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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序

志 序
韩粹彦

为庆祝建校七十周年，母校编写了一本资料翔实的校志。何文斗校长要我

写序。我耽心完不成任务，但作为一个老校友，追忆往事，倍感亲切，愿借这

个机会讲讲心里话o
’

一t

我是男高十三班学生，1947年冬就毕业离校了。虽然时间已很久远，但

母校对广大学子总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至今，校友们参加树德同学会的活动仍
．

相当踊跃；不少班级的同学已白发苍苍，仍在定期聚会，互助互勉。为什么有

这么强的凝聚力?我想这是因为大家难忘良师之教诲、益友之切磋、校风之陶

冶；大家感激母校在中学阶段为我们打下一个终身受益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大家怀念无猜无忌的学子生活，珍惜美好的同窗情谊；大家也深为母校解放以

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众志成城，-励精图治，雄风继张，+勋业更著而

感到自豪。

树德办学的成功经验是什么?老校友们有这么一些共同感受：一是有正确

的办学指导思想。体现在以“树德树人”为办学宗旨，一贯主张学生应当身心

并健、“五育”同尊o“干家桢国，树人斯树德”、。“德以树滋，智因学长”、“健

我体魄，励我精神，以强我民族，壮我国魂”⋯⋯，这是树德同学熟悉的警 ／

语，也是整个教育过程中不断实践和体现的办学指导思想。母校从各方面促使t

学生全面发展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在树德，生活是紧张的，教风不苟，学风

崇实。不仅对学科教学要求严格，而且对身体锻炼、操行考核也要求严格。当

时计算总平均成绩不仅要计人数、理、化、语文、外语等，还要按同等份量把

史、地、生、音、体、美等一并计入，以判定优劣升降。每天总要保证一节课

的体育锻炼；体育课的要求也很严，考试要分别考核耐力、爆发力、弹跳力、
。

协调性、准确性等，项目甚多，不及格者要补考，补考不及格的要留级。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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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德中学校志

打好外语基础，不仅要上英文课，还要上文法课、会话课、间周要写英语作

文。母校相当重视学生的行为规范，除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实施外，还设计了

操行考核的量化标准，实行进校800分，有违规违纪者，按规定扣分，低于

600分者退学。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抗日救国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o

“丁兹国事凋唐，敌寇披猖，亟应卧薪把胆尝，何暇恋景光。漫道登山临水乐，

兴亡责任要担当”，“匣中宝剑及时磨，复仇填恨止干戈”⋯⋯，这类教育对大

家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凡此种种，虽然结合当时实际，有的方法和不少内涵会

有变化，但这些作法对引导全面发展是得力的，值得借鉴。二是拥有一流的师

资。树德有尊师重傅的传统，对德才兼备的教师总是登门高薪恭聘，很多老师

同时也是当时一些大学的教授、讲师。在这种人才济济、精英荟萃的教育环境

中，学生们获益匪浅，终身难忘。三是拥有配套完善的教学设施。这一点大家

印象也是很深的。诸如生物实验搞解剖做切片，单独在显微镜下探索微观世界

奥秘；体育场地之大在国内中学堪称一流，不仅拥有标准足球场、400米跑

道，而且环绕跑道还布满篮、排球和器械运动场地。四是有相当高的教育质

量。这是上述几条办学特色产生的必然结果。多少年来，树德毕业生考大学基

本是全员上榜，不少同学提前投考也照样录取。由于群体工作基础好，学校涌

现出一批批体育尖子和高水平运动员。如女排、男垒在成都各校首屈一指，

篮、足、田径都具相当实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好些运动项目的国家队、省

队中都有树德同学的身影。很多树德同学由于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

志，又受“追求真理”学风的薰陶，因而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

期，目睹祖国山河破碎和反动统治腐败没落，纷纷奋起抗争，并在实际斗争

中，接受和拥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走上进步的、革命的道路。校志上所写的

余天觉等烈士就是杰出的代表。总的说来，树德从1929年创办，经过发展、

充实、提高，到四十年代已形成上述特色，校誉日蒸，被公认为当时全国办得

最好的中学之一。这是母校办学历程中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这所声誉卓著的学校倍加重视。由川西行署教

育厅长、教育家张秀熟同志亲任校长，学校由私立改为公办，改组了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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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序

定名成都九中，列为省、市重点中学，整个学校工作纳入党的教育方针轨道。

在社会主义方向指引下阔步前进，办学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不断努力，

学校又以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一流、办学成绩卓著，于五十年代末、六十

年代初先后被确定为归国华侨子女就读学校及高干子女就读学校，出现了继四

十年代之后办学历程中的第二个鼎盛时期o

但好景不长。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学校带来灾难性后果，思想搞

乱了，人心搞散了，班子、队伍、设施、秩序都受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学校又重获生机，并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拨乱反正，恢复元气，

为新的发展与飞跃创造条件。学校再次被批准为全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经

过大量思想、组织建设，全校统一认识，提出“重振雄风”的目标o 1989年

初省、市批准恢复树德校名，强调弘扬树德传统。母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奋

起，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实施了跃上新台阶的“五年规划”，提出以“三个面向”

为指导、争创“五个一流”(教师队伍、育人环境、科学管理、教育质量、优

秀学生)的要求⋯⋯o经过不断努力，大家公认，进入九十年代母校又步入办

学历程的第三个鼎盛时期。这种“鼎盛”集中表现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成绩

突出，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上硕果累累。九十年代学校三度被评为“四

川省德育工作先进学校”，荣获省、市“校风示范校”双重殊荣，学校被评为

“成都市文明单位标兵”，校级班子被评为“四好班子”o九十年代，学校高考、

中考质量连年受到市教委表彰，学生五度摘取成都市文科或理科的“高考状

元”，四次摘取．“中考状元”o从1996年到1998年文、理科高考总分600分以

上者分别为50人、53人、81人，表明学习拨尖生越来越多。九十年代，树德

学生参加全国、省、市学科和科技竞赛获等级奖人数每年都在200人次以上。

在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杨翔宇、唐若曦同学为国争光，分获生物竞赛

金牌和数学竞赛银牌。九十年代里，树德中学在艺、体教育上也有突出表现：

高水平的民乐团受到国内、外的赞誉；李轩同学夺得世界航海模型比赛少年组

的世界冠军；打破过高中或初中学生的女子100米、200米、100米栏、跳高

等省、市运动纪录。作为老校友，我们为母校再次步入发展的辉煌时期而感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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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慰。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

道，这是迎接21世纪挑战，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

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

会审美，为把同学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应当具有社会创造力，这

就是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凝聚力，强化民主张力。母校在这方面已

经作了不少工作，诸如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减轻学生负担、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等，取得可喜的成绩。但要做到上面列举的素质教育要求，校内校外都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诸如：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继续优化教育过程，建立

和完善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建立好校内、校外的评估体

系，加强督导工作；加快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继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继

续抓好高素质的校级班子及教师队伍的建设；继续抓好改革的理论指导，做到

科研先行；继续抓好学校与社会、家庭的配合，等等。我们深信，母校一定会

以七十周年校庆为契机，继续在这些方面探索前进，把学校该办的事办好，把

学校办成新世纪的、优秀的中华名校。我们也深信，在各级党、政、教育部门

的统一领导下，现代素质教育这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一定会取得成功。

隔代编史，当代修志。我浏览了这本巨著的编写提纲，了解了一些编写情

况，觉得这本书有点有面，点面结合；这本书体现了志中存史，史中有志，堪

称记载学校历史与现状的专志。此外，在校友们的支持下，学校已收集到

1932年以来大约四万名校友及在校同学的名单，这是一本最完整的同学录。

校志和同学录的编辑出版对认识树德、宣传树德、建设树德、发展树德都有着

重要意义；对增强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们的荣誉感和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对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指导办学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一份献给母校七十周年生

日的厚礼。

最后，衷心祝愿“树德树人”的千秋伟业辉煌，更辉煌!

一九九九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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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德中学是四川省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之一，位于成都市宁夏街树德里，占

地33，300平方米，现有初中11个班，高中22个班，学生1900多名，教职工180

多名。． ，-

树德中学初名树德学校，1929年由国民革命军29军副军长孙震创办。

1929年至1932年，孙震先后办起树德小学4所，1932年树德第一小学(现今的

树德中学校址)增设初中，分设男女生部；1937年秋增设高中，至此，成为男女生

兼收，高初中齐备的树德完全中学。

孙震创办树德中学，是深感自己少先丧父，家贫，其母虽“课读甚严”，但“惜

童时荒嬉，不知奋勉，于学问之道，未窥门径”o“学问修养，均乏基础”，“故虽治

军三十余年，毫无建树，靖献国家”。同时感到“国家社会，需才又极急迫，不能因

其无力深造，致使椴楠杞梓，委于岩壑以老，是以珍重护惜，加之规矩准绳，俾习

呈材奏能，蔚为国用”o于是“每忆吾母期望之殷，深感贫寒未竞所学”“所望莘莘

学子，不以现处困乏，而易其远大之志，潜修迈进，达才成德，庶贤俊辈出，略有助

于建设大计”o就剥既捐出历年所积公俸，嘉禾纸厂股本、郫县良田、成都的公馆，

等，作为办学的经费。所有校产的契约上，均署名“树德堂”或“树德中学”，表明’

所捐的钱财物归学校所有，完全由学校按照办学需求开支。 ’

解放前，树德中学以“树人、树德”为办学宗旨；以“忠”、“勇”、“勤”作为校箴；

教育学生忠于国家、民族、社会、职业；要勇于为善、负责、求胜；要勤于修身、求

学、治事、助人。校长从严治校，选聘教师“唯贤是求”，皆品学兼优，学有专长，教

学有方，工作勤谨，使一大批如陶亮生、张采芹、庞时帚、罗孔昭、罗孟桢、魏炯

一1●



树德中学校志

等名师汇集学校；每年招生严格考核，择优录取，即使至亲好友，亦不徇私情。严

格校纪，严格升留级制度，在校纪、校规面前人人平等，违犯者，不论父母的官职

大小，身份尊卑，一律绳之以矩。在教学上加开课程，加深内容，并重视实验教

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还注重学生体魄，开展广泛的体育活动，保证学

生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为了鼓励学生勤学上进，奋发有为，学校没立了申太夫

人奖学金。由此，学校形成了“勤学、强身、俭朴”的校风，在高中修业两年者，报

考大学多能及弟，从而济身于全国6所办得最好的私立中学的行列，以“校风纯

正，学生成绩优良”享誉全国。

1951年3月，成都私立甫澄中学并人树德中学；1952年10月，人民政府接

管树德中学，更名为四JII省成都市第九中学；1953年列为省重点中学；1980年9

月，列为四川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88年6月，根据孙震长子孙静IJJ先生的

要求和国内外校友的期望，经省、市教育委员会批准，恢复树德中学校名。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树德中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在这40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由私立向公立转变的阶段(1949—1952)o这

一阶段主要是改组学校董事会，设校务委员会，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并定为省、

市重点中学，实现把学校工作纳入党的教育方针的轨道。二，在社会主义方向指

引下阔步前进的阶段(1953—1966)o这一阶段主要是端正教育指导思想，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坚持全面育人，开展勤工俭学。三，文化大革

命十年破坏阶段(1966—1976)o这一阶段学校成为受害的重灾区，校产、校园遭

到破坏，知识分子政策遭到破坏，党的领导、干部、教师队伍遭到破坏，正常的教

学秩序和优良的传统校风遭到破坏，学校教育濒于崩溃的边缘。四，拨乱反正，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6—1984)。这阶段主要足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

机构，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乘批准为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机，统一认识，树

立信心，把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摆在学校的重要位置；结合高中改制，使高中的教

育质量步人良性循环。同时增添没备，美化校园，改善教师生活条件，为重振名

牌学校雄风奠定基础。五，在改革开放中奋起，争创“五个一流”学校的阶段

(1984一)。这一阶段主要足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的思想为指导，坚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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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改革，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恢复树德校名，弘扬树德传统，

实施学校制订的《五年规划大纲》和《三年发展规划》，使工作全面跃上新台阶，为

争创“五个一流”(即一流教师队伍，一流育人环境，一流科学管理，一流教育质

量，一流水平的学生)的学校而努力奋斗o ．
．

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树德中学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取长补短，

发挥优势，形成了与祖国需要相适应，体现时代精神的办学特点。这主要表现

在：一，继承发扬“树人先树德”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

位。学校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前途和

革命人生观的教育；进行阶级、阶级斗争和劳动观点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党的教育方针和“三个面向”的教育；进行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的教育；进行形势任务和法制教育；进行品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形成

了课内外相结合，政治教师、班主任、团队干部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

全方位的学校思想教育格局，提高了整体教育的效益。使学生朝气蓬勃，奋发向

上，勤奋好学，学校教风、学风、校风纯正；二，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根据各个时期

的不同要求，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学校以学习教育理论，转变教
”

学思想为中心，坚持教学“六认真”，围绕提高课堂45分钟效益，鼓励大胆探索，

开展教改实践。把改进教法与指导学法结合起来，提高教学的目的性、针对性和

实效性；适当加入教学的容量、密度、节奏；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讲练结

合，知识过手，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在教改中，把广泛开展教学研究与教改专题

实验结合起来，把群众性的研究与专门的教学科研结合起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

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不断推广教改成果，让教改更加科学化，见出实效o

、采取建立教育教学研究室，设立教育教学科研奖励基金等措施，激励教师参加教

改活动，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建设一支事业心强，

勤奋求实，团结进取，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学校成立青年教师培训领导小组，制

订培训计划，明确培养目标。把教学“六认真”作为培训青年教师的重要内容，把

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扎实练好教学基本功。以老带新，熟带生，广泛开展评课、

献课以及争创“教坛新秀”的活动，同时，有计划创造条件让青年教师去大专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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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学习，促进教师队伍结构合理。加强教职工的管理，实行定编、定岗、定责、

定工作量，让分配与贡献挂钩，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

性。学校党、政、工、团互相配合，加强教职工的思想工作，坚持对教职工进行“四

职”教育，不断改善教职工的生活条件，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形成“校兴我荣，

校衰我耻”的良好风气。充分发挥教职工办学的主人翁作用，增强教职工的参政

议政意识，实行民主办校。四，优化育人环境，改善办学条件，促进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没。学校以办学宗旨和裔斗目标为核心，从打“总体战”出发，建立团

结、协作、和谐的人际关系；并不断加强校园建没，增添各种教学设备和文化体育

设施，有汁划拆建房屋，使校内布局合理；I司时有步骤地美化校园，为人才的成长

和教育质鞋的提商创造良好的条件。五，总结经验，按照教育规律提商管理水

平，不断使学校的工作系统化、综合化和科学化。学校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建

立适应形势发展的领导管理体制，设置与之柑f适应的机构；按照各部门的实际情

况定岗、定责、定人；校长对各部门的工作实行责任目标管理，让各部门分工协

作，既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刚，又显示出整体效褴。校K把管理的肴力点放在改

革上，不断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以理顺关系，转变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对各类人员定岗、定职、定责，对教职工实行全员聘任。根据“按劳取酬，优质优

酬，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的原则，不断完善结构工资制，按照德、勤、能、绩实行奖

惩。在管理中，注意发挥教职工的主体作用，采取多种形式使教职工参政议政制

度化，保证教职工的民主权利。并正确处理学校行政和党支部的关系，发挥学校

党支部的监督保证作用，正确处理党、政、工、团以及民主党派的关系，调动各方

而力量为办好学校同心协力。

近几年来，学校强调面向全体学生，大面秽l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注重广泛开

展课外科技、艺术活动，发展学生个性，发现和培养尖子人才。学校办有成都市

计算机奥林匹克学校，成立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参加全国、省、市各级各类竞赛，

取得优异成绩。其叶1高89级学生店若曦代表我囤参jJlI第30心H际l{l学生数学

奥林匹克竞赛，获得银质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1984年以来，学校科技活动6

次获得rtill禹中学评比一等奖。体、艺尖子不断涌现，多人参加困际囡内比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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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奖，足球、田径成绩也名列市上前茅o 1990年，学校评为市德育先进集体，1986

年以来，教学质量年年提高显著，多次受到市上表彰。学校也被市委、市府授予

文明单位称号。1992年，学校与全国名校并驾齐驱，列入《中国名校》。

树德中学建校70年，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有为革命献出年轻生命的烈

士，如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荣士政，牺牲于成都十二桥的余天觉；有党政

部门的领导，如原四川省副省长现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等；更有大批各条战线上

的专家、学者、教授，女H：IC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胡代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席克

正，第一任国家女排教练阙永伍，文学史学界的安旗、于克豪、唐嘉弘、罗荣渠、周

锡银等。仅1989年来校参加60周年校庆的不完全统计，教授、副教授、高级工

程师、正副研究员、正副主任医师就达350多人。今天随着学校三年发展规划的

实施，设备将更加完善，优良的传统将更加发扬光大，树德中学将会成为“五个一

流”的名牌学校，云集莘莘学子，造福子孙后代，称雄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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