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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育志丛》编辑说明 7．·

j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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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口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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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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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记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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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内容按各目要求有所侧重。体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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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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黄陂县教育志》历经数载，终于问世。至此，黄陂教育史

上有了第一部专志，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 黄陂地处武汉近郊，北枕名山，南濒大江，交通便利，人

口众多，历来精英荟萃，人才辈出，教育的发展有着良好基

础。记叙黄陂教育发展的过程及现状，为现在和将来在黄陂

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资料，应是不无

裨益的。如果人们能从中探求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研究

如何扬长避短，吸取经验和教训，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把

教育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黄陂县教育志》记叙了1840--1985年黄陂各级各类

教育盛衰起伏，曲折发展的历史。全志共设16章，根据“事

以类从，横排竖写”的原则，在概述之后，按大事记、私塾书

院、幼教、小教、中教、职教、师范、成教、革命根据地教育的

顺序各列一章，继以经费与设施、教育宗旨及实施、教育领

导机构、教育人物、专记、总附录诸章。

胡乔木同志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

它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糙’’。为了尽力做到这一点，
编撰者作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

是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志书的生命所

门



2序

在。这本书中，在写旧中国的教育时既写了它的落后，也记

载了某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和作法；在写解放后的教育时既

详写了它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反映了某些地方的

失误和曲折。二是突出地方和行业特点。黄陂的师范教育和

职业技术教育起源甚早，其后虽有间断，但各个历史时期均

有学校存在，而职业技术教育又体现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

的发展趋向；革命根据地教育不仅在武汉市独具特色，在全

省亦占有重要地位。为此，志书中将三者分别列章，详加记

叙。上述做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则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教育事业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当前政治、经济改革不相适

应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去学习、思考、实践。我们不仅必须

熟悉和研究黄陂教育的现状，还必须熟悉和研究它的历史，

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和发展，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我们把《黄陂县教育志》作为一件小小的礼物

奉献给在黄陂教育战线辛勤工作的同志，奉献给一切关心、

热爱黄陂教育事业的人们，但愿它能在改革和振兴黄陂教

育的探索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殷切期望有志于黄陂教

育事业的同志用脚踏实地的劳动续写新的篇章，用改革创

新的精神为黄陂的教育事业增添新的光彩。

陈 咸城

1989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上起1840年，下迄1985年，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原则，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全志采用章、节、目i三级编排，共16章

50节。

二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

‘三本志纪年，除革命根据地一章径用公元年号外，其他各章，

清末、民国时期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解放后用公元年号。

四人物专章收录范围是：，1、热心予黄陂教育事业并有一定影

响者}2、省级教育行政长官(或相当此职务)中的黄陂人氏；3、教育战

线市级以上的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I 4、教育战线省级以

上的先进模范人物；5、1985年市级以上先进教师；6、捐资兴学千元

以上者；7、。从教三十年荣誉证书”获得者}其余有关人士因事记火分

叙于各章中。立传人物，只收录已故者。

五本志附录分为两种，一种列于各节之后；．另一种列于全志之

尾，为总附录章。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数字、计量、称谓

用语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七本志言必有据，文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室)，统计

数据主要来源于县统计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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