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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国家教育方针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广东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历史及经验。

二、本志收录的标准为省一级中小学、国家级和省级重点职业中学；成绩卓

著、富有特色的中等师范学校及民办学校经编委会审查后录入。

三、本志概述了广东基础教育的发展历史。各类学校按中等师范学校、职业

中学、普通中学、小学以及学校所属地级市序列编排，学校排名不分先后。民办

学校独立设为卷五。

四、本志文稿由各校自行撰写，编委会初审，省教育厅领导审定。



概述

概 述

广东，在历史上因为山水阻隔，教化不

昌，文化教育落后于中原。岭南，被视为荒

蛮之地。历代仕途失意，遭受贬谪的官员与

文人墨客，常被流放迁徙到岭南。而正是伴

随着流放者痛苦沉重的步履，中原文化被带

到了岭南，促进了广东教育的发展。

广东的学校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

在广州、番禺等地，属于官学的有庠、序、

学、校，同时也产生了“书馆”、“精舍”等

私学。唐、宋两代，官学不旺，私学也不盛。

但是，贬谪岭南的韩愈、苏轼，却为广东的

文化教育留下了绚丽的一笔；他们倡导教化，

设馆讲学；至宋代，广东已建有书院20余

所。

明、清两代，广东文化教育事业有显著

发展。明代地方教育属于中等教育性质的有

府学、州学、县学和书院，属于初等教育性

质的有社学等。清代地方教育有府、州、县

的官学，还有社学、义学和书院等。其中，

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的广东书院，

到清代中叶，已有411所。广东书院最著名

的有：粤秀书院、粤华书院、羊城书院、应

元书院、韩山书院、端山书院等。

清代末年，广东书院开始衰落。鸦片战

争之后，随着海禁渐开，也由于历史的积淀，

广东教育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其特色的本质

之处就在于崇尚经世致用精神，在于放眼世

界的开放胸怀。1847年，广东香山县人容闳

留学美国，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学

成回国后，致力于派遣留学生的工作。1872

年，他受清政府派遣选招30名少年留学美

国，其中80％是广东人。1864年，广东创办

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专门学校——广州同

文馆；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

广东水陆师学堂。这些学校，适应洋务运动

之需，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才。1890年，康

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大力倡导、传播

维新变法学说；万木草堂成为资产阶级改良

运动人才的摇篮。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广东

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不断涌现。从洪

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黄遵宪、詹天佑、

孙中山，都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

献。他们既受到广东文化教育精神的孕育，

又推进了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教育翻开

了崭新的一页。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以基

础教育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迅速建立起

来。至1957年底，全省有小学2．35万多所，

学生403．7万多人；中学761所，学生47．5

万多人；师范学校40多所，学生2．2万多

人。此后，至70年代中期，由于“左”倾思

潮对教育的冲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浩劫，广东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坎坷曲

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

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广东教育，特别是基础

教育，进入了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1985年

底，全省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95年，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1996年，基本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1999年，全省有小学24556所，学

生143．3779万人；普通中学3914所，学生

125．6290万人；职业中学435所，学生

6．597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46所，学生

1．9486万人。在这些学校中，有省一级高级

中学113所；省一级初中8所；省一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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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选学校的筛选和文字组织尚欠精确，但

经反复考虑，为记录民办教育的改革成果，

还是按初步收集的材料，将选择入志的民办

学校独立设卷。

2l世纪，人类社会将进入知识经济时

代；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这种重要作用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要适应

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要适应

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

21世纪的教育，必须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与终身教育，必须高度重视人的创新精神与

实践能力的培养。无论是教育观念、教育内

容，还是教育模式、教育手段，我们都面临

着划时代的变革。为了迎接21世纪的机遇与

挑战，为了实现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广东教育必须加快改革与发展。根据《广东

省教育信息化工程规划》，全省在2000年基

本普及高中阶段计算机教育，2003年基本普

及初中阶段计算机教育。2010年基本普及小

学计算机教育，在全省中学和中心小学建成

校园网。通过此项工作，转变教育思想和观

念，促进教学方法、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的

改革，全面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在全省

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方面，2005年，大中城市

与珠江三角湘地区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010年，全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为了从一个侧面总结广东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经验，《广东学府志》将全省省一级

中小学、中等师范学校、国家与省级重点职

业中学以及部分民办学校的办学经验整理成

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基础教育各

类学校历史发展的轨迹与办学特色，因此，

本书也将为广东基础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

展提供借鉴与启迪。当然，由于编者水平的

局限及编辑时间的不足，在这里人选的学校

及其文稿难免挂一漏万和表述粗疏，但作为

受“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感召的一个出

版物，我们所作的努力还是无愧于事业的，

所持的严谨态度还是尽量以“国家九五重点

出版项目”的要求为标准的。因此，掩卷之

余，我们最殷切期望的是，以此书所记载的

历史为起点，广东基础教育在21世纪再铸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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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国家赶喜主任李铁映采忮观察

新会师范学校

行政领导威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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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师范学较校日

新台师范学1I爻学生正艺并士

新会师范学校校长 书圯朵雅祥

新会师范学幢黄祖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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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捷和I业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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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维修专业班学生进行彩电组装练习

吖
L^厶

捷和工业中学注重培养学生技能，给进八社会的青年

以一植之长，田为电工专业毕生在电工赛验室傲实验

1 0

1-。1 2叠-。。工，，●

幼师专业班学生在元旦文艺汇滴晚会上表演节目 电子植术应用专业班学生在多媒体电教室上谨

捷 和 工，椰口n啪|i繁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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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媒体电脑室 “四机一幕’进课堂

褥锦科校长接受中盎电

视台记者采访．介绍学校办

学思想和方法

学生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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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开发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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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中荦现代教育中心大楼

番禺中学奎貌

西跫珏露
电}岛

jl千林柱长在省中小学。理健虚教育研讨台上就中

生_理健腹教育作专题盘吾

999年我校获番禺市“校际互联网知识竞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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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东盘山中学位于霄百f：iiL最区．性同最色燕水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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