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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校志记载肴一段历史，历经八十七年沧桑，几经磨难，几

经辉煌，记录了山东省青岛第十一中学的昨天和今天。

公元一九八五年九月，依照青岛市教育史志办公室布署，学校

成立了以张思德先生为组长的六人校志编写小组。开始了浩繁、复

杂、艰辛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小组成员走市史志办、访市博物馆、

档案馆、老校友、查校内外资料、三上省城、外调函调、笔录摘抄。先

后登门采访百余人，发函二百余封，查阅资料四百余卷，收集索材

近二十万字，绘制图表四十余张。由张思德整理，王树娥执笔编纂

校志第一稿，共十章十四万字。其间几经讨论，数易其稿。足见工

作之艰辛，成效之显著。

时隔十年之后，一九九六年三月，在建校八十五周年之际，重

建编撰小组，张思德任顾问，由韩卫、李歧山、龙连柯组成编纂组。

在第一稿的基础上重新编写校志。继续收集一九八五年以后的资

料，重新设置框架，编排目录，筹措校志的正式动笔。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日召开“山东省青岛第十一中学校志编撰

会”，校领导、编写组成员、校友顾问、执笔人员共三十三入与会，制

定工作程序和原则。历经两个月成稿，其问三次通审，四次修订，两

次清样．本志资料还取之于《青岛教育大事记》(189l一1987)、《青

岛党史资料》、《崇德中学民国二十二年校刊》等。

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史实，记事

记人，不加修饰，不发议论，寓是非褒贬予记叙之中，力图真实显现

学校史况。

本志共十章，第一章执笔杨志民，审稿孙长永，第二章执笔毛



昕，宋云，审稿刘晨；第_二章执笔李华蕾，审稿戴富贵．张思德；

第四章执笔滕云，审稿高华成．乇愉如：绝五学执笔张．丘波．E宪

廷，审稿韩卫；第六章执笔罗祥郴，审稿张勤．宋万锦；第七章执

笔下洁，审稿乇国萍．刘凯风：第八章执笔张晓青，审稿刘凯风；

第九章执笔孙康功，审稿刘j乐杰；第十章执笔李欣琦，审稿刘凯风。

-住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博物馆、市档案馆。市革命纪念馆．

Ifi党史资料办公窜等睢位及省城彳J．父郑I．J 5|f；力瞰助。海内外校友给

予了热情的帮助。老校友，原青岛市文化局剐局长聂希文等老前辈，

为此举付出了心缸。曾往十一中I：作过的贺文光。曲邦勋等老领导

给予r很好的指导。市教育科学影f究所的孙新兴同．厶为奉．占4k-t出许

多指导性的宗贵意见。李岐山先生为此志全心投入，为校志的成功

作出了努力。

特谨向以I：坼位．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奉献给新老同f：．新老校友的(tll东省青岛第十一中学校．矗》，

历经近一个世纪，资料与当时人受限，不足之处难免。但是，最大

的功绩是——它诞生了。

顺青岛教育改革之潮流，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一日青岛市人民

政府决定青岛十一中学与青岛女子职业中专(原青岛八中)．青岛美

容美发学校(原青岛十中)的美容美发专业合并。至此又将翻开了

一页崭新的史册。

孙长永

一九几八年四月



目 录

第一章学校的创立和发展

第一节学校的创立⋯⋯⋯⋯⋯⋯⋯⋯⋯⋯⋯⋯⋯⋯⋯⋯⋯⋯1

一、创立过程⋯⋯⋯⋯⋯⋯⋯⋯⋯⋯⋯⋯⋯⋯⋯⋯⋯⋯⋯1

二、学校的原始规模⋯⋯⋯⋯⋯⋯⋯⋯⋯⋯⋯⋯⋯⋯⋯⋯1

第二节学校的变迁⋯⋯⋯⋯⋯⋯⋯⋯⋯⋯⋯⋯⋯⋯⋯⋯⋯⋯2

一、7匹名胶东中学⋯⋯⋯⋯⋯⋯⋯⋯⋯⋯⋯⋯⋯⋯⋯⋯⋯2

二、^芑名崇德中学⋯⋯⋯⋯⋯⋯⋯⋯⋯⋯⋯⋯⋯⋯⋯⋯⋯2

三、普通高科班经费及设备简介⋯⋯⋯⋯⋯⋯⋯⋯⋯⋯⋯4

．7四、本校观象山校产保管办法⋯⋯⋯⋯⋯⋯⋯⋯⋯⋯⋯⋯5

五、易名第二中学，恢复崇德⋯⋯⋯⋯⋯⋯⋯⋯⋯⋯⋯⋯⋯6

六、治理整顿⋯⋯⋯⋯⋯⋯⋯⋯⋯⋯⋯⋯⋯⋯⋯⋯⋯⋯⋯7

七、命名十一中，收回主权⋯⋯⋯⋯⋯⋯⋯⋯⋯⋯⋯⋯⋯⋯8

第三节收回教育主权，青岛十一中的诞生和发展⋯⋯⋯⋯．．．1l

一、历史背景⋯⋯⋯⋯⋯⋯⋯⋯⋯⋯⋯⋯⋯⋯⋯⋯⋯⋯⋯1l

二、青岛十一中学诞生过程⋯⋯⋯⋯⋯⋯⋯⋯⋯⋯⋯⋯⋯12

第四节校舍改造与教学环境⋯⋯⋯⋯⋯⋯⋯⋯⋯⋯⋯⋯⋯14

一、校舍改造⋯⋯⋯⋯⋯·⋯⋯⋯⋯⋯⋯⋯⋯⋯⋯⋯⋯⋯一14

二、学校新面貌⋯⋯⋯⋯⋯⋯⋯⋯⋯⋯⋯⋯⋯⋯⋯⋯⋯⋯15

第五节教学设施及校产管理⋯⋯⋯⋯⋯⋯⋯⋯⋯⋯⋯⋯⋯16

一、教学设施⋯⋯⋯⋯⋯⋯⋯⋯⋯⋯⋯⋯⋯⋯⋯⋯⋯⋯⋯16

二、校产管理⋯⋯⋯⋯⋯⋯⋯⋯⋯⋯⋯⋯⋯⋯⋯⋯⋯⋯⋯18

第二章党的领导

第一节师生爱国活动⋯⋯⋯⋯⋯⋯⋯⋯⋯⋯⋯⋯．．．⋯⋯⋯2l

一、爱国活动的兴起⋯⋯⋯⋯⋯⋯⋯⋯⋯⋯⋯⋯⋯⋯⋯⋯2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大众解放中华抗日先锋纵队井的成立⋯⋯⋯⋯⋯⋯⋯21

三、地下阅览进步书刊的活动⋯⋯⋯⋯⋯⋯⋯⋯⋯⋯⋯⋯22

四、积极参加《洪流》的创办⋯·⋯⋯”0II Oil@14⋯⋯⋯⋯⋯⋯23

五、轰轰烈烈的反甄审斗争和费筱芝事件中崇德中学师生的革命活动⋯⋯23

六、校友回忆录⋯⋯⋯⋯⋯⋯⋯⋯⋯⋯⋯⋯⋯⋯IIO QSIQSO⋯26

七、青岛解放前夕一二次武装护校⋯⋯⋯⋯O1010·⋯OIO Oil⋯27

第二节党的建设与群众组织⋯⋯⋯⋯⋯⋯⋯⋯⋯⋯⋯⋯⋯32

一、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01 III⋯⋯⋯⋯ImOl00⋯⋯⋯⋯32

二、党组织的重建⋯⋯⋯⋯⋯⋯⋯⋯I OO i⋯·I OI·OilIQI⋯⋯33

三、中共十一中学支部的发展壮大⋯⋯⋯⋯⋯⋯⋯⋯⋯⋯35

四、青岛十一中的群众组织⋯⋯⋯⋯⋯⋯⋯⋯⋯⋯⋯⋯⋯39

第三章学校管理体制

第一节建校初期管理体制⋯⋯⋯⋯⋯⋯⋯⋯⋯⋯⋯⋯⋯⋯44

第二节学校体制改革⋯⋯⋯⋯⋯⋯⋯⋯⋯⋯⋯⋯⋯⋯⋯⋯52

一、学校体制的变迁⋯⋯⋯⋯QIO OIO OIIIeI 000⋯⋯⋯⋯⋯⋯⋯52

二、学校行政组织⋯⋯IIegIQ⋯⋯⋯⋯⋯⋯⋯⋯⋯⋯⋯⋯⋯52

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53

第三节校长办公会及各处室例会⋯⋯⋯⋯⋯⋯⋯⋯⋯⋯⋯62

一，校长办公会⋯⋯⋯⋯⋯⋯⋯⋯⋯ODIOII⋯⋯⋯OI·O IIIO I⋯62

二，各处室例会⋯⋯⋯QII·10 QIOIID OOI000⋯⋯⋯⋯⋯QI II O I⋯64

第四节档案工作⋯⋯⋯⋯⋯⋯⋯⋯⋯⋯⋯⋯⋯”⋯⋯⋯⋯·64

第五节规章制度⋯⋯⋯⋯⋯⋯⋯⋯⋯⋯⋯⋯．．．⋯⋯⋯⋯⋯65

一、教学管理制度⋯⋯⋯⋯⋯⋯⋯⋯000QOO08I⋯⋯⋯⋯⋯⋯65

二、学生成绩考核制度⋯⋯⋯⋯⋯⋯⋯⋯⋯⋯⋯⋯⋯⋯⋯65

三、德育管理制度⋯⋯⋯⋯IIIIOO QII⋯⋯⋯⋯⋯⋯⋯⋯⋯⋯66

四、奖惩制窀⋯⋯⋯⋯⋯⋯⋯⋯⋯I I II OIIIOB⋯⋯⋯⋯66

五、文体卫生管理制度⋯⋯⋯⋯⋯⋯⋯⋯⋯⋯⋯⋯⋯⋯⋯66



六．处窀管理制度⋯⋯⋯⋯⋯⋯⋯⋯⋯⋯⋯⋯⋯⋯⋯⋯⋯66

七、财务管理制度⋯⋯⋯⋯⋯⋯⋯⋯⋯⋯⋯⋯⋯⋯⋯⋯⋯67

八、校外教育管理制度⋯⋯⋯⋯⋯⋯⋯⋯⋯⋯⋯⋯：⋯⋯”67

第四章学校编翩

第一节解放前的行政组织⋯⋯⋯⋯⋯⋯⋯⋯⋯⋯⋯⋯⋯⋯68

第二节解放后的学校行政组织⋯⋯⋯⋯⋯⋯⋯⋯⋯⋯⋯⋯70

一、组识设置⋯⋯⋯⋯⋯⋯⋯⋯⋯⋯⋯⋯⋯⋯⋯⋯⋯⋯⋯70

二、党支部⋯⋯⋯⋯⋯⋯⋯⋯⋯⋯⋯⋯⋯⋯⋯⋯⋯⋯⋯⋯7l

三、校长⋯⋯⋯⋯⋯⋯⋯⋯⋯⋯⋯⋯⋯⋯⋯⋯⋯⋯⋯⋯⋯73

四、教导处、总务处办公室⋯⋯⋯⋯⋯⋯⋯⋯⋯⋯⋯⋯⋯77

第三节教职员工⋯⋯⋯⋯⋯⋯⋯⋯⋯⋯⋯⋯⋯⋯⋯⋯⋯⋯83

一、教职工的调配⋯⋯⋯⋯⋯⋯⋯⋯⋯⋯⋯⋯⋯⋯⋯⋯⋯83

二、教职工的工资待遇⋯⋯⋯⋯⋯⋯⋯⋯⋯⋯⋯⋯⋯⋯⋯85

三、教职工的职责要求⋯⋯⋯⋯⋯⋯⋯⋯⋯⋯⋯⋯⋯⋯⋯86

四、教职工的政治学习⋯⋯⋯⋯⋯⋯⋯⋯⋯⋯⋯⋯⋯⋯⋯86

五、教师的政治地位⋯⋯⋯⋯⋯⋯⋯⋯⋯⋯⋯⋯⋯⋯⋯⋯87

第五章教学

第一节学制⋯⋯⋯⋯⋯⋯⋯⋯⋯⋯⋯⋯⋯⋯⋯⋯⋯⋯⋯⋯96

第二节教学管理和教学组织⋯⋯⋯⋯⋯⋯⋯⋯⋯⋯⋯⋯⋯97

一、课程设置⋯⋯⋯⋯⋯⋯⋯⋯⋯⋯⋯⋯⋯⋯⋯⋯⋯⋯⋯97

二、教材⋯⋯⋯⋯⋯⋯⋯⋯⋯⋯⋯⋯⋯⋯⋯⋯⋯⋯⋯⋯106

三、教学方法⋯⋯⋯⋯⋯⋯⋯⋯⋯⋯⋯⋯⋯⋯⋯⋯⋯⋯107

州、教学活动⋯⋯⋯⋯⋯⋯⋯⋯⋯⋯⋯⋯⋯⋯⋯⋯⋯⋯J09

第六章班次及学生

第一节学生来源⋯⋯⋯⋯⋯⋯⋯⋯⋯⋯⋯⋯⋯⋯⋯⋯⋯⋯1 16

第二节班级学生⋯⋯⋯⋯⋯⋯⋯⋯⋯⋯⋯⋯⋯⋯⋯⋯⋯⋯119

一、学生人数⋯⋯⋯⋯⋯⋯⋯⋯⋯⋯⋯⋯⋯⋯⋯⋯⋯⋯119



二、学习生活⋯⋯⋯⋯⋯⋯⋯⋯⋯⋯⋯⋯⋯⋯⋯⋯⋯⋯122

班史选⋯⋯⋯⋯⋯⋯⋯⋯⋯⋯⋯⋯⋯⋯⋯⋯⋯⋯⋯⋯⋯130

第三节毕业生情况⋯⋯⋯⋯⋯⋯⋯⋯⋯⋯⋯⋯⋯⋯⋯⋯⋯131

第七章思想教育

第一节勰放前的思想教育⋯⋯⋯⋯⋯⋯⋯⋯⋯⋯⋯⋯⋯⋯134

一、创始初期⋯⋯⋯⋯⋯⋯⋯⋯⋯⋯⋯⋯⋯⋯⋯⋯⋯⋯134

二、。七七”事变后日寇在校实施的奴化教育⋯⋯⋯⋯⋯135

第二节1952年至1962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OJQ OOO⋯Qim OIO⋯136

第三节党团组织和恢复⋯⋯⋯⋯⋯⋯⋯⋯⋯⋯⋯⋯⋯⋯⋯137

第四节新时期学生的思想教育⋯⋯⋯⋯⋯⋯9Q@000⋯⋯⋯⋯138

一、思想教育的内容⋯⋯⋯⋯⋯⋯⋯⋯⋯⋯⋯⋯⋯⋯⋯138

二、教育措施⋯⋯⋯⋯⋯⋯⋯⋯⋯⋯⋯⋯⋯⋯⋯⋯⋯⋯138

第五节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德育教育⋯⋯⋯⋯⋯⋯⋯⋯⋯144

一、德育工作⋯⋯⋯⋯⋯⋯⋯⋯⋯⋯⋯⋯⋯⋯⋯⋯⋯⋯145

． 二、德育活动⋯⋯⋯⋯⋯⋯⋯⋯⋯⋯⋯⋯⋯⋯⋯⋯⋯⋯147

．第八章文体卫生

第一节体育⋯⋯⋯⋯⋯⋯⋯⋯⋯⋯⋯⋯⋯⋯⋯⋯⋯⋯⋯⋯149

第二节文艺活动⋯⋯⋯⋯⋯⋯⋯⋯⋯⋯⋯⋯⋯⋯⋯⋯⋯⋯159

第三节卫生⋯⋯⋯⋯⋯⋯⋯⋯⋯⋯⋯⋯⋯⋯⋯⋯⋯⋯⋯⋯161

第九章经费

第一节教育经费来源及其使用⋯⋯⋯⋯⋯⋯⋯⋯⋯⋯⋯⋯163

一、经费来源⋯⋯⋯⋯⋯⋯⋯⋯⋯⋯⋯⋯⋯⋯⋯⋯⋯⋯163

第二节经费开支⋯⋯⋯⋯⋯⋯⋯⋯⋯ODD ODJ⋯⋯⋯⋯⋯⋯⋯168

第三节校办工厂⋯⋯⋯⋯⋯⋯⋯⋯⋯⋯⋯⋯⋯⋯⋯⋯⋯⋯169

一、校办工厂发展概况⋯⋯⋯⋯⋯⋯⋯⋯⋯⋯⋯⋯⋯⋯169

二、青岛崇德制冷技术服务部概况⋯⋯⋯⋯⋯⋯⋯⋯⋯171

第十章大事记



第一章学校的创立和发展

第一节学校的创立

一、创立过程

一八九一年为青岛建置之始，时隔二十年后于一九一一年，北

美长老会聂克林夫人为纪念其子聂候捐资筑建我校。其目的在于

以基督教义感化中国青年。初名为明德中学。第一任校长为刘思

义。学生仅有三四十人，几乎全为教会子弟。学制四年。所有常年

经费，概由北美长老会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亦由该会代表担任。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刘校长辞去职务，由王守清继任，学

生渐增至六七十人，仍多系教会子弟。1919年夏，“五四”爱国运动

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我校学生也参与其中宣传抗日，因而遭到帝

国主义列强忌恨，对本校横加摧残，驱逐校长，解散学生，学校停

办。不久学校迁至潍县，与文华中学(今潍坊二中)合并，为时一年。

1920年，本校复返青，乔基堂任校长。此时，日本继德国统治

青岛，我校处境更加艰难，1922年，乔校长辞去职务，由董文珍继

任校长，不久又离去。旋聘姜渔渭任校长。1925年春季运动会时，

因美国学生寻畔滋事，我校学生不平，与其理论，双方遂起械斗。事

后美国领事馆及有关当局向学校旌加压力，引起学潮，学生纷纷离

校，学校复行停办。

二、学校的原始规模

明德中学建立时选址于阳信路二号，面积为5760平方米。南

与观象山遥望，西处济阳路、上海路交口，交通便利。学校共设三个

校门：南门在阳信路2号，东门在阳信路中段，西门在济阳路，早期
·1 ‘



使用东门，进东门后先经过传达室，学生进校后关闭校门不准外

出。后改用南门，西门只在做礼拜和到小教堂上音乐课时开放。本

校第一座楼房系美国人聂克林夫人为纪念其子聂候，捐资建筑于

一九一一年，命名为思聂楼，共三层，第一层为食堂厨房，洗澡房，

洗涮房，校役室及杂用室等。第二层为教室及游艺室、医药室、教务

训育，事务各处及商科主任办公室等。第三层为教室、图书阅览室

及学生自治会所等。四校门内两旁有小花园一处，内有古枫和花

卉，前期西花园与国内小楼只供牧师使用，学生不得入内．后期小

楼改为办公楼与校园连为一体，此时，学生方可入内．

学校初建时仅有教职员五人，后教职员渐增至七、八人，教员

多系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也有一部分教员并不信教，多是名牌大

学毕业或是教学能力较强者，教职员采用聘任制，聘期多为一年。

第二节学校的变迁

一、更名胶东中学

1925年春学校停办后，于1926年秋本校负责当局以学校小

可以久停，重新加以整顿，乃敦靖、王子云为校长，并改名为胶东中

学，学校采用开放主义，即不限于教会子弟，面向社会大众，因此，

学生突增至一百七、／＼十人。教职员工人数亦有所增。

北伐时期，因所属教会中，有一派势力与王子云争夺校长职

位，1929年春，学校发生学潮，教职员及学生相继离校，学校因而

再度停办。

二、定名崇德中学

学校于1929年春停办至七月二十三日经北美基督教长老会

·2。



胶东区会。青岛地方委员会决议通过，设法恢复办学．确定由地方

委员会代表设立选聘校董，予八月三日成立校董会，选聘职员，这

是本校有校董会之始。经校董会讨论决定改校名为《青岛私立崇德

中学》。出资设立者，仍为北美长老会．由校董会出名与其订契约，

租赁校产，接收资助。复聘任王守清为本校第二任校长。是年九月

十八日开学授课。设初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和一个预备班，教职

工八人，学生仅六十余人。与此同时，校董会向市教育局以新校名

义申报，请准设立及一应办学程序．当局于1930年3月10日照准

设立，复遵指令照章呈报其他表册，适值教育局划归社会局，因此

子四月四日，经市政府社会局予以批准备案，并于十二月，将立案

表册，呈由教育局转呈教育部。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准予

立案，市政府自1932年1月起给予五十元补助以示鼓励，至此学

校基础奠定。1932年六月十二日，王校长因患脑溢积压溘然长逝，

是年六月十九日，学校旋聘王文坦继任校长。秋季增为五个班，学

生达二百余人，教员已增至十七人。十二月市政府批准，月给补助

金二百元，随着人数的增长，校舍日显狭窄，欲求进一步发展，非增

筑校舍不可。估计约需万元以上。时有德国人陶克理捐助大洋六

千元，义以校方亦能募集四千元为条件。1934年2月，经校董事会

决议，开始募捐，当届市长沈鸿烈捐助千元以为倡导，各方热心公

益之士也慷慨捐助，前后共募集一万五千余元。1934年七月开工

以陶克理所助之款，在原校院内增建二层楼房一座。此楼第一层为

两个教室及校长室、教员准备室，第二层为大礼堂，此外还有教职

员住宅七所，及劳作教室、理化实验室各一处，传达室、接待室、教

工室、储藏室等10余间，并建操场一方，球场三处。又以各方捐助

之款，在观象山借用市政府公地一段，新建三层楼房一座，(4-观象

二路小学校舍)，暂作教职员及学生宿舍之用，两处工程均由校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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