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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简阳中学创建于1905年，她经历了满清、民国和解放三个历史时期，迄今建校已82年

了。从简阳通材书院到解放前夕的40多年中，旧中国给人民留下的仅仅是一个规模衰微、设

备简陋、质量低劣的烂摊子。面解放后百废待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仅只30多年，简阳中

学迅速地发展成一个规模宏伟，设备充实、质量较高、誉满全省的重点中学，真是沧海桑

田，换了人间。这一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教育事业就不能得蓟

发展，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应享受的教育权利就不会得到实现。

但是，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也必须遵循其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没

有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指引，违反教育本身的内在的客观规律，事业的发展，人才的培

养，质量的提高都将是一句空话。一九五七年后期开始，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力的

思想影响，人民的教育事业长期得不到重视，党的教育方针得不到全面贯彻， “左刀的政治

运动频繁冲击，广大教育工作者政治上受到长期的压抑，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非混淆，敌我颠倒，给人民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

更使这种“左刀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

坏，广大教育工作者被套上了“两个估计打的沉莺枷锁，使他们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严重

的打击和摧残，在“四人帮"“知识越多越反动"“文盲加流氓一的鼓吹下，耽误了整整一

代青年的健康成长，使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加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否极泰来，。四人帮”垮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人民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春天，拨

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

了恢复，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纠正和平反了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知识分子的主人翁

地位恢复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恢复了，党的教育方针得到了全面

的贯彻。党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了，党的教育质量全面迅速地提高了，简阳中学在上级党政

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的艰苦努力，各方面的工作发展成为解放后的最佳时期，连速多

年来被评为省地县的文明单位，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名列全省的前茅，中

学物理竞赛连续三年获省和全国的优胜，1987年唐鹏飞同学还获得了十八届世界中学生奥林

匹克物理竞赛三等奖，体育工作连续六年被评为省的田经传统项目先进学校，84—85年还

获得了国家田经项目传统学校先进集体的称号，特别是被誉为全国荣获霍英东发展体育基金

奖的三所中学之一，学校教育质量得到全面的提高。

时代在发展，简中要前进，我们坚信简|阻中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的新时期的总目

标总任务，在为四化建设培养四有人才，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还将做出新的贡献l

李雯章

1987．8．5



尼． 例

一，简阳中学校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以新的材料、新的

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本校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1906年，下限1985年。必要的下溯或下延，不受此限。

三、本志体裁，包括志，记、图，表、录等项。以篇、章，节为层次，坚持横排竖写，以

横为主，纵横结合，进行记述。

四，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引文照抄原体。力求文风端正，朴实，做到图文并茂。

所使用的简化字，以公布的《简化字览表》为准。

五、本志共分8篇、．21章、4 7-节，约25万字。

六’。本志由于资料缺乏，加之众说纷云，故未写人物传。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学校资料室，少数口碑材料，刊用照片实地

拍摄。



概 述
(1906年一一1985年)

筒阳中学始创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是筒阳县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条件最好

的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学佼庵落在县城中心的政府街。1978年被内江地区确定为县重点中

学，1982年被四川省确定为四川省首批扩大重点中学。

1899年，简州州官马承基在县城状元街(今家俱厂后院)创办通材书院，这是简阳中学

的前身。1905年简州州官遵照清朝廷“州县设中学’’的诏令，在通材书院的基础上，筹办预备

中学，第二年(1906年)经学部批准，简州正式创办中学，定名为“简州官立中学堂"，学

制四年。1913年学校更名为“简阳县立中学校矽(后称旧制中学)，学制四年。1926年(民

国十五年)奉四川省署令，学制改为“三．三年黟制(即中学学制改为高中三年，初中三

年)，简阳县立中学校因经费困难，专办初中，学校因此改名为“简阳县立初级中学校"，

校址迁射洪坝新校址(今师范校)。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筒阳县立初级中学，增设高

中，高中部校址设县城文昌宫考棚(即现在的校址)内，学校再次定名为“筒阳县立中学

校"。1949年夏，初中部迁回城内与高中部合校。1951年根据地、县教育行政部门的决定，

学校改名为“四川省简阳第二中学校"。1961年中小学教育调整后，学校又更名为“四川省

简阳县中学校"。

八十年来，简阳中学八易校名，三迁校址，经历了封建主义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社会主

义教育三个历史阶段，学校先后共招收学生约17，990人，毕业学生约16t181人为祖国培养了不

少治世能人和名流学者，据不完全统计，仅解放后，简阳中学就直接为大专院校输送新生，

l，503人，为军事院校和体艺院校输送新生150余人。直接就业的同学，现有不少是革命干

部、革命军人，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这些人才为振兴简阳，为中华腾飞作出了一定贡献。



简阳中学全貌

教学大楼(建于1954年)



实验大楼(建于1978年)

大礼堂(建T1985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新

民

政

(簿_ll设局花埘谴计童亍婚哪年6一)

庸 街

新 生 衡

1：5 0 0
，



简阳中学荣获的光荣称号、奖状、奖品图片

省委、省政府授予的省文明单位

国家体委，教育部授予的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学校

戈引0●卷谢

市委，市政府授予的市文明单位

共青团中央授予的锦旗

省政府授予的青少年教育先进集体 荣获的霍英东发展体育基金奖



省第二届群众体育先代会荣获的银盾

荣获的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训练点先进集体

连续四年获省的体育先进奖

林济邦老师获全国优秀体

育教师的奖状及金质奖章

全国首届中学生物理竞赛优胜纪念

省学校体育卫生工作验收达优秀标准

黄蓁老师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的奖状及金质奖章

校友，四川省参事室参事、留法勤工

俭学获博士学位的刘子华为学校题字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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