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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山县教育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嘉山教育史上令人欣喜的一件大事。它倾注

着编纂者的大量心血，是各：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共同关心、指导和协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珍象，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作为历史

永恒现象的教育，为一切社会所必需。

嘉山学校教育的兴起，可追溯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当“废科举、兴学堂”潮流

涌起，便最早在明光创办了第一个学堂一一缉熙学堂。至此，嘉山算是肓了学校式的教育。

接着，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在城镇和乡村，早期的学校逐渐诞生。处于这-．

时期的教育制度本身，不无例外地摆脱不了那个社会所固有的落后状况’但通过进步的知识

分子的不懈努力，确也培养了一批有为之士。

新生的国家政权的建立，给嘉山教育注入了生机，带来了美妙的前程。在党的教育方针

指引下，嘉山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先后涌

现。全县既有为数众多的公办中，小学校，又有因地翩宜的民办学校，既有形式多样的农民

文化技术教育，又有多层次的干部、职工业余学校。这些学校，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有理

想、有抱负的建设人才。前进中的嘉山教育事业也和其他事业一样，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也

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办教育只有遵循教育本身

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教育事业才能兴旺，教声厅量才能提高，。反之，必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无

情惩罚。

党中央确定把教育作为我国经济振兴的战略重点之～，并通过教育立法来确保教育事业

的健康发展，这就为我县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我国国情，从

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出发，适应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提出的战略任务。它是新时期教育工

作的战略方向，是教育改革的方针。如何使嘉山教育跟得上时代的要求，这就迫使我们必须

充分了解和研究嘉山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本着“三新”、“三性”(新观点、新材料，新方

法，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原则，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编写的这部具有地方特

色的《嘉山县教育志》，它不仅为我们理出了嘉山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同时还为我4'f]ltiIl定

嘉山教育全局性战略规划提供了客观的历史依据。

教育是一项投资大、耗力多的宏伟工程，办教育必须舍得花本钱、下功夫，而教育又是

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柱，只有作为上层建筑基础工程的教育上去了，科学才有实力，经济才能

振兴。在目前我县经济尚处在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应加速教育发展的进程。可喜的是，近年



来我县城乡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日趋形成，教育投资逐

年增加，已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初步的物质条件，再加之全体教育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坚信嘉山教育事业的腾飞定将指日可待。我们将《嘉山县教育志》作

为一份小小的礼物，奉献给为振兴嘉山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全县各界人

民。编纂者的心愿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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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山是一个年轻的县，建县迄今仅半个世纪。县境原属盱眙，来安、滁县、定远四个县边

缘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县当局对这一地区的教育事业既不支持，也不督促，在各集

镇和乡村只有一些塾师用传统的方法，向学生传授旧有的文化知识。明光地傍津浦铁路，受新

文化影响较全县为早。1919年由地方人士发起筹组明光小学校董会，公推胡菊潭、汪雨相等

人为校董，筹措基金，以原有的缉熙学堂为基础，改办公立明光小学，县境内第一所小学从

此诞生。后在铁路沿线的较大集镇，陆续开办了一些小学。1929年秋，又开办了私立明光初

级中学。1932年冬，嘉山建治后，遵照部颁《县行政区域整理大纲》规定，整理公学产，并

由县行政会议决议，从各种税收中提取教育附加，以保障教育经费有稳定的来源，使原有的

中、小学得到巩固和发展。尔后还相继办起了一批短期义务小学。

1937年秋，抗战开始，学校被迫解散．1939年初，县境内被日伪控制的铁路沿线集镇小

学复校复课，极力推行奴化教育。而明光中学至1943年秋方恢复招生。7‘

抗日战争期间，在县境内的广大农村，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开辟和建立的盱

嘉、盱风嘉县革命根据地，在日伪的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

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恢复和创办了解放区教育，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从改造原有学校和私塾着手，大力兴办学校，组织广大少年儿童

入学，坚持游击教学，并组织广大农民上冬学，识字明理，培养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年秋，解放区教育受到国民党进攻的严重破坏，嘉山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据1947年

统计，全县中学2所，学生723人，教职-T'．44人，小学18所，学生2060入，教职T-77入。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宣布废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和法

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等一系

列方针、政策，全县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但也经过了曲折的道路，有过失误，蒙受过一

些损失。

。 建国后三十多年的教育事业，可分为四个时期。1949年--1957年为第一个时期。在前三

年(1949--1952)的教育恢复阶段，接管和改造了1日的公、私立学校，废除1日的教育制

度，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根据“整顿、统一，巩固、提高一的方针，恢复和发展了

一批中，小学，发动群众坚持了灾区教育工作，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五年

(1953--1957)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

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国家计划，并发挥学校潜力，切实地发展我县教育事业，同

时由国家拨款，加强了重点学校的基本建设，培训了师资队伍，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使

教育事业得到健康发展。

1958--1965年为第二个时期。1958年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要求多、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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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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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在巩固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先后创办了一批初级中学，初级农业技

术学校、社办农业中学及民办小学。同时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开展勤工俭学、勤俭办学的活动，组织师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

动，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发生了不少“左”的错误，如反右扩大

化， “拔白旗”，反右倾等，加之劳动时间过多，减少了教学时间，违反了教育规律，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1961年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停办了一部分中等学校，使全县教

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相协调，与工农业生产的现状相适应，全词贯彻执行了

中，小学工作条例，纠正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使全县教育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6～1976年为第三个时期，即“文化大革命扎时期。在这十年动乱期间，全县教育事

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设备被损坏，学校领导被冲击，教师被戴上

“臭老九”帽子，教育质量一落千丈，贻误了一代新人。尽管如此，全县广大干部，教职工，

坚守岗位，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斗争，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

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提出挽救教育措施，许多学校贯彻执行，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1977"-'1985年为第四个时期，全县教育事业得到了拔乱反正，恢复考试制度，加强教学

工作，逐步肃清“四入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

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并

调整了学校领导班子，培养师资队伍，加强对教育工作领导。遵循“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对教育进行改莆，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叮管理体制，实行多渠道集资办

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扎扎实实地搞好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取得了一定成绩。

／‘

第二章’教育方针政策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改以培养公

民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宗旨。民国元年九月二日，教育部第二号令公布教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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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四年一月二十

二日，袁世凯特定《教育纲要》，二月，根据《教育纲要》，颁定“爱国、尚武、崇实，法

孔孟，重自治、戒贪战、戒躁进静为教育宗旨。并提出l“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德，

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打实为崇尚封建道德教育。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一

日，公布新学制系统改革令中，提出教育“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讲个

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 ，

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教育阵地极为．取

视。民国十八年(1929)，提出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四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

国教育宗旨》s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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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I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

同。力同时提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史地教科

阐明民族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

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之实施方针。、

嗣后，又相继通过了《大学组织法》，《中学法》、《小学法》和《私它学校规程》等法

规，对各级学校的课程、教科书严加管理，在学校中加强法西斯的军事训练，从组织上加以

控制，妄图使教育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三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第157次常会通过《三民主义

教育实施原则》，提出：

(一)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之教育目标。1、使儿童整个的身心融于三民主义教育

中，2、使儿童个性，群性，在三民主义教育指导下平均发展，3、使儿童于三民主义教育

指导下具有适合于实际生活之初步的智能。

初等教育课程实施纲要：l、应以兰民主义的重要观念，为编定全部课程之中心。2、应

注重伦理知识及字践，以助长儿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德性。3，应注重自然科学之

教授，以养成儿童爱好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兴趣，及破除对于自然现象一切的迷信。

4，应注匿实际生活的知识和实习。5、应酌量当地情形，制定特殊之课程或教材，以养成

儿童适合于实际生活之初步技能。

(二)中等学校(包括初高及相当程度之学校)之教育目标t 1、确立青年三民主义信

仰，并确实陶冶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2、注重青年个性，及其身心发育

状态，而予以适当的指导及训练。3、对于青年应予以职业指导，并养成其从事职业所必具

之智能· ．

忐

中等教育课程实施纲要。1、全部课程的编定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2、课程的教学聊

与训育的实施相关联。3、学习之事项应尊重个性，使之自由活动而发挥其特长。4，理论

之探讨应与实际作业或实际生活相沟通。5、注重童子军(初中)军事训练(高中)及看护

实习(女生)。

在以后的时期内，一直贯彻上述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霈要，子1934年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

的总方针， “在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

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群众联系起来，在于使中国广大民众都成为享受’之明幸馒

的人。"在抗日战争对期，根据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又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供’原则下，：

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黟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丌

基本内容是进行抗日救国和民族气节教育。为了改造旧教师，提高其为新的教育方针服务的

自觉性，每年寒暑假都集中训练，学习毛主席《论持永战》、《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形

势、政策和教学业务学习．在学习会上曾教唱这样一支歌，歌词是。 “抗日文化的种子，普

遍撒到农村，工作要面向群众，收获全靠锄耕勤。学术大众化，文盲要扫清，发展抗战积极

性，提高民族自尊心。让江淮平原苏皖边区，满山遍野飘扬着我们杀敌的歌声l弦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教育工作，

在毛泽东领导下，始终坚持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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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服务，为建设革命根据地服务，从而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和文化技术人才，为革命胜

利做J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以后，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变

化，党和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予以贯彻落实。

1949年解放后，宣传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和新教育，废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

对于恢复和改造旧学校，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3月9日，嘉山县政府发布了《对目前恢复小学教育工作的指示》一文，要求各基

层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推动群众恢复小学教育”。明确规定了校长，教师的

任用、待遇标准、学制规定、课本使用、经费来源等问题。提出废除某些含有封建法西斯主

义内容的课程。同年十月，中小学教师学习了《中国入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

教育工作总方针： “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全县各类学校皆积

极贯彻这一方针，为工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

1950年初，县政府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对发展民办学校问

题，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出： “贫苦学生应酌量减免学费”。同年，中央教育部发I出关于坚

持灾区教育的指示，提出。要维持住学校，保存住教师"。本县潘村一带，因水灾严重，不少

学校停课，县派员深入基层，依靠群众，组织生产自救，使泊岗、潘村、紫阳，太平等地学

校，得以恢复和坚持教学。
‘ 1951年6月，文教科召开初教会议，传达皖北行署会议精神，贯彻“整顿、统一、巩

固、提高”的初教工作方针。对私立小学、民办小学进行整顿，达到稳步发展I对公办小学

提出“统一、提高”，即在政策上，思想上统一认识，行政管理上统一领导，教学制度上统

一要求，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目的。

1952年3月，中央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指

出s对学生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教育”。我县城镇各中小学立即试

行，其他条件较差的学校准备试行。

1953年，中央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

1953年至1954年，根据这一方针和省教育厅具体部署，我县规定，公：盘小学以“整顿，巩

固移为主，不作发展，维持现状，按照国家计划和适当照顾群众要求的原则，绝对控制教师数，相

对控制学生数。确立小学一年级招生指标为初小毕业生数的百分之六十再加高小毕业生数，

高小五年级招生数为初小毕业生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在可能条件下发挥潜力，适当照顾群

众要求，防止不顾主客观力量盲昌发展的现象。

1954年，继续贯彻中央“十声字”方针，县提出了“政府领导，群众办学”和“以民教

民”的原则。通过整顿，机关干部和职工业余文化教育都走上了正规，农民业余教育得NTVl

固。在县委领导下进行重点调查摸底，召开教师代表会、高小毕业生代表会，做好高小毕业

生从事劳动生产工作。

1956年，贯彻中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发展教育事

业的方针，争取事业计剞的提前完成。我县制订了十二年发展教育事业规划，教育事业有了
相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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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提出“我们的教

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

文化的劳动者”。县文教局在1957"'1958学年度工作计划中提出，对学生要加强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对教师要“整风．教学两不误”。中学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

1958年2月，教育部发出通知，大力支持团中央提倡在学生中开展勤工俭学活动，通知

指出。“实行半耕半读，勤工俭学，这是根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原则，革新

我国教育制度，贯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使

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措施之一”。我县各中小学在县统一布置下，积极开展

“双勤”(勤工俭学、勤俭办学)活动。并根据省指示精神，勤工俭学要以工农业、手工业生

产为主，集体生产为主，校内生产为主的原则，开办各种厂，场。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 “党隧教育工作方针，

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中还提出了“两条腿走路”

朗办学声针和“三结合”、“六并举”的具体原则，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三结合是统一
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六并举是国家办学i

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

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广播学校)并

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并举。

10月，县委专门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宣传贯彻党的教育方钊-，要求克服教学上的脱离

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偏向，并具体提出：1、政治挂帅，红旗开道，2、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理论联系实际；3、继续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加强劳动锻炼，

4、加强学生马列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无产阶级观点、劳动观点、集体主义观点、

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一方针贯彻，促进了我县多种形式学校的发展。同时各校

师生投入大办钢铁运动，大办各种工厂、农场，参加支援农村社队抢收、抢栽、抢神和组织学

生拣粮等活动。增加了劳动时间，减少了教学时间。

1959年，继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原则，提出全党全民办

学，行行业业办学。当年，发展了全日制初级中学，半日制农业rp学和业余高小班。提出妥

善安排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时间，以提高教学质量。

1961年，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调整、巩固、充

安、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教育方针。我县提出教育事业调整要“为支援农业生产服

务，相应提高学校教育质量”，采取“停、改、压缩、控制”等办法，使教育事业发展与国

民经济调整相适应。停办了部分农业、林业技术学校及师范学校、卫生学校，有771名学生奔

赴农业第一线。改部分初级中学为业余学校(其学习时间安排为全年有五个月农忙，学生参

加劳动，一个月小忙，业余学习，六个月农闲集中学习。此提法未具体实施)。压缩、控制

在校学生数，处理中小学超龄生六百人投入农业生产，对全日制中学实行农忙放假制，县城

中学实行“一、二、九制”(全年九个月学习，两个月劳动，一个月休息)。农村中学实

行。“一、三、八制"(全年八个月学习，三个月劳动，一个月休息，其中在校劳动一个月，回队

劳动两个月，回队劳动分夏忙劳动假二十天，秋忙劳动假四十天)。实行不久，又作调整。

1963年，继续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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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主席针对当时学校情况，发表“春节谈话”，要求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反对

考试搞突然袭击，并提出“从学生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的意见。从上半年开始，对各

校明确提出，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和启发式教授法，培养学生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学习

风气，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发展。loYl，县局召开了由校

长、教导主任、辅导员共六十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总结德智体诸方面的教学经验。

1964年，在省半耕半读教育工作会议以后，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刘少奇主

席关于半耕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大力开办半耕半读性质的农业中学和半耕半读小学。

1965年，进一步宣传贯彻了中央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多

种形式的学校有了巩固和发展。同年9月，参加滁县地区在天长县召开的半耕半读教育会议

后，还推广天长县实行“三学段”的经验，在教学时间安排上以适应农村多种形式学校的特

点。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即否定了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

针和“两种教育制度”。

1966年夏，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公布，《五、·七指示》指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

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文革”期间，学校教

育的一切活动，都以《五·七指示》为纲。

同年六月，中学派进工作组，七月十三日举行全县小学教师集训班，为期四个半月，从

此，各校被卷入文化大革命，进行“停课闹革命”，_至1968年春开始“复课闹革命”。

1968年7)1 21日，毛主席发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

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号召。

11月，县革委会发出通知，县城中小学派工宣队进驻，领导“斗、批、改”，农村中小

学交所在地区社队管理。次年，嘉中进驻工宣队，明光各小学交工厂和观光镇管理，在农村

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管理农村中小学。

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1966、1967、1968年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0年，大学、中专招生开始，废除考试制度，实行所谓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

法，形成招生“走后门”的不正之风；高、初中招生也用此办法。

1971年8月， “四人帮”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即解

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世

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同年10Y]24日，县委召开了有公社、大队书记、厂矿负责人、工宣队、学校负责入，共

五百二十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历时十三天，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全

省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会议期间，就教育的领导权、阶级路线、培养目标、办学道路等

月面，对解放后十七年旧的嘉山县委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批判，并就“师道尊

严”“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三脱离”、“反动学术权威”、“教学中心”等所谓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八个精神支柱，进行了批判。广大教师从此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

1972～--1973年，县局和学校开始注意抓教学质量，利用暑假分科备课，制订教学计
划，开展普及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工作，制定中小学各项规章制度，提出对学生成绩考核

实行开卷、半开卷和闭卷相结合的办法。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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