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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教育战线呈现出一派生机蓬勃的

喜人景象。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支持教育工

作，学校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教师队伍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教学规律，努力办好每所学校，教好每个学生，

力求大面积地全面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实施《义务教育法》，提

高民族的素质，培养“四化”建设需要的一代新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要完成上述历史任务，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本地区教育的

历史和现状，特别要认真回溯新中国成立三十九年的教育实践，对曲

折的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以研究和总结。吸取其精华，剔除其

糟粕，鉴古知今，扬长避短，从而使我们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尽可能

地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从这点出发，编

写这部教育简志，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

一件“承上启下”、“承前继后”的工作。

本志从1985年4月初开始，到1988年4月完稿。在三年的时间里，’

编写组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关单位、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以

及区内外教育界的老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给予了热情指导和

帮助，谨致衷心的感谢。

限于水平和经验，加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定有遗漏、错误不

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玄武区教育局局长 孙菊生

l 9 8 8年初



编 写 说 明

《玄武区教育简志》是在南京市教育志办公室和玄武区地方志办公室关怀、帮助、敦促

下诞生的。它简要地反映了1840年至1985年玄武区教育事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状。

编写《简志》的目的，是为后入提供i：之完整的资料。以便从中找出规律，吸取历史上的

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把我区的教育事业办得更好。

《简志》约20万字。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本区特色、述而

不评的原则，重点放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85年的这段历史，同时也涉及清末至民国这段历

史。我们先后共查阅了上千卷宗，摘抄了数百万字资料，走访了500多人次，力求做到t史料

准确、真实、可靠，能反映我区教育上的特色。

在体例上，我们采取“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方法安排篇目，注意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能用图表说明的，尽量用图表，力避重复。

为了《简志》内容更为形象，具体，我们还选用了少量反映我区先进人物、校园新貌、

教育活动等方面的图片。

初编《简志》时，中学尚属市管，在编写提纲，收集资料过程中，均未涉及中学。1985

年底，中学下放区管。1986年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提出增加中学内容的要求，此时《简

志》初稿巳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简志》中增加了“普通中学”篇。对中学发展、演

变情况进行了综述，对现有九所区管中学，分别作简要介绍，并附有各校历任负责人名单，

以及历年教职工数，班级数、学生数，在大事记中，增加了有关中学霞大事件的内容。至于

在教学、教研、思想教育、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雨i的内容，则在各校编写的校志中已有反

映。故本《简志≥所反映的内容，是以小学、幼儿园、成人教育为主。

对在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教职工获市以上荣誉称号的，做了较全

面的统计，作为附件，以便查询。

我们还编写了1986年和1987年《教育概览》，作为附件。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教育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得到区教师进修学校、小教财

务组、基建办公室，各中、小学领导以及军区印刷厂同志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与编写的同志有。刘秀珍(玄武区教育局副局长)，邰同元(原青石街小学校长，巳退

休)，张祖新(原尖角营小学校长，退居二线)，曹德秀(原长江路小学剐校长，巳退休)，顾

心慧(原区教育科干部，巳退休)，许琦(逸仙桥小学语文教师)。张祖新自始至终参加编写，
定稿工作。

从组建区教育志编写组迄今，已有三年。三年中，我们向市、区提供了有关史、志资

料，并负责布置、检查、指导各中，小学“校志’’编写工作，《简志》的编写实际用了两年

时间。限于水平，付印时又较仓卒，可能错，漏较多。阅后，敬请不吝指正。

玄武区教育局编志组
1 9 8 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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