，学堂改称学校。1915年8月，京兆第四中学在县

城内旧道署开办，校长华鲁臣。该校1917年元月迁往顺义牛栏

山。1917年，闪氏女校迁入参将署旧址(今六街小学)并改为

初、高两等女子小学。1920年，五署师范学堂撤销，改为教员

讲习所。1925年，废劝学所，设教育局，局长李鸿儒。1929年，

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开办(1935年改称简易师范)，校长由县教育

局长王汝霖兼任。至1933年，全县有完全小学2所、初级小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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