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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辽中县教育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县教育局的指导下，第一部反映辽中

教育的志书问世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辜l {

辽中县公立教育的开端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到1989年已有八十四个春秋。它

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伪满，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氆这一段历史长河中，辽中教育
除受本身规律f}ilj约外，也为社会制度和地区政治局势所制约，豁就形成了辽中县教育独有的
特色。 、 1

《辽中县教育志))在编写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兰义统帅史料，遵循思想性，资

料性、科学性三统一的原则，特别着重了资料的记述。以便j)后人考证辽中教育提供可靠依

据。每个时期都紧紧抓住以教育为中心这～主线，力求结构严谨，文字简洁，突出地反映了

辽申县教育具有的特点。 ： -

全j蓉共分lo篇25章36节。它记述了辽中县教育的历史渊源， 发展过程及其现状。 执掌

教育的行政和教学人员，如能过目此志，会从不同时期教育*衰演变中吸取经验和教Vll,对

指导和改善本地区的教育、教学是有很大补益，同时也是对后人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一

部很好教材。

《辽中县教育志》编写人员在查取资料工怍中，以省、市、县档案、馆局所取得的资料

为依据，以省、市图书馆所搜集到的文史资料为参考，以走访座谈听到的资料为活证据而取

材的。由于年代久，资料少，特别是解放前的教育史实， 有的无从查稽， 加之编写水平有

限，力不从心，会出现遗漏和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t，

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有好多老同拳为我们提供很多宝贵资料和修改意见，我谨代
为((辽中县教育志》编委，挚表谢意。

辽中县教育志编写委员会

主任 方明观

1989年12月



凡 例

一 本志上限始子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辽中建治起，下限断子1989年，建国四十

周年止。 { 、气

二按横排竖写，以类系枣的编集方法。全志分总述、教育行政及党群务i织、各级各类学

校的建立和发展、成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体育卫生工作、I勘工俭学与教育经费，教师与
学生、人物志，大事记、总附录等10篇，共25章37节

三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体相结合的写法。

四 《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o、对现有的特级教师，省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和知名

的中小学教师，以人物介绍或名录形式记入惠中，‘律直呼其名，不加称谓语。

五 本志使用语体文。其中“引文劳和附录中的文言·悉照原文。有的事物名称。首次

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

六本志有两种附表，一是附在志文中，另是总附表，在全志之末，系未编入正志资料。

七凡属旧制年月，如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和表示概数的一律使用中文小写汉字I凡用公

元年历和表示数字多寡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百分的一律吊％号。

辽中县教育志编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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