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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育志丛》编辑说明

一、《武汉教育志丛》是一都反映武汉地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基本面貌的大型资料丛书。

二、本丛书包括武汉市教育志，江岸区、江汉区、斫口区、汉阳

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教育志，武昌县、汉

阳县、黄陂县、新洲县教育志，武钢(武汉钢铁公司)、一冶(冶金工

业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铁(武汉铁路分局)、长航(长江航务管

理局)、长轮(长江轮船总公司)教育志，不列册序，分册出版。

三、本丛书实行主编责任制。各册主编对所编分册负责。

四、本丛书采取分册、分类编辑的方法，合辑而成。各册时限，

一般上起1840年，下讫1985年。记述方法：以类系事，事以类从，

横分门类，纵向记述。记述范围：市、区、县以1985年行政区划为

限，大系统企业以所辖部门为限，交叉内容按各自要求有所侧重。

体例：设有记、志、传、表、图、录等体例，以志为主。结构不求一律，

或章、节，或门目、类日、条目，保持相对完整。篇幅、字数依情而

定，不作划一。

五、本丛书的出版，是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修志人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特向为丛书作过莫基工作的原武汉教育志

编纂委员会主任金本富、副主任陈德根及周木乃、张师韩、侯孟孔

等同志深表敬意，并对历届委员和关心、帮助丛书的同志表示感

谢。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成书时间紧迫，本丛书在内容、文字等方

面，难免有缺点和差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cr午



名誉主任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武汉教育志丛》编纂委员会

李 珠

彭义智

魏华强 苏荣发徐耀良 朱木庭

(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文圣

纪大成

杨俊恺

李缓金

周尤芳

圆
莫惠庸

高尚卿

蒋方淮

魏启规

王春涛

刘良德

杨家玉

张永安

周光汉

段旭初

夏广海

唐 文

程桂芳

邢奕斐

杨冬荣

李应焱

陈咸城

胡作润

贺隆贞

钱良旭

谈荣章

漆文瑾

朱清祥

杨向玲

李贤瑜

金道炎

赵耀斌

袁晓松

徐诗银

黄宸如

戴儒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武汉教育志丛》编辑部

主 任邢奕斐 ‘

副主任 钱良旭徐诗银 ～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特约编辑
●

”

丁自文万毅根 王贞元 王宗枢

王俊廷 王耀先朱爱莲 李文清

李宣根李德炜 冷 静 宋汉民

张云鹂 张树源 陈怡勤 林棣华

易 裕 罗吉占汉 周锦泰 郑德磷

胡传献胡骏民 胡海溶 俞汉民

姜 萌 黄国骅 黄耀生 萧固刚

。龚义文彭常元 漆思明 潘振东

潘爱如戴佐勋



区教育志》编写组

胡克海

程泽民 雷远禧 王建平

吴翰生



．

『

I ．

《汉阳区教育志》历经十多年编纂，终于付梓了。这是

汉阳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对汉阳区教育事业的继

往开来和加快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7+’

编纂教育志必须具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既尊重

客观历史，继承传统文化，又能对现实有所启迪和借鉴。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统一，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实事求是地反映汉阳地区教育的真实面貌。全书以较为

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汉阻区一百多年来教育事业盛衰

起伏、曲折发展的演变过程，概述了清末、民国、新中国教

育制度的变革概况，反映了当今汉阳区各级各类学校的

发展状况与地方特色，为了解汉阳教育提供了佐证，为发

展汉阳教育事业提供了决策依据。

修志兴史，继往开来。汉阳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在武

汉三镇城邑建制中名位最早，历来精英荟萃，人才辈出，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良好的基础。尤其是近几年来，在

汉阳区委、区政府“团结奋斗、提高质量"号召的激励下，

全区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坚持全面贯彻教育

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在办学规模、办学水平和办学

效益诸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995年全区实现基本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幼儿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等各级各类教育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景象。《汉阳区教

育志》的出版，为关心汉阳区教育事业的同志进一步了

解、支持汉阳区教育工作提供了读本；为汉阳区广大教育

工作者探求地区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吸取经验和教

训，用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推进汉阳区教育事业再上新台

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我们

期待着这个读本发挥它应有的效益，期待着各界对发展

汉阳区教育倾注更大的热情，我们祝愿汉阳区教育事业

的明天更加光明、美好。

胡克海
1995年10月

1l●●●l：。11●11●



凡 例

‘

一、本志上起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讫1985年。

记述范围以1985年汉阳区行政区划为界。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

三、本志体例采用志、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

四、本志纪年，清末、民国时期用J日年号夹注公元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年号。

五、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体，但引文中的文言照录。

六、本志入志人物，一是因事系人，一是列人物专章。

人物章分为传略和名录简介，已故人物立传，余者列入简

介与名录。

七、本志言必有据，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和汉阳区教

育行政部门。为节省篇幅，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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