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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学思想

(一)办学理念:求真向善，明理成才

道县一中办学理念是"求真向善，明理成才"。

"求真"一词源于陶行知先生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意为:学校教育总目标是要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品德端正、诚实可靠

的人，一个广泛知晓真理的人。我校致力培养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现

代社会人，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学校建有"求真门"彰显办学理念。

"向善"是对"求真"的补充，要培养学生品德上追求美好与善良。

"明理"是要培养学生努力学习各门课程科学知识，努力掌握各门科

学的原理、准则、规律。

"成才"是要求学生立志高远，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

要的人才，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求真向善"是立德的追求"明理成才"是树人的目标"立德、树

人"是我校办学的根本任务。



一、概况

(一〉风雨沧桑一百年

道县一中位于道州古城的东南门之间，南临潇水，北倚银山，东瞰东

洲，西眺都庞，系湖南省重点中学、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她始建

于 1913 年 2 月，初名湖南永郡联立糠溪中学，由永郡旅长人士雷铸寰等创

办于长沙，校址设长沙西长街旧糠溪祠，首任校长雷铸寰，为"四·二"

制完全中学。 1915 年学校易名为湖南省第十三联合中学， 1922 年学校调整

为"三 ·三"制专办初中， 1931 年学校易名为湖南永郡联立糠溪初级中学 。

1938 年 10 月，校舍毁于长沙文夕大火，是年学校迁至零陵城内办学， 1939 

年迁东安伍家桥， 1944 年秋因日寇陷境学校停办， 1946 年上期迁冷水滩王

氏宗祠。 1946 年 7 月，按照湖南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决定将学校迁

往糠溪先生故里道县城关继续办学，并定此为永久性校址，在原有初中的

基础上增办高中，面向湘南地区的道县、永明、江华、宁远、新田五县招

生。自 1913 年建校至 1949 年道县解放前夕，由于内忧外患，局势动荡，

学校辗转流离，档案遗失殆尽，作记难详。

1949 年 11 月，道县人民政府成立并接管学校。 1952 年上期，学校易名

为零陵地区区立中学， 1953 年定名为湖南省道县第一中学，仍由地区管理，

校长、教师均由地区派任，初中学生全部来自道县，高中学生则来自道县、

江永、江华三县。 1951 年，刚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朱珩棵出任学校校长。 1953

年至 1954 年，刘坚一 (中共党员，原任汝城县人民政府秘书和桂东县文教

科长)、尹少尊(原任衡南县副民政科长)、彭式政(国立师范学院肆业、

中原大学毕业)由湘南行署调来学校任第一副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

1958 年， 学生均在道县招生，随后地区又将行政管理权力下放到县，人事

经费都由县教育部门管理。 1969 年 1 月，受"文革"影响学校被迫解散。

建国后的十七年，学校发展迅速，为道县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为高一级学校及各行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 1959 年的高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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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 1913-2013 ) 

1913 年

2 月，永郡八属(零陵、祁阳、东安、道县、宁远、永明、江华、新田)

旅省人士，为纪念道县培先哲、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倡建湖南永郡联立

糠溪中学，是为道县一中之前身。校址设长沙西长街旧糠溪祠，办学基金

以该祠所属产业为基础，另由八县人士筹集一批。学校初为"四·二"制

完全中学，首任校长雷铸寰。

1915 年

学校易名为湖南省第十三联合中学

1922 年

学校调整为"三 · 三"制，专办初中

1931 年

学校易名为湖南省永郡联立漉溪初级中学

1938 年

10 月，校舍毁于长沙文夕大火，学校迁至零陵城内，租王姓大宅办一

学期。

1939 年

学校迁至东安伍家桥席氏宗祠。其间，进步教师严正(冷水滩人，后

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广西凌云县首任县长)曾两度来校任教，发

动学生开展争取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斗争。

1944 年

是年秋，日寇陷境，学校停办。

1946 年

上期，学校转迁冷水滩王氏宗祠。

7 月，迁糠溪先生故里一一道县城关。是年冬，呈准恢复为完全中学。

成立了由本郡名流唐生智、欧冠分任正副理事长的学校理事会，由唐季侯

任主任委员的建校委员会。 永郡八县当时为建校筹资 200 万元。校址以原

省立七师简师部(今中医院)为主，另借文庙、衡州会馆等处为临时校舍。



1947 年

下期，学校开学，计有高中班 5 个，初中班 6 个，学生 700 余人，教

职员 27 人。

1949 年

9 月 1 日，学校开学。为避免过境南逃的国民党桂系部队滋扰，学校于

10 月 2 日疏散。师生离校后，国民党零陵专员公署专员曹茂琼乘机强行变

卖学校稻谷 550 担。

自 1913 年建校至 1949 年道县解放前夕，由于内扰外患，局势动荡，

学校辗转流离，档案遗失殆尽，作记难详，殊为憾事。从残存资料仅知，

解放前本校历任校长为:雷铸寰、宾步程、唐炳英、唐劫、陈国昌、蒋培

初、邓天渔、黄朴、雷孟祥、陈敬恒、谭希愚、文益善、黎靖等。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137 师进驻道县，县人民政府成立。学校于 11

月 25 日复课。

12 月，学校成立校管会，校方代表有校长黎靖，教导主任王衡，总务

主任廖有能:教员代表有蔡优、黄贵卿、匡时、李寿昌、欧阳国柱、何晓

南:学生代表有胡行恕、蒋伟、毛志高、周桂英;工友代表为曾汉卿。县

人民政府拨大米 105 担维持全校师生生活。

1950 年

蔡优继任教导主任，匡时继任总务主任。

10 月 22 日，学校拟定《湖南永郡联立漉溪中学校务管理委员会规程》

共十条。

1951 年

上期，零陵专署派朱珩棵来校任校长，教导主任为李惠五，副主任为

梁方溅，总务主任为魏昭德。零陵专署文教科派黄永荣来校任副教导主任。

全校师生积极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活动，踊跃捐资助购

飞机大炮，大批学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军参干。

暑假，全校教师参加在零陵县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 年

是年春，禾苗转青时我县虫害严重，全校六百多师生组成两个捕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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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分赴二区和九区突击捉虫。

上期，学校易名为湖南零陵地区区立中学。

省立七师迁往零陵后，其校舍全部移交我校。从此，我校原在文庙等

处的初中部全部搬进原七师校舍(即学校今址)，高中部仍在原处。

下期，湘南行署文教处派周信来校任教导主任，颜克迁来校任团干。

1953 年

上期，学校易名为湖南省道县第一中学

期末，湘南行署文教处派尹少尊(中共党员)来校任副校长，彭式政

任教导主任。

下期，教导主任周信调往道县二中，蒋清渠由道县二中调任我校副教

导主任。

学校高中部全部迁入原七师校舍，原七师简师部(今中医院)成为我

校师生宿舍。

1954 年

上期，湘南行署文教处派刘坚一 (中共党员)来校任第一副校长。

省教育厅拨款为我校建千人食堂一栋，面积 705 平方米。

是年，随着中共党员的增加，学校建立了党小组，隶属县委机关党支

部。

暑假，我校高 13 班毕业生到衡阳师范参加高考。

1955 年

上期，尹少尊副校长等人利用到农村开展调查工作之机，先后在七里

岗、虎子岩等地开办夜校，帮助农民识字扫盲。

下期，学生宣传队先后在七里岗、虎子岩、水南、富塘等地演出哥大剧

《两兄弟>>，社会反响颇佳。

在全省中学生田径通讯赛中，我校初中女生吴福桂、男生张国清分别

以 500 克/40.50 米、 700 克/56.68 米的成绩破手榴弹掷远省纪录。

1956 年

上期，学校建立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刘坚一。

蒋化昌老师因病在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世，遗嘱将遗体捐献该院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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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之用。

暑假，全校教师到衡阳师范参加肃反学习。

下期，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女生吴福桂以 500 克/47.50

米的成绩获手榴弹掷远第一名。在学校通讯赛中，初三学生肖代情以 37' 15" 

的成绩破万米跑省纪录，高一学生郑会破手榴弹掷远省纪录。

1957 年

下期，在反右运动中，郑际旦、赵楚华、陈天寿、潘章国、伍才琼、

奉汉明、曾鲁、许子勋、颜克迁、蒋清渠、许修谨、廖前视等十二位老师

被错划为右派，谢书橱、雷志昂两位老师被错误处理回家，另有一批学生

无辜受害。

1958 年

上期，尹少尊副校长调往道县二中，刘显声由道县二中调来本校。

6 月，在全省中学生田径赛上，我校选手夺得总分第二名。

为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教育方针，是年，学校累计停课两个多月，大搞生产劳动:拓展菜地、扩

建猪场、新建家禽饲养场:办起木工厂、水泥厂、淀粉厂、酒精厂、石灰

厂等 25 个校办工厂。部分师生下乡支农。在柑桔扩园劳动竞赛中，我校师

生冒雨大干，喊出"风里干，雨里干，风雨中间比好汉!" "不怕雨，不怕

风，风雨中出英雄!"等口号，勇夺全县第一名，县委奖给现金五百元，锦

旗一面。

县委将我校宿舍部拨给人民医院，另拨款为我校建可容纳 480 人的学

生宿舍两栋。

1959 年

上期，鉴于我校在过去一年的生产劳动和技术革新中取得的成绩，省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技术革新的花朵》 一书，以绝大部分篇幅介绍我校成

绩，省物理学会吸纳我校为会员，省科技大会评定我校为优秀单位。

七月，我校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成绩列全省 66 所完全中学第 31 位，

90%以上的毕业生升入高校，地理成绩居全省第七，历史成绩居全省第十。

8 月，就教学问题开展"红专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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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在全地区少先队田径通讯赛上，我校夺得总分第一。在全省少

年体操赛上，我校在第二组中名列第一。

省教育厅将我校列为重点中学，并配发整套物理实验仪器。

寒假，在党员中开展反右倾斗争。

1960 年

上期，为响应县委"大干六 0 年"的号召，全校师生迅速掀起支农热

潮。

暑假，为运回修建当时道县最高的三层教学大楼的各项材料，全校师

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暑假开始即投入紧张的劳动当中。从杉木的砍伐

到运输，从砖瓦的打坯、烧窑到出窑等任务，都由师生承当。

下期，在教师中开展新三反斗争。

本期结束时，遵照上级指示，动员了一百多名"超龄生"回乡生产。

1961 年

上期，中央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务院颁布《全

日制中学工作条例》。

全校师生参加修建的新教学楼竣工。

1962 年

上期，为认真贯彻《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上级明确提出学校要以教

学为主，切实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不准随便停课。我校

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外语课改教英语，计分恢复百分制。

邓德萍老师被评为省优秀教师，工友张必胜被评为县教育战线特等模

范。 7 月初，前往县政府工会大礼堂昕报告的我校部分学生坐在职工学校楼

上，会前楼板突然明塌，魏立秀等十二名学生身受重伤，因抢救及时，除

个别学生留下残疾外，其余全部康复。

1963 年

上期，学校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全校教师认真学习中央

颁布的《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定》。

12 月 1 日，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庆典按内容分设三个馆:家史馆

(阶级教育馆)、校史馆、校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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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上期，道县开展"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校教师认真对照中

央文件精神进行自我检查，同时大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5 年

上期，省体委拨款为全省两所学校修建游泳池，我校系其中之一 。 全

校师生利用劳动课时间抬石挖土，出色完成修建任务。

"龙普腾事件"发生后，我校教师认真对照检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校模范职工张必胜因精神失常自主益。

暑假，社教道县分团和一中社教工作组进驻我校，学校成立四清筹备

小组。

下期，我校在教师中正式开展社教运动。

1966 年

上期，刘显声老师被错误处理回家。

5 月 16 日以后，学校在原四清筹备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

张宜德为主任，尹贤为副主任，成员有龙斌、汪庆善等。

1967 年

学校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李德美为组长，成员有龙斌、

汪庆善、郑祖挺、尹贤等。

1968 年

上期，学校成立革委会，陆承初任主任、李德美为副主任。

1969 年

1 月，学校被解散。所有图书、仪器、桌凳、橱床等校产，部分被私人

拿走，部分被其它学校瓜分 。 学生离校返乡，教师部分被处理回乡生产，

部分到其它学校任教。校舍成为县委党校、县体委、县科协办的办公场所。

在"社教"向"文革"过渡时期，我校被错误处理回家的教师有:乐

昭文、魏昭德、汤剑雄、罗彪、熊艇、熊芳圃、蒋熏、蓝信善等。在"文

革"中被错误处理回家的教师有:朱材于操、彭式政、周维新、向友朋、张

天伟、邓德萍、陈建农、杨清澄、王起风、何辅、张祖良、陈小春、曾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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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69 年解散到 1978 年恢复，学校共停办十年。

1978 年

3 月，中共零陵地委与道县县委相继决定恢复道县一中，要求按地区重

点中学的标准办好学校。

是月，县委派张少良士责一中复校工作，同时拨款 12 万元，用于修缮

校舍，购买教具。

8 月，县委对学校人事作出具体安排:朱析了棵回校任校长，张少良任党

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彭式政回校任教导主任，罗安邦任总务主任，并从

各区抽调一批优秀教师组成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

9 月 1 日，学校如期开学，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11 月，欧阳喜从部队转业来校任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为张少良，组织

委员李鼎先。当时学校党支部有教工党员 11 人，学生党员 9 人。

1979 年

1 月，高一班学生张玲被评为"湖南省新长征突击手"。

4 月，地区重点中学会议在道县召开。朱析了棵校长当选为省政协委员。

学校评选出复校后的首批三好学生共 61 名，并以张玲同学为标兵。

下期，为贯彻《中学生守则))，学校制订《守纪律、讲卫生、懂礼貌十

七条》。我校被省教育局、高教局、卫生局、团省委评为"学校体育卫生先

进单位"。

学校党组织开始接收新党员。 8 月朱珩棵， 10 月盘玉花、欧阳福相继

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9 月 30 日，县委组织部任命罗安邦为学校工会主席。

1980 年

上期，我校被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省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校党支部书记欧阳喜调县纪检会工作，副书记兼副校长张少良调教育

局任副局长，蒋汉被任命为教导处副主任 。

下期，我校被省教育厅、省体委评定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欧友如

被评为"全国优秀工会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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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1 月，我校青年教师杨端保荣获"湖南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2 月，我校积极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九单位提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

活动月活动的倡议，决定进一步向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

2 月 25 日，县委组织部任命朱析棵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罗安邦、欧友

如、李鼎先、尹仁宣为支部委员。

5 月初，我校向地区各重点中学发出关于举行短跑跳远比赛的邀请书。

23 日至 24 日，邀请赛在我校成功举行。由此形成惯例，邀请赛每年在地区

各县轮流进行，由该县的一所地区重点中学承办。

9 月，朱析了棵校长出席省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会议。

，我校被省教育厅列为首批省重点中学。

彭式政被任命为副校长，蒋汉、任先禧分别被任命为正、副教导主任，

熊中荣任总务处副主任。

11 月，朱析棵校长率各教研组长赴苏杭沪参观了苏州一中、杭州|一中、

上海育才中学等七所中学，返校后提出"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为主"的教

学改革思路。

学校再度被评为省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湖南教育》杂志副总编唐仲扬、地区教育局欧阳勋与县教育局何维

庭三人来校考察，撰写了三篇推介我校办学事迹的报道。

省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来校考察，写成三篇"道县一中访问记"。

1982 年

学校制定"爱国、立志、勤学、明理、成才"十字校训。

3 月， <<湖南教育》从三月号起，连续发表评论《学校应成为精神文明

建设的先进阵地》和系列报道"道县一中见闻"一一一《人们为什么这样赞

美她》、《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闪光的目标、执着的追求>>，报道我校办

学事迹。

我校被地区卫生局评为先进集体。

教育部朴司长来校视察，对我校校纪校风表示赞赏。

学校结合第一个全国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展"三 自一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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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 <<光明日报》刊载《道县一中把培养精神文明作为大事来抓》

一文。 26 日至 27 日，省教育厅厅长王向天和零陵行署副专员彭秀实来校考

察，先后召开了三次教师座谈会。

5 月 3 日，地区教育局将王向天厅长在我校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印发至全区各中学。

共青团湖南省委派调查组来校考察，事后写成《学校建设精神文明的

有效途径》 一文。

县教育局印刷厂移交给我校。

7 月初，我校党支部被零陵地委评为先进党支部。

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学习道县一中办学经验的通知》。

7 月 6 日， <<湖南日报》头版全幅刊载新闻报道《为了教好每一个学生

一一访道县一中》。

下期，我校被评为省先进单位。朱析了棵校长出席省劳模大会。丁学鲁、

邹社初被任命为教导处副主任。

省电教馆派人来校拍摄《为了教好每一个学生一一访道县一中》专题

录像。

11 月，湖南教育学院严处长带领学员参观团百余人来校参观五天，临

行前赠予我校"从高难度出质量，从细微处见精神"锦旗一面。

1983 年

县委批复，调整后的学校党支部由朱村:rt梁任书记，新调入我校的欧阳

玉善任副书记，李鼎先、丁学鲁、欧友如、罗安邦、尹仁宣为支部委员。

学校开展学习张海边活动。

3 月底 4 月初，朱析了棵校长晋京出席全国们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授奖

大会，我校被评为 H ，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集体"全校教师每人获"为

人师表"奖章一枚。

8 月底，县委任命丁学鲁为副校长。

郭梅荫老师荣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向宣老师被评为省优秀教师 。

自 1981 年至 1983 年，省内外教育工作者来校参观的共有 200 多批，

5000 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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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 月，盘玉花老师调任县妇联主任。

上期，一栋四层 31 套的教师宿舍落成。

4 月 7 日，省教育厅孙群、李饿、欧阳勋一行三人来校考察，为《人民

教育》撰写介绍我校办学事迹的文章。

4 月 17 日下午 1 时 15 分，朱析了棵校长在长沙马王堆干部疗养院病逝。

21 日，县委为朱校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县委主要领导全部在会，曾

斌副县长致悼词，朱校长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校内八角台。

8 月，县委决定丁学鲁继任校长，尹仁宣任副校长，彭式政任党支部书

记。

9 月，钟剑辉老师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邹社初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主

任。

11 月，县教育局任命任先禧为总务主任，李鼎先为教导处副主任，罗

安邦为助理员，罗前加、何忠高分别任校办印刷厂正、副厂长。

在省教育学会年会上，彭式政书记当选为省学校管理学会理事。

《人民教育)) 11 月号刊载了孙群、李饿、欧阳勋三人合写的报道《一

个富有献身精神的集体一一访道县一中》。

12 月上旬，彭式政书记赴南京参加全国部分重点中学校长座谈会。

1985 年

1 月 31 日，陈甫清老师在长沙病逝，遗嘱将遗体献给医院供科研之用。

2 月，高三女生伍湘君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获省一等奖，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三所名校均未函邀请她免试入学。

7 月，龚建中老师出席省先代会。

8 月 14 日，县教委任命何善元为教导处副主任。

下期，中央讲师团朱泉华、李怡达来校担任电脑教学工作。我校被评

为省、地先进集体。省教委拨款为我校修建实验楼。

1986 年

2 月 24 日，县委任命龚建中、黄友才为副校长。

地教委追加我校修建实验楼经费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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