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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修志，是惠州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市教育

战线的一件盛事。惠州教育从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一百四

十余年悠长历史的演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和斗争，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为国家，为民族、为祖国和惠州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些伟大成绩，是惠州人

民和广大教职工的辛勤耕耘，精雕细琢的结果，是应载入史

册，留芳千秋，启迪后人的光荣事业。《，惠州市教育意》编

辑小组的同志，经过一年多时间深入细致的辛勤工作，终于

撰写成志，这为总结研究惠州教育的过去和今后的发展，提

供了历史的龟箍，无疑是对我市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

《教育志》编写组自去年五月成立以来，同志们遍访了·

教育界的老前辈和召开=十多次有关的座谈会，查阅了市，

县，省有关档案资料，收集了大量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的筛选和研究，把整理、编写出的大事记和初稿印发

到有关单位和个人，广泛征求了意见，严肃认真地进行了修

改。写出了现在的稿本。本志从公元1801年至1987年来．’

特别是解放后的几十年来本市的教育大事记载下来了，这

就为今后从事惠州的教育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

-科。，。． ’．：‘ ．一．．“。
√‘。 +：

教育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在封建社会里、教

育囿于封建的政治和自然经济束缚，是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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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建有丰湖书院，到鸦片战争时已有一定

后，惠州的学校教育仍发展迟缓．1840年鸦

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

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迫使清政府不得不

封建制度进行某些改良，采取了“废科举，、

兴学堂”措施，并制订了近代学制。在这种形势影响下，清政

府把丰湖书院改为惠州府中学堂，以后又新办了。两等”、

“观澜”等小学堂。。 ．

1，

。
只’

辛亥革命后抗日战争前，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和军阀

混战的局面，教育没有多大发展。1925年后，惠州人民在革

命军东征胜利的鼓舞下，觉悟有了提高，发展地方文化教育

已引起社会人士的重视，办学经费筹集虽有困难，但在地方

人士的努力下l惠州又新增办了三间中学和八间小学，直至

1949年解放时，惠州的小学生才有2889人，中学生1999人。

但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穷，他们的子弟仍没有接受教育机

会．可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发展教育是很困难

的。
’

．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事业迅速

发展。到1987年，惠州市有小学63间，中等学校18间，学生

35000多人，惠阳地区和惠阳县也在市区开办了18N中等和

高等学校，学生近7000人，比解放初惠州的学生人数增长了

近十倍。 ! +； ‘

粉碎。四人帮霄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拨乱反正”的坚

决措施，广大知识分子和教师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

确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肯定了解放后教育工

作的成绩，恢复了教师的应有地位。特别是党中央于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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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一
、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申了实

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制定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

针和政策，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指示，给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

确的方向，党的十二大、十三大都把教育列为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战略的首要位置，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的重要

命题，给我市广大教育丁作者和教师以巨大鼓舞。我市教育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市

党委，市政府越来越重视，并把发展教育事业列为我市的大

事来抓，并于J980年完成了扫盲任务，1982年实现了普及小

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4年市区基本实现普及初中教育，

1987年完成了中央“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学生人人有

课桌凳”即“一无两有”要求。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深化，教

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整个教育事业都随着政治、经济体

制全面改革的步伐积极而稳妥地向前发展，可以预期惠州教

育事业，必将在党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写下比过去更加辉煌的历史新

篇章。

友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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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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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写指导思

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点去观察分

析过去的教育实践，实事求是地进行记述。对解放后的历次

政治运动，是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精神来写的。 ，

，‘ 二，本志记载年限，上自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下

至1989年，解放后详记。、 。 ．，

、 、t三，惠州城原是惠阳县的一个镇．解放后东江行政区专

员公署，惠阳县政府均设在此。1958年曾建为市、后撤销。

：t964年正式建为市，管辖区域初有府、．县两城及城郊，1975

年增管辖惠环、河南岸，：三栋、汝湖、小金五个区(镇)。

故本志记载范围以惠州城区为主，所记内容，有些地方会与

惠阳县志记的有交义。

四、本志所记年号，清朝年号按朝代编排，中华民国时

期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或称解

放后，一律加注公元。

五，惠州成立市前，镇县本属一体，镇里学生都到惠州

中学、惠州师范、惠阳县一中就读，故这些学校均记入本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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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地处东江下游，水陆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惠州历

来是东江重镇，清朝，民国时期都是东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

心。至1949年已发展为有35000多人的城市。解放后，惠州

仍属惠阳县的一个镇。东江地区专员公署(后简称地区)惠阳

县府都设此。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1958年曾建为市，后撤

销。1964年又恢复建为市、市管辖的区城，随形势岁展不断

·扩大。至1987年已辖有S个区(镇)。1978年执行改革、，开

放政策以来，工，农、商业迅速发展，更因西湖风景优美，

旅游的人纷至沓来，经济日益繁荣，‘人口迅速增至20万人j

成为中等城市。-_‘’。 ．jl
L． +t j’二 一

惠州在南宋时已建有丰湖书院，历史悠久，·到清朝已成

为广东有名的五大书院之一。清来废科举，兴学堂，把丰湖

书院改为惠州府中学堂。地方又再办有两等、观澜、昌明等小

学堂。民国初年学校教育无大发展。1929年后在城内增办了

惠阳县县立第一中学和私立徐山中学，抗日战争期间，增

办几问保国民学校和私立持平中学。1949年10月惠州解放，

当时有公私立小学十间，中学七间，·学生4886人。’(其中中

学生1999人，小学生2887人X’。‘。 ．

)’ 5，馨r：’

解放初，地区和县负责管理中等学校，惠州镇负责管理

和发展小学教育，为了贯彻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方针，和

使适龄儿童多入学，1953年镇内各个办事处办J阃良办小学，

．共办起四问。后来小学生升学人多了。镇又予1957年办一向民



扑中学(今华侨中学前身)，1958年后办有半工半读的农业中

学。1960年由镇财政负责办起惠州镇初级中学。(今二中前

身)。1964年惠州恢复建市时，属市管的中学有三间(含惠

州中学，即县中)，小学10间(小学经过调整后的数)。建

市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遭受严重破坏，而读书的人

又增多。市就于1971年新建起第三中学，1972年又增办第四

中学。目对外开放改革政策以来，经济迅猛发展，城市人口大

大增加，靠现有的学校已满足不了青少年要求入学的愿望了，

1983年冬，市委，市政府就发动金市人民捐资办学，到1984

年个人捐有八十多万元，再动员单位集资，·加上上级拨款，

这样从1978--．．+-1987年共筹集的资金有1700多万元。有了钱，

市就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发展教育事业，从而使我市于1982

年实现普及小学教育。除此外还逐年增建学校，1984年建成

第七中学，1986年建起电视大学惠州分校，教师进修学校和

南坛小学。1987年建起第八中学，农村的小金中学，汝湖中

学．河南岸中学也相继建成。对原有的学校也进行改建扩

定。这样我市又于1984年在城区内普及初中教育，由于校舍

建设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省政府决定，授予校舍建设工作成

绩显著的特级县称号。 ，

’

。

我市对劳动教育在解放初就有所加强了。1953年起，组

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8年开始，学校已把

“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内。学校办了小工厂、小农场，学生

还参加了大炼钢铁、抢收抢种，一时劳动过多了些，影响了教

学，教育质量下降。1962年后，贯彻执行了《中、小学暂行工

作条例》，控制了劳动量，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恢复以教学为

中心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又逐步提高。le，60年我市贯彻多

种形式办学方针．市和公社都办有一批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林业中学。西湖中学等学校，

把这些学校冲垮了。7

不幸“文化大革命”．■来，、又_，
i

、

‘

，

．、，

√
z

1976年，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实行拨乱反正，，使学校．。 一。，

教育又走上正轨。我市执行了党的词整巩固政策，把不够条，

件的高中调整下来，小学不附设初中班。1981年农村小学先

恢复六年制。1985年中学教育进行改革，把第四中学改办为职 ．-

业中学，第七，第八中学从1987年起招收职业高中生，开始
。

，

改变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现象，对学生加强了劳动技术

教育和训练，使学生毕业后，具有普通的文化知识，要升学

有希望，又有了一技之长，要就业有基础。

党和人民政府对成人教育是重视的。解放后就发动小学

办工农夜校，扫除文盲。小学教师不怕辛劳，白天上课，晚

上还要上夜校的课。有的送字上门，帮助家务繁重的妇女识 4．，～

字。几年时间，就帮助一天批工人，农民脱掉文盲的帽子。

人民公社化后，工农教育虽有专人负责，但忙于搞运动，使

工农教育有所削弱。1978年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以后，农民
“

要求生产致富，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经过几年的

努力，我市遂于1980年完成了扫盲任务，成为基本无盲市．

现各乡镇又办起农业技术班，帮助农民学技术。掌握发家致 ．

富的金钥匙。干部教育，1950年就办有业余学校，帮助干部

学习初中文化，后停办了，1978年后又恢复起来．主要任务

是补初中或高中的文化课。市里除了办补习班外，还办有成 ：

人中专、函授教育、电视大学惠州分校等。这样就有利于千 ．

部，职工实现知识化，专业化了。

解放后，教师发挥了主人翁的积极性，积极改革教学，

教书育人，创造了突出的成绩，为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打击了知识分子，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破坏了

学校、降低了教学质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实行拔乱反正。教师脱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成为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接着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平反了冤假错

案，调整了工资，对教师子女就业作了安排，住房问题逐步

缛到解决，使教师能安心地进行工作。1985年国家又定下

9月lo日为教师节，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党全民尊师重

教的良好社会风气逐步形成，从而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做

好教书育人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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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一．(1800—1985) 、、

●

清矗庆六年(1801年) ‘、．辛

惠州知府伊秉绶扩建丰湖书院(该院创于宋，清康熙时

复建于西湖黄塘)。撰有‘丰湖书院记>，并聘宋湘为山长．

■庆廿四年(1819年)、一 ： ”_

、

一惠州知府罗含章，筹银一万四千两为丰湖书院增添资产，

订出聘师、招员，管教，庶务等条款。 ．

。光绪十i年(t888年')

翰林梁鼎芬主讲丰湖书院，募集图书典籍五万六千多卷，

、创办“丰湖书藏”。，1一 ‘。． -，

一

’。

光绪廿七年(1901年)” ，， 一·

四月，惠州知府沈传仪创建府学堂于府署右侧(现四中
·． 校址)。

‘‘

‘

·

， 二

光绪廿八年(1902年)

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人称壬寅学制)．·。
‘

。
●

+． 光绪廿九年(1903年)～‘

． 惠州府学堂迁址于丰湖书院，定名为惠州府中学堂，设

9



监督，主持会学事务。原惠州府学堂fEi址改办惠州府两等小

学堂，设堂长一人主管会学教育。观澜书院改为归善县高等

小学堂(观澜书院子乾隆时知县陈哲创办)。
●

光绪卅三年(1907年)。

同盟会员郭公接来惠州府中学堂任教，介绍学生八十余

人参加同盟会。成立学生自治会，梁镜球为会长。
’

·’”_- 光绪卅四年(1908年)
’

，

冯重熙，周醒南等创办惠州振坤女子小学堂，校址设府

城始平书院(冯家祠)。

廖雨生、冯重熙等创办惠州昌明小学堂，校址在府城更

楼下，堂长廖雨生。． ．

宣统二年(1910年)
’

惠州府蚕桑学堂开办于西湖永福寺。

宣统三年(1911年)

惠州府中学堂学生梁镜球参与“三·二九”起义，事

泄，遭通缉，逃赴香港。
．- ’

． 九月同盟会组织的起义军围攻惠州，惠州中学堂学生陈

经率革命学生数十人参加围城战斗，陈不幸被俘，英勇就义。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胜利。
，

．

f

．

一

． 民国元年(1912年)

一月九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学堂改

称为学校，学堂监督改称为校长。定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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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惠州中学堂改名为惠州中学，惠州府两等小学堂改

名为惠阳县立第二小学，归善县高等小学堂改名为惠阳县第

一小学，申小学都执行壬子癸丑学锚。。
“

． ‘

民国=年(1911年>
’ 、

惠州中学改名省立第三中学，校长苗致信。
，

， ‘

、

’

．。 民巨六年(tgT7年>

=月复办振坤女刊、学堂改名为惠槲公立振坤女子小学：
棱，．校址迁至府墟秀水涝(暇协台衙仃r)复办。 ·

民国八年(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省立三中学生联合各校成立惠州学

生联合会。联合会组织学生在城乡开展“打倒孔家店”，

“打倒卖国政府”，“抵制日货”等爱国宣传活动。

， 民国+年．’(11121年)

二月惠燃工读学校予府城学院衙(现十一小学】开办，

校长杨固初。 。。

：’ j

民厚十i年(1．922年)

省立三中因战争影响，在府城金带街陈家祠设立分教处． ，、

。
，

． 民冒+四年e I蚋年)
：十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惠坩。卡一胃省立三申革命学生组

织”新学生桂”。社址在府塘溃匾，选林宝良为主任干事．

后各小学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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