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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教育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类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与教育患息相关。‘发

展教育事业关系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关系国家

民族的兴旺发达。总结教育成败得失，研究其发

展规律，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i 。r

盛世修志，自古以然。我们编纂《沈丘县教

育志》，旨在保存沈丘县的文化遗产，借鉴前人

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教训，为后人考察研究沈丘
教育提供翔实资料。 ．

’

． ．．

《沈丘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自1982年7

月开始，历时三年，已四易其稿。本志力求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志人志事不苛求、不溢美、不隐恶。．．

遵循。三新"(新观点、新内容、新方法)．●三

性弦(全面性、历史性、地方性)原则；体例以
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纵横交错，以横
为主的写法；志，记、传、图、表五体并用，以

志为主的体裁；融学术、资料、知识为一体。志

文前后印证，便于纵览历史概貌；各章独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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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利用专题查阅资料。上限起自1925年，下限

止于成书之日。共分机构沿革，教育宗旨、学制

演变、教育经费、教师队伍、学校管理、教学活
动、教学质量、学校志、人物志等二十专章。它

较客观地反映了沈丘县从清末至今一百六十年的

教育史实。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使后人以便鉴
古为今继往开来。

沈丘县废科举兴学堂迄今已八十余年，其间
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经过了辛亥革命
和无产阶级革命两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从封建主

义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到
社会主义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沈丘教育以崭新

的面貌出现在中州大地。在发展过程中几经曲

折，亦出现过较大的失误，但其成绩还是主要

的。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列为

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部署重点之一，成为开发智

力的伟大事业，为沈丘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
广阔的前景l_《沈丘教育志》以较大的篇幅，记

载了这一划时代的教育转折。本志倘若能对振兴

沈丘教育，加速四化建设有所裨益，对后人探索
沈丘教育事业有所启迪，我们将感到莫大欢慰。

王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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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书记张文韵到农民夜校讲课

左张文韵，右县委书记沈发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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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教育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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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邱县高初中学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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