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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培养人的活动，是社会生活的继承

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为一切社会所必需。

保存房县珍贵的文化遗产，借鉴前人从事教育的经验教训，

为后代探索房县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提供可信资料，是我们编

纂《房县教育志》的目的o

《房县教育志》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采取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经纬结合，纵横交错的写

法。前后印证，利于纵览历史踪迹；各篇独立成文，便于查阅某

一专题。鉴于旧县志下限为I 864年(清同治四年)，故本意从

1 865年记起，共分教育沿革，教育宗眚、学制演变，教育经费，

师资状况、教学研究、人才成果等四十篇，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房

县从清未至今一百二十年间的教育史实，让读者从大量的教育史

料中，斟酌主次，权衡利弊，知道前人畲经做了些什么，今后应

该做些什么。

房县地处鄂西北崇山峻岭之中，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解放

前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教育守旧势力根溧蒂固，新文化难以传

播。1 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虽已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废科

举，兴学堂，而房县仍于当年二月举行了科举县试，至l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才办起第一所县立初中。1940年，湖北省立第

一1。



六师范学校迁入房县，经办六载，招生十届，影响颇大，遵到

1943年才办起房县简易师范学校。兴办实业学校，清未民初便巳

遏及全国，而房县乙种农业学校于1922年才创建。1931年，贺龙

同志率领红军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创办了列

宁小学、鄂北红色干部学校，虽然历时未几，但它却开创了房县

元产阶级教育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房县教育随着房

县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新月异，硕果累累。既有为数众多的

公办中、小学校，又有因地制宜的民办学校；既有多种形式的干

部教育、职工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又有各种门类的职业技术教

育。人民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县干荤学科学、用科学盛

况空前。房县教育在前进中虽走过弯路，但其成绩是主要的。特

别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把教育列为经济建设的战略

重点之一，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教育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房县教育志》如果能对振兴教育，加速房县四化建设有所

裨益，对后人研究教育事业有所启迪，我们将感到欣慰。

房县教育局局长 陈龙湘

一九入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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