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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志编写工作，是从1982年12月27Et地区教育志编纂工作会议后开始的。学

校根据地、市教育局的部署，至1983年3月先后调出四名教师组成校志编纂组，并确定

一名副校长分工靠上，工作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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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历经百年，跨越几个朝代，人事浩繁，情况多变，再加十年浩劫后，可供查阅

的文字材料极少，有些重要当事人，也已不在人世，资料收集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为了

突破资料关，校志组的同志通过走访老教育干部、老教师和老校友、召开有关人员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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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外调函调、查阅档案、报刊和旧史志材料等方式，笔录摘抄，把点滴资料收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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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少成多。在初步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草拟出了篇目j又以篇。目为指导、，进一步收集资

料，再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不断充实、修改篇目。这样，经过了六、七个反复，不仅获
．．

得了大量资料，而且形成了比较切合学校实际的篇目，为动笔撰写打好了基础。

撰写工作，-我们采取了分工执笔，集体讨论，反复修改的办法。写过去，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真实地再现学校的历史，写现在，以Ⅸ关于建国
_一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全面地反映学校现状。。根据学校历史发展

的特点和教育志的要求，全志分为上、下两编，编下列章，章下又分节和目。上编自

1883年至1952年，．共四章。下编自1952年z菁_1983年，共九章。上编反映学校历史状况'

以纵为主，从横的方面展开。下编反映学校现状，以贯彻德，智i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为

中心，先从横的方面铺开，然后再分门别类加以纵述。．文体以记述体为主，记、志、图、
．，##_d-o=吣表、录等诸体结合。语言力求乖卜实劂谚蠕麓瓣事t实事求是，·不多发议论，寓

是非褒贬于记叙之中。 “



本志经潍坊市教育志办公室、潍坊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潍坊地区教育志办公室审查定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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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志编写过程中，地、带教育志办公室的商志，特咧是高维志、高连元两位老同志

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地、市档案馆的同志，在查阅档案方面，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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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大方便。年过八旬的原产文吊学校长崔德润先生，为上编提供了宝贵资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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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些老教育干部、老教师和老校友也给予亍热情支持。 一

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原教育厅付厅长宁汉戈同志为本志题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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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向以上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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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潍坊二中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把这本极不成熟的((山东省潍坊二中校志》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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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师生和校友们。仅用半年多点的时间为百年老校写志，时间实太仓促。特别是由于
．’．、：：：：．。～．．’

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望批评指正。

校志编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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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学习Ⅸ邓小平文选》

从事儿童少年工作满二十五年的教职员

和从事学校工作满三十年的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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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师在上课 化学教师在指导学生作实验



老校友与校志编纂自l的同志

学生在听法制教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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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桁导排球训练

航模小组 课外阔览

攀一涮



口水友人求tZ垫观 荽囤发人来校参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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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展概况

山东省潍坊第二中学座落在潍坊市广文街西端路北(原潍县乐道院旧址)．o它的前‘

身是由文华中学、文美中学和培基小学合并而成的潍县私立广文中学。始创迄今，适一

百周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在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

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光绪九年‘(1883年)，美国基督

教牧师狄乐播传教至潍，购地筑室，建乐道院。为培养中国传道士，院内设文华馆，于

光绪十年(1884年)招收男生正式开学，狄自任校长，讲经传道，兼授新学，达十六年。

狄在布道过程中，发现中国女子缺少教育，更易于接受教义，便于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又创设专收女生的文美书院，仿照男校开课授业，聘美国人宝安美任校长。

一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乐道院被焚，文华、文美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重修乐道院，两校先后复学。文华馆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名文华书院，宣统三年

(1911年)又改名为文华学校，民国四年(1915年)再次更名为文华中学。文美书院则

于民国二年(1913年)更名为文美女子中学，并在最后一年增加师范训练内容。适应师

范实习需要，又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建模范小学，后改名为培基小学，由中国人张

素梅任校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为便于立案，‘文

华、文美、培基三校校董会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月一致议决，三校合并，取名为

广文中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省批准立案j此后，崔德润主持校务，学校逐年

发展。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停办。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秋，牧师黄乐德出任校长，招生复学。

文华、文美和广文是教会学校。特别是文华、文美时期，不仅把“圣经”作为主

科，而且课外宗教生活也甚严格。但是，为了扩大影响，招徕学生，也逐步加设一些文化

课。这样，它在客观上也起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许多学生在这里学习了文化基

础知识，毕业后，经过自己长期艰苦的努力，成了很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有的现在还以

古稀之年为四化献身。“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冲破了教会学校的大

门。我地下党利用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在这里展开了革命活动。民国十四年(1925年)，

潍坊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庄龙甲同志来到文华中学，宣传马列，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同

年年底，关向应同志到文华中学指导工作。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文美中学共青团

支部成立，同年秋，在团支部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宗教统治的罢课斗争，·迫使美籍校长

李恩惠辞职。不少学生在这里接受了党的教育，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成了职业革

命家，有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

1948年，潍坊解放后，我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和潍坊特别市政府，先后派干部到广

文中学工作，从各方面着手对学校进行改造。1952年11月26日，我人民政府正式接办了

学校，潍县私立广文中学改为山东省潍坊第二中学，行政领导隶属昌潍专员公署。这时，’

学校是一所仅有十一个班，六百二十七名学生的初级中学。
’



接办后，学校建立起党的组织，加强了师生的思想教育，对教职工队伍进行清理改

造，组织教师学>--j凯洛夫和普希金的教育理论，把教学作为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各项

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经费得到了保证，教学设备Et渐改善，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1956年署假后招收两个高中班，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二十个教学班，一千零一十八名学生

的宾全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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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7年以后的几年，学校学习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

时，纠正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克服“三脱离"倾向，开设了社会主

义教育课，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积极开展勤工俭学，办起了木工厂、硫酸厂、砖

瓦厂、饲养厂和农场。教学上对凯洛夫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开始了教学改革的试验。

为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1958年，学校改属潍坊市。

三年经济困难之后，中央下达了《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

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颁发了《全El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从

1963年起，至1966年上半年，学校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和《条例》精神，总结了前几年的

经验教训，恢复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加强了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教学质量逐年回升。同时，对师生进行了形

势教育、阶级教育和反修防修的教育，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刀活动，掀起了学习毛主

席著作热潮，体育活动也广泛开展，学校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63年开始，

学校行政领导又改属专署。

正当学校探讨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时

候，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0日， “文革"之火燃到二中红卫兵运动兴

起，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社会串通一气，山头林立，派战不休。1967年后，学校复课

闹革命，按“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

续下去了"的要求，搞斗批改。1968年1月，初、高中开始招生，学制均改为二年，开

始春季始业。实行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学校一度划归潍坊柴油机厂领导，校

与厂挂钩，师生轮流参加劳动，搞军训以及野营拉练。“文革”前的教材全部禁用，根

据上山下乡要求自编教材，聘请工农兵兼职教师讲课。1968年8月，工宣队开进学校

“领导一切"，lo月建起草委会，废除校长制，改教导处为政工组和教务组，总务处改

为后勤组。取消班级制和教研组，建立连排编制，招生改考试为推荐。1971年7月“四、

人帮”炮制出了“两个估计，，，，后又抛出了“白卷英雄”、“一个小学生的Et记”。1975

年开始所谓“反回潮"，学校无所适从。目睹学校之混乱，教育质量之低劣，领导、

教师无不痛心，但又无能为力，整El处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状态中。
粉碎“四人帮”后，推翻了“两个估计”，实现了拨乱反正，学校得到了新生。

1978年，学校重新被确定为地区重点中学，撤销了革委会，恢复了教导处，总务处和教

研组，初、高中学制先后于78年81年恢复了三年制。三中全会以后，学校把工作中心转

移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理直气壮地把主

要精力用在抓教学上，体育、卫生工作也不断改进，教育质量逐年提高，学校面貌发生

了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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