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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学校志

学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专门履行教育职

能的机构，它担负着培育各类人才的任务。因此，兴办学校历来

为社会各界所重视：为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准，研究学校的一

发展规律，总结办学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学校教育是

’十分必要的。 ． ．

编纂学校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是历史赋于

我们的光荣使命。《沈丘县学校志》是社会主义的新志书，它的问

世，是沈丘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而且荫及后人，对资治、存史、

教化，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载沈丘县各个时期的学校概况，反映其兴衰变迁的客观规律。

断限上起清朝末年，下止1992年，内容翔实，贯通古今，详近略

远，突出各个时期的特点与地方特色。为后人研究教育事业，探

索办学规律提供参考，以借鉴过去，开发未来，兴利除弊，服务

四化大业。

沈丘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郭纯正
1992．12．



凡。 例

凡 I例

’； 一本志是社会主义新志书，遵循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

} 一务四化，有益于后世的原则，记述沈丘县各个学校的发展变化，总

《 结办学规律与教学经验，起到存史、资治之作用。 一

§ 二本志上限起于清末，下限止于1992年，少数内容延至成

；7 书之日。
‘

，

，

二 一

t 三 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以新中国成立后为重点，突

； 出时代与地方特色。对任何时期的成就，不夸大、不缩小，对失

l 误不回避，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撰写。

l。 四本志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建立后三个时期，共三编，总

l； 述冠于篇首，采用记述体、语体文写法。
1 一

}{ 五各类学校排列，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建校时间先后为

； 序，新中国时期除电大、师范、高中、农机校、卫校等性质不同

}。o 外，其余初中、小学以乡镇为单位编排。
’ 六对一些建校早、跨越时期的学校，一其变化较大，甚至几

易校名，如“南杨集小学”，清末时期为“义学”，民国时期为

“中心小学’?，收录志书时，清末录全文，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两个时期，只录校名，．以免内容前后重复。 ，

七历史纪年，清代前用汉字，后加注公元纪年，如清道光
。|

五年(1903)。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后加注公元纪年，如民国元

年(1912)，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 八一些字数较多的名称或术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用

I： 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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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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