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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整顿：改造

获得了新生爻克服重重团难∥取得了显著成绩0
一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被列为发
”

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 t”

，‘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被视为振兴中华的宏伟

大业，越来越显示出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 ，．

，源，-越来越哭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历史上前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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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兴旺，发达景象。

盛世修志、鉴往知今。为了认真研究我市教 j
‘、 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和． 1

、。 掌握教育规律，存史资治、‘惠及后世，我们编纂．。’●
。 了这部《郑州市教育志》。该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 9 I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一历史唯。 I
，。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依据尊重历史：详 l
’今略古0服务当代0一泽被后世的原则，．：遵照观点 =-：

·

“‘： ．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l文字规范的要求；。努 ．、一i
、7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j’地方性的统二o。 {

。+F ．7．。一．．、《郑州市教育志》是郑州教育有史以来第一’’。5{

． ’：部教育史誊资料的科学汇集≯是展需郑州教育盛， ●
衰‘起伏，!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是向广大师 ·1

．、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生动的 ： ：
，‘ 乡土教材；：是后人研究和发展郑州教育的珍贵资 ：

．’．， 料，：是构筑具有郑州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基 l

本框架的重要依据。：奎，．‘|t?‘：’-’， ．!+，|，：卜．一i I‘。。． _j
． P．：，但是，·因时日旷远，，_．些珍贵的教育史料早 ，‘” 1

’

己散失i．给编纂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加之水平有一 i

：’，⋯ 服，～。书中缺漏：．失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有待广大 j
史志界和教育界的同志们去粗存精，j匡谬补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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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出新。’

． ．。《郑州市教育志》的问世是郑州教育战线的

，一件大喜事，希望能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继承、发

展郑州的教育事业有所裨益。并借此机会，对为

此书的编纂付出艰辛劳动的同志表示慰问，对在

各方面支持该书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

谢1 ．u^

让我们继续努力，。为郑州市的教育事业谱写

’更加辉煌的史篇o ‘， ： ．

’‘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_一J，’7l·一JL or p●-一p’_

中

．

振．，

．

刘．】
_，

，长任市主，副会府员政委．民育人．教．市市州州●)●)辫辫



． 凡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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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本志上限1628年、下限1985年，详近略远，以建国后为
。

l己述重点。 。

·

．
j．’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

记述郑州教育的发展、变化，经验、教训。 ， ．．

，7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尊事以类

聚，类为一志”，横分竖写，竖中有横，以横为主的编纂方法安

。排史料。 ．
7

’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清末，

民国时期用公元年号夹注IH年号。 ，，

1五，本志重点记述中小学教育。
。

六、本志使用规范化的语体文、简体字及标点符号，力求文

。约意丰，行文严谨、准确、简炼、朴实。‘．． ．

⋯

、 七、4全市!，包括城区、郊区和市辖县， 搿市区”，包括

城区和郊区，．“城区”，指市内各区。
+

、

八，本志的。立传”， “简介”人物范围，只限于郑州市教，

育局及其所属的部门和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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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i·：：(i 19)

⋯⋯⋯⋯·：·?⋯··；：⋯．．．·jj(：47)

第四章教育经费⋯1、·：-j；：⋯⋯⋯⋯·“·-．I．．w∥?·：⋯⋯(55)

第五章’儒学，书院，社学，私塾一j⋯·i_·j⋯。·，崔j·-(66)

’。!：第一节-儒学⋯⋯⋯⋯⋯“·：：·。■．．?：二_o?⋯．．?·o(66)
，7 i：第二节书院⋯⋯⋯一⋯⋯”··j·：：：”；j“⋯‘。j·：小■(66)

：：第三节社学⋯一!··j■⋯⋯⋯·■jj’·，j··■．．．⋯⋯-；i·(67)

+!’第四节私塾⋯⋯·：⋯：⋯⋯·：⋯⋯“-．．一．J．．⋯··?；?··(67) “

1第六章t幼儿教育⋯⋯⋯⋯⋯⋯⋯⋯⋯⋯⋯⋯·-?⋯··：⋯(68’_) ．

，?‘第一节概况⋯⋯⋯⋯⋯⋯⋯⋯⋯⋯⋯、■⋯⋯⋯”(68)
’

一．；第二节、组织管理⋯⋯⋯．．．⋯⋯⋯⋯⋯：⋯⋯⋯．．．一(71)

’，第三节学制⋯⋯⋯⋯⋯⋯⋯⋯⋯⋯⋯州．．⋯．．．．．．·(：7r2)

： ．、第四节课程⋯⋯‘．．．⋯⋯⋯⋯”：⋯⋯⋯；j：··：⋯·：h·．(：73)

t。?j第五节保教方法⋯⋯⋯⋯⋯⋯⋯⋯⋯·：⋯i⋯·_·07(75) ，

t．第六节’幼儿园选介⋯⋯．．．⋯⋯⋯⋯⋯·：oi⋯⋯．．．J，(77)

． t一·，：?⋯'河南省实验幼儿园⋯⋯⋯⋯一0小⋯·”?·(．77)
i一。j‘‘二’．’郑州市实验幼儿园¨⋯⋯-，；j．．．⋯·j．r．．-．．””(77) ．

、：．；：，⋯三，郑!}}l市管城回族区圈族幼儿园⋯⋯⋯⋯．．．(‘77)

：2。_?⋯四，郑州国槔三厂幼』k园Ⅲ∥·：⋯j rt!”?，．．_?u?◇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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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概况⋯⋯一⋯⋯⋯⋯⋯⋯m”≯·j?：：·?⋯·气(．26写)

，‘第=节院校简介⋯⋯⋯⋯⋯··o⋯一·j·：_?·j⋯⋯(268)

一=i．’一，郑州大学⋯“叱⋯。⋯⋯⋯·t“o一⋯⋯·(26÷}：、
r

二

=j。河南医科大学⋯⋯⋯?-．⋯一··：·■?：j-：。：⋯：：(269)

。一．三、河南农业大学⋯⋯⋯⋯、·⋯⋯·¨．．?··o⋯y l 270)

、强：四，郑州工学院⋯⋯⋯⋯⋯⋯．t．哆：?：?一：?一j⋯”i 2 7：1)?

‘，÷：、-。‘五：一河南中医学院⋯⋯⋯⋯一一，，．一?“·_州⋯_(272●：“7

．、!，、-六：‘郑州粮食学院，⋯⋯⋯⋯一一一∥：⋯一··0-(273)
·

：．：¨j七、郑州轻工业学院⋯⋯⋯一i⋯‘!一：⋯⋯“尊‘274)

， ∥V’八，：河南财经学院：■⋯．．t⋯：．．．··_·!⋯⋯．．．-．·；7‘，275)j
’‘

：i??。!九、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一j一‰，·⋯“(276)。

，、一!t j十，郑州机械专科学校⋯⋯⋯⋯．．．．．⋯“m一⋯(277)¨

‘F：÷‘j十一、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一：．．．·丫⋯o(278)
_i i。：．2十二：郑州畜牧兽医专科学校一：函：⋯．．．⋯⋯·：’(279)。

_?!‘·’j一十兰二’中州大学⋯⋯⋯⋯一⋯，·：厶j一⋯⋯⋯i·：(280)1，
。

(誓!；‘十四?河南省纺织工业专科学校'!tt!⋯⋯⋯：。·!(281>．，

： 第十四章‘特殊教育”一⋯⋯⋯⋯⋯：。?‘’÷：：：；?’二_：⋯：⋯‘t’：：．S乏82)

i一第一节盲聋哑学校⋯⋯⋯⋯⋯⋯⋯一一w·：?!皇⋯：S 283．)、

：!’第三节’‘工读学校⋯⋯⋯⋯⋯⋯“：o⋯¨⋯．．．··：?一(‘286)

<l‘第三节⋯弱智儿童学校¨“；．·j：·07·=．¨．⋯一··■··等·：·l 290)，

。第十五章⋯成人教育一．．．⋯⋯⋯·?‘：”．?曹矗．．-．⋯⋯⋯一。?(291)

‘!，、第一节’‘农民教育■⋯⋯■!r÷?!⋯o⋯⋯⋯⋯⋯；．一，(291)
i 5：第：节‘’职工市民教育·⋯⋯～一一⋯⋯一小⋯：⋯n(’29哥’≥

’i：·j第三节’‘干部教育⋯⋯⋯⋯⋯⋯⋯ji·“⋯⋯⋯⋯一t·：(314)

，t量：第四节社会办学一．．．⋯⋯⋯⋯⋯t··■■：：j：·?··，：“(324)

‘oi第五节⋯广播电视大学教育⋯·⋯⋯-，“·⋯·hⅢ⋯·(325)

‘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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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四，中学生数理化一·一矗．矗．．．⋯?⋯⋯⋯”··?⋯(396)
·7

1ji’五，中学生阅读m⋯⋯·；⋯·；?·j．．⋯．．．：一⋯．．“(396) ，

一六，⋯小学生学习报。⋯一‰!一一一“．．．小一⋯⋯(397) ，’

·

‘-二七、河南成人教育一一⋯⋯⋯⋯⋯⋯_∥⋯⋯(997)

： 二”j’八’，教学通讯。”■⋯，⋯⋯⋯．．．⋯·-．⋯：⋯●⋯．．．(398)
’

，、i：一’‘九，中学生学习报．．叫·。⋯o_●n“·’⋯⋯⋯⋯·-(398)
” ‘”： 十，教育信息报一⋯m⋯⋯矗o·，-一．．一小⋯·如(401)

。．1．第二十·章、!人物⋯一⋯一⋯一⋯．．、m⋯，o⋯一⋯孵吖．．．(402)

第一节．传略⋯⋯⋯j“⋯．．．⋯⋯一⋯⋯⋯一⋯⋯⋯··(402)

㈠+第二节 简介．”Ⅲ⋯⋯⋯·L⋯．+．?·女⋯o”·j‘·ko·j，·(404)

。，‘一第三节～名表⋯“·一⋯一m⋯⋯⋯⋯⋯⋯⋯⋯⋯·÷(424)

，一，清末郑州教育行政负责人名表⋯⋯⋯⋯⋯(424) ，

． ， 二，中华民国时期郑州教育行政负责人名表⋯(424)
‘

-． ’． 三，1948～1985年历任郑州市教育局， ． ，

。

)
．1．t (科)长名表⋯⋯⋯⋯⋯⋯⋯⋯⋯⋯⋯⋯(426)‘

、
’

四、1948～1985年历任郑州市教育局

． (科)副局(科)长名表{o⋯⋯⋯⋯⋯．．．(427>
一

；1 五，郑州市教育工作者兼任郑州市人大、
’

市政协、民主党派职务人员名表⋯⋯⋯⋯(428)
‘

。

六、郑州市教育工作者兼社团职务名表⋯⋯⋯(429>

七、普通高等院校党委书记校(院)长名表⋯(432)
‘

八、普通高等院校著名专家、学者名表⋯⋯⋯(447)
。

· 九，特级教师名表⋯．．．⋯⋯⋯⋯⋯⋯⋯⋯⋯⋯(458)
‘ ‘

? 十、普通中学一级教师名表⋯⋯⋯⋯⋯⋯⋯⋯(458) ．‘

’． 一’第四节名录⋯⋯⋯⋯⋯⋯⋯⋯⋯⋯⋯⋯⋯⋯⋯⋯(459)

一
，．

。 一，普通中学=级教师名录⋯⋯⋯⋯⋯⋯⋯⋯(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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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的学校教育，始手汉代。据史记载，汉明帝年闻子州治{

东建立县校l处。唐。宋，’元代随着历史变迁I‘县校，’．社学时兴。 ，

时废。。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7，、，郑州城内有儒学，社学，阴

。阳学及医学各l处：明崇祯年问(1628二-1643)知州鲁世任于城_

内建立天中书院。清乾隆十九年(1754)知州安而恭予城东门内i

建东里书院。是年，．另有儒学、：社学各1处。’t，’：：i j‘：?⋯岁。釜。

光绪=十九年(1903)j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通令改

书院办学堂。次年，就东里书院址设立郑州中学堂。另将州东i，‘{

州北、=州南3处义学，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7月停办中学堂，，t

改建郑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将高等小学堂改设为帮
“

州官立中学堂。另于调导衙(，今南学街小学址)开办郑州官立高、

等小学堂。同年于中学堂内设师范传习所1班。在火车站东南，

隅，成立京汉实业学校1处。至宣统元年(1909)郑州有中学，
·

堂、高等小学堂各1所、初等小学堂和半日制学堂共9所，传习 -

所师范班r班、实业学校l所，学校教育初具规模r；：．。。’!一

’，”民国元年(1912)，依据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普通教育暂+

行办法》规定，郑州改学堂为学校，改高等小学和中学学制分别 ；

为3年籽4年，，改革中小学课程设置，废除讲经读经科目j．是一

年，郑州城内先后成立了博爱、开育i。履光及自立女学堂等4所
。

私立小学．城西须水成立了3所初等小学．城内郑州高等小学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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