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山教育  源远流长 

——建国前房山普教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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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教育源远流长。远自秦汉时代就有私人办学，据史书记载，晋代霍原，辞官隐居故里——房山天

开，聚徒授业，官府多次延聘出仕不从，至今尚有“六聘天开”之誉；唐代大诗人贾岛，晚年隐居房山周

口店地区，著书授徒。五代时，良乡人窦禹钧号燕山“教五子，名俱扬”元代理学家刘因，亦曾隐居房山

教授生徒，死后其弟子赵密、贾壤为传其学于房山西南之抱玉里建“文靖书院”以祀之。如此等等。根据

《辽史》、《顺天府志》和《房山县志》、《良乡县志》有关记载及民国时期档案资料，整理出房良历史上普

教大事记，以使读者了解房山教育发展的大体脉络，为推动房山现代教育服务。 

 

辽 
 

咸雍十年(1074)进士渤海人大公鼎，任良乡县令期间，于良乡城内东南建孔子庙学，以资教化。(据《辽

史·能吏传》) 

 

元 
 

至元元年(1264 年)，佥徽政院弥礼(房山人)于房山城内东南创建房山县学。大德八年(1304年)知县王

杰拓殿后隙地建明伦堂。延祜元年(1314 年)知县王恕建两庑，规制始备。(据光绪《顺天府志》)元代初年，

房山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于房山西南七十里之抱玉里建“文靖书院”，以容城刘因之学教乡人。

(据民国《房山县志》) 

 

明 
 

洪武五年(1372 年)，在良乡城内东南孔子庙学基础上，重建良乡县学。正统十二年(1447年)修缮。万

历五、六年间知县洪一谟又修缮。(据光绪《顺天府志》)万厉十八年(1590 年)良乡知县余镗创建社学六所：

美化(良乡东门里)、厚俗(良乡南关)、燕谷(琉璃河)、旧店(窦店)、交道、官庄。(据《日下旧闻考》)万

历二十二年(1582 年)，副使李养质捐俸置学田二百多亩，以资助县学贫苦学生。(据光绪《顺天府志》) 

 

清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良乡县知县张宏毅先后改建和创建义学四所：固节

驿、东关、琉璃河、窦店。《据畿辅通志》 

雍正四年(1726 年)房山学宫旁建义学一所。(据《畿辅通志》) 

乾隆十八年(1753 年)房山县知县邱锦，将义学改建为云峰书院。嘉庆十二年(1806 年)县令黎德符、邑

人徐梦臣添建学舍，备学租，制条例。道光十五年(1835 年)县令杨巨源、邑人李心莲建讲堂三间，设山长

主讲席，设斋长主诸务。(据民国《房山县志》)乾隆年间，在良乡县东门外皇华馆建卓秀书院。道光二十

七年(1847 年)良乡县知县程仁杰移建于城的东街路南。将隆峰寺抄产地租的一半给书院，以为修脯膏火之

资。(据民国《良乡县志》) 

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良乡县石羊村曹大成之母王氏捐学田一百零七亩六分。(据民国《良乡县志》)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学董赵连城、陈智、赵宗瀛等改云峰书院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现房山城关小

学)(据民国《房山县志》)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学董见之深等改卓秀书院为良乡高等小学堂(现良乡小学)。是年，良乡县劝学

所建立，所址设于高等小学堂内。(据民国《良乡县志》)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赵宗瀛等在房山东街明伦堂旧址创建房山女子小学堂。(据民国《房山县志》)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房山县劝学所建立，所址在城内学房胡同原训导署。赵宗瀛任第一任所长。(据

民国《房山县志》) 

宣统二年(1910 年)在良乡城内罗府街义仓旧址建良乡钟秀女子小学堂。(据民国《良乡县志》)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 年)，房山、良乡两县的小学堂，改为小学校。初级小学学制 4 年，高级小学学制 3 年。

同时，改原“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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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良乡县琉璃河小学建立，吕筱亭任校长。 

民国三年(1914 年)根据京师学务局规定：小学除授国文、算术、手工、唱歌等课程外，高等小学开设

英语课。 

民国四年(1915 年)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国民小学令》，房、良两县将初级小学改为国民小学，将高级

小学改为中心国民小学。 

民国七年(1918 年)良乡县劝学所，由所长赵焕文，将所址迁至固节驿马神庙，并添筑大门、接待室三

间，以为办公之用。 

民国九年(1920 年)，房山县私立长育乙种工业学校建立，校址在城西洪寺村，为常振远捐献。创建人

为常振远、萧鼎三、李琴舫。一年后，改为私立长育高等小学校，在房山率先实行男女合校，常振远任校

长。 

民国十年(1921 年)，房山县教育会建立，会址在县城东街关帝庙内。教育会为教育科研机构，并对教

育的发展起督促作用。第一任会长为常振远，副会长为殷祖英、吕士雄。任期二年，连选连任。 

民国十一年(1922 年)，根据“壬戌学制”，房、良两县小学改“四三制”为“四二制”(初小 4 年，高

小 2 年)，是年，房山县东庄子高级小学建立。 

民国十二年(1923 年)，良乡县劝学所由姜清藩任所长，是年，房山县上万村建立初高两等小学，创建

人刘树铭；良乡县在琉璃河、窦店、交道、肖庄建四所女子乙种学校。 

民国十四年(1925 年)，房、良两县劝学所奉令改为教育局。房山县由李兆庚任局长，良乡县由姜清藩

任局长。是年，房山县在半壁店行宫建高等小学校。 

民国十六年(1927 年)，房、良两县奉令小学一律改为秋季始业(9 月开学)，每年放寒假两星期、暑假

45 天，其他放假日为：重阳、国庆、总理生辰、总理逝世纪念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植树节等各放

假一天。 

民国十八年(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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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主发展，以

促进世界大同”。 

民国十九年(1930 年)，良乡县教育局由苏九如任局长，房山县教育局由孙士杰任督学。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良乡县教育局由张绍仪任局长，房山县教育局由陈复初任局长。是年，房山

县简易师范在城西洪寺村建立，由莘颜湘任校长；良乡县简易师范在良乡高级小学院内建立，教育局长张

绍仪兼任校长，良小校长赵权主持校务。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房山县教育局举办高小学生观摩会。私立长育学校文场(语算会考)、武场(体

育表演)，均列全县榜首。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房、良两县简易师范第一期毕业生应聘到各村小学进行毕业实习。这对房、

良两县新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房山简易师范招第二期学生，良乡简易师范停办。是年，房山县教育

局由姜时喆任局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市伪社会局训令中小学使用维持会审定的课程。小学

改公民课为修身课，体育课改为体操课，童子军课改为国术课，外语课增加日语。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北平市伪社会局转饬沦陷区各校一律使用新编教科书。是年，房、良两县伪

政权设立教育科，推行奴化教育。房山县由赵彦谋任教育科长，良乡县由姜清藩任教育科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房良联合县抗日政府教育科成立，郝绍尧任科长。八路军

冀西先遣支队工作团创建十渡村抗日初级小学，晋察冀边区宛平县第四区教育联合会主任王士甫创建史家

营村抗日初级小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房良联合县政府在西庄村创建抗日高级小学，学制一年，县长刘介愚兼任校

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抗日高级小学在大峪沟村招收第二期学生，王玉忠任校长。是年，房涞涿联合

县抗日政府教育科成立，聂吕任科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沦陷区涿良房三县，从 1939 年起每年轮流召开一次三县运动会。房山县运

动员在萧硕儒的培训和率领下，前三次均获总分第一名。 

民国三十年(1941 年)，伪房山县保安团长孔宪江在长沟镇创办“房山县六、七、八区联立长沟镇完全

小学校”，甄仙舫任校长。是年，伪良乡县在良乡小学内增设幼稚班，招收 5—6 岁幼儿，学制一年。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沦陷区大兴、宛平、涿县、良乡、房山五县联立农业学校建立，校址设在良

乡城内饮马井，校长尚子扬。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房山县抗日政府建教育科，朱正任科长。是年，沦陷区房山县在房山城关小

学内增设农职班，创建人高鑫。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解放区房山县政府李午亭任教育科长。国统区房山县政府赵继长任教育科长，

良乡县政府黄士贤任教育科长。是年，良乡县初级中学建立，校址在良乡城内原学宫旧址，校长魏泽生；

房山县将原农职班改建为房山县初级中学，校长高鑫。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国统区良乡县初级中学增设两个师范班，招收学生 83 人，学制三年。是年，

房山城关小学增设幼稚班，招收 5—6 岁幼儿 32 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国统区房山县初级中学增设师范班，招收 50 人，学制三年，黄宝涵任校长。

是年年底，房、良两县全境解放，房山县人民政府第一任文教科长常健，良乡县人民政府第一任文教科长宇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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