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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服务盛世。编纂教育志是千秋大业，其目的

是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学校校志是教育志的基本组成部

分。编好校志，对于了解本校传统及特点，吸取历史经验教

静H，以办好社会主义学校，更有其重要的意义。1一

遵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委及桂林市教育局的布置，我校

从一九八七年起开始进行《桂林中学校志》的编写工作。在

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和参阅了下列资料t ．．

?t (一)解放前后各时期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

教育法规，法令，章程．条例等文献， ’一 ’

。：．，《二)解放前后我校出版的校刊，期刊等校史资料。目

前已收集到的计有。
一 解放前的≤。·九一。年(前清宣统二年)《广西桂林官

立中学堂重订现行章程》及《学部奏定增订各学堂管理通

则》 }’．一．．_。
‘

： ．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中校刊》一、九、十期(广西省立

三中出版) ‘

．‘

一九三四年《桂林中学校史》(广西省立桂林初中编)

一九三五一一九兰六年《桂林初中校刊》一九三五年
1—3期，一九三六年5—6期(广西省立桂林初中出舨)

． 一九三五年四月《飞涛》(桂林初中学生自治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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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鬟广西省立桂林初级中学一览》(桂

林初中出版) 、．

’

，

。

一九三七年一月《桂林初级中学学生自治会期刊》(桂

林初中学生自治会出版)． ?： ： ， 、

． 一九三七年五月《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概览》(桂林

高中出版)
’

·
。t

．⋯·’：一九四O：L上九四一年《青年先锋疹‘。．二期(桂林
中学学生自：治会出版．)o：7’⋯o吱t?1∥一二孓?§·毛0 o墨

．10，，一九四二年《桂中一览》(桂林中学出版)4，1．=：：，‘

一j。九四八年七月《桂中学生癸’(崔中学生自治会出版)
． 一九四八年十月．袋桂中期讨(校庆四十三周年特刊)》

．．(。桂林中学出版>二．
、

一

；_解放后的有l。．j

． 一九五三年八月《．人民桂申》(桂林中学出版)～。!j

。0一九八工年二月《桂林中学校刊》(总第一期)(桂林

中学出版)

，一-·九八二年二月《、桂林中学校书菇．(总第：期)《桂林

．中学出版)
’’ ‘

·jj}i
t“ ·、：孛

：”一九八四年五月《-桂林中学校韵》(总第三期)(桂林

中学出版)

一九八五年九月校庆八十周年出版的《桂林中学校友通

，讯录》第一集、第二集及《桂林中学校史资料文集》(均桂

林中学校史办公室出版)， ， ·一：一’，

t；，t三-)解放后历年学校工作计划及总结等资料。1
’

． (四)我校校友和教职工提供的校史资料和对过去学校

情况的回忆等。t-．，’{：·一i +。；j ．津· 一

1． 负责编写《桂林中学校志》的是桂林中学校志编辑委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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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普通科j=‘‘后期师范稃。三、初中部普通科。四、‘前

期师范科。五、附属实验小学。六、幼稚园．。规模达60余

班，学生共1000余人。一九三一年八月，我校高初中分校，一

高中部改名垡广西省立第三高级中学"，设于王城第二师范

暇址(今广西师范大学处)，初中部改名矗广西省立第三初

级中学”P仍在崇德街原处。一九三二年秋j停办师范科d

迄一九三三年，高中部普通科学生先后共六班，后期师范科

七班，．初中部普通科十四班，前期师范科一班o j ．‘

一九三四年秋，桂林县立桂山中学合并于省立第三初级

节学，更名“广西省立桂林初级中学”。是时，学生共19班，。

1000余人。至一九三八年，大致维持16—18班规模。原省立

第三高级中学则更名“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力。，：一允置六

年冬，‘广西省会自南宁迁回桂林，省政府及第五路军总司令

部设予主城。桂林高中乃于八月迁址良丰雁山西林公园，与

原在西林公园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同处一地。九月省立

师专改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桂林高中改隶广西大学，称

“广西大学第二附属高级中学”矿一九三七年二月，广西大

学文法学院迁桂林市李子园(‘今桂林医学院处)；桂林高中

仍恢复原校名“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矿。是时，有高中学

生10班，245人(其中女生32人)。而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

三七年二月，桂林高中学生先后共25个班，另后期师范科秘

班。
‘

! 。·：。 i‘ 7．···? _ ，：?

一九三八年秋；良丰桂林高中迁设崇德街与桂林初申台

并，改名“广西省立桂林中学’’，恢复为完全中学体制。一

九三九年，’在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日机对桂林大肆轰炸

的情况下，学校将初中班迁临桂县会仙乡及永福县罗锦乡分

别上课，称为分校。。一九四一年春，罗锦分校结束，会恤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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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改为省立临桂初级中学，我校复招初中班，仍为完全中学

(但以高中为主，历年初中班次都较少)。+自抗战以来，我

国广大地区陷敌，桂林作为大后方的。文化城"，日渐繁

荣。我校奉令尽量收容战区转来的学生及归国侨生，因而人

数日增。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共有学生26班(其中高中23

班，初中3班)；学生1373人，高中班级之多为历年所未

有。由于建校三十余年之积累，．图书有四万余册，物理仪器

有600余种2000多件，化学仪器有300余种7000多件，显微镜

有14架。图书仪器之多，亦为广西各中学之冠。一九四四年

秋∥日军南侵，桂林沦陷。我校职工十余人随学校领导运送

图书仪器往五通、宛田，龙胜方向疏散，师生则各自疏散俱

未瞻往。．其后五通，宛田，龙胜亦相继陷敌，图书仪器损失

殆尽，原有校舍则犬部分遭焚毁。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科

后，始重建校舍复课。一九四八年秋，全校共16个班(高中

14班，初中2班)，学生805人(其中女生118人)，学校规

模已较前减缩。由一九．--)k年秋迄一九四九年秋计共毕业高

中52个班，初中19个班。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二日桂林市

解放前，除一九四九年秋一度改用桂林高中校名外，学校■

直沿用“广西省立桂林中学"校名。’^一，一_，≯p一
，；解放前的桂林中学，基本抄袭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制

度，‘并深深打上帝，官、封反动统治的烙印，且具有广西地

方实力派统治的特点(如从三十年代起学校实行严格的军训

制度及军事管理，即反映广西李宗仁，自崇禧集团统治的特

点)。：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军阀的混战，给中国人民造

成的深重灾难，学校自也不能幸免。．据校史资料记载。一九

二四年五月，广西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在桂林混战，沈

军围城六十三日，我校在校师生粮绝，不得不以蕉根树茎充

‘

孳



饥J一九=九年四月蒋桂(蒋介右与桂系部队)战争之后，

广西政局动荡，学校经费无着，教职员薪债积欠十余月未能

发下，十二月。省立各校教职员仍向桂林收支处请领伙食

费，不料反受侮辱，各校教职员愤而罢教，至次年三月应垒

体学生之请始行复课1．一九三。年蒋(介石)冯(玉祥)阎

(锡山)军阀混战，桂系亦向蒋开战，六月失败撤回广西，‘

军队云集桂林，我校校舍沦为兵营，不久蒋军压境，桂军闭

城自守，鞯军飞机遂轰炸桂林，且以我校为投弹目标，因而

、员生四敞，学校停课达十余日。至抗战束期桂林沦陷时，建

校所遭破坏，更是惨重之极，固不用说了。

由于我校各时期均有不少热心教育事业，关心青年成才

‘的正直教师为培养学生面认真教学，辛勤操劳；许多学生也抱

着为国为民努力学习的思想，勤奁读书，奋发上进，因而学校

学风较好，教学质量也较高，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特别在

进步的社会思潮和革命运动影响下，学校中进步师生不断探

索革命真理，积极参加爱国和革命运动．北伐战争时期，我拄

学生与市内各中学学生一道，积极开展反英反日宣传，进行

抵制日货运动，捉拿过帝国主义分子卜赖天(荚国圣公会牧

师>。一九三一年盯九．·--Jk"事变东北沦陷消息传来，师生

奋起组织“夜呼队"，每当夜深。集队前往各街道高呼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假日又到各处宣传演讲团结抗B。

而从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七年春)起，我校就一直有中国

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革命火种，团结进步

师生，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并向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英勇斗

争。抗战初期，学校师生常利用假期，到桂林附近各县农村

宣传抗日，许多学生参加广西学生军奔赴抗战前线工作，其

中不少后来锻炼成革命战士。还有部分学生慷慨奔赴延安。



投身抗击日寇的战场。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

．和四let，我校学生积极参加了全市学生“反内战、反饥饿、‘j

反迫害，，．的示威大游行，一九四九年四月，我校教师秦强被

饿死，全校学生愤慨地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摧残教育，迫

害教师的抬棺大游行等，这些斗争教育了群众，也锻炼了师

生的革命意志。在党的教育培养下，，n不少青年学生投身人民

革命事业，参加武装斗争。在斗争中光荣牺牲的有刘德鸿、

苏武杰、’李应朴(女盖、陈保民、杨庆祝、刘美荆(女>，

刘俊民等烈士。桂林中学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 一

． ?

‘

·(二)
，7

● ’
，

‘

●
’

’j：，桂林市解放后，市军管会决定将“广西省立高级商业职

．’ 业学校"合并我校f校名定为“广西省桂林中学，，(五十年

代，‘由一九五三年九月至一九五九年八月，曾用“桂林高

‘审一校名、一九五九年八月以后用“桂林市桂林中学打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

学校i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广它就一直是广西和一

’桂林市的重点中学之·，由于认真贯彻了党的全蕊发展的教

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它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建设人

才，向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及积累办学经验方面，都

取得过较好的成绩。但它在解放后三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

却不是平坦而是曲折的。当办学指导思想比较符合教育规律

的要求时，教育教学质量就有所提高1t当教育工作中各种错

：误倾向，特别是“左刀的指导恩想干扰和影响学校时0教育

教学质量就下降。而在“文化大革命彦十年内乱中，教育质

量更是一落千丈。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
●

，

． ● 。二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了十一屉三中全会，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进入新的厉史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学校工作才重新走‘

上正轨。随着教育改革的全面开展，目前学校正向着建设一

个有影响、有特色、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学校的目标前

进。下面再分四个时期略加分述· 。．

(7--)从一九四九年七．一月桂林解放到一九五六年七：

年闯，学校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桂林

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即接管了桂林中学，从国民党反动派手

中夺回了教育权，派出了新的领导(首任校长汤松年)，取

消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训导制度，军训制度及“公民"等反

动课程，开设了马列主义的政治课，对学校师生员工进行了

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用了人民政府新编的各门教材，学

校又逐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一学生会，教

育工会，中国共产党支部及各民主党派组织，开始向社会主，

义方向迈开前进的步伐，迎接解放带来的新生；在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师生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积极性是很高
的。在一九五O年～一九五三年的抗美援朝运动申，学生
参军参干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先后有三批共100多人。-九

五二年初绝大部分教职员工及高中学生202人分别到鹿寨，‘
’

来宾参加土改运动达五个多月，其中立功受奖的不少。一九

五三年全体教职员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提高了对党的、认识

和为人民服务的恩想。在建国初期我国还缺乏办社会主义教

育经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在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教育

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向苏联学习的办法。桂中从一九五一年

八月起，作为重点开始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主

要是学凯罗夫教育学)，‘用以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在广西，

桂林都起了带头作用。同时也开始试用苏联新教材。虽然我

?



，

，

们在学习外国经验中存在过某些照搬照套，结合我国实际不

够和形式主义的毛病(如课堂上照搬五个环节，实行五级

记分制度等)，但通过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看来这个学习述

是有益盼卜对办好社会主义学校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九

五二年三月十八日教育部颁发试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融

后，学校开始认真贯彻“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

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这一方针二当时，学校很重视对师生

进行马歹{I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恩想品德的教育，先是

进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抗美援，

朝，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前 “五爱"(即爱祖国、爱’

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接着又着萤，

抓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与劳动

教育等。提出了靠以教学为中心静来抓好学校工作，建立了

正常的教学秩序，强调了教学的计划性，要求教师认真钻研

教材，明确教学目的要求，研究教学原刚，教学方法i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加强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救学和基本技能的．

哥ll练。建立了教研组，经常学习教育理论，开展集体备课，

搬互听课，观摩教学等活动。遵照并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哩作好)和“键康第一”的指
示，学校积极开展了文体锻炼活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劳动与卫目一的锻炼制度，学生体质增强了。教师还比较

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注意调整课外作业量，指导学

生科学分配时阔。这样，．学校形成了关心政治，勤奋学习，

遵守纪律，民主团结的良好校风。通过政治业务学习及参加

政治运动的锻蠊i教师队伍也逐步得到改造，向又红又专的

方向发展。学校教育质量有比较显著的提高。一九五三年暑

假。高中毕业生71人，考入高等学校的69人。占97．1％。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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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四年署假，高中毕业生49人∥考入高等学校的42人，占

85．7％·。一九五五年暑假，高中毕业生188人，考入高等学

校的155人，占82．4％。一九五六年暑假，高中毕业生47 1

人，考入高等学校346人，占73．46％，高考平均总成绩为全

广西各中学的第一名。这是学校工作开艟较好，基本向上的

一个时期。学校规模也有所发展，由解放初一九五O年时的

17班(高中lO班，初中7班)，学生745人，发展到一九五

六年秋的29班(高中23班、初中6班)，学生1380人(其中

女生327人)。 ‘

乏．

。一(二)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的

十年中，学校工作虽然有一定曲折，但总的说来是在继续前

进的。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阿志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

下，学校教育在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

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黟，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勤工俭学和课外

科技活动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一九五八年春我校由

解放西路迁到西郊甲山办学后，积极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方针，办起了工厂√农场，在师生中加强了劳动教育

和锻炼。但这一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及教育工作中

“左"的指导思想屡屡干扰和影响学校的工作，在办学指导

恩想上有过严重的失误，因而严重的影喃了教育质量的提

高。一九五七年由予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我校曾错误地清

洗了十多名教师，严重地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削弱了学校

教学的力量。一九五八年的“教育犬革命"，违背教育规

律，错误地批判“教学为主”的原则，以政治代业务，过分

强调劳动实践，生产劳动过多，，削弱了课堂教学。如一九五

八年五月至十一月校外校内劳动就有t 950多名师生参加桂

林农械厂平地基义务劳动13天，完成6270公方的土方工程·



600多名师生下农业社参加抢收拾种，完成900多亩收、秭侄，，

务，too多名师生参加永福县林场登云山造林站造林，十天

中共挖4，910个毛竹坑，800多名师生参加市瓦窑工业区义务

劳动一个月，完成13，000公方的土方工程，100多名师生支

援钢铁厂大炼钢铁一个月|十月至十一月校内又掀起大炼钢

铁，大办工厂农场的运动等。一九五九一一九六O年，校
外义务劳动少了一些，但校内工厂，农场劳动任务仍然很

重。如一九六O年学校提出大办农业，开展“一、四、六，

六”运动，即要求师生每人一年生产粮食100斤，蔬菜400斤，

食油及肉类各六斤。“瞎指挥"、“浮夸风刀也一度在学校中

，泛滥起来，提出过不少不切实际的口号。在“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思想指导下，政治运动不断进行，一九五七年至一九

五八年反右派斗争后，上九五九年有反右倾斗争，一九六O

车有新三反(反贪污’_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九六

三年以后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一运动等，也占用了

不少教学时闯。因而教育质量有所下降。一九五七年高考总

平均成绩，我校在广西各中学中降为十一位。一九五八年尚

为广西各中学的第七位，一九五九年叉降至十七位，一九六

，O年为十六位，一九六一年略有提高，也还是十二位。‘当

然，这几年高考成绩在全区大致还属中上水平，但从桂中过

去的质量情况，以及学校领导、师资，设备，学生来源等条

件看，应该承认教育质量是下降了。一九六一年以后，L出予

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吸取了过去

一段时阅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由予认真贯彻了一九六一年

下半年《广西区重点中学工作条例》(10条)及一九六三年

教育部颁布的《全日翩中学暂行工作条铡(草案)》(50象)。‘

萱新强调贯彻德。智、昝全面发展的方针翻教学为主的愿



则，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才逐步得到恢复，基础知识的教学

和基率技能的训练重新受到重视，刻苦钻研，打好基础，发

奋读书，练好基本功(读，写，算能力)的精神噩新受到鼓

励，学校教育质量才回升了。虽然经历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

期，但学生的精掉面貌总的说来是好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著作，靠拢党团组织，政治

上积极要求进步。遵守纪律，上课、开会秩序良好，学生尊敬

老师，懂礼貌，品德败坏(为偷窃、打架，流氓行为)的学

生是很少的。早读时书声琅琅，上课时专心听课，不少学生

能大方流利的回答老师的提问，豌自修安静无声。学校文体

锻炼也很活跃，起床后早操前自觉坚持早锻炼的人数达8tj％

以上，一九六三年一年内就通过等级运动员32人。这一时期

和前一时期，桂中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好的或比较

好的，他们经过高等学校的学习或在工农业战线上的锻炼，

已在不同岗位上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但这段对

问，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以及政治运动和劳动过多

的现象在学校始终未得到彻底纠正，教学为主的原则一直或

多或少受到干扰，也是应看到的。学校规模。一九五七年秋

共30班(高中20班、初中lO班)，学生1，509人(其中女生455

人)，以后几年大致维持22—26个班，一九六六年“文化大

革命”前是26班(高中18班，初中8班)。从一九五。年至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校共办高中100个班，初中52个班。‘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一九六六·五一一
九七六·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严重破坏

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桂中不例外地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混淆敌我、混淆是非的“大批判”和乱批乱斗的恶浪望，

教育战线的十七年被诬蔑为“黑线专政”，社会主义掌校被

ll



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节．桂中这所在“文
革”前办得很有成绩的重点中学，竟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

样板力。学校党政领导瘫痪了，学校6名党政领导干部全被

打成“修正主义分子"， “走资派疗，横遭批斗甚至隔离审

查。广大教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黟的帽子，甚至打

成“牛鬼蛇神”受到无情打击和迫害，在“文革，，各时期先

后被批斗和隔离审查的教职员达40多人，占全校教职员总数

1／3有多，其中两名教师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被无

辜打死；学生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泛滥，闹派

性，打砸抢，甚至搞武斗。在一九六八年夏桂林两派武斗

中，桂中参加武斗的学生有6人被打死，被流弹打死的也有2

人。一丸六六年十一月，遵照区，市指示，学校甲山校址借

给越南育才学校使用，仪器也暂存甲山，学校迁往市东郊原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生物系地址(猫儿山)暂作校址，直

到一九六八年九月重新迁圆甲山．因此甲山校舍，学校仪器

-得免遭破坏，但搬迁至猫儿山的校具损失不少，图书损失

9，700多册，猫儿山师院校舍则遭到极大的破坏。一九六八

年秋学校迂回甲山，开始“复课阉革命，，进稼．“斗，批、

改”，在“左黟的指导思想统治下，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

课"，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清理阶级队伍，j“一打三

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

浪费)，到“反回潮"， “反复辟刀，：‘‘反右倾翻案乃等，

学校一直处在动荡混乱之中。在开展“教育革命”过程中，

批判所谓“智育第一"，实际上否定了学校工作要以教学为

中心，否定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必要性I批判所谓。师

道尊严蟹，·“管，卡、压一，实际上破坏了学校正常的教学

秩序和组织纪律性I培养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期乃的



矗厦潮流一精神，更是败坏了对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

品质教育，助长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造成教师不敢

教、不敢管，学生不想学、不愿学。“文革，，中出现过不少

所谓“新生事物，，，如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_÷。

一九七八)l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恩想宣

传队进驻学校，工厂(乳胶厂)管理学校(一九六八—上一

九七七)J缩短学制，高初中实行“=、二或二，三弦学制

(一九六九—一一九八o)I招生免试分配(一九六九一
一九七七)，学生按营、连编制，开卷考试，允许学生考试

抄书，开门办学，到生产队办学，毕业生一律下农村插队等

等，基本上也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对办好学

校，提高质量，培养人才起消极作用的。这段时间，尽管我

校不少有教育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对这些

“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有所不

满，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抵制，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坚守工作

岗位，继续遵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尽力维护学校

秩序，加强组织纪律教育，扶植社会主义正气，．反对资产阶

级思想腐蚀和各种歪风邪气，尽可能的教育和帮助学生多学

一些文化科学知识和技雒，努力开展正常的体育锻炼活动，

特别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五年还分别取得过一定成效。但

总的说来，十年内乱对学校是一场大灾难，‘造成的危害和破

坏是非常严重的，不少学生成了“文盲加流氓”，教育质量一

落千丈。这时期，由于实行学生免试分配入学办法，加上桂

林市在缩短学制情况下要求普及高中，学校规模过分膨胀。

一九六九年春全校35个班(高中16班、初中19班)，一九七

六年秋是32个班(高中14班，初中18班)学生1，484人，，连

学校原有实验教室也取消改用为教室上课，这也是很不正常



的。由一九六九年秋封、一九七八年秋我校共办．=年制高峙197．

个班，=年或三年制初中60班。．i：：； ，、r．：l ⋯ 。“

(四)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静后，党召开了十一届兰

中全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规。拨乱反正，、学

校工作蘑新走上正轨。从一九七八年秋起，桂中重新被确定

为区，市重点中学。～九八一年七月，学校由西郊甲山迁回

解放西路原址办学。学校领导班子和教职工队伍进行了调整

和充实。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普遍树立起夯

好重点中学的光荣感，责任感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紧迫感。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坚持以教学．

为中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j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方针，面向全体学生的办学指导恩想更明确了。在德

育方面，学校坚持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培养办

因化而学的思想，船强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五讲四美兰热

爱力活动，以建设高度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在全校师

生中培养“勤奋学习，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民主团结、艰

苦朴素、生动活泼，，的校风，‘“认真负责，管教管导、严格

要求、耐心教育。爱护学生，以身作则"的教风，和“勤学
- 好问、打好基础、独立思考，联系实际、尊敬老师、天天向

上帮的学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方

． 向，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放在首位，增强学生抵制资产阶

级腐朽没落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能力。在方法上则

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讲清道理，耐心疏导，并与健全学校各

项规章制度，严格管理相结合。在智育方面，学校贯彻教学’

为主的原则，加强教学管理，建立起良好的教学秩序。切实‘。1

进行教学改革，在狠抓双基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熊方，

在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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