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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昌 邹时炎、王租武视察唐山师范专科学校．左二为郑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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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武、冯国妄在丰南县水产学丰空养虾基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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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学校景

卜唐山师范专科学接

唐山教育学院校景



卜唐山市卫生学校

●河北唐山师范学校铰景



▲河北滦县第一中学

丫河北丰；闻车轴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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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乐亭第一中学

丫开一l矿暑局第二中学校景



▲汉沽农场中学

- 河北滦南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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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第二中学教学搂

V唐山市第七十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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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机车车辆工厂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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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职业学校学生上街开展学雷锋活动

▲迁安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教学楼

T唐海县职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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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南区实验小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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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乐亭县大黑坨J、学教学楼 下唐山市女子职业中专幼教专业学生上舞蹈课



v唐山市路南区实喻小学学生在语音室上课

▲唐山市节二幼儿园接待来访的外国朋友

T团结楼幼儿园教师正在给大班小朋

●玉田县李家团城乡中小学教学槛

≮．

‘『融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芦台农场分校

V唐山市东矿区聋碰学校

▲唐山市开平区成人教育中，L

■滦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正在辅导随班就读

的盲童学习

卜开漆矿务局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大搂





青 专

我市第一部纪实体裁的教育发展史一《唐山市教育志}4-天正式出版了，这是唐山市教
育界的一件大喜事。

唐山教育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建党初期，唐山交通大学学生中就有了中共党员和

青年团员，1924年，冀东教育界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乐亭中学建立；唐山交通大学学生声援五

四运动和开滦罢工的正义行动，受到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中共中央宣传委员

蔡和森的高度评价；丰润车轴山中学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被反动政府称为“赤色巢穴”，在

1938年的冀东抗日大暴动中，许多教师成为领导骨干。

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新式教育起步较早，一些中等、高等学校因师资力量

强、教学质量高而闻名国内外，唐山交通大学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美国著名大学)，河北滦县

师范学校也以“老滦牌”赢得广泛赞誉。此外，河北省立唐山中学、私立开滦中学、私立丰滦中学

也有较高的知名度。 ’

旧中国的唐山教育也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从1885年起，美国、英

国，法国等教会先后在唐山及各县建起教会中学·4所，教会小学近30所，进行文化侵略11937

年以后，唐山市成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冀东道、伪冀东特别区公暑所在地，奴化教育异常

严重f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则积极发展了抗日民族教育和民主革命教

育，并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余年中，唐啮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虽几经曲折，但仍取

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教育体系，基本满足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唐山可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地，唐山教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李大钏、

杨秀峰、杨杏佛、茅以升、竺可桢、裴文中、张广厚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唐山市教育志》是对全市教育最具体、最全面、最系统的著述，是国情、市情的重要组成部

分，堪称唐山教育工作方面的一郝“百科全书”。它对于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了解唐山教育的历

史与现状，分析特点和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实施正确决策和改进工作，将起到积极

作用．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是这个道理。

《唐山市教育志》重点记述了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唐山教育的发展历史及现状，特殊的

时间及特点，使之成为对师生员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

国情教育现实的、生动的、jI}切的、富有说服力的好教材。我相信，通过对《唐山市教育志》的学

习阅读，可以激发起广大教职工和青少年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巨

大热情，为振兴中华、振兴唐山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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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党的“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

观地反映唐山市教育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使其成为一部信史，达到

“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

‘二、本志上限起自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上溯至古代相应时期；

下限至1990年底，顾及到历史的连续性，个别事件顺延至1991年。

三、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组织机构、职务名称、地名及政治、政策上的

名词术语，均保留当时的称谓，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一般不作评价。

四、历代纪年，均使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前加注封建帝王年号

或民国年号。封建帝王年号使用汉字，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

使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所囊括的内容以历史各个时期现辖范围为准。限于材料，

芦台、汉沽两农场以1979年划归唐山后为主。

六、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共分25章，约130万字，编纂方法为

事以类从，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分门类，纵写始末，个别章节内容也
． 有纵横交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七、教育人物，主要撰录了对唐山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

已故教育工作者和在兴办‘学校、捐资助学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社会贤

达；教育人物简介主要选录了省、部级劳动模范、中小学特级教师和知

名人士。

八、教育科研成果，主要收录了在全省、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教改实

验成果；选登了中小学及其他中等学校教育工作者在省以上正式刊物

上发表的教学论文和正式出版的论著；高等学校仅选录了正式出版的

论著I对在教学仪器、教具研制及勤工俭学活动中研制新产品有突出成
绩者作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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