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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 士
日lJ 舌

县地方志中关于教育的记载，可上溯到宋、元、明、清诸朝代，

《县志·建置志·学校》篇的仅寥寥数语。辛亥革命以来，社会

变革，教育的变化则是这个大变革的具体写照与缩影。由于种种

我县教育清末及民国初年史料尚很缺少，给编纂教育志工作造成

的困难。
一

86年8月编纂工作铺开后，编写人员查阅了县档案馆有关资料，又

天水市档案馆及天水地区公安处存放的徽县民国档案教育史料。

又参阅了全县各学区、学校编写的校史。编写人员还深入调查了

点学校、学区，采访了一些老前辈和老教育工作者，先后做了大

作。1988年底完成初稿，历时数载，其间几经易稿，于1999年6

稿。

初稿完成至付印前，编委、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及有关人员，对教育

志初稿多次进行了认真细致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编写

人员对初稿进行了全面的补充修订，1999年秋修订完毕并审定通过。

本志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兼以编年体，较详尽地记述了清光绪以来

．徽县教育发展变迁的史实，个别地方的记述则上溯宋、‘元、明三代。设

有概述、大事记、古代教育、现代教育，共十三章，旨在较全面地反映

我县教育的各个方面。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本志为我县首部教育专

志。本志成书，实乃幸事。谨在此向为本志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一并

致谢。

一．歹



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密

完成，填补了我县教育

历史无专志的空白，为再现我县教育历史的风貌，为今后教育再创辉

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借鉴。作为专志，它不仅是发展我县教育的历

史参考书，也是一部对师生进行传统教育的教科书，让人们“既知教之所

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

教育为立国之本。人们良好的道德修养准则的确立，文化素质的提

高，国民经济的繁荣，社会文明的进步，以至政治隆替兴衰，皆有赖于

教育。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地区也是这样o．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和

我国发达地区，莫不如是。

徽县地方志记载，宋代熙宁年间，本县教育就出现了比较兴盛的局

面。元代初年设置了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官员，明、清时期创建了徽山书

院、徽山试院、风山书院。尤其清代，我县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光

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风山书院改为县立高级小学堂，开我县学制

改革、发展近代教育之端。民国至解放前夕，全县设立了一批初小、高

小，并创办了一所师范和一所中学。至此，我县基础教育已初具雏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劳动人民获

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徽县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尤其在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将教育摆在现代化建设的

战略地位，反复强调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中共徽县县委和

徽县人民政府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优先发展教育提到重要议事

日程，充分调动各级组织，特别是乡(镇)、村和广大干部群众、师生

员工兴办教育的极积性和创造性，出现了全党重视教育、全社会关心支

持教育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教育内部贯彻了调整改革的方针，实行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形成了m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

。}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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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格局。全县各类教育蓬勃发展，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985

了初等教育，1997年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试验教学，扫除了青

盲。1 999年底，全县各级各类学校396所，在校学生33495人，教职工

23183．，在园幼)L2640人，时为新中国成立后徽县教育鼎盛时期。徽县

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徽县教育志》坚持“略古详今"的编志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实事求是地辑录了徽县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全书资料详实丰

富；体例恰当，、叙述详略有序。虽还存在一些不足，但仍不失为一部较

为朴实、严谨、科学的教育史专志。作为_名教育工作者，在本志付印

之际，写了以上文字。是为序。

唐自德

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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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

农业人

动。先

县柳林

汉代就

作为教

育的基本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徽县处于战乱割据地带，但教育亦有

一定的发展，北魏时期及其后儒学兴盛。唐宋以后，教育与科举考试相

结合，以培养官吏为宗旨。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诏诸路军

州监各令立学，并置教授，掌课试。宋神宗熙宁四年，于川陕等路置学

官并给学田，置小学教授。地方守令有兴学掖士之责。明嘉靖年间纂修

的《徽郡志·秩官志》有“宋方，熙宁中为栗亭尉，兴学劝农，政声流

闻"的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徽州置“学正一，管理本

州教育，并对诸生进行训导与考课。 ，

唐宋推行科举取士制度，明代开乡试科，举行乡试。据《徽县新志·

选举志》统计，徽县自宋代庆历年间始，至清宣统870年间，共考中进士

31人，举人50人(含武举13人)，荐辟30人，副榜2人，贡生451人。在

科举制度下，学校为科举而设，士子为考试而学，形成“非科名无以劝

学"的局面。 i

徽州学宫宣圣庙创建于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世宗嘉靖十

五年(公元1 536年)，知州莫汝高奉命在钟楼山下创建徽山书院。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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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州葛之奇在城东郊三官庙建三元书院(今东关马莲坪上)，并有官办社

学七处。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知州郭维宁数请于陕甘学政

武之亨，获准在徽山书院旧基创设徽山试院，时阶、文j成、徽、两等

五州县士子皆就试于兹。雍正七年，徽州降为县而试场革裁。乾隆八年

(公元1 743年)，知县牛运震在大门镇创设陇川书院。乾隆十四年(公元

1749)年，知县杜荫将县署西之寅宾馆改建为“风山书院"。乾隆二十六

年(公元1 761年)知县李兆锦重修，‘并题额名。7道光二十五年’(公元

1-845年)；知县赵芝瑛因原书院过于窄狭，又无考棚，遂改其地作公

所，另在徽山试院旧基建新“风山书院”及县试考棚，次年十月告竣．。。

至光绪年间，全县共设义学36处(含私立17处)。义学和书院的教学与·

科举考试紧密相联，是“赖以造士”的主要场所。 ，

清光绪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和“西学”的传入，‘传习科学的

呼声日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通令停止科、岁考，着将

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徽县奉令将风山书院改县立高级小学堂，县长任学

堂总监督。因缺乏新式师资和教材，近代科学文化教学进展缓慢。光绪

三十二年，成立教育会，协助办理全县教育事宜：宣统元年，成立劝学

所，管理全县教育。一。
， ‘L

民国初，徽县实行民国学制，。承认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在教学上

逐渐废止读经。民国四年(1 91 5年)春，县长陈树莫奉令改县立高级小

学堂为县立高级小学校。4同期，当地士绅在后西街创办女子义学一处。V

民国五年后，在全县5区设区立初级小学39所。民国十四年，改劝学所为

教育局，全县乡镇以片划分为学区，教育行政管理渐趋于正规。民国十

五年以来，由于连年荒旱，兵乱匪患，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教育，学校被

迫停办或时续时断的极多，民国二十二年后开始恢复。民国二十三年

冬，伏家镇在区立初小基础上，将附近几所义学合并一处，创立了县立

第二高级小学校。此后大门镇、泥阳镇、江洛镇、硖门镇、银杏乡等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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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义务教育"

民国二

由地

援前方，团结

也为徽县教育

民国二十九年(1 940年)春，徽县推行“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在

地方保甲人员的协助下，强制农村1 6岁至35岁的青壮年男女进入补习民

校学习。

。民国二十八年(1 939年)冬，全县推行保甲制后，陆续办起了一大

批保国民学校(初小)和中心国民学校(高小)，从此，全县各级各类

学校以统一的部编教材进行教学。至民国三十二年，全县有保国民学校

130所，中心国民学校13所，教师290余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八

月，创办了徽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为发展徽县初等教育提供了师

资保证。民国三十二年元月，简易师范改名“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

校"。民国三十三年六月，河北省保定私立四存中学迁来徽县，不久合

并于徽县师范。同年八月，徽县中学建立。

1949年冬初，全县大部分学校因国民党溃退部队占用校舍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对原有学校的接管、改造、整顿、调

整，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徽县逐步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1950年2月，徽

县人民政府教育科接收了城区学校，在农村由区政府派接管小组接收了

本区所属学校。3月，全县大部分学校恢复上课。遵照上级指示对旧有学

校进行初步改造，停止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组织在学校的一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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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取消《公民》等课程及其它教材中的反动内容，开设新的

和思想教育课。建立校务委员会和学生会，实行民主管理，团

生员工建设新学校。4月，天水地区将徽县师范、徽县中学、两

合并，成立甘肃省徽县中学。1952年秋，将高中部合并于天水

县中学高中停办。1952年起全县中小学陆续实行新学制，小学实行四、

二分段制，中学实行三、三分段制。强调学校的基本工作是教学，，课堂

教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形式。改革课程设置，实行新的教学计划，对学

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教育。学校向工农开门，对工农子女

放宽入学年龄和录取条件。中学设立贫寒学生补助费和人民助学金，为

广大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

1952年，遵照中央文教委员会指示，全县逐步建立以冬学、民校以

及干部、职工业余学校为主的工农业余教育体系。工农业余教育以识字

扫盲为基本内容，同时进行政治、文化、时事政策和业务技术教育。这

种大规模的工农业余教育在五十年代效果显著，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

要特征和组成部分。

1953年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对全县小学布点进行调整，初小104所调整

为96所，高小调整为9所。小学在校学生比1950年增长一倍多，教师增

加了一倍。 ：

随着各级教育的发展，徽县幼儿教育也得到发展，1954年秋，办起

了第一个小学附设幼儿班，至1957年，全县幼儿园(班)达N5所，入园

幼)L199人。农村还办起了许多托儿所等托幼班点。

1958年徽县、两当县、成县三县合并，教育机构亦相应合并。徽成

县根据省委提出的教育目标，兴办了■批简易小学j民办小学达N285

所，公、民办中等技术学校10多所和学制长短不一、招生对象各异的红

专大学3所。将农村中小学下放到公社领导管理，实行以地方为主的领导

管理体制。办起冬学和民校1596所，参加学习的青壮年文盲310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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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盲26071人。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和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教育

事业的发展脱离了实际，超越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在国民经济发生

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秋，根据省委指示，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撤

并调整。1962年1月，三县分县后徽县有小学103所，在校学生5917．k。

小学教师减员106人，幼儿园停办，中等专业学校保留一所，农村冬学与

民校全部停办。

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方针指引下，全县中小学掀起办工厂、农场热潮，实行勤工俭学，开

展教学改革。组织中学师生赴游龙、麦摞石等地“大炼钢铁”，小学生

参加“三秋"生产及其他社会生产劳动。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在

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展开。中小学开设工农业生产常识课，按照紧密联系

生产实际的原则，编写、修订各种教材，和省市学校进行校际间交流。

有益的实践，为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在反右派扩

大化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拔白旗"运动中，伤害了一批知识分

子，使教师队伍建设受到损害。在教学改革中，忽视了基础知识教学，

劳动过多，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下降。

1 963年，全县中小学陆续试行中央颁发的全日制中学和全日制小学

暂行工作条例，及省教育厅制定的分批试行条例的规划。贯彻以教学为

主的原则，重新调整安排了教学、生产劳动的比重，确定了各主要学科

教学要求和质量要求，明确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重视和加强各

级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教育活

动，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普遍有了提高。’

中小学实行多种形式办学，试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并行

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64年，全县办起了县、社农中各一所，新

办耕读小学105所，在校学生纯增4064人。农民业余教育也逐步恢复。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全县各级各类教育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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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部分领导和教师遭到批

斗。1967年学校一度停课，中学停止招生。1968年，各级各类学

成立“革命委员会’’。同年秋，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校，领导学校斗、批、改，多数学校处于不正常状态。

1974年，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批林批孔，!，批“修正主义教

回潮”，学习“朝农经验’’，批“右倾翻案风"，批判打击了学

及部分教师。

1972年以后，全县中小学教育有所发展。民办学校有所增加，并将

一批初小升格为完小，部分完小办起附设初中班、高中班。1976年，全

县小学增至41 9lift，在校学生3043 1人。普通中学发展过快，比例失调，

由于师资不足，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降低。“文化大革命”期间，扫

盲教育被政治学习、批判会代替，职业技术教育停滞。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转到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全县逐步恢复整顿以教学为主的学校秩序，

调整充实学校领导班子，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

策，提高教师的政治待遇，评定教师职称，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 980

年，全县设幼儿园3所，在园幼儿396人；小学445所，在校学生33 766

人：中学12所，‘在校学生8650人；全县有中小学教职工l 823人。、

1 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l 986年4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全县中小学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

革。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教育实行分级管理，加强了县、乡政

府领导管理教育的职责，调动了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5所完中、职业

中学、+职业技术学校、西街小学由县上直属管理，其它各级各类学校以

乡镇管理为主。小学教育经过多年努力，全县各学校实现了“_无两

有’’(学校无危房，学生有教室，有课桌凳)，三分之一以上的学校达

到了“一无两有多配套”。经过逐级检查验收，l985年普及了初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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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1 986年秋被国家教委树为全国百名“基础教育先进县”：随着改革

的深入，中等教育结构更趋合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除原有的一所卫

生学校外，还新办了商业供销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教学班，

职业技术学校，农业机械化学校，中央和省两级广播学校各1所。1981年

至1 988年，全县教育事业费年平均增长率为1 8％。教育经费在全县财政

总支出中所占比例，由1 978年的1 3．5％，上升到1988年的l 7％。教学设

备不断添置更新，教学条件得到改善。1990年，全县设幼儿园4所，小学

附设学前班22个，在园及学前班幼儿1103人。设小学402所， 比1949年

增JJH287所；在校学生2 1 671人，比1 949年增长2．3倍：每万人121中的小

学在校学生数，由1949年的525人提高到1990年的1 102人；1990年学龄

儿童入学率为99．3％，巩固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全县设完中6所(含

厂办1所)，独立初中9所，附设初中1 3所(含厂办1所)，在校学生

8229人。每万人12t中中学在校学生4 1 8人。职业教育全县有职业高中2·?

所，在校学生334人。成人教育通过省教委检查验收，1994年10月，省

政府确定我县为“甘肃省基本扫除文盲单位"。

l 995年以来，开征城乡各种教育费附加，增加教育投入；取消初中

招生考试制度，学生凭乡镇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上学；多方筹资修建中

小学教学楼21栋，为中小学添置了教学实验必备的设施器材。1997年全

县有幼儿园4j丘fi，在园幼J[．,2385人；小学391所，在校小学生22190人；

初中17)ifi，在校初中生9109人，完中4所，在校高中生1984人；职业中

学、职业技术学校各l所，在校学生534人，中小学教职工2196人。经省

地检查验收，1997年12月省政府颁发《徽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铜牌，1998年教育部颁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铜

牌，确认我县扫盲达标，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实验教学。

1999年，全县试行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重点，造就有理想j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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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县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得到

提高。 一

由于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徽县教育和全省、全国先进地

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继续改善办学条件，

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大力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仍是发展徽县

教育事业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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