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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鹏校长和副校长高正光，熊

浩在校运动会主席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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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赞 园 丁

献给人民教师

(调寄金缕曲)‘

杨。 农

盛世尊师道，赞园丁，牺牲精神、品德崇

高·甘为黄牛与虹烛＼不羡高官厚禄。呕心沥

血垒砖石，不遗余力育花圃。凭丹心俱献与孺

子，为四化打基础。 ．

满园桃李竞芬芳。经几秋凄风苦雨，冷雪

寒霜·笑看幼苗茁壮长，血汗结出硕果，辛劳

岂是一瓤／?待等春风又报捷。恩义情，谁可
比?



云县第一中学校志

编纂人员名录

·主、 编。 杨农

编．辑。 陈一鹗 ‘金元中

责任编辑·‘‘马跃华，‘．

，审 核。 王恩鹏 孙天裕

高正光 熊浩

封面设计， 黄载杰

照 片： 段学武 ，

L，

‘

校 对。： 熊世璋 ’祝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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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举国上下各条战线积

潮声中；《云县第一中学校志》终于与大

值得人们高兴的事。

学建于l 9 5 8年，至今才有3 2年的历

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却是重要的一页。它不

业的发展上有很大影响，就是在云县经济建

忽视的作用。

建立，结束了云县人民读高中难、读大学难

的局面。给云县人民培育了上万的初高中毕业生，给国家输

送了五百多个大学生，几千个中专生。这些从云县一中毕业

出去的学生，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发挥作用。

有的出国留学、考察或工作。有的当任了领导职务，有的已

获得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农艺师．中小学高级教师，主治

医师，大学讲师等职称，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更多的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我们可

以自豪地说云县一中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是很大的：云县

一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是因为它聚集了一大批来

自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他们有的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有的

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培育出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有的是

来自外省外地，有的是土生土长。正是有这么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追求名利地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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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发展云县教育呕心沥血，苦心孤诣，默默奉献。

特别是在那动乱，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以一个教师的良知责

任感和高贵品质，冒着“天下之大不讳罗，坚持了学校以教

学为主，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主的方针，坚持了学校要培

养“四化"建设入才的方向，真理没有辜负他们的若心，终

于获得硕果。同时也在人们心目中获得了应有的理解，从而

使云县一中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这样使云县·

中能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和前进。 t·

．，

为了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我们特请了原一中老校长及

高级教师陈一鹗，一级教师金元中三人，编写7这本《云县。一

第一中学校志》；它既是历史的痕迹，也可作后来者的借

鉴，而更主要的是以此来表达我们对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

教职工们的敬意l，⋯．
’’ ⋯ i ，’

在编写《云县一中校志》的过程中，·一直得到《云县

志》编委副主任，办公室主任马跃华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支，

持。使这本《校志》得以在不长时间里顺利地编写出来。我；

们特表示衷心的感谢l编写入员要我给《云县一中校志：》写

。个序言，我就以上面的话聊作塞责吧。

r c云县第一中学校长 ，王恩鹏

⋯⋯⋯+⋯⋯
l 9 9 0年2月I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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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 9 7 1年一l 9 7 2年初中二年制课程时

数表．．．⋯．．．⋯⋯⋯⋯⋯⋯⋯⋯⋯⋯．．．⋯”，⋯”·⋯⋯⋯8 8

附表3 0 l 9 7 2年一l 9 7 3年三，二制课程时

数表 ?”⋯⋯⋯⋯⋯．-．⋯⋯⋯⋯⋯?⋯⋯．-．⋯⋯⋯⋯⋯·3 9

附表4≯l 9 8 1年全日制中学程设置时数表 ⋯⋯⋯4 0

第二节教学方法唑⋯⋯⋯⋯⋯．．．，．．⋯⋯⋯⋯．．．⋯“·4 2

一．i课堂教学，⋯⋯”⋯叩⋯．．．⋯．-．⋯⋯．．．⋯⋯_⋯⋯4 2

=，1公开教学⋯⋯⋯⋯⋯⋯⋯⋯⋯⋯⋯．．．⋯·?⋯⋯⋯·4 5

三．实验教学⋯⋯⋯．．．．．．⋯¨_．．．⋯⋯⋯．’．⋯．．．⋯⋯4 5

四．电化教学⋯．．．⋯．．．⋯⋯⋯⋯⋯⋯⋯⋯⋯⋯⋯⋯⋯4 7

第三节学科考核、招生．学籍管理，奖惩⋯⋯⋯⋯4 8

第四第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车．支农一⋯⋯5 l

一。学工．，．m⋯⋯⋯⋯一⋯⋯⋯⋯⋯⋯，t．⋯⋯·⋯⋯”5 l

=，学农⋯叶⋯⋯⋯_⋯⋯⋯_⋯⋯⋯?⋯⋯⋯⋯⋯”5 3

三．学军⋯⋯．．．⋯⋯．．．⋯⋯．．．⋯⋯⋯⋯··'·t．⋯⋯⋯⋯5 4
，-

f● 。

四．支农⋯””⋯⋯⋯．．⋯⋯⋯⋯⋯”⋯⋯⋯⋯⋯⋯⋯-6 5

第四章体育工作．．．赫⋯·：⋯⋯⋯一⋯⋯一叫：⋯⋯⋯5 6

第上节体宵教学与体育活动；⋯。．．．．¨一一；⋯一⋯·5 6

第二节竞赛⋯_⋯⋯·n一”·⋯⋯：⋯．．．⋯⋯¨”“，t 5 7

第三节体育设施⋯⋯⋯：⋯⋯⋯．．．⋯⋯．．．·；⋯⋯⋯”5 g

第五章文艺活动m⋯“⋯⋯⋯“⋯“k⋯“一⋯．¨’6 O

第六章学校财产o⋯⋯一．．-m一．．．．-．⋯⋯-；⋯⋯⋯⋯-6 3

第一节基本建设⋯⋯⋯⋯⋯⋯⋯⋯⋯⋯⋯⋯⋯⋯⋯6 3

一．土地⋯⋯⋯⋯⋯⋯⋯⋯⋯⋯⋯⋯⋯⋯⋯⋯⋯⋯“6 3

二．房屋建设⋯一⋯⋯⋯⋯⋯⋯⋯⋯⋯⋯⋯⋯⋯⋯⋯‘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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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一中校舍建设统计表⋯⋯⋯⋯⋯⋯⋯⋯⋯⋯⋯⋯6 6

第二节教学设备．．．⋯⋯⋯．．．⋯“⋯⋯⋯⋯⋯⋯．．．⋯7 O

第七章经 费⋯⋯⋯⋯⋯⋯⋯⋯⋯⋯⋯⋯o⋯⋯7 l

第一节国家拨款．．：⋯⋯⋯⋯_⋯k⋯一⋯⋯⋯⋯j⋯一7 l

第二节学．杂费⋯⋯⋯⋯⋯⋯⋯⋯⋯⋯·‘⋯⋯．．．一⋯7 4

第三节自费生、补习生⋯⋯“⋯⋯⋯⋯⋯⋯⋯⋯⋯·7 5

第四节4’校外集资’⋯：：：“⋯；～；。“小山山一⋯⋯⋯”7 6

第五节7勤工俭学 Ⅲ：⋯“““““⋯．．““⋯⋯⋯⋯⋯一7 6

第六节伙食团费用 ““o⋯山“““⋯⋯“⋯⋯⋯⋯“7 7

第七节 图书室 ：⋯⋯。一“““。“⋯⋯．．。⋯·⋯⋯⋯⋯7 8

第八节卫’生⋯⋯⋯⋯⋯⋯⋯⋯⋯⋯¨¨⋯⋯⋯。7 9

云县第一审学校教师文化结构表⋯⋯⋯⋯⋯⋯⋯⋯⋯·8 0

一，+云县中学党支部：行政：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干部

一览表 ⋯⋯⋯⋯：⋯⋯⋯o_⋯⋯⋯⋯⋯⋯⋯⋯⋯⋯-‘8 l

二．云县一中教师一览表”。⋯_“⋯“．．“．．_⋯⋯⋯”‘8 6

云县一中职员名录⋯⋯⋯⋯⋯⋯⋯⋯⋯⋯⋯⋯⋯⋯l O 2

三、云县一中1 9 5 8年——1 9 8 8年班级学生数统计

表，．．．．．⋯⋯⋯⋯⋯⋯⋯⋯⋯⋯⋯⋯⋯⋯⋯⋯⋯⋯⋯1 0 3

四，云县中学录入大专院校统计表⋯⋯!i．．．⋯⋯⋯’l O 6

五、云县一中l 9 6 1年——l 9 8 9年学生录入大专院

校名录一⋯⋯⋯⋯⋯⋯⋯⋯⋯⋯⋯⋯．．．⋯⋯⋯⋯⋯”l 0 8

云县一中高一班——高八班学生名录_⋯⋯⋯⋯⋯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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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遘

7年7月，由政府拨款6 0 0 0 0元，在云

坝征地4 2亩，筹建云县第一中学。．学校于1958

于同年8月招生，9月开学，初中由涌宝中学划

一个班，初二年级两个班至云县一中，另外，招

，共四个班，这是云县高中教育的开始，后逐年

班，初中两个班，到1 9 6 0年，完全中学建制

6 4年增招初中一个班，l 9 6 5年高初中共设

到l 9 8 8年，已发展到初中l 3个班(其中一

8 3 8人，高中l 2个班6 7 2人。高初中学生

0人。建校3 0年来，云县一中由于教学发展的

占有面积巳增加到3 7 4 5 7平方米，先后在云

的约有l 3 0多位教师。他们来自祖国各地，为

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才，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云县

来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t ’

育稳定时期(1 9 5 8年二一l 9 6 6年)

治动乱时期(1 9 6 6年——．1 9 7 6年)

前期(1 9 6 6年——l 9 7 O年> ．

后期(1 9 7 1年——l 9 7 6年)

三，教育振兴发展时期(1 9 7 6年以后>

l

吖，，厂

，



L；{殛气

，。



． (一)动乱前期(1 9 6 6年一l 9 7 1年)

有2位教师被迫害，．成为“革命对象一，从1966年7

月，中共云县县委在云县一中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试

点，派来以梁满才(县委誊委，公安局长)为首的工作组，

云县中学语文教师严兆昌被定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而被批

判。 ：

1 9 6 6年8月，中共临沧地委决定云县一中全部教师

集中到临沧党校办学习班，被集中的还有各县中学教师，同

时高中毕业班—_高六班学生全部参加，高一．二年级则派

代表参加，作为“革命动力"。

．
1 9 6 6年1 1月间；学习班选派学校师生代表到到京

进行“革命串联"，并前往参加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赴京代

表启程后，革命大串联的影响波及牖沧地区，师生均组织徒

步串联，学习班就此解散。 ．

．-

校领导被批判，被诬为“走资派’’，“叛徒”。l 9 6 7

年3月，串联师生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陆续返圆学

校，并成立若千群众战斗组织i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

师派军宣队二人进驻学校。
’

l 9 6 7年7月1日凌晨，在“砸烂狗头’’口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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