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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更好地现现历史上的北京教育，本书收集选用了200余幅图片作为彩页和随文插图，其中既有历史旧
照，也有以实物摄制的照片，大多数是发生在北京地区的有关教育图片。
鉴于北京拥有悠久历史的教育机构众多，校史资料积累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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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的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
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
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
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
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规律
，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做出价值判断。
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
加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
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
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题、研究、完成的。
我们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印记。
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
及时的敏锐的反映。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做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
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
“爱国”与“卖国”等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已逐渐
被人们舍弃。
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融人世界，社会环境与
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去开
拓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过往的历史。
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洲，结出累累果实。
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与总
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
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
容。
这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
完备的。
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
这个统一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
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
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
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
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
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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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
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
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
更加有力地推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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