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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教育志

涡阳县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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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刘清明，原抗大四分校教育长，后为华中雪枫军政大学
喇校长。现任总参测绘局玻委(少将军衔，8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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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委、县政府，

阜阳行署体委负责人参加

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式

1989年春，参加阜阳地区
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全体人员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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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教师在庆祝

教师节晚会上演唱革命

歌曲

东风幼儿园室外活动

放学了，教师护送学生回家

卫生部门为学生进行健康检查



小学特级教师明淑嫒在给学生上课

乐行幼儿园小朋友拔河比赛

小学生课间操

石弓区农村中学实验中心



涡阳一中教学楼

涡师校园一角

城关第四小学教学楼

涡阳二中教学楼



原抗大四分校教育长

刘清明

县委、县教委负责人

深入农村与龙山农中学生
交谈



涡阳一中学生做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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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涡阳之教育》于1936年(氏国二十五年)编纂

出版，为涡阳县教育专志之开端。然其断限，上下只有三年。

从抗日战争以迄于今，四十七年了，没有编写教育志。此

次，县教委教育志编写组，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关怀

下，用五年半时问，鳊纂成《涡阳县教育志》。

编纂《涡阳县教育志》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地组织我县

近代教育史料，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我县教育实践，揭示教育

本身的规律，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资今后工作鲢

借鉴。因而，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客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

貌。

涡阳建县120余年。原为阜阳地区最偏僻贫困县之一．

解放前，天旁人祸，时局动荡，学校、私塾时停时办；解放

矗，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

人。取得了巨大成就，突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其

中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教育，则更能体现《涡阳县教育

志》的特色。回顾194C年，在涡北创立“抗大四分校”、

“抗日联中刀，在丹城办的“雪涡县中”，以及解放战争成

立的“第六中学弦，都是在极端困难中成长的学校，同时，

为革命培养出大批抗战、建国人才，教师，学员们为党为匾

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创办的小学和私塾改良，也发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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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培育良才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教育管理方面，那时就对

学生废除体罚，并组织学生选课代表，反映教学情况，以便

玫进教学方法，直至今日仍在实行。

从教育史实看，抗日战争前期和解放前几年，地方派别

斗争激烈，学潮迭起，学校内部纷乱不堪收拾；解放以后，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较大的失误和严重挫折，这都

是痛心的历史教训。然而，解放以来教育发展的成绩，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教育体制

改革带来的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应当给予充分肯

定，予以大书特书。今天的《涡阳县教育志》有助于大家了

解过去，珍重今天，展望未来，是在当前改革的浪潮中，开

创教育事业新局面的一份珍贵资料。

周 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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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教育志》，是一部地方教育专志书。它记载了

涡阳建县以来教育发展的历史，帮助人囊1了解过去，珍重今

天，展望未来。对于一部事实确凿，观点正确，内容详备，

题例完善的教育志，能起到“前亨不志，后亨之师"之效。

因此，编写一部有史料价值的教育志，确实是一件惠及子孙

后代的大事。

为了做好教育志的编写工作，涡阳县教育局于】9 84年7

月成立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纽。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有关

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组织人员，广援博采。重铸新篇。然而

重铸新篇谈何容易t清同治三年涡阳建县，自建县以来，现存

自寺教育史料仅有一部1936年出版的《三年来涡阳之教育》，

多数资料也只能从有关挡案中摘录及社会调查中得来。1958

年虽然编纂了一部县志，但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教育事业

方面的数据也难以考证。

对于教育志的编写工作，涡阳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

涡阳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教育界和社会

各界如名人士对教育志的编写工作非常关注，积极热情提供

史料。领导的重视，部门的配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增强了

蝙写组同志搐好教育志缡写工作的信心。

在编写过程中，编纂组的同志不负重托，努力运用历史

唯物主叉和辩证唯物主叉的观点，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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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代，曰首过去，呕心沥血。奋笔力耕，终成此书。

鬈涡阳县教育志》作为地方教育专志书，记载了涡阳自

1864年(清同治三年)建县至1989年前后125年教育事业发

展的历史。本书对建县以后的教育，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裁，

是我县教育方面极为珍贵的史料。

由于水平和条件的限制，《涡阳县教育志》所存谬误，

在所难免，恳希读者垂鉴。以付再版补正。

陈献林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取事，始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设治之时，

至1989年为止。少数内容追本溯源至古代，重要事件叙

至搁笔对止。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详今略古，秉笔直书。

三，本志按章，节排列。采取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

写事实的编写方法，力求在继承前人修志传统的基础上有所

创新。

四、本志以公元纪年，并在括号内按当时习惯称谓注

明。志文内及表格内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用记叙体，加标点符号，以文字记载为主，并

辅以必要的图表和照片。图和照片集中放在全文之首，表附

在各有关章节之后。

六、本志所载人物分简介、表、录三部分。凡在县境内

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不分职位高低，均予入志，以本籍人为

主。列表入志均系出席省以上的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师等。教育名流录入志标准：本县人，建国前为教育

名流；建国后在县境内有影响为副教授以上者。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省、县档案局和省图书馆；一

部分来自各区镇和有关单位编写的专业志及发展史；少部分

自来各校校史及回忆录，数字来自县统计局及教委档案室。

所用资料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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