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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金秋好时节，喜看硕果满枝头。

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共同迎来了沙市第五中学五十华诞暨新

校区落成典礼。

沙市第五中学的前身是创立于1906年的江陵县龙山书院。1908

年，龙山书院改办商业学堂，将原设高初两等小学堂迁至沙市大赛

巷，定名为江陵县立沙市高初两等小学堂，其间几经波折，先后更名

为江陵县立第二小学、江陵县第一小学、江陵县建设镇中心国民学

校、江陵县民生镇中心国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沙市市立第

一小学，1954年，更名为沙市市大赛巷小学。1956年8月，为适应教

育事业发展需要，利用大赛巷小学的校址，创办沙市市第五中学，迄

今正好五十年历史。

五十年来，学校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脚步，风雨兼程，一步一步

地走向成熟与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五十年来，学校共为国家和地方

培养了二万多名优秀人才。五十年来，学校在上级党委、政府的亲切

关怀下，在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人的

共同努力，无论是在办学规模上、还是在办学水平上，都取得了显著

成效．已经成为荆州市文明单位和荆州市重点高中，并呈现出强劲



的发展态势。五中已经成为广大莘莘学子向往的荆楚名校。

盛世修史，正当其时。校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校园

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风学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学校历史

真实面貌的重要记录；同时也是对外宣传、让外界了解学校的一个窗

口。

值学校双喜临门之际，学校编辑了《辉煌50年——湖北省荆州市

沙市第五中学校志》一书作为她的生日礼物，谨以本书奉献给全体教

职员工和广大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以期勾起亲切的回忆，并留作

永恒的纪念。

追忆往昔，着实令人欣慰；展望未来，更加催人奋进。我们坚信，

荆州市沙市第五中学将永葆青春，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不断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创新人才。

让我们共同祝愿沙市第五中学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沙市第五中学校长刘维进

20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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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第五中学简史

(1956—2006)

一序言

⋯o@g-I

沙市五I|l创建于1956年8月，迄今已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

五十载沧桑巨变，半世纪春华秋实!

五十年来，学校历经艰难，历经曲折，一路风雨，一路赞歌，一步一步

地走到了今天。

粗略的划分，五中经历了艰苦创j忆探索前进阶段(1956—1966)：“文

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乱中求治阶段(1967--1976)：粉碎“四人帮”之后的

拨乱反正、调辂提高阶段(1977—1986)；抓住机遇、改革振兴阶段(1987—

1996)：快速发展、创造辉煌阶段(1997—2006)。

在市、区党委、政府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雨视、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F，经过广大师生员工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今大的沙市五

中已经成为一一所“规模宏大、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师资高强、质量高超、特

色鲜明”的“荆楚名校”，成为江汉平原一道靓丽的教育风景线。

二学校历史沿革

清末，沙市的启蒙教育仍然是传统的私塾。光绪十-·年(1885

兴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906年)，在江陵县城内(今荆州城

设立龙山书院。光绪i十四年(1908年)，龙山书院改办商业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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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两等小学堂迁至沙市大赛巷，定名为江陵县立沙市高毫U两等小学堂，招收

学生百余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小学堂一度停办，校舍改为军营。民国10

年(1921年)，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江陵县立沙市高初两等小学堂得以恢

复，改称江陵县立第-d,学。民国29年(1940年)5月，口本军国主义侵入，

沙市沦陷，学校停办。同伪江陵县政府成立后，在这里办江陵县第一小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学校定名为江陵县建设镇中心国民学校。后又改为民

生镇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沙市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

管了3所公立小学，将民生镇中心国民学校改名为沙市市立第一小学，1954

年，更名为沙市市大赛巷小学。1956年8月，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利

用大赛巷小学的校址，创办沙市市第五中学，小学隶属中学领导，称五中小

学部。1961年F半年脱靴，和小学部分开，小学部仍留原址，恢复大赛巷小

学原名。五中迁至北京路110号。1966年9月，贫宣队进驻学校后，改名为沙

市革命战校，1969年4月，工宣队进驻后，又改名为沙市红旗中学，1977年，

市革委会决定，恢复沙市市第五中学原名。1994年，荆沙合并，先是更名为

荆沙市第五中学，后来于1996年又更名为荆州市沙市第五中学。2006年2

月，沙市第五中学整体搬迁到江汉北路118号，仍然沿用荆州市沙市第五中

学名称。

三学校初创时期(1956—1966)

1956年到1966年，是五中初创时期。

在此期问，学校一直末任命止职校长，先后有余立(1956一1959)、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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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炎(1961--1962)、毕传渭(1961一1964)等同志任支部副书记。

建校伊始，学校首先抓了教师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对教师政治上信任，

思想上严格要求，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怀，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强化

教师的教学权威：另一方面晕视教师的学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帮助教

师胜任工作，特别是鼓励教师的创造精神。

1957年8月，学校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随后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活动，在随后进行的“反右”斗争中，

有部分教师因各种原因被划成“右派分子”。

1958年，全校继续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展“教育大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开展了“又红又专”

的教育活动，

1959年，随着全国“大跃进”的兴起，学校办起了校办工厂，试制了糖醛、

活性炭等产品，参加了“大办钢铁”等活动，学校将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在沙

市床单厂附近建五中农场，1962年又在沙市西干渠附近(即新五中现在所处

的位置)，新建血中农场。

1959年10月成立沙市五中工会委员会，周继全任主席。

1960年6月王念珠老师代表湖北省劳模，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3年3月，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教育

活动，1964年lO月在师生中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教育，1965年组织学习解

放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的热潮。

十年勤恳的耕耘，形成了学校良好的教风和学风，教师都有自己的行为

段修建了长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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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增加到15个班：1965年，原交通中学有几个班并入，发展到18个班，

有学生1000余人，成为沙市市办学规模较大的几所中学之一。

开办初期，学校仅有教职工9人：副校长余立、教导处副主任胡恒章、

教导员江长流、会计兼总务蔡玉如、专任教师兼班主任陈义正、李启勋、陈

耀武、刘雪英、另有工友1名施椿霆，其余任课教师多为小学部或其他中学

的教师兼职。正是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艰苦创j№，才使血中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他们是五中的奠基人。

从1959年至1966年，五中初中共毕业34个班，学生1759人；初中毕业

生升入普高、中专、技校、职jlk学校的在45％左右。

四十年动乱时期(1967_1976)

1966年到1976年，正是十年动乱时刻。

1966年“5 16通知”发出后，学校成立了文革工作组，由郑淑贞、姬淑

文、朱丽桐三人组成，随后，贫宣队进驻学校。1966年10月由市人委下文改

名为沙市市革命战校。1969年4月由义工宣队宣布改名为沙市市红旗中学，

两次更换校名，印章并未更换。仍然用沙市市第五中学印章，到1970年又恢

复为沙市市第五中学。

1967年10月，学校成立革委会，由赵廷绪任革委会主任(1967一1970)，

先后有李厚德(1972—1978)、刘本善(1967一1970)、樊成全(1972～1975)、

刘墀香(1973--1978)、陈忠理(1974—1978)、王子宾(1975一1976)任过

副主任。1970年后，学校党团组织相继恢复活动，并开展正常的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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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IJj下乡。

1969年初，根据省革委会指示，学校改为春季开学。贯彻‘‘五七”指示后，

将班级按连、排、班编排，体育课改为“军体课”，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

开展“拉练”活动。

1969年在红光路建立学农基地，学生分班劳动，边劳动边上课。

1970年开办高中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

1971年5月根据“四人帮”《全围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

在教师Ill组织批判文革前十七年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72年9月根据省革委会指示，学校恢复为秋季开学。

1974年8月荣获沙市市教工运动会团体冠军。

“文革”前，学校也搞过勤工俭学活动，但无定犁产品．无专人负责，未

形成工厂。1970年之后，学校在努力恢复和搞好课堂教学的I—J时，广泛开展

了社会实践和勤丁俭学活动。1973年前开始修自行车，板车，1974年上半

年，由于修板车，自行车收入较少，增加修理电机业务，1974年下半年，正

式成’眵沙市第血中学“五七”工厂，生产碱式氯化铝。1975年下半年，工厂与

自行车厂配套，做自行车鞠座，先后由李厚德、杨哑平、曾宪本负责，未正式

任命厂长，1975年校办工厂迁到红光路的农场，农场随之撒消。

1974年冬季，学校根据上级要求“学习朝农经验”，实行“开门办学”，·

安排师生轮流到校办丁厂、农场劳动、学习，教师一边教学，一边生产，学生

一边学习，一边劳动，雨天，}：课，晴天劳动。

当时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老教师谭明毅在带领学生学农的

口子里，信手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昔口见粪捂鼻走，如今爱粪不嫌臭。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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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工宣队撤离学校，文革所造成的混乱状况才宣告结束。

十年动乱给学校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但是，学校广大师生员工不忘党

的多年教育，不忘祖国和人民交付的重托。他们忍辱负重，艰苦奋斗，在逆

境中积极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教育出力。

更为可贵的是，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年月里，五中的教师没有忘记人民教

师的职责，冒着被诬蔑为复辟回潮的危险，顶住“白卷英雄”、“黄帅日记”、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等政治高压，坚持在开荒种地的艰辛岁月里，抓住机

会给学生授业解惑，仍使学生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这段时问的学生生产

劳动多，文化学习少，劳动强度大，毕业后又全部回乡、下乡，得不到升学深

造的机会，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受害者。但是他们通过参加生产劳

动，接触实际，接触工农，磨炼了意志，掌握了不少实践知识。实践证明，这

个时期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直接参加生产或工作的，还是后来升入高一级学

校深造后再参加工作的，大都成为社会各条战线的生产和工作骨干。

从1957年至1976年，五中初中共毕业66个班，学生3810人；高中共

毕业8个班，学生427人。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高、中专、技校、职业学校的在

50％左右。

五改革开放时期(1977二1986)

从1977到1986间的十年，适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五中的

教育教学也不断的探索中，逐步走上了正轨。

此间，学校校长先后历经了辛正荣(1978--1978)、刘墀香(1978--

1979)、陈忠理(1979—1980)、方斌臣(1980--1981)、董其林(1984--1986)、

倪正明(1986--1987)等六任，有杨俊德(1978--1979)、李金华(198卜
1986)、王祥忠(198卜1987)担任过副校长。党支部书记为辛正荣(1978-
1978)和欧阳光美(1984--1986)，副书记为潘培玲(1984--1986)。1984年

10月第一届职代会召开，浠培玲任工会主席。

1979年5月学习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对“反右”等运动中的冤、假、错
§1 ．。。一，

： ?：．1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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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甲反昭雪丁作。1980年，学校制定并组织实施《沙市五中教学管理细

则》。1981年6月学习贯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继续进行

坚持四项雉本原则的教育。

1977年到1978年，学校开展了整顿“三风”(即领导作风、教师教风、学

生学风)的活动。1978年，学校党支部提}l：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

法的十条要求”。在教师中，主要解决敢教敢管和为人p币表的问题，学校制定

了从书记、校长到教职丁的岗位责任制。在学生中，进行：了“学雷锋、树新风、

立规矩、见行动”的教育活动。

1979年，学校认真贯彻全国中小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精神，在上级

尚未颁布中学生守则的时候，学校就自订了“中学生守贝lJ”、“十不准”、“课

堂常规”、“爱国卫生公约”等规章制度，作为学生的行动规范，并以发公告

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在全校推行。在上级颁发“中学生守则”以后，学校在全

面贯彻方针的基础上，又霞点抓了课堂秩序、集会纪律和校容卫生等方面的

整顿。通过整顿，正常的教学秩序建立起来了，良好校风逐步形成。市教育

局于1978年lO月在五中召开了中学新校风现场会。在全’巾．学校体卫工作大

检查时，学校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兄弟学校的好评。1980年春季市里又在学校

召开了体卫工作现场会。

1985年，组织干部、教师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全体干部和教职员1二的不懈努力和追求下，五中办学规模逐渐扫“大，

到1985年，全校共有初中15个班，学生896人；高中9个班，学生473人。

教职工已增加到120余人，其中专职教师80人(不包括兼课的干部和职工)。

教师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63人(占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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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小学田径传统项日运动会”团体第三名。1984年10月，学校被确定为

“湖北省中小学罔径传统项目学校”。

1982年张行友老师被评为省优秀体育教师(银牌)、姜国志老师被讦为

市优秀体育教师(铜牌)，杨敬耀被表彰为沙市市“五讲四美三热爱”先进个

人，蒋述兰被表彰为湖北省中小学优秀校医、1983年张行友老师被表彰为全

国中小学田径传统项目先进个人、1984年李启勋老师被评为省优秀班主任。

1978年6月，成为沙市市恢复中考后的中考考场。1984年3月首次开设

全国成人自学考试考场。

1978年7月，首次组织应届学生参加高考，黄发英等7名I司学被录取。

1978年I 1月学校在“沙市市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竞赛”中状数学

团体第一名。1979年7月李友勤同学荣获沙市市“高考状元”称号，并被清
华大学录取，成为我校第一个清华大学学生。1982年7月邓世新I司学荣获沙

市市“高考状元”弱；号。1983年7月王新波同学荣获沙市市“高考状元”称号，

并被]匕京大学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沙市第一个北京大学学生。

在这一阶段，五中高考成绩斐然，升学率在全市名列前茅。不仅涌现了

一大批诸女【1：杨敬耀、罗书天、佘明震、张言正、刘法佑、谭明毅、李启勋、

王毓威、张文兰、曹承湘、王庆华、李文梅、刘本善、向新华等优秀教师，而

且也因此奠定了_／1中在全市大校、名校的基础。

从1977年至1986年，五中初中共毕业48个班，学生2814人：高中共毕

业33个班，学生1644人。1977年至1986年，学校高中毕业生升入大专院校

的有331人，初中毕_qk生升入普高、中专、技校、职业学校的在65％左右。

1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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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1988年12月第二届职代会召开，潘培玲任工会主席。1992年8月，第

三届职代会召开，刘法佑任工会主席。

1987年，李承粱同志被任命为新一任校长，组成了新一届新领导班子，

班子全体成员不但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且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

和教育管理能力。

学校始终，怪持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

育质量，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1990年3月开展党员民主评议工作。

1990年3月，沙市五中与沙市中山街办联合开办了家长学校开学。家长

学校的开办，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摸索出

了一条新路。迄今已经坚持了十六年之久，先后有近5000名家长获得了结

业证，近600名家长被评为优秀家长，开展各种类型的家教指导活动达1200

多入次。 ·

1990年9月，学校召开了第一届德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沙市五中

学生思想管理条例》。从此，五中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步入了制度化管理的

轨道。

1990年12月，学校开办了第一届青年岗位成才学校，共有二十余对师

徒签定岗位成才合同。

1991年8月，沙市市教委批准五中开办高中实验班。

1992年3月和1995年4月，召开了沙市五中第二、三届学代会、团代会。

1994年lO月，学校因地市合并而更名为荆沙市沙市第五中学。1996年

9月，因为荆沙市定名为荆州市，再次更名为荆州市沙市第五中学。

1994年10月，成立沙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五中

离、退休的老教师，有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他们组织开展

或开展心理咨询、或进行学习辅导、或组织文体活动

热爱孩子、不计名利、义务奉献，五中退教协也因此多次

1995年lO月，召开了学校第二届德育年会。10月，

征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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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学校出台关于《禁止乱收费规定》。5月，学校举办首届”五

月的花海”艺术节。

1996年9月，学校举办了校庆40周年盛典，市区两级领导及兄弟学校、

各友好单位来宾、各届校友近千人莅临大会。

1992年，学校顺利通过了国家“两基”检查，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

发展的需要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结合校情制定了《沙市五中1993年至

1998年发展规划》拟定了办学的总体目标：以“创全面加特色学校，育合格

加特长学生”为宗旨，使五中达到市一类普通完全中学标准，成为“全面贯

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明星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特色学校”、“日常行为规

范的示范学校”、“校风优良的安全文明学校”、“绿化、美化、净化、亮化的花

园式学校”。

为保证总体目标的实施和实现，学校完善了“五个体系”，即完善学校管

理体系，确保日常T作正常运转：完善德育评估体系，确保教育空间正态扩

展；完善教学监控体系，确保教学质量良性循环；完善后勤保障体系，确保

服务工作先行快上；完善教育技术体系，确保教育手段先进。1989年6月，

学校颁布并组织实施《沙市五中教职工工作奖惩条例》。

实施了“四项改革”。一是改革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

人才观，制定了《沙市五中素质教育实施方案》、《沙市五中德育纲要实施方

案》、《沙市五中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二是改革人事制度，实行教9币全员聘

任，制定了《沙市五中教职工聘任工作实施方案》；三是改革分配制度，增强

教师竞争意识，制定了《沙市五中学校内部津贴分配方案》、《沙市五中奖励

条例》：四是改革教育手段，大力启动教育现代化工程。

市五中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及奖励条

斗研领导小组，召开了教育科研工作

}勺投入，承担了省级科研课题及其子

论文四篇，学校内部的科研课题达60

推行素质教育，用整体思维的方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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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教育思想，提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充分弘扬人的主体性，切实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

在德育具体实践中，学校注重纠正五种错误倾向，即重智轻德、重知轻

能、重共性轻个性、重校内轻校外、重优生轻差生的错误倾向，使各系统、各

要素、各方面形成有机整体，在学生主体主动参与下，按成才规律正常运转，

从而全方位地为每个学生创造学习和成才的条件，促进学生在德、智、体、

美诸方面和谐发展。

至1996年，学校有教职工140名，其中共产党员37人，共青团共17人，

民主党派lO人。专任教师128人。专任教师中，有特级教师2人，高级教师

41人，一级教师67人。教师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59人，专科学历的55人，

学历达标率为9l％。教师队伍成为一支学科门类齐全，年龄结构合理，学历

层次较高的一流的师资队伍。他们中既有像杨敬耀、罗书天这样声名显赫的

特级教师，也有像余明震、张言正、刘法佑、谭明毅、李纪祥、张行友、蒋述

兰、杨志华这样的省部级优秀教师，既有像熊必林、田荣富、刘向东、蔡进这

样经验丰富的明星教师，也有像黄名兴、童茂棠、刘嗣风、陈昌莉这样辛勤

耕耘的骨干教师，既有像刘维进、朱忠树这样硕果累累的学科带头人，也有

像李运武、李劲、龚东平、曾令阳这样崭露头角的未来之星，既有像李承粱、

李金华这样勇于开拓的明星校长，也有像潘培玲、吴宪文、严传松、王树彬、

肖红军这样甘于奉献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既有像孙玉玲、熊德珍

这样既教书又育人的优秀班主任，也有像夏幸福、樊其伍、陈国顺这样服务

育人的后勤工作者；既有像樊星、余飞鸿、宋红、甘柳这样勤奋苦读进而深

造的研究生，也有像向新华、杨祖俊、熊英才这样坚持业余写作、绘画的艺

术爱好者。他们安贫乐道，不为金钱物质所诱，不为灯红洒绿所惑，固守在

三尺讲台上，默默地在黑土地辛勤耕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正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教育观念的更新，自身素质的提高，教育改革的深化，质最意识的增强，

内部管理的强化，育人环境的改善，使五中焕发了青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使五中的教育质量得到了大幅度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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