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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普通教育志》的编纂历时四载有余，其间

六易其稿，终于付梓。这是西城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

专志。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长经验，扩视野，激远

志。该书的出版，对于保存史料，总结经验，以及促进

西城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西城

教育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硕

果。

<西城区普通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以

实事求是、求真求实、兼通古今、详今略古为原则，以

横排竖写、以类系事的叙述方法，记述西城各个历史时

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情况。力争观点鲜

明，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文风朴实，体现鲜明的时代

特点和西城特色。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鉴于此，历代封建统治

者都很重视教育。西城文化源远流长，历来尊师重教。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京师为天下先，西城是其主干。

自兴学至解放的四十多年，经过西城教育界仁人志士孜

孜以求，西城的学校在全市占重要地位，并拥有一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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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享有盛誉的教师。但囿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及教育宗

旨，西城小学入学率虽属全市最高，但基础教育尚未普

及。新中国的建立，使西城教育得以长足发展。建国不

久，即普及小学教育。以后，又陆续办出几所在全国享

有盛誉的中小学。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

城普教系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端正教育思想，树立

正确的质量观，坚持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持教育

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积极调整教育结构，不断提高教

育水平。经过十年努力，形成幼教、小教、中教、职

教、师范、特教、校外和教师培训八个教育体系，同时

办出一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有特色、高水准的学

校。特别是近几年来，西城区遵循邓小平“教育要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狠抓普教

系统干部教9币队伍建设，加强教学研究，重视教育科

研，积极开展教改实验，加快了教育发展的步伐，取得

十分显著的成绩。西城区已成为全市整体教育水平较高

的城区。1989年北京市政府授予西城区为“教育先进

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西城教育的历史进行记

载，是一件无愧前人、有益今人、启迪后人的大事。

1992年西城区教育局成立教育志编纂组，编写教育志。

区教育志编纂组的同志四年来不辞辛苦，广征博采，仅

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学校摘抄的资料就达一千多万

字，然后一一辨析真伪，反复研讨，精心著述，按期完

成。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是在西城工作多年的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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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教师，他们离退休后，又为全区教育事业做了一

件大好事。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编纂过程

中得到过曾在西城区工作过的区局领导暨在职各级、各

校领导的指导，得到过区档案馆及区教育局有关科室的

支持和帮助，得到过北京市教育志办公室的指导，在此

一并致谢!

“温故而知新”。我希望全区教育系统的同志，尤其

领导干部，都能认真读一读这部志，以期把我们今后的

工作做得更好。限于我们的水平，很可能会有疏漏之

处，恳请读者赐教。

西城区教育局长 佟志衷

19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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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

照资料性、纪实性和客观性原则编纂，如实地记述西城

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

二、本志上限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下限

1990年，对建置、沿革、重大事件、学制等都是上溯到

事物的发端，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时代特

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等原则进行编纂。

三、本志体例采用横排竖写，分门别类，以篇统

章，以章统节，以节统目的表述方法。

四、文字一律使用规范的现代语文体和记述体，直

陈其事，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不加作者个人的评论。

五、本志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机构、行政区划以及

人名事物称谓，如实记载，不加褒贬，寓观点于史实、

史料的记述之中。对历史纪年在1949年以前沿用习惯

统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在1949年以后，采用

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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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物除特殊需要外，一般直书其名，有一定贡

献的教育名人，则用以事系人的办法，记入志书。

七、地名按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记述，并加注今

名，今名以1990年为准。名词、术语使用全称。需简

化者，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数据、图表使用阿拉伯数

字。

八、本志按旧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

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校外教育、教

师、教育研究与教育科研、电化教育、校办企业、教育

行政J顿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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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城区系北京市辖区县之一。位于北京城区中心部位。东接

东城区，南邻宣武区，西、北两面与海淀区相接，东北隅连朝阳

区。面积31．66平方公里。人口稠密，商贾麇集，教育历史悠

久。明代开始即属内城。西城以其历史、地理优势，逐渐形成北

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区之一。明代的官学，清

代的八旗学校，民国以后的公立学校，多设在西城。自清末至新

中国成立后主管全国、全市教育的行政部门，都设在西城。西城

内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特殊

教育门类齐全，兴学早，老校多，名教师多，教师整体素质高，

教育整体水平高，人文兴盛，学风浓厚。

西城最早的教育机构可追溯到元代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

民间办的社学。明代洪武二年(1369)除社学外又开办县学，明

天启二年(1622)开始有官员私人创办的首善书院和民间私人聚

众讲学。清代办学更盛，上有皇族学校宗学、觉罗学，下有官员

私人办的义学和民间办的义学。此外西城自明代起所居多为官

绅，重科举、重教育，家庭多延师教读，私塾亦颇兴盛。

清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成立，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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