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纛■避虿，÷第二二≮≥、二一：：f<>≮发二≮≥2曩～．j：≥
<二8￡8——t．弓邑5)

签戮昙教弯意缀纂缓缀



各城烁敖育孪襄
士
口

对坪八t

李实

^_∞o∞●●．i∞∞∞v革命教育家。建国前曾任申共谷城县委书记_代理满溯省委书记，鄂豫边区教育处长。建国

后担任湖北省文教厅厅长和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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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人类的知识、技能、经验和道德规

范的传递，社会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都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因

此，振兴教育是关系到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
●

条件之一。

谷城教育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近百年以来，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连续发生了两次伟大变革：从封建教育发展到民主

主义教育，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教育。这些变革，都产生过质的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谷城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楣结

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教育方针，以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知识为教学内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人民教育蓬勃

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教育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也有过较大的挫折和失误，然而主流仍然是

、好的，总的方向也是正确的，是以前任何时期的教育不可比拟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实现

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教育工作不断得到重视和加强。党的十二大汉

进一步把教育和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提出教育必须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等新论断。改革和振：

兴教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大问题。 ’，

’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知识积累成倍上升，教育更加明显地

成为整个社会范畴内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由封闭型的教育走向开放型

、



的教育，由人生的一次性教育走向终身教育，．由知识较单一型的教育

走向知识密集型的教育。要改革和振兴谷城教育：就必须从谷城的实

际出发，研究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回顾总结谷城教育的实践，从中引

‘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规律，指导我们的教育工作，从而使我们的教

育工作者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把教育工作搞得更好。

我县教育志编纂组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关怀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

指导下，依靠我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和协助，经过全组人员的共

同努力，从清末到198’5年的浩繁的教育史料中，整理编写出这本《谷

城县教育志》，以求“存史”： “资治”和“教化”，使教育更能适

。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这对改革和振兴谷城教育工作，将会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把它献给全县教育战线的园丁们，献给拿县

50万人民，让我们以史为鉴，更加自觉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努力开创谷城教育的新局面。 ：

卢 荣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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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小学教师李印阁

荣获的奖章和证书

少先队员在庆祝教师节大会上祝词

实验小学教师昊素琴获先进个人奖旗 县一中教师余正伦荣获省劳动模范奖章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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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家洼村小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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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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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啭燃

县农业技术高中教学楼

县幼儿园教学楼

县教委领导成员合影^从左至右一

田文芳魏先来宗德福李大年熊云官卢荣轩



县师范学校大门

1939年盛蠊小学校址

镝：溜
943年谷城县中学校址

沈垭天主堂修道院和经

青学校校址

城内小学教学楼

县一中职工宿舍楼

筐：f‘^h
实验小学职工宿舍楼



城内小学校外辅导员

在给学生讲故事。

东风小学荣获省先进集体奖

东风小学青年教师余
保平正在辅导学生学习。

站转播的电视教学。
学员正在收看卫星接收县教育战线电大班

作▲员正在复制教学录相。
县卫星地面接收站工

学教师一起探讨课堂结构改革。县教研室教研员和实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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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花镇彭家岭村小学桔园

东风小学毕业生何秀强赴日演出留影。

制的万能小黑板。
盛埭镇小学自

县教育印刷厂的生产车闯

丧襄阳地区赴省比赛留影。
石花镇中小学武术队代

东风小学学生在表演武术

生练武术。

讲师辅导东风小学学武汉体院高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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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纺所学员正在操作棉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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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々

一

．一、本志上限与清同治六年(i 868)编纂的《谷城l县．志：》橇衔

接。为了探索谷城教育的历史渊源， “清末篇”上溯到北宋仁j塞年

间， “概述篇一从西周谷国的教育开始叙述。下限愿则；．上斯在1 985

年，个别章节延伸到1986年。 ． ．．·：．，‘； ■j≯挝

二、鉴于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性质、内容截然不同，j而且0．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谷城县所辖的范围变化也较大：原属谷城县的仙

人渡、太平店、张家集、小樊洲和大冲等乡，分别划归襄阳县和光岱

县(现为老河口市)管辖；原属光化县的伍员乡和固封乡则划归谷城

县管辖。因此，本志除概述、人物和大事记外j其余内容均采取断代

史的笔法，划分“清末”、 “中华民国”和“中华丸民共和国■3二个

时期，每个时期均按当时谷城所辖的范围记述教育史实0‘j≯o”．’；；．：譬

三、本志分编、章、节3个层次，有的节下也按，●事以粪从譬。的

要求分项记述，必要时，在同类事物的第一段开头设小标题。收录的

照片和学校分布图集中于卷首；统计图表及其他附录资料，均附在各

章节行文之后，以期互为补充。 ”·’．

四、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将“教育人物一章分为_传

略”和“简介”两节。凡是教育界的革命烈士，对发展教育有突出贡

献的知名人士，无论是在外地工作的谷城人，还是在谷城工作的外地

人，均予收录。凡在办学、治学、教学及其他方面有成就，而又健在

的人物，或者已经去世但不符合立传标准者，则简要介绍其生平事

迹。对发展教育有破坏作用的个别人物，也以“简介”的形式录其劣

·．1．t，



迹。无论古人今人，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性称谓。

五、 曩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从新中

，国成立之时起采用公元年号；建国以前均按历史习惯纪年，夹注公元

年号；同一个朝代的年号，+只在开始使用时夹注，其余从略。

‘一六、本志力求用语体文表述，引文和附录悉照原文。对于各种具

体事项，事件的名称，第·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使用时改用简称。

。’七，本志在涉及数字时，悉按照《人民日报》1 986年1 2月31日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分别使用汉字和阿拉伯

数字．』其计量单位均按各时期当时所采喟的计量单位记入志书。

’i’八、本志遵循“言必据史’’的原则，以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兼

收口碑资料．所采用的统计数字，以县教育行政部门的统计为基础，

参考其他部门的统计进行考证。记人叙事所用的资料也都经过考证，

使其尽量符合实际．还将原始资料汇编成册，保存备查。因而，文中

馀重要史实注有出处外，一般史料均未注明出处，以节省篇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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