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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百年事感怀一叶心

刘仲

宁夏银川一中是我的母校。母校以她挺拔的脊梁支撑了我，以

她博大的胸怀孕育了我，以她智慧的乳汁哺育了我。她更为祖国培

育了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母校代有才人，各领风骚。学子遍布黄河

两岸，大江南北，七洲四洋。母校百岁华i延，学子万人同祝。"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家共同缅怀往事，追忆同窗，鸣谢师恩。

百年校庆，既是广大校友的喜事，也是宁夏教育的盛事。

母校作为宁夏历史悠久、业绩卓著的名校之一，到底为我们学

子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教育启迪呢?我的个人浅见是:

一、铁肩担道义，妙手育英才

解放前，列强横行，祖国积弱，社会动荡。母校教师始终不忘国

家道义，民族危亡。爱国将领吉鸿昌曾为我校学生亲自讲授革命道

王里;原中共陕西军委书记杜润滋、原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金日成的

老师)尚铀等革命先烈，均以我校教师身份，传播真理。母校校长王

其昌、牟凤鸣，教师何子成、李国青等人，为进步事业捐献了宝贵的

生命。在爱国教师的感召下，母校历来萎萃爱国学子，酝酿进步思

潮，发起救T二运动，涌现风云人物。张子华烈士(原周恩来副主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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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杨桓(我军原某大军区级司令)、何明(原总参高级将领)等一

大批爱国志士青史留名。解放后，祖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催人奋

发。母校更新校舍，添购设备，扩大规模，改进教法，教育创新，为国

育才，堪当重任，为共和国培育了大批英才俊杰。可以说，母校为社

会进步、人民幸福做出了重要贡献。

母校的辉煌历史启示我们:教育绝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

必须与国家命运同呼吸，必须成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

二、有教无其类，瑛玉琢成器

7é论官办的学堂，还是民办的私塾，我国古代的教育历来都是

为富裕子弟服务的。因为穷人的孩子一般上不起学。

但母校→直延续着关注贫民子弟的办学传统。早在宁夏府中

学堂时期，母校就设立"膏火费"，救济补助贫困学生。师长经常用

自己的微薄薪水，资助寒门子弟。建国后，学校重视工农子弟的教

育成长，为普通劳动人民于女求学提供了大量机会。特别是 1985

年创办民族高中部，面向宁夏南部贫困地区招收回族学生;2002 年

创办"宏志班"，面向全区招收贫困学生，解决了大批下岗工人家

庭、城市低保家庭、农村贫困家庭、回族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上学问

题，使许多失学或者即将失学的孩子，继续倘佯在知识的乐园里。

新世纪以来，母校将"民族教育"列为两大办学特色之一，强劲

培养，精心打造，高度关注民族团结，努力实现教育公平，可以说将

教育办成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民心工程。这个走向，应该充分

肯定。

三、鹤翻不天生，变化在琢范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一一唤醒学生的良知，唤醒学生的道义，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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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学生的责任;

教育的本质是开发一一开发学生的智慧，开发学生的技能，开

发学生的特长;

教育的本质是健康一一健康学生的体魄，健康学生的情趣，健

康学生的人格。

教育的基本前提是呵护。高尔基曾经说过:"只有爱孩子的人，

才可以教育好孩子。"教育的艺术是以师爱为核心的艺术，没有爱的

教育是失败的教育。上世纪六十年代，辛进校长倡导"母爱"教育，

母校教师抓住契机传递真情，创造情境沟通肺腑。教师以父心见

严，以母心见亲，以耐心见细，以童心见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

之以行，使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进取驱动。

教育的重要路径是赏识。学生作为待发展的未成年人，缺憾在

所难免。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学到的是叛逆;生活在嘲讽中，学

到的是自卑;生活在羞耻中，学到的是尖刻。但是，如果孩子生活在

耐心中，将学到宽容:生活在激励中，将学会自信:生活在赞许中，将

学会感恩。每→位教师都应该是鉴赏家，把学生们看f乍一个个精美

的艺术品去鉴赏，去雕琢，期待着这些作品更趋完美与成熟。

教育的主要内涵是智慧。因为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

惑"，而"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是真知。校园里应该飘满思维、

思辨、思考之真，洋溢道德、道理、道义之善，流行文明、文化、文采之

美。教师的事业，就是灌输真理，减少谬误;发展理智，防备偏见;促

进科学，消除愚昧。

母校百年的育人历史启示我们:教育是服务于未来的事业，我

们理应一切从学生的成长需要出发，遵循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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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各项素质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可以办学生满意、家长

满意、人民满意的教育。

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母校的教学特色非常鲜明:二向坚持以课本为本，重视双基落

实，注重课堂效率。

i果上十分钟，课后十年功。为了学生的学业，母校教师可谓呕

心沥血，精益求精。安奠华、强铐、舒野、何世君等名师，上课思如泉

涌，酣畅淋漓，不翻教案，不看课本，令学生叹服不已。几近完美的

课堂教学的背后，是教师i果前大量精力的付出。他们要精心推敲教

案，反复温习教案，脑申演练、教案，课后反思教案。

任何卓有成效的工作，都以辛勤付出为前提。百年以来，母校

的名师灿若星辰。如果说名师的成长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对教

育事业倾心，对课堂研究倾力。

学校的产品是学生。母校培养了许多"宁夏状元"，培养了许

多清华、北大学子，竞赛获得了许多奖牌。这些亮点固然是母校的

荣耀，但真正的业绩是母校培育了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

学生的成长来自于教师的真情倾注与真知传授;教师的幸福贝iJ

来自于学生的真心感动与真情回报。尽管跨越百年，但数万校友血

脉相连。今天，历年校友写了大批回忆往事的文章，既是缅怀历史，

述说过去，更是见证前贤，树立丰碑。

教育是一阵拂面的轻风:春风化雨，荡涤尘埃;教育是一串师生

的故事:鲜活生动，精彩纷呈;教育是一门工作的艺术:潜移默化，润

心无声;教育是一份艰辛的挑战:超越愚昧，迈向智慧;教育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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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涅架:干锤国炼，梦想成真;教育是一场丰硕的收获:蛇紫婿

红，桃李满园;教育是一项庄严的使命:功在当代，禾IJ在干秋:教育是

一份伟大的事业:鞠躬尽瘁，不懈追求。

衷心祝愿，母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奋发有为!

(本文作者系宁夏银川一中校友，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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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回首与仰望

戴冰青

翻阅手中的书稿，我的感受，这不仅仅是一中教师的教育教学

文集，更是一中教师对教育理解的一面镜子，对教育热爱的赤子情

怀，对教育追求的执著态度;文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教育本质的探

寻，对教育行为的反省，对教育艺术的创造，可以说是教师育人灵魂

的一次次回首与二次次仰望。校友的文章收录虽少，但他们对→中

怀念、感激与关心之情跃然纸上，作为一个在任校长，我大为感动，

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育人的事业是崇高的、神圣的，教师的职业又是平凡的、世俗

的。教师在工作与生活中，常常感到至上的光荣和深沉的苦痛，灵

魂的回首与仰望，交织出情感坚强与脆弱的双色布。常会有这样的

现象:教师像坚守在河岸上的桥梁，把他人的孩子送到了理想的彼

岸，而自己的孩子还停留在现实的此岸;教师像竖立在航道上的灯

塔，照亮了学子直挂云帆的航船，而自己的脚下一片暗淡. . . . 

然而，我们的教师始终如→、忠诚不渝地在三尺讲台上书写着

一篇篇育人的华章，用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建造着民族的薪火丰碑。

作为校长，让我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是→中拥有一支业务精湛、师德

高尚的教师队伍，是他们筑就了百年→中蓬勃的发展之路，是他们

挺起了百年一中坚强的脊梁，是他们迎来了百年一中灿烂曙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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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一民

宁夏银} 11-中是教育厅直属示范性重点高中，按照教育厅的整

体部署，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扎实稳步实施新课程，用先进的

教育理念引领学校发展，发扬"精敬于业，乐融于群，追求卓越"的

一中精神，在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建设中，积极营造人文关怀的

和谐校园文化氛围，着力打造团结、合作、竞争的团队品格，塑造"爱

而后教"的师魂魅力。培养学生，既重视全面育人的基础教育，又注

重"英才"的培养，倡导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使学生在

高中阶段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学中，既培养学生"勤学、善间、

深思"的严谨学风，又鼓励学生积极创新，勇于探索，学生的自主学

习与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近几年，全体教师在班子一班人的

带领下，恪尽职守，爱岗敬业，视校如家，爱生如子，努力践行"为了

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在课堂上拼搏，在拼搏中发展"

己成为→中人的自觉行为。

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新课程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绚丽多彩的舞台。银

)1 卜中教师将在这一舞台上尽情挥洒豪情。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

新课程实施改变了教师对自身能力发展的漠视态度，一中教师

以极大热情投身子教研中，短短几年数百篇教学论文、随笔发表。

在欣喜地看到教师们潜心读书、思考切硅、辛勤育人且有所成绩的

时候，适逢银) 1 卜中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将部分教师及校友的文章

结集出版，以表达我们对社会各界厚爱的感谢，也向各位校友、家

长、兄弟学校汇报我们的成绩，同时促进教师间的交流学习。

春雨润物细无声，桃李芬芳万木春。百年名校丰厚的文化积使

和文明承传，以及近年来学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尤

其是历届校友，无论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还是刚出校门的青年，无论

是位高权重的政要还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辛勤耕耘的劳动者，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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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一中始终投来关注的目光、伸来援助的双手、表达热爱的情感、奉

献着锦囊妙计。这种殷殷母校情，让我们一中人倍感亲切、备受鼓

舞、倍增力量。这一切将是一笔促进学校发展的无形资产泽惠后

世。借百年枝、庆盛典东风，发扬光大之。

书已付梓，我们尽力编校也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同仁、校友一如

既往地理解、支持，祈望一中事业永继，辉光日新。

20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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