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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思想

校 训11 勤奋文明求实创新

办学祟皆 让每一位师生都得到发展

办学理念 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治校方略 以德立校依法治校改革活校科研兴校人才强校

校 风 规范文明求实拼搏和谐创新r :剪铸辉煌

教 风 爱岗敬业博学精艺严谨进取协作奉献

学 院l 勤学苦练坚韧有恒善忠养能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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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江汉平房、水乡园林的湖北省潜江中学，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百年的单路蓝缕，百年的

风雨兼程，百年的步履蹒跚，百年的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的潜中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将建于潜

江县城后西街"传经书院"旧址的"潜江县中学校"发展成享誉荆楚的湖北省示范中学。这百年发

展史的过往今朝，值得书写，值得记载。

潜江属于古云梦;辛，千万年的沉淀变迁，使这里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人烟稠密，丰盛物半。

潜;工人历来就有讲礼义、重文化、兴教育、办学校的优良传统，正是这种传统的不断传承，使潜江

人才辈出 C 正因为如此，早在辛亥革命后二年 ， ì'替江人民就在原"传经书院"的旧址办起"潜江县

中学校作为潜江中学的前身，学校两度迁址，十次易名， 1956 年新中罔第一任农业部长李书城回

家乡视察时，议定迁址于潜江城南红庙， 19旧年潜江籍著名戏剧大师曹禹先生为学校题写校名湖

北省潜江中学"一直沿用至今。

史名的频繁，办学的断续，潜江中学伴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从开始

艰难的创建，到校址迁移后的规模办学，从文革时期的动荡，到改革时期的发展，从成为"省重点

中学"到"湖北省示范中学"的建成，这坚实的一步一步，是潜中人踏着坎坷的道路走出来的，这

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业绩，是:替中人不断拼搏向上所取得的。仅改革开放以来，潜江中学就为高校输

送了 2 万多名优秀学子，许多人通过奋斗，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精英，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O

今天，潜江中学正随着新世纪教育改革的春风，锐意进取，不断创新，贯彻"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的办学理念，力争"让每一位师生都得到发展"。潜中人秉承前辈优良的师德师风，发扬"勤奋文明，

求实创新"的精神，以高尚的人格影响学生，春风化雨，润"人"无声;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教育学

生，传授如识，播撒甘露;立足三尺讲台，毕其一生心血和汗水，不断地上下求索，继续谱写潜江

教育的熠熠华幸。

志史，鉴今;明史，励行。《湖北省潜江中学校史》记载了潜江中学曲折而坎坷的发展历程，铐

刻着潜江中学前辈先贤前行的足迹，展现了:替中人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我相信，潜中人一定会谨

记使命，矢志不渝，为教育强国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正所谓百年沧桑堪称景，雨后新枝放眼望，

承前启后i替中人，再谱教育新篇章。

值此百年校庆和《湖北省潜江中学校史》成册之际，我谨写下以上的话。

是为序。

校长、党委书记邓绍汉

一。一旦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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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队中带

概述

湖北省潜江中学创建于 1913 年 3 月，座落在久负盛名的水乡园林一…潜江市中心。"林网织成
稻米仓，绿色长城百里长。远古水杉新生代，平原林海是潜江。"潜江，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的
水乡团林城市，如果说它是镶嵌在江汉平原上的一颗明珠，那么，潜江中学就是这颗明珠上最耀眼
的光芒。校回占地 240 多亩。校内高楼林立，道路坦荡，因林葱芜，鸟语花香‘享有"四林式学校"
的美称。
近百年来，学校发展历经曲折，由建校初期数寸人、位于县城后西街"传经书院"旧址的"潜
中学校"发展成为现今拥有数千人的高级中学，由一般普普通通的中学发展成为地区重点中学

省重点中学、省、示范中学。早在辛亥革命后工年，潜江人民在"传经书院"旧址办起了"潜江县中
学校抗战时期更名为"潜江县立初级中学潜江解放时更名为"襄南潜江中学
荆州交白潜江县政府领导后更名为"潜江县初级中学牛，\上甘啦士纪五十年代更名为"湖才北七省潜江初级中
学"、"湖北省潜江第一中学，飞，\，六七十年代更名为"叮j湖胡北省潜江城南中学

北省潜江江，中学"\。 1956 年，全因人大代表、新中固第一任农业部长李书城先生视察潜江『支持迁校，
定址于城南红庙。次年 11 月，学校由县城西门迁至建设完毕的城南新校区。 1958 年 9 月开办高中
班，发展成为全日制完全中学 o 1983 年，找剧大师曹禹先生为学校题写校名。 1986 年停办初中。 1962

9 月被确定为省 108 所重点中学之刑， 1980 年再次被确定为地区堕点中学，并列为全省首批办好
的重点中学， 2008 年成为湖北省示范中学。

学校的发展得到了回家、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先后有国家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国家
教委主任何东昌、省委书记贾志杰、副省长梁漱芬、省委副书记杨永良、副省长王少阶、省委副书

记邓道坤、省纪委书记黄远志、副省长郭生练，、省教委主任孙德华、省慈善总会会长(原省委副书
记)邓国政等领导来校视察、指导工作。市(县)委、市政府各届主要领导均多次来校视察、指导
工作和慰问教师。在 1996 年学校协办省七届中运会和 2002-2008 年学校创建省示范中学的场馆、
教宵教学设施建设工作中，市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忡，提供资助。

的长足而卓有成效的发展吸引了国际困内许多知名人士、代表团、记者、同行来访。从上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先后有日语专家林正康林消菜、台湾教育专家沽仲烧一行、德因海空苦海姆市政

府代表团、美国纽约州议员代表团、中国一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会议代表、新西兰代表团、台
湾记者考察团、台湾代表团、香港代表团、新藤博州党政代表团、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中国
教育报》、《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记者来校参观、考察、采访。先后有河南、湖南、山东、青海、
海南、新疆等外省区的部分市县政府教委领导、教育代表团、学校教师来访。省内有荆州中学、黄
冈中学、龙泉中学、宜昌一中、沙市中学、随州一中、枝江一中、天门中学、仙桃中学、武汉一中、
宜都一中、赤壁一中、夷陵中学、襄州一中、邸阳中学、大冶一中、沙洋中学等 70 多所重点中学的
领导、教师来访。 1999 年 3 月，学校与英国纽约州卡丁罗·欧哈罗中学建立起友好关系。

多年来，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商方针，把握正确的教商方向，端正办学行为，不
效益，教育教学取得巨大成绩。 1913… 1986 年初中毕业生 5962 人ω1961 叩 2013 年高中

业生 416 个班共 29156 人(不合补习班学生)，为高校输送新生 16384 人，其中重点大学 13477 人，
考入少年班 44 人ω1984 年和 2002 年高考，先后培养出了省文科状元和省理科状元， 2004 年高考，

培养出了省语文科状元。历年来，考取北京大学 55 人(其中少年班 3 人、保送生 l 人、省文科理科
状元各 1 人、省语文科状元 1 人)、清华大学 51 人(其中少年班 1 人)、中国科技大学 36 人(其中
少年班 28 人)、其他名校少年班 27 人。 1979…2012 年，学生参加学科克赛，获奖 2348 人次，获国
家级奖 771 人次(其中回家一等奖 57 人次)，获省级奖 1577 人次。 1979一2012 年、学

，获士也省级奖 99 人次，其中第一名 24 人次，团体获地省级奖第 10 名以上 28 次，其中第
1 次，第三名 2 次。培养出了吴江航、吴集贵、李凡、孙光锐、三LE潜、曾祥贵、周艳、
左绪磊、何平安、张希洲、许超、李红林、林谦、王战锋、喻宏、刘应华、蒋茶唬、吴越悦、杨书

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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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陈光菊、杨遥、任刚、易贤武、刘树林、胡振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中
学者、教授、博导、董事长、总经理和厅级以上回家公务员及军官。同时，也为地方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学校毕业生中后来考取博士研究生的有近 200 人，出国留学的
有 100 余人。

学校历经 19 任领导:第一任祁运眷，第二任袁应环，第二任夹子英，第四任学家顺，第五任姜
德珍，第六任胡继番，第七任李远济，第八11'::玉援国、刑子仪，第九任何庚富、张鸿文，第十任旦在
显才，第十一任熊中甲，第十二任周瑞龙，第十二任李永撤，第十四任黄皮科，第十五任高纯安、
胡民斗，第十六任熊孝广，第十七任邓先斌，第十八任邓家福，第十九任邓绍汉。学校拥有一支较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先后在学校工作的教职员工有 891 人，共有特级教师 14 人，中学高级教师 227
人，中共党员 210 人，民主党派人士 21 人。历任市党代表 1 人、市(县)人大代表 4 人、省人大代
表 1 人、市(县)政协委员 11 人。受省级以上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劳动模范 66 人次，
其中受国家级表彰的 12 人。教师出版专著 1 部，任主编的 9 部，任副主编的 10 部，合著(参与编

) 50 部，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 398 篇，获地省级以上"三优"奖 81 人次，获市以上教学科
研奖励 467 人次。 2013 年，有教职工 284 人，其中特级教师 3 人、高级教师 132 人、一级教师 76
人。有省管专家 1 人、国家级商中骨干教师 2 人、回家级优秀教师 5 人、省级高中骨干教师 5 人、
省级优秀教师 16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24 人、市级骨干教师 46 人，在职硕士 9 人ω 专任教师 255 人
中本科以上学历 237 人，学历合格率 95.5%ω 在校学生 3952 人，共 56 个教学班。

学校教学条件逐步改善，教学设备、生活设施逐渐完善。到 2013 年，校园建筑面积 84616 平方
米。有商标准的教学楼( 9116m2 )、科技楼 (2875m2 )、实验楼 (2211m2 )、体育馆( 2656m2 )、办公楼
(1478m2 )、综合楼( ] 1000012 )、体育场看台 (8310012 )、学生食堂 (4425012 )、学生住宿楼( 5 栋 8958m2 )、
教职工住宅楼(1 1 栋共 29087012 )，体育艺术综合楼( 4500m勺。有实验室 12 个、教学仪器 3651 件、
化学药品 120 种(可供 4 个班学生同时上实验课)。有校回问 1 套(信息点接口 353 个)、微机室 4
个、电子备课宽 1 个、多媒体教室 3 个 900 个座位、液晶投影仪 17 台，教学一体机 56 台、教室投
影幕布 56 幅。有线电视系统 l 套、校回广播网 1 套，体育馆灯光音响 l 套。罔书:t藏书 6. 4 万册，
数字资源最·电子图书 570GB. 有标准的田径场( 400 米塑胶环形吨道)和各类球场(人工草坪足球
场、 8 个塑胶篮球场、 4 个塑胶羽毛球场、 2 个塑胶网球场、 26 个乒乓球台)以及能满足学生上课、
活动需要的体宵器材。学生食堂设座 1440 个，电子售饭窗口 26 个，炊具餐具等 504 件。建有自来

水增压系统 1 套，打深水井 2 口，自来水和自备水并用，建有发电房，埋设了地缆，大电和自备电
并用，保证供水供电。

理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思想教育由建国初期的"五爱"教商、劳动教育、
，中队川六十年代的阶级教商、阶级斗争教育，七十八十年代的四项基本原则教商、"五

讲回美三热爱"教育、法制教育，九十年代的精神文明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到 2000 年以后的行为
习惯养成教育、主体性德育教育( "三白"教育)、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教育等?其中爱国主义教育贯
穿整个教育的始终，而主体性德、育教育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教学教研一方面注重常规教学(狠
抓备教辅改查五个环节)，一方面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由上世纪五十年代遵循课堂教学的"五原五坏"
模式，七十年代的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教学及训鳞方法、"启发式\"少而楠"教

则，八十年代的突出"两主(学生主体、教师主导)"作用和各科的教法研究，九十年代的狠抓
‘三课" (示范课、优质课、比武课)活动和全面推进分类分层教学，到 2000 年以后确立"名牌战
略"和实施科研兴教、科研兴校战略思想(加强校本培训，启动名师工程，开展课题研究和科学教
育活动，按照"新课程标准"要求，构建民主化课棠，上好"五课探索 "211" 模式以研导教、

以教促研、研教结合" )，再到 2009 年以后推进的课程改革实验，打造高效课堂，使教学改革不断深
入发展，教学教研成果显著，质量"名优"特色凸现出来。同时，从 ]985 年开始的超常教育，其成

果也显现出教学教研的又一大特色。教学管理特色体现在两种管理模式上，一是九十年代形成的校
长一一分管教学副校长一一教务处主任、教研室主任、年级主任一一教研组长、备课组长、

师，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层层抓，
的教学副校长

的双钱管理模式。
学校管理逐步规范。学校领导体制经由了校长负责制到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支部(党

叩 3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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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再到校长负责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校推行除校长负责
制以外的教师聘任制(开始叫双向选择，后来成为全员聘用)、岗位责任制、结构工资制改革。制定
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如 1983 年制定 1991 年、 1995 年两次修订的《学校管理暂行条例》、 1986 年《潜

中学学生管理暂行条例》、 1991 年《潜江中学德商工作细则》和《潜江中学教学常规实施细则》、
1993 年修订的《潜江中学财产管理条例》、 1995 年《潜江中学校园管理暂行规定)) (以后多次修订)、
1995 年《潜江中学教职工双向选择(聘任制)实施方案》、 2005 年《潜江中学教职工管理条例》、 2007
年《潜江中学教师师德师风管理条例》、《教职工聘用方案》、 2009 年《潜江中学课程设置与实施方
案))((潜江中学新课程学分认定方案》、 2010 年《潜江中学班级(班主任)精细化管理办法》、 2011

年《潜江中学"课内比教学"活动方案》、 2012 年《潜江中学德育专题教育实施方案》等。 1992 年、
1995 年、 2008 年先后将学校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学校探索并实施了校级决策、中层实施、条块分治、
调控反馈的运行机制，学校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特色日益彰显。

长期以来， ~替中人遵循校训(勤奋、文明、求实、创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 3号
闯一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烧业锚，多次受到回家、省、市级表彰。获国家级奖(牌) 7 次，地
省级奖(牌) 66 次，市级奖 200 余次。 1998 年获全国绿化委员会"合国部门造林绿化 400 佳单位"
称号， 2001 年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计生委"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2002 年
获教育部"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称号， 2005 年获中央电视台们异想天开'最佳
创意"奖， 2012 年获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湖北省潜江中学‘书香校园， "称号，是国家"全国教育
科研‘十五'规划课题·社区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实验学校"、"首批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基地"。上世
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校获得的省级荣誉有"爱国卫生食品卫生先进单位\"先进学生食堂"、"招飞
先进单位"、"湖北省校办产业明星学校\"湖北省教商科学研究实脸学校"、 "97 年全国高考规范化
点\"园林式学校"、"高中教育实验学校\"湖北省学校体育工作先进单位"、"校园管

f位立\"湖北省 2000 年教育科学研究 5刊0 强学校"\，\、"贯彻落实体育卫 5生龙两个《暂行条例》合才格各学校"\、

"湖北省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先进单位"\、"叮2川002 年度湖北省活动课程实验与研究先进单位"\、"湖北五
一劳动奖状\"全省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后勤工作先进单位"\、"湖北省劳动
技术教宵课题研究先进单位
工代表大会先进单位"\、"湖北省城市园林式单位(小区)\"学校风险防范先进单位"、"湖北省普通
中小学示范中学\"2011 叩 2012 年度‘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家'先进学校"、"湖北省‘承办慈静阳
光班'先进学校"等。 1996 年 4 月为湖北省第七届中学生运动会在学校成功举办作出鼓大贡献， 2004 
年 11 月和 2010 年 10 月学校两次作为中国(潜江)曹禹文化周的主会场，为文化周的成功举办作出
重大贡献。

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指导下，以"让每一位师生都得到发展"为办学宗旨，
学校实施了"以德立校、依法治校、改革活校、科研兴校、人才强枝"的治校方略，形成了"德育
主体化、质鳖名优化、管理科学化、校园情景化"的办学特色。学校的办学经验、办学成果及先进

，曾被《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湖北教育》、湖北电视台

等数十家媒体报道α2002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以《潜江第一校 桃李百年红》为题对学校的
办学特色及素质教育成果作了报道。同一时期，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杂志《政策》对学校的精品
成果和名师进行了回文介绍。湖北电视台对学校部分名师作特别报道。 2008 年《湖北教育》杂志报
道了学校的德育工作。 2009 年 3 月《中国教育报》以《树立生本理念 创建和谐校园一一访奋进中
的潜江中学》为题，专版报道了学校。 2011 年 11 月 7 日，湖北电视台报道了学校开展"课内比教
学课外访万家"活动的作法。学校在社会上的名声和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现今，学校已成为一所
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示范中学。潜中人将继续奋进，迈向更加崭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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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潜江中学校名沿革图

湖北省潜江城南

中学革命委员会

潜江县中学校
1913 年 3 月一一-1914 年

潜江县立初级中学
1944 年 9 月一-1949 年 1 月

震南潜江中学
1949 年 2 月……由1949 年秋

956 年 8 月

湖北省潜江第…中学
1956 年 9 月………1961 年 7 月

湖北省潜江城南中学
1961 年 8 月一一1966 年 8 月

1968 年 9 月叫一一1978 年 8 月

湖北省潜江城南中学
1978 年 9 月一一-1980 年 10 月

湖北省潜江中学
1980 年 11 月"……

港队中嗲

注"潜江县中学校"由国民政府省教育司定名潜江县立初组中学"由潜江县因氏政府史名，

"襄南潜江中学"由衷南地区行署史名湖北省潜江红卫中学"由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在校学生(红
卫兵)自行史名，其他由潜江县人民政府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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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年大事ìè

的13 年

3 月，省教宵向安全派祁送審均校長、余曬跨均教民簿建“潛江甚中半校"。校址在基城(寺盟將院

(現滑江河客隆服愉城赴)。招收學生 60 人，教取民 8 人，校內附投小學教宵研究所。吹牛， 50% 
的半捕解省，學校師教宵鎧費支鉤停舟、。

1944 年

1939 年 5 月 29 日，日軍坡餓、溝、江甚城。 1943 年，蛀潛臼年指母官奧村羽指令仿基政府舟、中掌

以推行奴化教宵，校址在基城四川(現裳瞪小半赴 )0 1944 年秋，校舍修建究工，是7句“游江基立

初級中竿挂名校技推少伯， ~克隊校長袁座郎，招收初一新生兩↑班百余人。寒假增招新生一小班

50 余人。教聊、民主 11 人，其中 6 人均小學教卿兼任。

1945 年

8 月，抗峨腔利，她任校長吳子英。 3足跡上 8 月后半校巳停5年。

1946 年

春，問民兌甚政府委派李家}I院任校長負責掌校恢草工作，并拔給一百方元卉身、費，于 4 月 1 日

卉羊。招收初一上新生開+班的百人，初一下一↑班的別人，蟬期師到11班一↑班 40 余人，共四令

班 194 人。
8 月，校長李家順被免暇，基t乏魏克前兼任校長，教辱主任椅文的代行取杖。

9 月，甚故府洞教宵科科技姜德珍任校長。半生增至七小班 330 人，教耳只工 19 人。

1947 年

春秋閥季招生，半校友腰豆豆 8 令班(其中筒州班 2 小)，半生 400 余人。

11 月 4 日，決定狀本年起并始裝行半年制，秋季始~o

11 月 26 日，宋心佛、划套書庚竟浩“回大"代表，半校師生因支持朱心佛而讀到支持X1J會庚一

派的毒打。教師杜保亭、張振請被打成葷的，半生被打你 10余人。校舍被兩亂，教具被搗坪芋校

陷于混亂局面，師生旦當澡。事后基政府致函，下令裳諜。

12 月 21 日，晚 9 肘，中間人民解放竿坡克潛江基城，數日后撤巾，中小半停課。半校再吹停

舟。

的



G \晶體轉亞也/心 制付。

1948 年

秋，潛江解放，豆豆南行署決定恢友中箏，功民|日中常校長著德珍支持恢友事誼。

1949 年

，半校卉啦，招收初一上新'-t一↑班、初一下初二I二插班生各一↑班，汁 150 人。教取民

9 人。 28 日軍式上課υ 半校厲襄南捕眩行署領辱，更名:句“襄南潛江中芋校長姜德聆。下半年，

藤南地反行署法移荊州，更名荊州捕民行署，“聽南潛江中半"交由滑11.丟人民政府領辱，半校更

名“階江品初級中字校長嘉德珍，副校長胡撤善。

3 月下旬，半校勾東南公掌、城夫小告訴，眼合組成文前宣恃臥投入支前宜恃功見了作。

4 月 10 日，半校勾聽南合掌、城尖小字:和辦余 950 余人，在潛江大操場本行集合，抗坎闆民先

政府制濫南京“四.一"慘案的罪行，并頭也向慘案中死瓏的問宇致哀，向受仿的間常慰肉和南授。

1950 年

，日向前對的呼召，取苦建校，在北n站崗湖汗廳荒捕 20 多面，秋收桶谷…方多斤，收入大多

用于修扑校舍。

席。

宇生黃清軍支持現均增史代表，自席街?字眼含i矢。回校府在學校領持下成立學生合，貫清軍俯主

上半年，新民文青年閉潛江息委在掌校建立第一令間小組。

秋，校t史美總珍被免嗽，副校長胡總蕃升任校長。

首屆初中生中蚣，共 19 人。在校常生口的人。

1951 年

1.成立情文教研飽。

2. 

3. 支援抗美攝朝，…般教師捐獻…↑月]:慌，法齡宇生全部撤名參萃，有 10 余名忱秀字號走

上國防前鈍。

4. 秋，卉展現苦建校婦功，師生搬時j孟瓦扣:木料，廿建了八阿寢室、一!可廚房和一↑校門。

生捐敵竹于八千余斤.在半校周間打了……神i藍衛恆。

1952 年

，并舟、附投短期肺撿到11繞班 2 ↑，宇生 90 人。

成立教竿教研組O

秋，常生人常人教注 306 人。

12 月 23 日.校長胡總督淵任品文軟科科技。

1953 年

1 月 30 日，惆息文教科督13去李j革研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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