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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歌不辍 薪火相传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特级教师 博士 田 琳

读完了红校服孩子们 ( 2010 届毕业生) 编著的 《美美与共》书稿，勾起

了我对他们在首都北京、在民大附中三年的回忆。我和他们一起伴着日月星

辰，唱着古老的歌谣，喜看祖国的发展。同学少年，挥斥方遒; 民族情意，天

长地久; 追寻知识，探求真理……这一切的一切，酸甜苦辣品个够，喜怒哀乐

在其中，知冷知暖在心头。

在这里求过学的著名诗人巴彦布在一篇诗歌中写道: “四合院里，绿树窗

明 /畅饮知识甘泉的——— /是那北方游牧者的剽悍子孙! /槐枣花下，风香室静 /

细觅科学之仙踪的——— /是那南国骄子的亮眸莹莹! /忘不了，高山族兄弟海样

的深情 /听不够，哈萨克姐妹奔放的笑声…… /我思念的鸟儿啄着往事的蜜糖盘

旋 /是因为不同语言的伙伴到此就结成终生的友谊至亲! ”

这就是附中，让我们难以忘怀，有一辈子情愫的民大附中!

回顾过去，附中有让我们值得骄傲的历史。

从 1913 年贡王始创蒙藏学校，到 1923 年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来校

开展革命工作，民族革命点点星火，自此燃成燎原之势。

乌兰夫、郭小川、巴彦布、文精等一群群各民族少年从这里走出，他们负

笈四方、息息相生、互通有无、美美与共。

毛泽东、周恩来、温家宝、乌兰夫、薄一波、赛福鼎、阿沛·阿旺晋美、

班禅、布赫、程思远、王光美、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费孝

通、万国权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关心附中各民族学生的健康成长。

继往开来，附中也有充满希望的现在。

2003 年起，京外学生可以在北京市参加统一高考和录取，这让附中开始

自主面向全国招生。由此，附中步伐愈发矫健。2010 年进入国家级特色高中

建设计划，2011 年获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格，2011 年高考文科 60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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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上人数北京海淀第一……

这是一代代附中人奋斗的硕果。而此次看到孩子们的书稿，我则更加欣慰

地坚信，附中拥有灿烂的未来!

初拿《美美与共》书稿时，我很惊讶! 刚刚离开母校一年的孩子们，为

什么能这么有心，这么有情，这么有责任，这么有担当! 实属意料之外! 后一

细想则又觉在意料之中，这方是附中的愿景，是附中的教育，是附中人的责

任。孩子们始终牢记着 “今天我以附中为荣，明天附中以我为荣”的嘱托，

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校训，以赤子之心忠诚

于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用实践去体现 “感恩、责任和成才”。他们身上，有着

同龄人无法比拟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和集体观念。

作为民大附中校长，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自豪，为附中感到自豪。一份情

怀、一份责任、一份力量，汇集到一起，汇聚成附中人的光荣使命，那就是创

造“民大附中奇迹”，让附中继续 “出人才，出经验，出思想”。这是希望，

更是信念。我们也将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并在今后的日子里共勉———忠诚孝道

( 祖国、民族、家乡、母校、母亲) ，和平和谐 ( 向往和平、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察人之长、包容不足) ，上进健康 ( 身心健康、追求不止，能养活自

己、养活家人、贡献社会) 。由是，附中的孩子方能成为各民族的精英青年，

成为“维护民族稳定和团结，促进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

为为祖国盛世大业增光添彩的栋梁之才。

是为心愿和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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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附中绽放

王建英

王建英老师

2011 年初夏，气

温渐渐爬升，临近高

考的孩子们复习得如

火如荼。转眼又要到 6

月，转眼又要到很多

孩子附中生活的句点。

如今送走 2010 届的你

们已经一年，在崭新

的大学里，大家过得

还好吗?

附中的三年赋予

了你们太多特别的记

忆。你们来自祖国各

地，为梦想、为前程

来到陌生又向往的北

京。少小离家承受着

太多的寂寞与托付，

你们瘦弱的肩膀承担

了太多期盼的目光。

当同龄人还在温暖的

家里被父母长辈呵护，

你们已经踏上了独自

生活、独自拼搏的征

程。三年的集体生活，

有初来的苦涩、逐渐的习惯和最后身在其中的快乐。

当你们还在附中的时候，总有各种各样的不满。狭窄的教室、拥挤的食

堂、繁琐的门禁、不方便的澡堂。在繁华的北京，附中太小太小了，有限的土

地，有限的资源。但就是在这里，你们有了得以施展自己才华、展示独特风采

的平台。可能你们将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岁月，大家如此单纯、如此质朴，只为

一个梦想而努力付出。还记得入学军训融入新集体的紧张激动吗? 还记得年级

大会上大家高喊“民族精英国家栋梁”的励志口号吗? 还记得参加运动会筹

备开场节目的挥汗如雨吗? 还记得“一二·九”纪念晚会上 “风在吼马在叫”

的豪迈歌声吗? 还记得成人仪式上大家灿烂纯真壮志激昂的誓言吗? 三年转瞬

即逝，而这些回忆却可以陪伴大家一生!

不用多说，大学里大家应该已经体会到了附中生活积累下的财富。那些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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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痛苦、折磨的岁月成为了你奋勇向前的积淀，成为了你人生的宝贵阅历。

附中三年，你们由涉世未深的孩子成长为可以面对压力、面对挫折的青年，是

这份环境造就了你们的进步。有没有想过，来到北京———繁华的首都，这个跟

你的故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你学到了什么? 可能你学到了面对诱惑却依然专

心致志学习的坚持，学到了遇到困难默默承担不再畏惧的担当，学到了和习惯

各异、性格不同的人成为朋友的方法，也学到了为梦想不懈努力不轻言放弃的

勇敢，这是作为一个成人独立的开始。你们用欢笑泪水、困惑迷茫为这份难得

的品质写下了精彩的注脚。现在回首，附中的年华一定是你们最灿烂美好的青

春岁月。这是一个单纯织梦的校园，你们的努力付出，都化成了回报和硕果，

留给你们品尝幸福、满足、遗憾、成熟。

现在的你们身在不同的大学，又开始了新的征途，路在脚下，奋斗没有止

境。回想附中的生活，这是融入大家生命的华丽篇章，那些天南海北的友谊，

那些快乐单纯的岁月一定会伴随你们走向更高远的未来。请记住，无论身在哪

里，你们都是老师们的自豪、附中的骄傲! 附中三年，独自面对，你们已经成

功了! 请勇敢地面对将来社会的风浪，你们将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包容。请

珍藏这段宝贵的回忆，北京市海淀区法华寺甲 5 号———中央民族大学附中，这

是你们青春绽放的地方!

主编拾遗
王建英老师是民大附中 2010 届学生的年级主任。她带领我们这些红校服

的孩子们从入学军训一路走来，同我们一起奋斗，一起憧憬，一起欢乐和悲

伤; 她引领我们成长，带我们从容不迫走进高考考场，开辟人生新的旅程。她

为了她的孩子们不懈努力，也给她自己的人生创造了沉甸甸的价值! 大爱无

言，衷心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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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乔迁新家
———附中全面介绍

背起行囊，挥手同父母告别，踏上驶向首都的列车，让故乡
变成倒退的风景。那一刻，你是否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 是否有
一种飞翔的渴望? 来吧，民大附中这片广袤的天空期待着你! 这
将是你成长的地方，是你奋斗的地方，更是你热爱眷念的地方!
你将拥有 56 个民族的兄弟姐妹，拥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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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史 溯 源

西单石虎胡同 7 号校址东校门

学校前身为蒙藏学校，从 1913 年蒙古王公贡桑诺布尔始创蒙藏学校到如

今的民大附中，薪火相传 99 载。在这 99 年里，全国各地的民族学子共济一

堂，夕惕朝勤，同窗争进，使学校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逐渐形成了

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大气象。学校是革命的摇篮。五四运动

前后，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相继来校开展革命工作，并在这里培养了

第一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民族革命之星火自

此燃成燎原之势，这是历史赋予学校的使命。同时，从这里走出的多松年、李

裕智等革命志士献身民族解放、国家复兴之伟大事业，用精神鼓舞着代代附中

人，让他们视天下为己任，前赴后继，为了理想披荆斩棘。这里先后涌现出以

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著名诗人郭小川、传记文学家、诗人巴彦布为代表的一大

批优秀的附中校友，他们作为各少数民族的杰出人才，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厚重的历史孕育了附中深沉的内涵，而在新的时代里，附中正焕发出

蓬勃的生气，珍惜盛世的机遇，步伐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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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概 况

一、概述

2010 年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有教职工 110 人 ( 其中少数民族教职工 23 人) ，

教学班 30 个，在校生共 1721 人，来自 25 个省区的 50 个民族。学校占地面积

34 亩，建筑面积 22807. 56 平方米，各种实验室 8 间，多媒体教室 36 间，以及

300 平方米带塑胶跑道的体育操场和风雨操场; 食堂分为汉民食堂和清真食

堂; 图书馆随时开放，藏书 6 万余册; 固定资产总值约 7274 万元。

中央民大附中从 2011 年起，拥有北京大学校长实名制推荐资格。

二、地理位置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坐落于北京市三环以内的海淀区法华寺路，与中央

民族大学西门相对。四周环绕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央民

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南邻国家图书馆，北接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人文气息

浓厚，科技信息集中。距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仅数站地铁的车程。

学校采用封闭式管理，建设了配备良好的专用自习室，为学生营造了能够

静心学习的环境和氛围。

三、师资力量及成就

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民族成份众多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

92 名，其中特级教师 2 名，高级教师 41 名，博士研究生 4 名，硕士研究生 30

名。市级骨干 2 人，区级学科带头人 2 人，区级骨干 4 人。学校既是中国地理

学会“地理科普教育基地”，也是中国基础英语素质教育实验基地，更是国家

级《高中生领导力开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普通高级中学特色学校研究专

项课题》等科研课题的实验学校。2009 年学校教师论文获奖及国家、北京市

各类大赛获奖达 208 人次。

我校先后与内蒙古呼市赛罕区民族中学、宁夏银川六中、吉林通愉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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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给附中孩子的题字

校、张家界市一中等学

校建立了手拉手合作关

系，与民族地区多所高

中进行校际间的教研、

科研活动也已形成传

统，还在此基础上多次

接待了民族地区教育考

察团。学校每年都不定

期承接云南、贵州教委

选派的校长培训任务，

校长及学校领导多次去

民族地区培训、讲学。

2008 年学校与教育部

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全

国民族中学教育协会、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

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

“和谐校园，特色发

展”校长论坛。此外，

田琳校长还应邀参加了

许嘉璐副委员长召集的

2010 年基础教育改革

座谈会，国家民委、教

育部组织的 《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2010—2020 )

讨论会和座谈会，为基

础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发

展积极献言献策。

学校还先后加入了

“全国民族中学教育协会”、“北京市民族教育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

专业委员会”、“全国中学教育科研联合体”等社会团体，都是常务理事以上

的单位，力图以此为基础倡导资源共享，并在多方面发挥 “全国民族中学示

范高中”的辐射和引领作用。

在强大教师队伍的支撑及学生的努力下，2010 届毕业生高考取得可喜成

绩———有 465 人参加高考，高考成绩 600 分以上的共计 133 人，占 28. 5% ; 文

科 600 分以上的人数 38 人，最高分为 665 分。理科 600 分以上人数 95 人，最

高分为 686 分。600 分以上考生人数在海淀区中学排名为文科第二名，理科第

八名，综合排名为第七名。重点线上线人数共计 365 人，占 78. 3% ; 本科线上

线人数共计 442 人，占 95%。总升学率 100%。14 名学生分别被清华、北大录

取，14 名学生被人民大学录取，4 名被复旦大学录取，另有大量学生被全国各

地一流大学录取。

四、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现有藏书约 6 万册，学校资料室、阅览室、自习室总面积达近

2000 平米，总容量达到师生总数的 40%以上，面向全体师生开放，借阅率较



第一章 乔 迁 新 家

5

高。学校出版的《探求》刊物，彼岸文学社出版的 《零》刊物和团委组织出

版的团刊《华氏 100. 4》被海淀区评为优秀刊物。学校拥有完善的校园网络系

统，全部实现多媒体教学。现代化的实验室、微机室、电子阅览室、语音室等

教学设备足够满足师生的教学管理工作的需要。

五、基础设施

从上至下，由左及右分别是:

操 场， 体 育 馆， 语音室，

化学实验室， “和”字雕像， 教学楼，

宿 舍， 计 算 机 室， 食 堂。

学校基础设施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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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园 生 活

一、晨读晨练

晨读晨练是附中清晨亮丽的风景，有助于让学生养成自觉学习的好习惯，

亦有益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晨练是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参与的。晨练的形式分

为做操 ( 分别为广播体操和民族操) 和跑步。

晨读是学生自发的在晨练之后在操场或是教室里进行自习，朗读课文或英

语等。

二、晚自习

晚自习也是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营造学校学习氛围的一种形式。晚自

习安排在周日至周五的晚七点至十点。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应按指定时间参加晚

自习，以保证学习质量，每天会有查勤工作，不允许学生擅自离开。

三、民族操比赛

民族操比赛是每年都要进行的全校规模的具有学校民族特色的比赛。民族

操取材于各个民族的舞蹈，跳起来既优美充满活力，又充分表现了每一个民族

合唱节

的特色文化，很好地体现了中央民族

大学附属中学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

并有助于培养附中孩子们的民族自豪

感。

四、合唱节

每年的 12 月 9 日都是中央民族

大学附属中学的合唱节，这对于所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