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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训：成才报国

校 风：重德育 勤学习 爱劳动 守纪律

学 风：勤奋求实进取创新

教 风：热爱教育事业精心教书育人

处处为人师表事事严肃认真

办学目标：教师队伍高水平 学校管理高层次

育人环境高格调设备设施高标准

教育教学高质量

办学理念：以人为本务实创新 主动发展追求卓越

办学思路：依法治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信息强校

特色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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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谭小金

古人极爱桄榔山水，认为上岩下泉，有“蒙之象”，乃号其为蒙岩蒙泉。“蒙"为六十四

卦中第四卦，因“蒙”卦有施教通达之意，所以清乾隆年间，知县卫际可选择此地，撤寺

观改建书院，并题额为“养正”。养正即培养刚正纯正品德之意。当时卫知县撤寺改书院，

驱散僧道，颇遇了一番阻力，然其态度异常坚决，在《改建养正书院碑》中，明确说明建书

院的目的是“以德行文章造士，使邑之成人小子，执经问道”。又言“临眺踌躇而不惮改作

之劳者，为乐育人才计；不在山水问耳”。卫知县兴教育人之志如昭昭日月，彪炳千古。在

他这种精神感召之下，后人又在书院的基础上建高等小学堂。而1925年始建的县立初级中

学距今已81年。

白衣苍狗，沧海桑田，历史悄然淡去，然而卫知县兴教育人之志却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一中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共和国成立后， “成才报国”校训的提出，为莘莘学子指

明了奋斗方向。两百多年来，无数学子从这里走出，走进不断发展的新天地。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一中历史的生动写照。如今宜章一中已经

发展为拥有四千多名师生的三湘名校。省示范性高中(省重点中学)和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学校的匾牌里，凝聚了无数先贤的心血和智慧，也镌刻了一代代一中人默默耕耘，献身孺

子的辛劳。

追忆历史，思及先贤不惮劳作，甘受诟骂，艰辛创业的情景，忽觉重任在肩，不禁有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

为纪念先贤，勖勉后人，值81周年校庆前夕，谨编定此书，献给所有为宜章一中的强

盛付出过艰辛劳动的人们以及一直以来关心、支持一中发展的全体校友和社会各界有识之

士，并致以诚挚的敬意。囿于学校年代久远，编书时间仓促，资料又不太全，疏漏和不当之

处在所难免，祈请各位校友指正。



县立养正书院
1795年卫际可创建

院址：现一中综合楼南侧

县立高等小学堂
．．1．9．O 3午．邓典谟创建
校址_养正书 院

1 9 1 9年迂址考棚(现公安扁_处)

县立甲种师范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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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江临时中学

1953年并入

养正中学

1茎嚣集嘉运宴四嘉蓄务离出来而建立“湘莆

毫雩二未翟堂9耷=-，6月筻茗为“养正中学”
。一

校址：桄榔山东侧

宜章一中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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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章一中简史

概述

湖南省宜章县第一中学(以下简称宜章

一中)，是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宜章一中地处宜章县城。宜章通连楚粤，

自古以来，“三湘倚为屏障，百粤扼为喉襟"，

乃连通南北之孔道。宜章一中建基于风光秀

丽的桄榔山麓，校门正对层峦叠翠的骑田诸

峰。校后相距二公里，有京珠高速公路车流

频繁，相距十公里，有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

穿越县境。校门前是宽阔的107国道贯通南

北，校左侧有省道S324线连接东西，交通之

便利，可谓四通八达。

宜章一中座落在风景如画的桄榔山麓，

环境清幽宁静。校园内的“蒙洞泉香”为宜

章八景之一。蒙岩在今综合办公大楼之后，

昔人以其“上岩下泉，蒙之象也”，因“命之

以蒙”。洞外林木蓊郁、藤葛攀缘，洞中“嵌

空玲珑，内有白石晶莹如玉。”蒙岩下有二泉，

相距仅数米，同源而发，同流之归，“清冷澄

澈，煮茗甚甘。”名之日友泉，又称蒙泉。此

处独得天工造化，风景奇佳，古今墨客骚人

吟唱不绝。1996年，又于蒙洞前建憩心亭，

旁辟三叠泉，以增其玲珑娴雅之姿、静谧安

宁之态。洞内洞外、亭前亭后，是学子们学

习、休闲的最佳去处，让每一个造访者驻足

留连。绕过通幽曲径，拾级而上，有环山跑

道盘桓山腰，来此锻炼身体的人不绝如缕。

飞檐流彩的养正亭伫立于桄榔山顶。静坐亭

中，极目四顾，俯瞰可将山城风光尽收眼底，

远眺可饱餐南岭主峰骑田岭之迷人秀色。远

处青山如黛，玉溪蜿蜒，城中高楼林立，鳞

次栉比，国道上车水马龙，校园内林荫夹道，

天空中彩云飘飞，亭周围林木幽深，世俗之

杂念尽扫，上进之激情顿生。

校园依山而建，负势竞上，形成三个平

台。第一平台为生活区，为宋代兴建的学宫

(文庙)旧址，学宫建筑早已倾圮，现已在

旧址上建成校门、教职工宿舍楼、学生公寓、

厨房、食堂、澡堂等十多栋现代建筑，且各

小区均已绿化美化，为教职工和学生的日常

生活、食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二平台为

教学区和体育运动区，是全校师生进行教学、

科研、集会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

包括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六个标准篮球场

和有八条塑胶跑道的四百米环形标准田径运

动场。第三平台为办公科研区，为清代养正

书院旧址，1996年拆除全部旧房，建成气势

雄伟的综合办公楼、科技楼和图书馆，并于

综合办公楼南侧增建教学楼一栋，2003年又

于综合办公楼北侧炸石移山，建成设施完善、

功能齐全的体艺馆，其巍峨恢宏的气势，使

之成为宜章县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宜章一中有着绵长的历史。其前身可上

溯到清乾隆六十年(1795)卫际可创办的养

正书院。其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革

命先驱邓中夏之父、前清举人邓典谟先生于

养正书院旧址创办宜章县立高等小学堂，民

国七年(1918)，邓典训先生在养正书院创办

宜章甲种师范讲习所。创办中学则始于民国

十四年(1925)，名为宜章县立初级中学，选

址于考棚(现县公安局院内)，校长黄燮清。

民国十七年(1928)因白色恐怖被迫停办。

民国三十三年(1944)县长袁木森复办宜章

县立初级中学并兼任校长，校址改在县立女

子职业学校，次年迁至养正书院。民国十八

年(1929)邹升恒在旧考棚创办宜章县立简

易乡村师范，民国二十四年(1935)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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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1942)复办，仍由邹升恒任

校长。1949年10月宜章解放，11月3日，

宜章县人民政府办事处派吴绪昭、吴绪基接

管宜章县立初级中学和宜章县立简易乡村师

范，并把简易师范并入宜章县立初级中学，

曾致远任校长，吴绪昭任副校长。1950年2

月由县人民政府秘书黄驭白兼任校长。1951

年2月黄世良任副校长，并主持全面工作，

直至1960年2月。这一时期，学校各项工作

得以复苏和发展。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由邓少云等

人发起办补习班，旋改章江临时中学，推彭

侃为校长，范体仁、萧文铎等为创立人，筹

措资金改称湖南私立湘南中学，由县政府转

呈省教育厅备案，并拨原黉宫(文庙)及养

正书院作校舍。1951年4月，为纪念邓中夏

烈士，湘南中学更名为湖南宜章私立中夏中

学，旋于1953年10月并入宜章县立初级中

学。县中、简师、中夏中学三校合并后，统

称湖南省宜章县立初级中学。1956年更名为

湖南省宜章县第一初级中学。1958年下期，

学校增设了高中部，由初级中学扩大为具有

初中和高中两部的完全中学，定名为湖南省

宜章县第一中学，沿袭至今。

1960年1月，刘衡源调任宜章一中副校

长，9月升任校长。中国共产党宜章县第一

中学支部委员会成立，刘衡源首任党支部书

记。1985年2月，中共宜章一中总支委员会

成立，刘衡源校长兼任总支书记。

1979年，宜章一中被定为郴州地区重点

中学。1980年，经省教育厅检查验收合格，

宜章一中被定为湖南省重点中学。1996年7

月，湖南省教委下文，对宜章一中等12所原

重点中学授牌，9月10日，学校举行隆重的

挂牌庆典。2004年8月改为湖南省示范性普

通高级中学，9月挂牌。

宜章一中不仅办学历史悠久，办学成绩

显著，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革

6

命的风暴中，许多师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1919年8月，邓

中夏同志暑假回宜，向师生演说，宣传“五

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从1925年到1927

年，中共宜章县委第一任书记李文香同志、

中共宜章县委委员颜秉仁同志，均在县中以

教书作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并组织农民协

会和农民自卫军。1928年初，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朱德、陈毅在宜章组织湘南暴动，

学校为宜章县委的活动中心，宜章年关暴动

的领导人胡少海、毛科文等同志都曾在学校

运筹过革命策略。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如

火如茶。1947年7月，宜章籍中山大学学生

黄驭白，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利用暑假回乡

之机，联络其他宜章籍中山大学学生陈亮、

周次州、吴绪昭等，以“中山大学宜章桑梓

服务社”的名义，在宜章县立初级中学举办

第一期暑假补习班，次年举办第二期，出版

《服务周报》，宣传革命思想。1949年元月，

黄驭白同志根据中共湖南省“两衡’’工委的

指示，回到县中任教，并联络陈亮、欧阳文、

吴绪昭等，以县中和简师为据点，对青年学

生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工作，并于2月建

立了党的基层组织。3月，黄驭白遵照党组

织的要求下乡组织游击队，陈亮、吴绪昭等

继续宣传发动组织部分学生参加游击队，为

宜章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宜章一中合着时

代的步伐不断地扩大办学规模。解放前，学

校规模较小，校舍全依赖养正书院和黉宫(文

庙)旧房，教学设备也相当简陋。新中国成

立后，学校规模逐渐扩大，1958年开始增设

高中班，形成完全中学格局。1980年定为省

重点中学时学校发展到25个班，学生1650

人，教职工127人，学校总面积126亩，教

学楼、实验楼、图书馆、球场、田径场、学

生宿舍楼、教工宿舍楼、食堂等基础设施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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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建筑面积20200平方米，各种教学仪

器设备价值总计达157640元。1999年6月，

经湖南省教委批准，由宜章一中援助协办的

初级中学养正中学正式成立，宜章一中只保

留高中部三个年级共30个班，学生1700余

人，教职工200余人。不再招收初中生。现

在，全校共有58个教学班，学生3520人，

教职工272人。校园总面积为281亩。各种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总建筑面积6．9万平方

米。学校大力投资，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手段，

建成智能广播系统、闭路电视系统、电子双

向监控系统和千兆网络系统，还有数字化图

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电脑

室i室内标准篮球场和训练跑道、文艺厅、

天文台等，并为一线教师配备笔记本电脑，

每班配备63寸背投一台，为提高教学质量开

辟了新的途径。

宜章一中以“成才报国”为校训。自办

学以来，一代代一中人呕心沥血，辛勤耕耘，

培养了一批批矢志报国的英杰才俊，为社会

培养和输送各种人才30000余人。

第一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第一节养正书院(1 795—1 902)

宜章一中办学历史悠久。其前身可上溯

到清乾隆六十年(1795)知县卫际可创办的

养正书院。

据县志记载，宜章宋始建学，明始建书

院。明邝玺所建玉溪书院，原在县西。清乾

隆十四年(1749)知县吴德元复于文昌阁基

内新建义学，沿其名日玉溪书院。乾隆四十

二年(1777)，举人吴德汉改建考棚，迁书院

于县南一里水口山，仍名玉溪。乾隆六十年

(1795)，知县卫际可“以其规模少隘，来学

者或不能容”，因改迁书院至县东一里之桄榔

山麓，更名为养正书院(今宜章一中校内)。

此处旧为景星观玉泉山僧道所居。卫氏以玉

溪书院居僧，改为玉溪禅寺。改建景星观为

书院。

养正书院有田产120余亩，每年收田租

200余石，办学经费在田产收入中解决，不

列入财政支出。

革命烈士李文香曾于1895年进养正书

院攻读。

第二节 宜章县立高等小学堂(1 903—1 91 9)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变法， 教，继在宜章甲种师范讲习所任国文教员和

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朝廷颁 历史教员，后又任教于县立初级中学。

布《钦定学堂章程》，推行“癸卯学制”，开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邓中夏曾在县立

始“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等。是年， 高等小学堂就读；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县令王兆涵改养正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张际春，革命烈士刘云、李灿、曾日三、陈

举人邓典谟任堂长兼教员，具体负责筹办和 策以及曾经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吴汉

管理，当时教员共六人，均由堂长聘请。这 杰、彭侃、范体仁、简载文等亦曾在此就读。

是县内创办最早的小学，为宜章“废科举， 民国八年(1919)，县知事刘运鸿将宜章

兴学堂”之始。革命烈士李文香曾在学校任 县立高等小学堂改迁至考棚，校名改称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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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立高等小学校。

第三节 宜章甲种师范讲习所(1 91 8—1 926)

当年一些有识之士还曾在这里创办过师， 招生65人，有教职员8人，学制2年，每二

范类学校或短训班，然而，由于各自不同的 年招收一个班新生，每届招60人，开设国文、

原因，时办时停。清末，县立高等小学堂附 数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材教法、教

设教员讲习所，招乡村塾师60人，授以粗浅 育统计和历史、地理、英文、音乐、美术等

学识，三个月毕业，开改良私塾之先河。民 课，民国十五年(1926)停办。宜章甲种师

国元年(1912)七月，周次华在明伦堂创办 范讲习所办学8年，招生4届，为社会培养

教员养成所，吸收各乡塾师入所培训，组织 了240多名乡村小学教师，为宜章教育事业

学习新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明确提出“改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湖南省著名中医周

良塾师”，经六个月训练，分配作乡村小学教 吉曾于1920年毕业于宜章县立甲种师范讲

员，举办一期后停办。民国七年(1918)，邓 习所(见县志)。至于后来的简易乡村师范，

典训在养正书院创办宜章甲种师范讲习所， 下文将另行叙述。

第二章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第一节 宜章县立初级中学(1 925—1 928)(1 944—1 949)

民国十四年(1925)，黄燮清在旧考棚创 校。旋因日军压境，县城沦陷，宜章县立初

办宜章县立初级中学，并任校长，经费由县 级中学一部分迁至麻田，一部分迁至赤石，

统筹，此为县内创办中学之始，至今已八十 继续办学。次年八月，县城光复，学校奉令

一年周年。 迁回县城，改迁至养正书院原址(今宜章一

当时，中共宜章县委第一任书记李文香 中校内)。

在学校任国文教员、中共宜章县委委员颜秉 1947年至1948年，宜章籍中山大学学

仁在学校任体育教员，他们以教书作掩护， 生黄驭白，遵照地下党的指示，联络其他中

积极宣传革命，并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 大同学陈亮、周次州、吴绪昭等，利用暑假

军。颜秉仁任农民自卫军总队队长，积极开 回乡之机，先后在县中和简师举办补习班，

展武装斗争。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三十 宣传革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后又

日夜，驻养正书院的农民自卫军总部遭敌围 于1949年元月回到县中和简师任教，建立党

攻，李文香等被捕，并于五月一日被杀害； 的基层组织，发动并组织部分学生参加游击

颜秉仁率部突围。同年十月，颜秉仁被捕牺 队，为宜章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迫害 宜章县立初级中学创办于时世纷乱的年

进步师生，民国十七年(1928)，宜章县立初 代，历尽沧桑，四度搬迁，赖先贤之劳顿，

级中学被迫停办。 停而复办，终至不废，自创办之日至解放之

民国三十三年(1944)春，县长袁木森 日，共毕业38个班，学生603人。

呈报上级批准，复办宜章县立初级中学，并

兼任校长，校址改在原宜章县立女子职业学

第二节 宜章县立简易乡村师范(1 929—1 949)

民国十八年(1929)元月，宜章县政府 决定于原考棚创设简易乡村师范，委邹升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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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长，经费由县统筹。当时，简易师范为

四年制，乡村师范为两年制，乡村师范由吴

开凡任校长。(据萧亚昆回忆)，因时局动荡，

经费不足，难于继续办学，遂于民国二十四

年(1935)并入郴城联合师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县立简易乡村师

范复办，仍由邹升恒任校长，校址亦仍在旧

考棚。开始招收一年制简师科、四年制简师

班和女子职业班各一，以后每期招收新生一

个班，均为四年制简师班。民国三十三年

(1944)八月因日军压境，县城沦陷，简师

一部分迁往浆水大庙，一部分迁往关溪沙市，

继续办学。次年8月，县城光复，简师奉令

迁回原址。

1949年10月，宜章解放。11月，县政

府办事处派吴绪昭、吴绪基同志接管县立初

级中学和简师，并将简师并入县中。

宜章县立简易乡村师范虽然办学时间不

长，但亦送出毕业生四百余人，对推动宜章

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私立湘南中学(1 939—1 951)私立中夏中学(1 951—1 953)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由邓少云、 魁星楼前筑食堂，以养正书院为学生自习室

李日友、周次川、欧阳川、吴统尧等人发起 及图书仪器室等，附近田地及校后荒山为工

办补习班，旋改章江临时中学，推彭侃为校 厂、农场，以备实习劳作。

长，萧文铎、曾致远、邹芗溪、秦佑农、邝 私立湘南中学的学制和开设课程与县立

鸿钧、范体仁、欧阳菜、欧阳皓、李志云、 初级中学相同。民国三十三年(1944)八月

周次川、陈子范等为创立人，筹措基金改称 县城沦陷，遂迁至黄沙谦岩书院继续办学，

私立湘南中学，并成立校董会，议决拨文庙 次年八月，县城光复，奉令迁回文庙。民国

及养正书院为校舍，经县政府批准转呈教育 三十五年(1946)，学校增设高中部，成为宜

厅备案。款向各方劝募，杨梅山矿厂捐助壹 章第一所完全中学。两年后高中部迁往衡阳，

万元，范体仁同妻邝善玉捐田五十亩值四千 学校保留六个初中班。

元，瑶岗仙泽民钨矿公司捐二千元，邝俊丞、 1951年4月，为纪念革命先驱邓中夏烈

萧文铎、李福德、李志云、李芳旌、邓业厚、 士，宜章私立湘南中学改名为宜章私立中夏

邝正国、萧钰、周锦英、王经邦、欧阳荣粲 中学。1953年10月，宜章私立中夏中学并

各千元，曾致远、彭侃各五百元，白元利、 入宜章县立初级中学。

吴开藻亦各有捐赠。拟筹足五万元，以三万 湘南中学的创办乃名士贤达聚资兴学之

元为基金，余作建筑及开办费。其设备以文 义举，且由于治学严谨而饮誉社会各界，为

庙头门及东西两庑改筑教室及办公室，大成 社会培养了众多人才，其精神令世人仰慕。

殿及东崇圣祠、西神农殿仍保旧观，修葺为

礼堂、讲堂，东西两夹道改筑寝室，于其东

第三章喜获新生，走向兴旺

第一节 接管改造校园复苏(1 949—1 956)

1949年10月，宜章解放，学校喜获新 立简易乡村师范，并把简易师范并入宜章县

生。11月3日，宜章县人民政府办事处按照 立初级中学，合并后共六个班，275名学生。

“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原则，派吴绪昭、 曾致远任校长，吴绪昭任副校长。1950年2

吴绪基同志接管宜章县立初级中学和宜章县 月，委县人民政府秘书黄驭白兼任县中校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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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黄世良任副校长，主持全面工

作。在宜章县立初级中学的整顿、改造、复

苏和走向初步繁荣兴旺的过程中，黄世良的

任职时间最长，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他以

副校长职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为宜章一中初

中部的繁荣兴旺和后来所增高中部的发展，

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南私立湘南中学经过初步整顿后维持

私办，校董会公推彭维岳为校长、李清波为

副校长。1951年4月，为纪念革命先烈邓中

夏，湘南中学更名为湖南宜章私立中夏中学。

1953年10月，中夏中学并入宜章县立初级

中学。至此，三校合一，统称为宜章县立初

级中学，共有学生754人，教职员46人。

解放初，县中仅有三栋破旧不堪的校舍，

一栋简陋的食堂，总建筑面积约2700平方

米，一个篮球场和1000余册旧图书，校产在

战火中洗劫一空，教具破坏殆尽，实验仪器

荡然无存，宿舍无床铺，学生睡楼板，办学

条件极其艰苦．原在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师

生，大部分都因参加武装斗争离开了学校，留

校教师对党的政策不甚了解，徘徊观望者居

多。学校面临着百废待兴的严重局面。为了

迅速使学校复苏，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学

校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整顿改造。
一、认真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

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迅速组建师资队伍。

学校聘请了原在校的部分教师和失业知

识分子为专职教师，还聘请了县人民政府秘

书周次州、教育科长陈亮、建设科长文云龙

等中大毕业生来校兼课。学校组织教师广泛

发动人民群众清理散失的校产、教具，动员

回家的学生复学。政府接管学校半月之内便

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初，教职员实行聘请制，工资以实物(大

米)计算，工作无保障。后来，废除教职员

聘请制，实行教职员国家干部制度，从1952

年下期起，改实物工资为货币工资，并进行

10

工资级别评定， 1953年起又实行公费医疗

制度，1956年实行工资改革，工作和收入有

了保障，教职员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大大增强。

二、建立新型的学校管理体制

为了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951年下期，学校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和教

师责任制。校长对学校行政、学校管理全面

负责，校内各项重大事宜，校长有最后决定

权。教师对学生全面负责，实行教导合一，

即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修养、文化科学

知识、身体健康等方面完全负责。由全校教

职员代表组成校务会议，团支书、学生会主

席、工友代表列席，校长担任主席，讨论学

校教育教学计划和总结，部署教育教学工作，

审定学校经费预决算，处理其他重大问题。

每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可临时召开。

1955年冬，县委派党员干部邓厚泽来校

代理副校长，随即被任命为副校长，主持全

面工作。县中与城关小学联合建立了党支部，

邓厚泽任联合党支部书记，在教师中发展党

员两名，县中建立了党小组，加强了党对学

校工作的领导，新型的学校管理机制初步形

成。1954年建立团总支，1956年建立教育工
20
Zs；o

三、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觉悟。

解放初，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对党的政

策不甚了解，革命道理知之甚少。党和人民

政府特别重视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结合剿

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等运动，请上级首长和部分官兵作

报告，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道理，利用寒暑

假组织师生学习时事政治，参加文艺宣传活

动，着重对学生实施“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

师生的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和学习积极性空

前高涨。1949年冬，有20名青年学生响应

县委的号召参加了征粮支前工作队。1950年

为支援抗美援朝，全校师生共捐款25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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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旧币)。1951年冬，有25名师生参加县

委组织的反霸宣传队，在大雪纷飞、寒风刺

骨的日子里，背着行李长途跋涉，在农村巡

回演出《穷人恨》、《赤叶河》、《自毛女》、《刘

胡兰》等大型现代戏。1952年元月，学校有

15名教职员自愿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从

1950年到1952年，有三批共50名青年学生

和1名职员参军参干，支援国防建设。如原

郴州地区行署副专员吴开达、宜章县副县长

王华兴、解放军某部团长肖仰池，都是当时

参军参干的学生。

四、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o

l、在办学方向上，学校贯彻向工农开门

的方针。从1950年起，为帮助贫困学生入学，

政府设置了人民助学金，分甲、乙、丙三等

发放大米，1952年助学金改按人民币计算，

仍然分甲、乙、丙三等。凡家境贫寒、学业

优良、思想纯正的学生均可享受，贫苦烈军

属子女有优先权。由于助学金帮助工农子女

解决了入学困难，工农子女入学人数逐年增

加。1949年工农子女只占40％，1951年上升

到57．2％，1957年上升到79．3％。

2、在教育思想上，废除奴化学生的训育

制度和体罚制度，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

想，提倡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学生。1953年，

开始引进苏联的普希金、凯洛夫教育思想。

在教学过程中，实行教导合一、文道统一。

各科实施“五环节”和“五原则”的课堂教

学模式。1955年下期，学校开始贯彻执行中

央教育部公布的《中学生守则》，加强了对中

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自觉遵守纪

律的良好习惯，以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

3、改革课程，取消了旧教育的公民、童

军、党义等课程，删除了课程中反动落后的

内容，设立了政治课，保留了语文、数学、

外语、生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

乐、体育、美术等课程。1953年，中央教育

部统一制定各科教学大纲，明确了各科教学

的任务，严格要求各科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的

要求开展教学活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4、广泛开展文体活动，全面提高学生素

质。1953年下期，学校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

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除

认真抓好音、体、美课和早操、课间操外，

还建立了体育小组，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劳卫

制预备级体育锻炼，经常开展体操、球类、

田径、拔河等竞赛，每年举行一次小型运动

会。学校组建了体育代表队和文艺宣传队。

文艺宣传队利用假期下乡演出，深受干群赞
畦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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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扩大招生，1952年，

国家拨款2亿元(旧币)，兴建平房教室三栋

计六间，澡堂一栋，共计建筑面积911．9平

方米。1956年下期，省教育厅拨款17000元，

兴建二层楼房一栋计四问，建筑面积480平

方米，兴建平房宿舍二栋，解决四户教师住

房问题。

办学条件改善后，学校扩大招生。1956

年下期招收新生8个班(过去每年只招2～4

个班)。同时，宜章县立初级中学更名为宜章

县第一初级中学。

第二节 迂回曲折 起伏前进(1 957—1 960)

从1957年到1960年这一时期，政治运 年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

动接踵而至。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反右运 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动；1958年，全国掀起高举三面红旗(总路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的大跃进运 教育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这些运动中起伏前

动；1959年，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1960 进。



1957年下期，学校按照上级的部署，开

展整风反右运动，部分教师在大鸣大放中遭

到打击，有7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占全校教职员总数(45人)的16％，造成了

不幸的后果。1958年暑假又有两名教师被拔

了“白旗”，心灵受到极大创伤。

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

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

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中央指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

的提出，为学校教育指明了办学方向，规定

了培养目标。

可是，由于当时对教育方针存在着片面

的理解，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掀起了“从

大搞劳动入手，进行教育革命”的热潮。1958

年，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学校一方面扩大办

学规模，增设了四个高中班，由1957年下期

18个班的初级中学，扩大为具有初、高中共

22个班的完全中学，定名湖南省宜章县第一

中学。学生人数由818人增加到992人，教

职员由50人增加到59人。1960年下期学校

发展到26个班，计1397名学生，62位教职

员工。另一方面，师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

大炼钢铁，大搞生产劳动。1958年，师生突

击开垦荒地，建立了一个250亩的蔬菜、粮

食基地，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建起了钢

铁厂、耐火砖厂、红砖厂。由于技术、设备

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厂均未收到预期经济效

益j学校还组织了大批师生支援农村的收割、

开公路、办煤矿、烧焦炭等。劳动锻炼增强

了师生的劳动观念，增进了同劳动人民的思

想感情，培养了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良好

品德，学到了一定的劳动技能。但是，严重

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荒废了学业，降低了

教学质量，师生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些损害。

1959年，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各种

工厂停办，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周每班一天，

劳动任务主要是管好农场。由于国民经济困

难，1960年开始“过苦日子”，师生体质下

降，学校停开体育课，实行“劳逸结合”。同

时，学校在课堂教学方面涌起了“双高”课

(高速度、高质量)的浪潮，最高纪录一节

课讲了43节课的内容。这种急躁冒进的教学

法，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但很快得到纠正。

1959年，郴州行署拨款39000元，师生

动手，兴建平房实验室一栋，楼房教室二栋

计八间，还添置了一批教学设备，教学设施

进一步得到改善。

1960年1月，刘衡源调任宜章一中副校

长，9月升任校长，同时，中国共产党宜章

县第一中学支部委员会成立，刘衡源首任宜

章一中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的建立为宜章一

中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第三节 调整巩固 走向兴旺(1 961--1 965)

宜章一中党支部成立后，以刘衡源同志

为首的党支部和学校行政加强了思想政治教

育，认真总结前三年“教育革命”中，违背

教学规律，忽视教学质量，贬低教师作用等

方面的教训，确立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制

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注重调动

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学校越办越

兴旺，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高，1961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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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率为45％，1965年上升到85％，跃居全

区前茅，闻名省内外。

1、调整办学思路。这一时期，学校进一

步认真学习和全面理解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

针，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颁

布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四

十条，调整办学思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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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教学规律，强调以教学为主，在讲求教

学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发动师生进行教学改

革，学校整体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1961年上期，共青团员发展到200多人，

学校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宜章一中

委员会”。5月，全校有学生164人，教职员

2人，工友1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

的号召，回乡支援农业生产。1962年，学校

广泛进行吒亿苦思甜”教育，组织学生写家

史、村史、厂史。1963年，学校开展学雷锋

活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尊敬师长，友爱

同学，关心集体蔚然成风，良好的道德风尚

在学校逐步形成。1964年，学校广泛宣传江

苏盐城龙岗中学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董加

耕主动放弃考大学，自愿回乡务农的动人事

迹，使学生深受教育和鼓舞，学生普遍树立

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人生志向。1965

年下期，组织师生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神。

3、确立良好的校风、学风。

1963年，党支部提出了“重政治、勤学

习、爱劳动、守纪律”的校风和“勤奋、刻

苦、踏实、顽强”的学风。

4、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

1962年上期，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认真学

习和贯彻执行省教育厅颁布的《湖南省全日

制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条例》、《湖南省中等学

校学生学籍处理暂行办法》、《湖南省中小学

学生学业成绩考查评定暂行办法》和《湖南

省中小学学生操行评定及奖惩办法》等重要

文件，并根据上述条规精神，结合学校具体

实际，宜章～中制定了课堂常规；考试常规；

考场纪律；学生成绩考查；学生考勤；请假

销假；奖惩条例；日常礼节等八项规章制度，

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以教学为主的正常秩序。

5、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学校领导遵循教学规律，强调以教学为

主，强调教学的科学性，引导教师进行教学

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在学校工作中，

正确处理了三个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

科学知识学习的关系；基础知识的讲授与基

本技能训练的关系；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发挥

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关系。在教学工作中，强

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鼓励教师学习教育

理论，积极钻研教学业务，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在各科教学实践中，要求树立全局观念，

强调突出语、数、外三门主要学科的教学。

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教学工作

的“五项要求”：①抓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

能训练；②抓调查研究；③抓消化巩固；④

抓检查总结提高；⑤确立以教学为主的秩序，

妥善安排生产生活和社团活动。

总之，这一时期尽管学校工作受到各种

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不断探索中，总的趋

势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后，

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大步上升，积累了一些

可贵的办学经验，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章 十年浩劫遭受重创(1 966—1 976)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宜章一中遭受

了空前的浩劫，停止招生达三年之久。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

通知》后，“文革”大字报首次在宜章一中上

墙。6月，县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党支部书

记兼校长刘衡源同志被罢官，肖景晰奉命代

职，一批老干部和老教师共五人因“历史问

题”无辜遭到批斗。

1966年9月，学校成立名目繁多的红卫

兵组织，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校内文



物和古迹惨遭破坏，学校前门的文庙棂星门

石碑被摧毁。10月，部分红卫兵上北京接受

检阅，学生不断外出串联，学校空城。随后，

学校出现两大对立群众组织：“铜墙铁壁”和

“湘江风雷”，互相攻伐，内乱迭起，学校门

窗桌凳被烧毁，教学仪器、图书资料损失殆

尽，见者无不痛心疾首。

1968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表“大联合”

以及“解放干部”的指示。校内两大派组织

勉强凑合，成立临时革命领导小组，学生吴

统宇任组长，刘衡源被解放出来任副组长。5

月，校内两大派斗争又白热化，刘衡源等正

副校长又被打倒。同年9月，工宣队进驻学

校，队长李贝徕任革委会主任。刘衡源等领

导和教师共33名被关迸“牛棚”，遭到无情

的捆绑吊打，学校被搅得乌烟瘴气。

1969年2月，大批教师受到迫害，有一

人被无辜判刑，八人被开除公职清洗回家，

三人下放落户，九人被戴上地、富、反、坏、

右的政治帽子，十六人被送进“支左办”的

“学习班”接受“劳动教育”。宜章一中的教

学业务骨干几乎全部受到株连，造成大量冤

假错案。

1969年上期，学校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

的“五．七”指示，学制由“三．三”制改为

“二．二”分段，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学生学

工、学农、学军，教材内容全部改为实用性

农业基础知识。学校结合国防教育，组织师

生挖防空洞500多米。建立学农基地，开荒

100多亩，建造920平方米的简易书房，供

学生轮流住下来学农。创办校办工厂，生产

三相变压器、高压杀虫灯、汽车直流发电机

和日光灯镇流器，修理各种电机、电器，在

客观上为后来的勤工俭学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1970年下期，工宣队撤离学校，学校重

建党支部，刘衡源复出任党支部书记，革委

会主任。

1971年10月，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毛主席、另立党中央、

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

1972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学校秩序日趋稳定。1973年

至1974年，反回潮之风刮起，校内又贴出大

量大字报，再度陷入混乱。1975年，学校提

出“学大寨”、“学江西共大”的口号，实行

“校队挂钩”，大搞开门办学，办分校，办各

种专业班，校内办了“体育班"、“文艺班”、

“医务班”，师生进进出出，课程五花八门，

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6年9月，师生沉痛

追悼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

十年内乱结束。

文革十年浩劫中，学校领导、教师蒙冤

受迫害，贻误了年轻一代，学校财产损失惨

重，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第五章欣逢甘露，初创辉煌(1 977—1 993)

第一节

从1977年到1993年这十七年，是宜章

一中全面振兴的时期。尤其在1979年至1986

年间，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979届、

1982届、1984届、1986届高考成绩令全区

瞩目，升学率在地区名列前茅。1987年至

1990年，升学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基本上保

阶段简述

持稳定发展的态势，每年本科录取人数仍在

50人以上，其中1988届再创佳绩，本科录

取62人。1990年至1993年，出现了高中毕

业生流向广东参加高考的现象，而每年初中

的优秀毕业生都放弃考高中、趋向报考中专，

影响到高一招收新生的质量，加上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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