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禳骧懑醚膏蕙
l避黼戮垦

骣麓避显教育恚蟪器办登盎缕



聊城地区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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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育局大门

地区教育局办公楼之一角



聊城师范学院校门

聊城教育学院校门

聊城分校一角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聊城一中教学搂

聊娥三中佼门

和学生宿舍偻^右v

聊城师范学校教学楼^左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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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聊城市实验

小学学生在

作课问操

中：聊城市聋哑

学校校门

下：聊城市实验

小学幼儿园



武训画像

武训祠堂

武训先生故居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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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一_盛世修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
。·‘、， 。，、：、 o‘ -- ．j j!．、‘． ¨i_ 一， ’。

．斗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改革。开放、·搞活 ．

。方针政策指引下，逐步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聊城地．区
．_

．，

1

．

， ‘

教育志》，就是在这_“盛世”之时编纂而成的。 ．

．．-’

，

．

、
●

‰教育是培育建国人才的，发展教育是治国之本。《聊城地区‘，
。、 ．'

．、

教育志》，编纂出版，不仅为我区保存下来大量教育史料，也为我
、

。

们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它使我们继往井来，‘把聊城地：
．

．。
'

区的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就是《聊城地区教育志》编
、

．、

●

篝、出版的意义之所在。 ?
+’

．1 。

、

‘

、^

·

、一．。
《聊城地区教育志》有记有志有传，也有图有表有录有照．

·
‘

片，．汇诸体裁于一书，内容丰富翔实，体例完备，．观点正确，语
t

‘

‘

。

』 j ．。 !

，言l才卜实，是一部很好的专业志：我区广大教育i作者、从事地方
‘

●

，

，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读一读《聊城地区教育志》，一定会有收益。
、

-．

． 《聊城地区教育志》是由刘九龙、．韩平二位同志．主编的。刘
● 、

』

‘

九龙同志，冠县人，大学中文系毕业j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近
．

， ’ ．’

。

-

’

三十年，．是一位忠诚于教育事业的高级教师。韩平同志，菏泽市
．

t

‘

‘

人j：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三。十多年，是一位
●

德高望重的高级教师。两位同志。于1 985年初始任《聊城地区教
．· ，

．‘

‘

．u j
，

L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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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志》的主编。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编纂成了这部50余万字’的

教育志。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笔为，为聊城地区侵了’一件有益于

当代。：’惠及千秋万世的大好事情。’对此，我向二位同志表示衷，≮
一

’ ’‘’

，

、． ‘，

感谢!
，：I． 。 ‘．‘：·，o、 ．．：

一 √‘．一

1'_、乒．《．聊’城地奁教育恙》’付梓：出版了i借此机会，仅致小序于上．．；

2

赵世基．4988气。l；
一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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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本志的编篡工作j始于1985年元月。当时，在地区教育局领导和副·局：长邵明：才

嗣志的主持下，成立t一个以地区教育局顾问，前任局长张勇顺同志为组长，．地，区教育

j蜀副局长许铭新同志为副组长的编纂领导小组，‘下设编纂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话铭新

莉志兼任‘．副主任由两位主编兼任。具体编笺工作由副主任、主编负责一-办公室的同意

们根据编纂志书“资料是基础”这一特点，首戋编订了一个《聊城地区教育志篇目粉，

以此、为纲。深入广泛她搜集资料。经过一年半的调查访问和查阅档案图书资料，至1986

年8且，t搜集了300多万字1的口碑资料和文字资料。在边壅访边整理的同时，先后编印了

7期《聊城地区教育史志资料》，1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一以征求意见f核实资料。．．资料
。 ⋯

-l

●
一

’

搜集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我们于1986年9月，着手志稿的绵写，．至l幺月，完成了志书的

初稿。并打印成册，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1987年5至7月，办公室连续召开

了几次初稿座谈会，征得修改意见近2000条0经过修改；予1987年“月完成了志书的第
，

二稿’，：并请行家里手赐教：他们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i988年上半年，．我们对第二稿

币缺漏的内容又进行了查访．f’卞半年着手笫三稿的纂写∥至l 2：月初完成，．并耐地区教育
c、’7

．

局领喜报送了一份汇报提鲡一7经局领导同意，决定付印。现在大家看到的《聊城地区教

育志》，．就是第三稿。’．，
·

1．，’

·

·j．：”
，．．．。；，

·．．7 ：t

本志由总述、行政管理，备级各类教育、教育人物：大事记和文献附录6’部分组成．为

了使各编章篇幅矢体相称，我们将中等教育划分为上：中：下三编，这样，．4全志共有17编

37章64节和著干个自，典型学校简介百余处(包括儒学、书院和幼儿园)，收录教育名

‘人传和事略介绍40余篇，附有照片18张、图表百余份。全志约计50余万宇。

、。-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后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利用新观点、颏材料、新方法写，出一部社会主义的教育志；以反映出聊

城地区自1840年鸦片战每以来148年的教育历史的真面貌，使之真正起到“存更，资政、

，教化”的作用。“ ‘，

+’

·‘-．

：·。

为了避免重复，在编写时，全志专设了《总述》__编，借以对各历史时期的教育宗

髫或方针以及聊城地区教育发展筒况作了集中地记叙和评述。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每一
： j

，
，

、

、 l 。



_章、节里，我们又采取了概述和分述(学校简介)相结合的编写方法。但章、节．中的概’
‘

。

卜
7口

，述，主要记述某一类或某一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概况、学校的管理、学制：课程．教材、教，
’‘ ，，

‘
．●

’，

H

’t

法以及学生情况等内容，’-分述主要是介绍某几个典型学校的具体情况。：，
’： 。

、

：’ ‘．：·

～。根据一详今略古”和“突出地方特色”的原则，本志重点记述了现代、当代即新民。、
’’ I‘

．

．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聊城地区教育的变革、发展状况。武训行乞兴学是聊
．

· ’ 。，

城地区近代教育史上重要教育史实之‘一，t它体现了这个地区教育史上的地方特色j聋晦、
^ ，

，

-，

．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提及的。但是，．武训行乞兴学之举，在中国历史的．进程。
u

．． ^

’

。

中，’有着毁、誉、褒。贬极不相同的评价。。为了突出地方特色，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褥
～

t

‘对武训及其所创办的义学用了较多的文字作了较为客观地记述．．． 。 一
‘

’ ’

巾．-．。。关于本志《教育人物》编，‘我们是本着：生不立传”和“以本地籍为主”·的原则编
／．

。、’ ．·h
’

．．

写的。．对于在聊城地区教育界工作的外地籍者，只要其教绩卓著，影响较大；且已不在i
一 一 一 t‘．● ‘‘ ．⋯’

．人世，．也予以收录立传。!对于长期在外地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本地籍人士j’教绩显著，影
．

j
．

，

·响也颇大jj且已去世，我们酌予收录立传．．：sj-：r-i长期在聊城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取得·
’j 、

、、

了显著成‘缀．·影响较大的健在人物，不论其是否本地籍者，我们均予收录于《教育人物
’j

、 ．

事略》一章．，对其生平事迹作_简要介绍?以备后人瞻读。 一
j

：’． 、

．

’

：，’。‘本志虽是由我们主编j但富不失为“众手成书”的缮晶。．地区教育局的领导和同志
，

：I ．

，们给予我们热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许多老教育工作者为莸们撰写了不少专题文章i：各-
：

_
．

’
．。·?

县市教育志办公室的同志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这是舞们能够较顺利地编写成本志
●

的原因之所在。在此，我们对于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最衷心地感谢。。
0’

。 本志现在虽然出版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导、。，
一

、． 、： ．

。老教育工作者以及关心本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阅后赐教．．。

÷ ．．刘九茹、韩平1988 12．
口

●^

，
’ 一：’ ’



例

一．本志所载教育史实。上限溯予1840年(清道光；十年)j：。下限迄至1988年，
’

y‘，．’ 一
，．j‘ ，、：．，：、

-觋有学校简介，多止于1 985或1986年。

二．‘本志采用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竖结合，以编、章、节一目为序，层层相

洽的编排方法，t其表述则用记、志√传、录、图、表、照片诸体裁，以志为主，用规范
j

的现代语体文叙述。 ．‘

? ·

’，、

·

三．·本志所用资料：凡引用原文者，均经多方考订，并用引号引之，无标点者加标
，J，。 1．

√

点，繁体字改用简化字．为减少篇幅，多不注明作者或出处i
’

四．，本志以聊城地区现辖区域资料为主，因现辖区域历史上几经变动，为此、凡有

关清末、民初各县之统计数字，多含己划出该县或聊城地区的部分。
．

f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凡有历史纪年者用括号淳出．．行文中的年代和数字，除习
‘

惯上运用汉字者之外，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字中的计量单位使用当时所用者。

．六．本志中的历史地名，皆用当时之名称，凡能考其现在名称的：则于括号内注
： 、

出
、

’

j

七．‘本志教育人物编，是根据“生不立传”和以“本地籍为主”的原则编写的‘，
』

按照出生年月先后排列之．
’+’’

．

八． “大事记”依下列原则记之：‘①起过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事件；③首次发生的事

件；③行政机构的设立，裁撤，更名以及领导人的更替；④重要数字统计；⑤中等以上

学校的建立，‘裁撤，’更各’
’

‘’ j
．

九．本志是按照片、地图，编纂组名录、‘序，编者前言、1凡例．目录、正文，文献附
．

、

、 录，后记之顺序编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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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 长 -一张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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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一一⋯⋯⋯⋯．!：．‘⋯·i_jj：i“’⋯¨⋯⋯⋯w⋯．：．⋯⋯2 j+
‘

0，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i吖．．⋯⋯⋯一^：⋯”0．．．‘：i·●··_m·o⋯：_√．．．··j·+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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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一
．

第一节’“文化大j睁”以前十七年的教育⋯．．^‰¨⋯“一⋯⋯⋯。．．⋯”?‘?⋯⋯·3
‘

，

．第二节 “文化大毕命”中十年的教育⋯⋯⋯⋯一⋯·j_．．．⋯’⋯⋯⋯⋯∥妒·：⋯¨15‘，：
．一

‘

^、 。
，

．誓第三节“文化大球命只以后十二每的教育■⋯o·o．!·o o：·’⋯⋯··：⋯一···o；：囊⋯‘·：“·6 j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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