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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教育志丛是一部反映武汉地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基本

面貌的大型资料丛书。

二、本丛书包括武汉市志教育志，江岸区、江汉区、轿口区、汉阳

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教育志，武昌县、汉阳

县、黄陂县、新洲县教育志，武钢(武汉钢铁公司)、一冶(怕金工业部

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铁(武汉铁路分局)、长航(长江航务管理局)、

长轮(长江轮船总公司)教育志，不列册序，分册出版．

三、本丛书实行主编责任制。各册主编对所编分册负责。

四、本丛书采取分册、分类编辑的方法，合辑而成。各册时限，一

般上起1840年，下迄1985年。记述方法，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

门类，纵向记述。记述范围，市、区、县以1985年行政区划为限，大系

统企业以所辖部门为限，交叉内容按各自要求有所侧重。体例，设有

记、志、传、表、图、录等体，以志为主。结构不求一律，或章、节，或门一

目、类目、条目，保持相对完整。篇幅、字数依情而定，不作划一。

五、本丛书的出版，是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修志人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在此特向为丛书作过奠基工作的原武汉教育志编纂

委员会主任金本富、副主任陈德根及周木乃、张师韩、侯孟孔等同志

深表敬意，并对历届委员和关心、帮助丛书的同志表示感谢。由于编

辑水平的限制，成书阶段时间紧迫，本丛书在内容、文字等方面，难免

有缺点和差误，敬请读者批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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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汉阳县教育志》问世了。她是我县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

一个标志，是各级领导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

是汉阳县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部教育志，本着兼通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记录了

汉阳县1840年至1985年这段历史时期的教育演变过程和

真实面貌。她为我们了解汉阳县教育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对于我们继承优秀的教育遗产，吸取历史的经验

，教训，面向四化，放眼未来，避免失误，少走弯路，无疑会有

所补益。建国以来教育事业在曲折中前进，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知

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成绩。展读志

书，人们深感前辈创业之艰辛，沛然而生开拓之激情，因此，

她又将是一部有用的教科书。在新中国第二个教师节即将

来临之际，我们谨以此薄礼奉献给汉阳县从事“太阳底下最

光辉的职业”的五千二百七十余位教育工作者，奉献给汉阳

县四十多万建设新生活的伟大人民。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项社会工程，它既受社会发展的制

约，又以其伟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正处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教育

肩负着为“四化”建设培养“四有”一代新人的光荣使命。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国家振兴、民族腾飞的根本。抓好

础教育，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汉阳县教育

》提供的资料告诉我们，坚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

，稳定教师队伍，以极大的热忱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

性，果断地增加智力投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教育，

持教育，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前提和保证。
’

愿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全面理解国家的教育方针，

强贯彻执行“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指示的自觉性，努力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决定》办事，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

面提高教育质量，法春蚕，作红烛，当人梯，谱写具有中国

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新篇章。

鼠启乩
1986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上起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迄1985年。记述范围，

以不同时期的县辖区域为界。

二、本志按照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的编纂方法，全志分为概述、大

事记、教育行政机构、党组织与教育团体、书院私塾、幼儿教育、小学

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小学思想政治工

作、中小学教学改革、中小学体育卫生工作、教师、教育经费、勤工俭

学、捐资集资办学、教育成果、教育人物、总附录等21章。

三、本志纪年，清末、民国时期用旧年号夹注公用年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年号。

四、本志教育人物章，专收已故人物；其它各章按照因事系人的

办法收录人物。主要有：

1．热心汉阳县教育事业，并积极兴办学校的有识之士；2．重点中

小学校长；3．省市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4．教育战线上

的知名人士；5．在某一学科教学有贡献的中小学教师。

五、本志使用语体文，但引文、附录中的文言悉照原文；凡具有表

示数量意义的数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百分之几一律用“％”号。

六，本志列有两种附录：一种是列在行文中，名日随文附录，一种

是列在全志之尾，称为总附录章。

七、本志言必有据，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统计数据来

源于县统计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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