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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潮阳置县已有1 500多年的历史，现有人口1 80万，是全国闻名

的大县，也是著名的侨乡。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长期受社会制度的束缚，难以发

展。清光绪三十年(1 904)，潮阳才有现代学校教育的出现。从晚

清至民国，不少有识之士，虽致力兴学，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条

件的限制，教育事业始终未能摆脱落后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潮阳的教育才真正走上了发展的道路。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教育事业更是

获得了巨大的进步。3 o多年来，潮阳教育事业尽管曾受过左倾路线

的冲击，遭受损失，但成绩是主要的、显著的。在各级党政的重视

和广大师生的一致努力下，各级各类学校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

批的人才。1 983年基本扫除“文盲”，成为“脱盲县”；1 984年实

现普及小学教育；1979年以来，广大干群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发

扬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集资近一亿，新建校舍400所，全县实现

“一无二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入有课桌椅)，荣获省

人民政府奖励。这些辉煌的成果都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正转入有计

划、有步骤地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继续大力进行中等教育结

构改革，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深化教育改革而奋斗。潮阳的

教育事业，方兴未艾!

为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推进潮阳教育事业的发展，县教育

局决定编写《潮阳县教育志》。在有关领导的具体指导下，编写组



经过二年的努力，数易其稿，现已成书。

《潮阳县教育志》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它记述了清

朝末期至1985年一百多年来潮阳教育的概况。金书分12章，包括

志、记、传、图、表、录共21万字。它对潮阳在各个时期的教育制

度、办学形式、经费来源、师资状况、教学研究、人才成果等方面

如实予以记载，是一部地方教育史料，可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

《潮阳县教育志》的出版，对认识潮阳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

光大我县海内外乡亲兴学育才的优良传统，推动潮阳教育事业不断

前进，都有重要的意义，是为序。

潮阳县教育局局长 吴先金

1988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自清同治十一年(1 872)，下限至1 985年，

《附录》追溯至唐朝。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充分反映潮

阳1 1 3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内容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

点和专业特点，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寓评论于事实记述之中，不

加评语，不作褒贬。

四、本志按章、节、目、项四级排列，编写方法以“事”为

横，以“时”为纵，横排纵写，连贯古今，力求完整。

五、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综合形式进行编写，

并以志为主体。
7

六、历史纪年沿用习惯称谓，必要时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内数字依据《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

八、名词、术语一般采用全称，需要缩简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注

明简称．摘录和引文都加引号，必要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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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阳县教育局办公楼



潮阳县师范学校

潮阳县教师进修学校



潮阳县第一中学

攀j



潮阳县第一中学科学馆

潮阳县第一中学图书馆



潮阳县六都中学

潮阳县南侨中学



刘荣坤先生赠建的新坡中学

陈弼臣先生家族赠建的峡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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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城镇第六小学

柯荣成先生赠建的柯文和学校



陈廷镇先生赠建的陈廷镇学校

王大立先生赠建的古帅学校



干群集资兴建的波美学校

潮阳县幼儿园



关埠中心幼儿园

荣获集资建校“特级县”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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