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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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区戈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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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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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岸区教育志》是江岸区的第一部教育志书，编入《武

汉教育志丛》。这部志书广征博采，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载

了江岸区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教育史实。编纂工作，历时八

载，如今出版问世，期能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为

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江岸区，在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本地区近

代教育大多发端于此；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具有光荣历史

业绩的城区，革命教育曾一度蓬勃发展；今又为武汉市领导

机关的驻地，教育历来受刘市领导的重视，全市教育改革的

许多项目率先在本地区试点。从江岸区教育事业的兴衰盛

废，成败得失，基本上可见近百年来武汉市属教育事业的历

史概貌。
、

这部志书所载史实，上起清咸丰年间，下迄公元1985

年。从晚清至民国时期，外国教会在本地区办学的历程，反

映了本地区租界内教育的殖民地性质。20年代共产党人和

进步人士在本地区开展工人、妇女运动，创设学校，开展革

命的文化的启蒙教育，为革命培育了有生力量。武汉沦陷期

间，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妄图奴役中国人民。民国时期

地方上不少仁人志士捐资兴学，提倡教育救国，爱国爱乡之

情，其功亦不可没。诸如此类大事，志书均有所反映。志书主



要记述解放后的教育，客观地反映了30多年来江岸区教育

事业的主要成就，及其在发展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解放初

期对旧教育的接管与改造，尤其是接管各级教会学校，收回

了教育主权。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武汉市教育事业计

划的实施．江岸区兴办的各级各类学校，远远超过解放前的

规模；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更使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志书还充分反映了50年代后期“左”的思想对教

育事业的冲击；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严重摧残；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事业拨乱反正，整顿改

革，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教材，又是

一部爱国主义的教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我们教育工作者正以改革进取为己任，努力培养大

批的“四有’’人才，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贡献。为

此，谨将这部教育志奉献给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同志．更

期望江岸区从事教育工作的同仁，从中吸取和借鉴历史的

经验教训，革故鼎新，开拓前进．为谱写江岸区教育新篇章

而立功创业。并以之共勉。

珍．
一

0 J J美年叩≯m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指导思想。 ，

二、本志断限原则上。上起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下迄1985

年。

三、采取事以类从、横分纵述的办法，按照章节体例编纂。全志分

为概述、大事记、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中等职业技术

l童．1l、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教育行政、共产党及群众组织、人物等II

章5l节。

四、采取以事系人和解放后人物列专章的办法，记述人物。

五、地域名称的使用，江岸区建制前称江岸地区；建制后，谓江岸

区。

六、学校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武汉市第二中学，

简记为市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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