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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间，水陆交通方便，商业发达，索有中国四大名镇之称。江汉

区位于汉镇闹市中心，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百货云集，系一商业经营特区，、但从清朝到民

国二十五年，未设立任何幼稚园，直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在洪益巷

八角亭汉口私立培心善堂小学内，先后设立过一所私立和公立(汉口市八小)附属幼稚园，但

因日军入侵武汉，于1944年夭折，这就是江汉区建国以前幼儿教育事业的空白写照。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三十多

年来，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到1982年除144所婴幼托儿所外，已设

立幼儿园78所，为解放前的78倍。

江汉区幼儿园在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由于办园目的明确，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

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纲要》以及《城市幼儿工作条例》《幼儿教育工

作指南》等文件精神，依靠群众办园，坚持“服务社会、方便家长、促进生产、勤俭办园”

的方针。

全区教育部门办、机关院校办、工厂企业办和街道民办，四种类别的幼儿园，1982年与

1966年对比，从建立园所数，幼儿入园数，均增加将近一倍，园主任、教养员各增加一倍多。

全区未受过幼师专业训练的园主任、教养员、保育员(体育、音乐、美工舞蹈)等保教人员，

绝大部份通过各种渠道的专业培训，业务水平、文化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各类圆能

自制教具、玩具、创编各科游戏教材，对培养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有保有教、保

教结合，提高教育质量，作出显著成绩。

全区四种类别幼儿园的各项设备：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建园时，有的民办园幼儿

是自带杯，巾、小凳，到1982年发展为由各园普遍提供每个幼儿两巾、一杯，备有幼儿课桌

凳，有足够的教具、玩具和生活上的电动、电气等设备。园舍面积：也由各类园建园时总面积

二万六千多平方。到1982年扩大为四万六千多平方，平均扩大一倍左右，每个幼儿平均占地

面积为五点四三平方。各类园的职工工资福利：各单位系统和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的职工工资

福利，是随着单位系统职工工资福利一样增长；街道民办幼儿园，有的由建园时不计报酬

(纯系义务)，或仅拿5—15元的生活费，到1982年街办中心园，最低工资24元，最高40．50元，

一般居委会民办园，多系与民办五七工厂职工工资福利同样报酬。

市、区人民政府，对幼儿园下拨现金和物资：武汉市人民政府由1973年一1982年对区辖街

道民办园，下拨现金十四万八千元；区人民政府下拨现金十六万三千多元’(下拨物质见市、

区拨款附表一)。再1981年一1982年市人民政府拨给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现金十一万七千元；

每条街办事处，1977年--1982年拔给各街所属幼儿园共二十四万六千多元(下拨物资见街办

，拨款附表三)。

全区27所街道民办园，1982年入园幼儿占全区入园幼儿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前进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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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8个幼儿园调查材料说明。民办园由于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园、自添设备，1981年--198Z

年经费收支，除各项开支外，1981年尚结余七千多元，1982年结余一万二千多元，是一支生

命力极强的幼教力量。各单位、系统办的幼儿园，也得到单位系统的大力支持，如湖北省商

业局，专为幼儿院职工在院内建筑五层楼宿舍两栋，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幼儿院职工，住

进新大楼。

由于全区幼教工作者，忠于党的幼教事业，为了培养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为新的一代健康成长，呕心沥血，坚守岗位、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1981年-

12月红胜巷小学幼儿园彭青云同志被评为湖北省特级教养员；另简介五所幼儿园园史和五个

先进代表人物事迹；计历年出席全国先进集体二个，湖北省先进集体5个，武汉市先进集体

16个，出席全国先进个人代表一个，湖北省先进代表9人，武汉市先进代表68人。这些先进

集体和个人，他们代表着全江汉区幼儿园的概貌。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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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第一所幼儿园的始末

关于汉I：1私立培心两等小学堂附设幼稚园的诞生与演变：汉口私立培心两等小学堂，是

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在张之洞督鄂时，提倡教育，兴办学堂。由培心善堂同人

商议设立两等小学堂于洪益巷八角亭本堂，同年八月十一日正式开学，时为开私立汉上小学之

先声。之后，虽历经沦桑，但由于善堂组织有力，聘选教员素质优良，学校赖以生存。直到

民国二十六年年(1937年)一月，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遂筹备在该校开办幼稚园，公

推董事长岳绶廷等九人组织筹委会，三月一日私立培心两等小学附设之幼稚园正式诞生并开

学，计招收幼稚生三十一人，多系富商子女，少数为教职员子女，聘请吴华嫔女士为保姆，

同年七月第一届出园幼儿有李开泪、赵以仟等二人，十二月第二届出园幼儿有洪望喜等八人，

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因日机空袭，小学人数骤减，幼稚园也因人数过少而停办。同年七月小

学岜因日寇逼近而停办。(注1)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占武汉以后，培心善堂小学校址为汉f3市立第八小学借用，而

八小于一九四0年春又筹建幼稚园，同年九月筹建就绪，正式开学，聘请教员王翠芬、张芳，

工友胡素兰等三人为教养人员，开了一个混合班，上学期招收幼儿64人，下学期为50人，以

两间教室供儿童上课、游戏和老师办公用，在园户外划一块空地为幼儿活动场地，不与小学

打扰；幼儿来源，百分之九十是大小资本家子女，一部份为教职员子女；孩子们都在园内进

餐，并吃一次点心；规定上午八点入园十一点离园，下午两点入园五点离园。当时没有统一

教材，大部是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幼稚园故事：常识、音乐、游戏、美工》等书；幼稚匦

-酌一切经费不在小学开支，由幼稚园直接向汉口市政府教育科领取工资，报销开支。到一九

四四年，武汉连续遭敌机轰炸，居民纷纷离汉避难，幼稚园就这样停办了。(注2)
p

(注1)摘自市教育局83卷档案(私立汉口小学历史沿革调查之三)。

(注2)摘自市教育局78卷档案45页(公立小学历史沿革)、王翠芳的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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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胜巷小学幼儿园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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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四美’教育 供电局幼儿囝

『『形体归类【』

供电局幼儿园



“民族舞7

供电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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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 满春街中心幼儿吲



第一章建国以来江汉区幼儿园

第一节基本情况

江汉区人民政府共辖十条街办事处，各街办事处所管的行政地段，就是全区所辖行政地

区。地区狭窄，上与矫口区为界；下和江岸区毗连；东濒长江、汉水；西临汉桥区黄菱路。

十条街名是：满春街、民族街、花楼街、民权街、统一街、前进街，民意街、水塔街、新华

街、万松街根据各街所辖地区的幼儿园分为四类：教育行政部门办、机关院校办、工厂企业

办、街道居民办，建国后，除1951年国立银行子弟小学附设的幼儿园撤销外，随着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发展，在五十年代(1950年一1959年)建园30所；六十年代(1960年一1969年)

建国13所；七十年代(1970年一1979年)建国29所；八十年代(1980年一1982年)三年中建

园6所。

1982年金区共建园78所，教育行政部门办的8所，入园幼儿占全区入园总人数的16％，

(福建街小学幼儿园83年3月拨为清一幼儿园分园，其有关数字全部统计在清一园)；机关

院校办的15所，入园幼儿占入园总人数的27％；工厂企业办的28所，入园幼儿占总人数的

24％，街道民办的27所，入园幼儿占入园总人数的33％。

附：①建国以来江汉区各年建立幼儿园统计表

②四种类别四个时期基本情况统计表

⑧江汉区幼儿园四个时期基本情况统计表

④江汉区四种类别幼儿园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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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江汉区各年建立幼儿园统计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时期 园数 班数 幼儿数 职工人数 建 园 名 称

1951年 1 2 98 2 展览馆小学附属幼儿园

1952年 2 7 243 18 大兴幼儿园、清芬一路幼儿园

1953年 3 10 290 76 新华中心幼儿园、省商幼儿园、燎原幼儿园

● 市供电局幼儿园、红光幼儿园、市总工会1954年 3 6 155 23
幼儿园

1955年 l 3 106 11 红胜幼儿园

惠康、市一商、省电力、电池厂、长航1956年 5 19 830 80
民生幼儿园

1957年 1 7 203 13 东方红中心幼儿园

满春、红卫、前进机关、民族、织带厂、星
1958年 14 34 1143 140 火、二商、民权、红江、武医、非金属、地质、

民意园

1960年 1 3 70 1 5 省航运公司幼儿园

1961年 1 1 21 2 塑料四厂幼j乙园

1962年 2 2 34 5 中山公园幼儿园、开关厂幼儿园

1963矩 2 2 40 9 大公金笔厂、市十二中幼儿国

1964年 2 2 88 23 市二轻局、江汉袜厂幼儿园

1966年 ’ 3 36 5 江汉建设科、冶炼型材厂幼儿幽u

1967年 1 1 24 4 武缝配件一厂幼儿园

1968年 2 2 36 7 电力研究所、自来水幼儿园

一10～



时 期 园数 班数 幼儿数 职工人数 建 国 名 称

1970年 1 3 81 7' 邮局三公司幼儿园

省电影机械厂、液压油缸厂，修缮队、1971年 5 6 108 22
楚宝、皮件厂园

1972年 3 3 78 11 单洞、华中玻璃厂、江汉牙刷厂幼儿囤

1973年 4 5 127 12 任冬、永光、省广播电视、桃源幼儿园

1975年 4 7 198 19 万松附幼、大夹、中南汽修厂、单洞简易园

1976盆 1 1 12 1 和平幼儿园

1977年 4 4 78 11 中南水泥袋厂、工程简易、循礼、武圣园

1978年 7 10 190 3 7' 红苗、西马，有色金属厂、东民、绍兴、勤
劳、万松中心园

1980年 3 8 256 68 市政一公司、警司、汉口铸造厂园

1981年 3 6 192 35 市建一公司、民政工业、省建二公司园

L附注1上表所列幼儿园名称，是以1982年底的名称记载。除教育行政部门办的幼儿园

注明前身外，其它机关院校办、工厂企业办、街道民办幼儿园，均未作注释。

①大兴路幼儿园的前身是汉口私立大董家巷小学附属幼儿园和回民小学附属幼儿囤。

②展览馆小学附属幼儿园前身是汉口私立宁波小学附属幼儿园。

③惠康里小学附属幼儿园 前身是江苏会馆小学附属幼儿园。

④红胜巷小学附属幼儿园前身是江汉区黄陂街幼儿园和合成里小学幼儿园。

⑥清芬一路幼儿园 前身是汉口私立钟台小学附属幼儿园。

⑥清芬一路幼儿园分园 前身是汉口私立江苏巷小学附属幼儿园和民族路小学附镬幼

儿园以及六渡桥小学附属幼儿园合并成的。

⑦北湖幼儿园 前身是万松园小学附属幼儿园(仍列为万松附幼)武汉市物质局，石

油化工厂幼儿园，因不属我们行政辖区所管，只是业务在我区活动，所以未统计入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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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类别四个时期基本情况统计裘

类别：教育行政部门 (分表一)

教 职 员 工
时 园 班 幼

园 主 任 教 养 员 保 工
儿 合 职 勤

小 文化程度 小 文化程度 育
人

期 数 数 大 幼 高 初 小 大 幼 高 初 小 员 员数 计 计 员
专 师 中 中 学 计 专 师 中 中 学

1949年

1966年 5 20 673 59 5 2 l 2 40 27 2 10 1 9 5

1980年 8 34 1148 118 11 一I 4 5 2 62 1 31 14 15 1 20 5 20

1982年 8 42 1478 153 13 ～I 8 8 2 75 1 32 27 14 1 31 13 21

类别：工矿企业

四种类别四个时期基本情况统计襄

(分表二)

幼
教 职 员 工

时 园 班

园 主 任 教 养 员
保 工儿 合 职

小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育
勤

小
人期 数 数 大 幼 高 初 小 大 幼 高 初 小 员 员数 计 计

专 师 中 中 学 员计
专 师 中 中 学

1949年
。-—— -—— ，_——

1966年 12 21 626 90 10 1 2 7 17 2 3 7 5 52 3 8

_-—— _—— ，_。——

1980年 25 57 1649 274 23 l 3 10 9 61 6 26 20 9 152 12 26

●。●—— 1●—— _。——

1982年 28 73 2193 374 27 3 4 10 lO 83 9 40 30 4 196 2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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