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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省教委普教处领导来校视L一—一

察与县有先领导合影——————一

省地县有关领导视察汤山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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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山一小获得的“祖冲之杯”金杯

杨兴文摄

一九八六年春参加地区口算竞赛获奖学生与指导老师合影．张宗洋摄

一九九四年八月代表地区出席省首届小学生珠算心算智力杯赛获集体=

等奖．

李国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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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游行队伍前的汤山一小

1 988年暑假汤山一小教师在

夭安门广场合影

本页除署名外均由张宗洋摄

985年暑假汤山一小教师在南京雨花台留影

拔河比赛

杨兴文摄



成宏才 唐贵安 修建英 椿盛青

省教委审计赴

领导处来校观察与

县有关领导合影

杨兴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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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艺演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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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环城赛跑

橱兴文撬



张宗洋摄

丰
■=三^

田

多
彩
的
课
外
话
动

：i：：?除署名外均为哪，戤’n

龋



汤山一小聘马怀安老师为

“隶长学校”上课。

(本页图片杨井文摄)

《汤山一小校志》评审舍

人员合影

前捧左起

后排左起

成宏才

何瑞明

谭光安

杨军昌

熊太康

杜先顺

扬怀胜

萝壁泽

棘树高

杜先圭

杨沛伦

成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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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校志，工程浩繁，实为难事。汤山一小的领导及其同仁能下如

此大的决心，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广泛搜集材料，撰文成书，实为一幸

事，喜事，真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值此，我向一小的同仁们及参与编

纂的诸先生表示崇高敬意!

无需讳言，在此之前，我对汤山一小的办学历史并非全面了解。谢

当事的成宏才先生送我一志书草稿，抽闲一览，才知其学校历史之悠

久，前人创办之艰难。历经沧桑，数代人为其奋斗，学校才有今日。

学校成立于1 906年，迄今整整90载。她经历满清末年、民国、社

会主义新中国三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走过了昏暗无光的崎岖山路，才走

上了阳光普照的坦途。“校志，，本着追求真实，尊重历史，重现历史之精

神，真实地记录了学校发展的艰难历程。前40余年间，虽然当局政治

腐败，民不聊生，但仍有不少仁人志士努力倡学，捐资助学，千方求学。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学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生

人数越来越多，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办学水平越来越高。特别是近十来

年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掀起，一小师生团结共奋，在教育改革的浪

涛中，努力探索办学的新路子，积极改善办学条件，改革教学方法，开辟

第二课堂教学，发展学生智力，提高学生能力，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几年中，汤山一小选送参加数学“奥赛"和“祖冲

之杯数学竞赛"频频获奖，其功众口皆碑。我向勤耕劳作，呕心沥血的

一小老师再次表示致敬!

修志存史，是为了开创未来。

现在20世纪就要结束，21世纪将要开始。我们正处在跨世纪的



重要时期，翻腾不息的世界风云，正期待着东方巨龙的腾飞。我们应承

担起这个历史的重任。教育是巨龙腾飞的翅膀。办好教育，提高国民

素质，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是转应

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要实现这个“转变”，并非“一日之功"o汤山一小

的同志们已开始向素质教育的轨道上迈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

是前面的路很长，任务很艰巨，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探索去奋斗。少

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怎样把下一代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是每个教育工作者永远的主题。成功属于团结

奋斗，敢为人先，大胆改革的人。汤山一小在学校管理和教学方法上作

了很多改革和尝试，取得了一定有益的经验。汤山一小的未来大有希

望。

祝贺《石阡县汤山一小校志》的问世!．

祝愿汤山一小在改革的大潮中乘历史的巨轮腾飞!

石阡县教育局局长 罗登明

。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凡 例

一、《石阡汤山一小校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则，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1 O章2 5节，记述学校1 906

至1 99 5年1 2月的办学教学各方面情况。1 99 6年后学校有关大要

事入“附录”以记之。

三、所志资料大部来于学校教导处文书档案。但鉴于学校1 977

年前的档案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散佚，建校至此间的多数资料主

为搜寻、采访、调查，故志中“详近略远"体现突出。

四、采用第三人称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记述。述而略论。

五、以1 949年1 1月1 5日石阡解放为界，在此之前称解放前，之

后称解放后o 1 949年1 O月1日前的纪年按各历史时期的称谓书写，

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1 O月1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o

六、学校建立后改校名多次，为便于记述，文中一律采用“汤山一

小’’名称。

七、德育美育劳动教学工作与效果未作专章记述，散记于“大事

记’’、“概述"、“少先队工作”、“教学工作"等章中。

八、本志1 949年1 0月1日前的货币和度量衡按当时的名称单

位书写。之后一律按现行人民币及公制度量衡单位记述。

九、按“生不立传"之通则，立传人物只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德高

望重、对学校有突出贡献之在世人物作“简介’’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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