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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本着述而不论的原则，力求

客观、准确，精炼地记述石家庄市第一中学的历史和现状，以达

到“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

二、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时间断线：上自1947年1 1月24日

石门联合中学建立，下至2007年6月30日。

三、本志体裁有述、纪、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

志的结构设章、节、目三个层次。文字采用记叙体，以大事、特

事、要事为线索，横分门类，纵写历史与现状。并有附录。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人物收录形式为小传、简介、名录以及以事系人。

人物小传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其它形式不受此限。

六、称谓一律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直书其名，必要时在入名

前加职务名称，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使用全称，

需简称的注明简称的称谓o 。

七、公元纪年、日期、计算、统计数据中的数字，用阿拉伯

数字并按国家标准书写。

八、本志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档案馆及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档案，部

分取自上级文件、报刊、采访、回忆录以及各处室工作文献等，

必要的注释采用页下注。



序 言

追忆历史，树前贤之丰碑；展望未来，励后人之伟业。

在石家庄一中建校60周年之际，记载学校发展和建设历史的《一中校志》经过两

年多时间的编辑整理，终于成书，与大家见面了。《一中校志》较为完整地记载了石家

庄一中从建校至今的历史梗概，重点记录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大事要事。《校志》的编

印，对于了解一中前辈们的奋斗经历和教育精神，激励后来者继承传统再续辉煌，对于

今天的教师教育和学生教育，都有着重要意义。

60年前，也就是1947年11月，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火敲开了华北重镇石家庄的

大门，也使得石家庄市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独具意义的城市一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的

第一个大城市，创造了解放军军史上“城市攻坚战”的第一个战例。刚组建的人民政

府。工作繁多，百废待兴，但最重视的是教育事业。城市刚解放不久，政府将原有的几

所中学进行整合，于1947年11月24日，在一中现址正式组建了“石门联合中学”，第

一任校长是边区教育厅秘书长刘星华先生。翌年3月，根据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从

“石门联中”分出部分师生，先后组建了女中(现十七中前身)和师范学校(现十五中

前身)，“石门联中”更名为“石家库市立中学”。9月，晋察冀边区联中(从乎山县黄

泥村奉命迁移)的部分师生并入“石家庄市立中学”(其余部分师生进京，就是现在北

京101中学)。1948年9月，“石家庄市立中学”更名为“石家庄一中”，同时分出铁

路以西的学生和部分教师组建了石家庄二中。

石家庄一中的建立，开创了这个城市教育史的新纪元，形成了石家庄市中学教育的

基本格局。建国初期，石家庄一中就以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名冠全市，成为中学教育的旗

帜，被社会各界称赞为培养人才的“宝塔学校”，早在1953年，一中就被省政府命名

为河北省重点中学。

建校60年来，一中秉承“团结，坚定，刻苦，前进”的校训，经过几代人的顽强

拼搏和厚重积累，形成了优秀的教育传统。在60年的教育历程中，石家庄一中培养了

35000多名学生，分布在全国各个领域，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一中的学生。据

不完全统计，在一中的毕业生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将近700多名，在这些学生当

中，有我国首批南极考察队的学者；有我国卫星、导弹发射的专家；有参与“神州5

号飞船”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有地方党政领导。在

海外的一中学生当中，有我国的驻外使节；有国际知名大学的教授；有在国际科技和经

济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可以说是“桃李天下尽芬芳”。特别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

度以来，一中的高考成绩始终位居全省先进学校的行列，为高等院校输送了上万名学

生，并夺得15个全省高考状元，创造了河北省高考的奇迹。

历史是镜鉴，历史是资源。

回顾一中60年发展建设的历史，对于追忆前贤，继承传统，启迪后人，再续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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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中的历史。是一部革命传统史。

建校初期，全国还没有解放，战争的硝烟依然飘荡在城市的上空，敌机的轰炸还在

随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以刘星华校长为代表的许多教师，肩负着政治任务到一中从事

教育工作，为新中国的即将成立做着积极的人才和物质准备。师生们一边坚持教育教

学，一边警惕着敌特的干扰和破坏，以坚强的意志和高昂的热情，迎来了共和国的诞

生，迎来了全国解放。抗美援朝，有一中热血澎湃的学生；支援边疆，有一中激情飞扬

的青年；自卫反击战，有一中立功受奖的战士；抗击灾害，有一中英勇牺牲的烈士⋯⋯

可以说，共和国的各个重大历史阶段，都有一中杰出的教师和学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团结，坚定，刻苦，前进”，一中的校训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追忆着那些激情燃烧

的岁月，凝结了老一辈教育者的情怀，也恰恰表明了这所学校浓厚的革命性和顽强的战

斗精神。

一中的历史．是一部爱国教育史。
。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都把强民富国的愿望

寄托在教育事业中。一中的教师，许多在当年就是爱国志士，抱着对新中国的热望和企

盼，抱着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理想，来到一中任教。也有一些归国华侨，放弃国外优

裕的生活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来到一中，从事教育工作。60年来，爱国主

义的主旋律一直回荡在一中校园，“爱祖国，爱学校，爱学生”是一中教师共同的精

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是一中学生共同的意志，就是许多身在海外的一中毕业

生，其爱国情结也时时牵挂着这些游子的心。“一中科大海外校友奖学金”就是从中国

科大毕业后到国外留学的一中学生们共同设立的，目的就是激励一中在校生“为中华

的崛起而读书”，体现了拳拳赤子爱国之心。

一中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史。

从50年代的勤工俭学(当时一中的校办工厂生产军鞋)，一中师生就开始了艰苦

奋斗的历程。1968年，根据当时战备形势的需要，一中在灵寿磁峪董家庄建设分校，

教师带领学生们开荒山，修土路，垒石墙，克服重重困难，体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70年代初期，分校转移到鹿泉小壁村建设成农场，一中的老师们分期分批带领学生到

农场劳动，开垦出100多亩河滩荒地。种植了水稻等农作物，既为学校食堂补贴了伙

食，也为学生们学习和掌握劳动技术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

世界却是乐观而充实的，至今依然给许多老教师们留下深深的怀念。

进入80年代，一中人仍旧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一中现址以前是

休门望族的祖坟，30年代末期，日本侵略军占领石家庄后。在此建立了日本子弟小学

和日本女子职业学校。解放后，一中虽然也陆续进行了一些建设，但是限于资金和条件

的困难，校园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直到80年代初期，一些日式建筑依然在使

用，日式横拉门，日式横向契合的房瓦，记载着当年历史的艰难与耻辱，经过五十多年

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已经破败不堪。

198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一中带来了勃勃生机，借承办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的契

机，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建设。在3年的时间里，陆续建设了教学楼、体育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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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楼、实验楼、逸夫楼等，学校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申竹箴校

长带领一中的师生，充分发扬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加义务劳动，

拆旧房，平操场，修旧利废，为学校节省了大量资财。在那个年代，学校领导一手抓建

设，一手抓教学，全体师生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不但保证了各项基建工程顺利完工，

还创造了优异的教学质量，89届高考，我校不但取得突出的大面积上线率，还夺得全

省高考的文科和理科“双状元”。
‘

“一粒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

是没有时代限制的，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一中师生们永远的操守信条。

一中的历史。是一部无私奉献史。

在1992年，河北省教委对全省首批24所“优先装备的省级重点中学”进行全面

的督导评估，石家庄一中被评为全省总分第一名。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了“团结，

奉献，进取，务实”为内涵的“一中精神”。

教师职业的特定性，决定了学校必须要以“无私奉献”为主流价值观。一中的教

师们为了学生的学业进步，为了学生的成长发展，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为事

业奉献青春，为学生奉献生命”，成为一代又一代一中教师薪火相传的职业本色，涌现

出一大批值得栽入校史的优秀人物，如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申竹箴、徐必成，特级教

师袁崇贤，河北省劳动模范谈逮，省优秀园丁高勤江，等等。教师为学生无私教诲，补

习功课；班主任给贫困学生嘘寒问暖，默默资助；教职工为学校工作义务付出而不索取

任何报酬，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蜡烛成灰，光映陋室明亮；春蚕丝尽，’织做世上锦衣。无私奉献，不仅是一句口

号，也不仅是一种姿态，而是一中教师的思想境界，是一中教师的教育方式，是一中教

师价值观的主流，是一中教师的行为准则，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必将成为一中永远

的精神财富。

一中的历史。是一部教育研究史。

从建校到今天，一中60年的学校教育历程，也全面反映了石家庄市中学教育的发

展过程，也完整记录了新中国中学教育的历史。不论是教育教学还是学校管理，不论是

教学改革还是教育科研，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一中都有较为典型的思想和

实践。

建校初期到“文革”之前，一中的教育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优异，高考升学

率列全市各学校之首，被誉为“小宝塔”。1953年。石家庄一中被省教育厅命名为全市

唯一的“河北省重点中学”，当时学校面向全市各县区招生，社会各界以孩子考上一中

为最大的荣耀。而学校内部的管理也做到了规范、精细，从保存至今的档案中发现，一

中各学期的计划、总结都较为完整，甚至学生活动的具体方案都很详细，体现了一中学

校管理的务实作风。

“十年动乱”给一中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教学处于瘫痪状态，许多教师受到迫

害，“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等学生运动，彻底颠倒混乱了师生关系，打碎了管

理体制，造成了“时代灾难”。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一中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78年，一中被省教委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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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优先装备的省级重点中学”，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不断的改善，学校的教育教学

争管理也步入正孰，薅显截造了许多“全痿之最”：

一中是最早开展教学改革的巾学。

80年代中期，一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先后进行了“黎世法教学法”、“四环节教

学法”等撵索研究，对砖统的教学方法改革进蟹了有益的尝试。

一中是最早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中学。

1984年，省教委锚开全省第一次计算机辅助教学研讨会，到会的代表都是大学的

教辨，中学只有石家燕一中。

一中是最早开展教育科研的中学。

1993年，学校领导带队到上海建乎中学考察，体会到教育科研对学校发展的重要

幢。一中蓝或成立了科研室，秀审请承担了痿级和溺家级科研课题。

一中是最早创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中学。

从50年代实行“劳卫制”时期，学校领导就对学校体育工作高度重视，一中的群

傣教学扫高水乎运动员培养在余审成意特色，一中的运动曼多次打破中学生运动会纪

录。1988年，一中被阒家教委批准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1989年，被省教

委命名为“河北省体育传统项辟学校”；1991牟，被鞠家教委、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

先进俸育传统项羁学校。

一中是最早开展军训和国防教育的中学。

1986年，石家庄一中争驻地部队二十七军八十炳建立了“军民共建”关系，开始

了以部队为基地的学擞军训和国防教育活动，每年的新生都要到部队遗行军诩，形成了

优良的教育传统。

一中是最早秀展豳躲教育交流的中学。

作为省会的窗留学校，80年代初，一中就为省市政府的夕卜事交流量作多次接受接

待外宾的任务，先后有50多个因家的政府官员和学校师生到一中参观访问。

一中是最早开震校园文化建设的中学。

一中的教育传统和特色，就是既重视学生的科学知识辛口能力培养，又重视学生人文

精神的熏陶，“知识与文化并重”，是对“一中学生特质”的高度概括。在学校优良教

育传统的基础上，学校领导提盘“一中校瓣文记建设”的转婊内涵，《中国教育搬》向

全国进行了专题报道。主要内容是：

一中的德育文化：修德向善，知礼乐行，忠孝瞰会，珍惜人生。

一中戆教烽文化：零教赏煦，建树成名，修豢六气，和乐器同。

一中的教学文化：严谨智慧，学术平等，有教无类，关注巍命。

一中的学生文化：圜学底蕴，六艺多熊，追求卓越，肩负使命。

一孛的管理文纯：以人为本，争谐宽容，弱队合诈，创新传承。

思过去承载辉煌．想未来任重道远。

在新时期全面深化素质教育的战略实践中，石家庄一中兼承“上善若水，厚德栽

耪”的教育哲学，提出了“生命教弯”的断理念，溱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注重学

生社会能力培养，学校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学生明天的生涯和幸福”。一中的新思
·4·



想、新理念得到教育界的普遍赞同，也正在为，广大学生和家长所欣赏，我们相信，一中

的明天会更加辉煌，“重点大学之基，高中教育之旗”的理想一定能够早EI实现!

翻阅《一中校志》，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其音容笑貌，宛如昨El，其身影瞳咙，

竞在眼前。许多当年朝气蓬勃的同事，现已白发苍苍；许多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师，悠然

驾鹤西去，但是他们的名字永远留一中记载，他们培养的学生在延续着他们永远的生

命。

热血青年，讲坛耕作，披肝沥胆穷白首；

莘莘学子，刻苦激发，振翅高飞上青云。

《一中校志》的编写，是学校领导为纪念一中建校60周年而组织的专题工程。在

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校园文化研究室的老师们收集资料，查阅档案，整理归类，访问座

谈，编辑成书，做了大量繁重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老校长申竹箴先生和一中的

老干部李同仁先生，本着对一中的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抱病伏案，口述笔书，

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徐立新负责资料和图片的编辑整理，李占功对全书的文字和体例进行了认真

的统稿审查，田运隆对重要章节和大事记进行了审阅。校园文化研究室的老师们和各处

室主任都参与了《一中校志》的编辑工作，在这里对同志们的敬业与奉献精神一并表

示由衷的感谢!

田运隆

二00七年十一月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行政管理

第一节学校沿革⋯⋯⋯⋯⋯⋯⋯⋯⋯⋯⋯⋯⋯⋯⋯⋯⋯⋯⋯一⋯⋯⋯⋯⋯⋯(1)

第二节校园、校舍⋯⋯⋯⋯⋯⋯⋯⋯⋯⋯⋯⋯⋯⋯⋯⋯⋯⋯⋯⋯⋯⋯⋯⋯⋯(17)

第三节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24)

第四节学校领导⋯⋯⋯⋯⋯⋯⋯⋯⋯⋯⋯⋯⋯⋯⋯⋯⋯⋯⋯⋯⋯⋯⋯⋯⋯⋯(27)

第五节荣誉称号、实验基地与会员单位⋯⋯⋯⋯⋯⋯⋯⋯⋯⋯⋯⋯⋯⋯⋯⋯(36)

第二章 党群组织管理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38)

第二节工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47)

第三节妇女委员会⋯⋯⋯⋯⋯⋯⋯⋯⋯⋯⋯⋯⋯⋯⋯⋯⋯⋯⋯⋯⋯⋯⋯⋯⋯(51)

第四节民盟支部和民进支部⋯⋯⋯⋯⋯⋯⋯⋯⋯⋯⋯⋯⋯⋯⋯⋯⋯⋯⋯⋯⋯(52)

第三章教职工管理

第一节教职工的基本情况⋯⋯⋯⋯⋯⋯⋯⋯⋯⋯⋯⋯⋯⋯⋯⋯⋯⋯⋯⋯⋯⋯(53)

第二节教职工专业职务评聘情况⋯⋯⋯⋯⋯⋯⋯⋯⋯⋯⋯⋯⋯⋯⋯⋯⋯⋯⋯(62)

第三节1978年以后离退休教职工名录⋯⋯⋯⋯⋯⋯⋯⋯⋯⋯⋯⋯⋯⋯⋯⋯⋯(64)

第四节经济待遇⋯⋯⋯⋯⋯⋯⋯⋯⋯⋯⋯⋯⋯⋯⋯⋯⋯⋯⋯⋯⋯⋯⋯⋯⋯⋯(69)

第五节思想建设与业务培训⋯⋯⋯⋯⋯⋯⋯⋯⋯⋯⋯⋯⋯⋯⋯⋯⋯⋯⋯⋯⋯(76)

第六节1978年后教职工受奖情况⋯⋯⋯⋯⋯⋯⋯⋯⋯⋯⋯⋯⋯⋯⋯⋯⋯⋯⋯(79)

第四章学生管理

第一节来源与编班⋯⋯⋯⋯⋯⋯⋯⋯⋯⋯⋯⋯⋯⋯⋯⋯⋯⋯⋯⋯⋯⋯⋯⋯⋯(84)

第二节学生管理⋯⋯⋯⋯⋯⋯⋯⋯⋯⋯⋯⋯⋯⋯⋯⋯⋯⋯⋯⋯⋯⋯⋯⋯⋯⋯(88)

第三节学生组织⋯⋯⋯⋯⋯⋯⋯⋯⋯⋯⋯⋯⋯⋯⋯⋯⋯⋯⋯⋯⋯⋯⋯⋯⋯(100)

第四节高考及参加竞赛获奖情况⋯⋯⋯⋯⋯⋯⋯⋯⋯⋯⋯⋯⋯⋯⋯⋯⋯⋯(1 15)

第五节历届初中、高中班级及毕业生人数⋯⋯⋯⋯⋯⋯⋯⋯⋯⋯⋯⋯⋯⋯(126)

第五章德育工作

第一节建校初期⋯⋯⋯⋯⋯⋯⋯⋯⋯⋯⋯⋯⋯⋯⋯⋯⋯⋯⋯⋯⋯⋯⋯⋯⋯(129)

第二节1950年至“文革”前⋯⋯⋯⋯⋯⋯⋯⋯⋯⋯⋯⋯⋯⋯⋯⋯⋯⋯⋯⋯(131)

第三节新时期的德育工作⋯⋯⋯⋯⋯⋯⋯⋯⋯⋯⋯⋯⋯⋯⋯⋯⋯⋯⋯⋯⋯(134)

第四节新时期的特色教育活动⋯⋯⋯⋯⋯⋯⋯⋯⋯⋯⋯⋯⋯⋯⋯⋯⋯⋯⋯(150)

第六章教务工作

第一节学制、课程与教材⋯⋯⋯⋯⋯⋯⋯⋯⋯⋯⋯⋯⋯⋯⋯⋯⋯⋯⋯⋯⋯(161)

第二节教学常规管理⋯⋯⋯⋯⋯⋯⋯⋯⋯⋯⋯⋯⋯⋯⋯⋯⋯⋯⋯⋯⋯⋯⋯(167)

第三节图书馆⋯⋯⋯⋯⋯⋯⋯⋯⋯⋯⋯⋯⋯⋯⋯⋯⋯⋯⋯⋯⋯⋯⋯⋯⋯⋯(170)

第四节实验室⋯⋯⋯⋯⋯⋯⋯⋯⋯⋯⋯⋯⋯⋯⋯⋯⋯⋯⋯⋯⋯⋯⋯⋯⋯⋯(173)



第五节网络中心妫天象馆⋯⋯⋯⋯⋯⋯⋯⋯⋯⋯⋯⋯⋯⋯⋯⋯⋯⋯⋯⋯⋯(177)

第七章教学与科硒工作

第一节建校初期到文革时期⋯⋯⋯⋯⋯⋯⋯⋯⋯⋯⋯⋯⋯⋯⋯⋯⋯⋯⋯⋯

第二节文革后至80年代⋯⋯⋯⋯⋯⋯⋯⋯⋯⋯⋯⋯⋯⋯⋯⋯⋯⋯⋯⋯⋯⋯

第三蒂粥年代的教辩研⋯⋯⋯⋯⋯⋯⋯⋯⋯⋯⋯⋯⋯⋯⋯⋯⋯⋯⋯⋯⋯⋯

第四节2000年以来的教科研⋯⋯⋯⋯⋯⋯⋯⋯⋯⋯⋯⋯⋯⋯⋯⋯⋯⋯⋯⋯

第八章体育卫生工作

第一节建校至文革矮问⋯⋯⋯⋯⋯⋯⋯⋯⋯⋯⋯⋯⋯⋯⋯⋯⋯⋯⋯⋯⋯⋯

第二节改革开放以来⋯⋯⋯⋯⋯⋯⋯⋯⋯⋯⋯⋯⋯⋯⋯⋯⋯⋯⋯⋯⋯⋯⋯

第三节体育教学⋯⋯⋯⋯⋯⋯⋯⋯⋯⋯⋯⋯⋯⋯⋯⋯⋯⋯⋯⋯⋯⋯⋯⋯⋯

第医节体育赛事秘特色活动⋯⋯⋯⋯⋯⋯⋯⋯⋯⋯⋯⋯⋯⋯⋯⋯⋯⋯⋯⋯

第五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第六节运动队及竞赛成绩⋯⋯⋯⋯⋯⋯⋯⋯⋯⋯⋯⋯⋯⋯⋯⋯⋯⋯⋯⋯⋯

第七蒂领导关怀与学校荣誉⋯⋯⋯⋯⋯⋯⋯⋯⋯⋯⋯⋯⋯⋯⋯⋯⋯⋯⋯k

第八节卫生保健工作⋯⋯⋯⋯⋯⋯⋯⋯⋯⋯⋯⋯⋯⋯⋯⋯⋯⋯⋯⋯⋯⋯⋯

第九章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

第一节艺术课程与活动⋯⋯⋯⋯⋯⋯⋯⋯⋯⋯⋯⋯⋯⋯⋯⋯⋯⋯⋯⋯⋯⋯

第二节艺术生培养与去向⋯⋯⋯⋯⋯⋯⋯⋯⋯⋯⋯⋯⋯⋯⋯⋯⋯⋯⋯⋯⋯

第三节势动技术教育⋯⋯⋯⋯⋯⋯⋯⋯⋯⋯⋯⋯⋯⋯⋯⋯⋯⋯⋯⋯⋯⋯⋯

第÷章外事工{乍及褥拳交流

第一节概况⋯⋯⋯⋯⋯⋯⋯⋯⋯⋯⋯⋯⋯⋯⋯⋯⋯⋯⋯⋯⋯⋯⋯⋯⋯⋯⋯

第二节擞访考察⋯⋯⋯⋯⋯⋯⋯⋯⋯⋯⋯⋯⋯⋯⋯⋯⋯⋯⋯⋯⋯⋯⋯⋯⋯

第三节来访接待⋯⋯⋯⋯⋯⋯⋯⋯⋯⋯⋯⋯⋯⋯⋯⋯⋯⋯⋯⋯⋯⋯⋯⋯⋯

第四节外教聘任与管理⋯⋯⋯⋯⋯⋯⋯⋯⋯⋯⋯⋯⋯⋯⋯⋯⋯⋯⋯⋯⋯⋯

第五节友好学校与学生交流⋯⋯⋯⋯⋯⋯⋯⋯⋯⋯⋯⋯⋯⋯⋯⋯⋯⋯⋯⋯

第六节两岸交流⋯⋯⋯⋯⋯⋯⋯⋯⋯⋯⋯⋯⋯⋯⋯⋯⋯⋯⋯⋯⋯⋯⋯⋯⋯

第七节其他形式的交往⋯⋯⋯⋯⋯⋯⋯⋯⋯⋯⋯⋯⋯⋯⋯⋯⋯⋯⋯⋯⋯⋯

第十一章教育人物

刘星华⋯⋯⋯⋯⋯⋯⋯⋯⋯⋯⋯⋯⋯⋯⋯⋯⋯⋯⋯⋯⋯⋯⋯⋯⋯⋯⋯⋯⋯⋯

廉子衡⋯⋯⋯⋯⋯⋯⋯⋯⋯⋯⋯⋯⋯⋯⋯⋯⋯⋯⋯⋯⋯⋯⋯⋯⋯⋯⋯⋯⋯⋯

袁毓英⋯⋯⋯⋯⋯⋯⋯⋯⋯⋯⋯⋯⋯⋯⋯⋯⋯⋯⋯⋯⋯⋯⋯⋯⋯⋯⋯⋯⋯⋯

袁崇贤⋯⋯⋯⋯⋯⋯⋯⋯⋯⋯⋯⋯⋯⋯⋯⋯⋯⋯⋯⋯⋯⋯⋯⋯⋯⋯⋯⋯⋯⋯

申竹箴⋯⋯⋯⋯⋯⋯⋯⋯⋯⋯⋯⋯⋯⋯⋯⋯⋯⋯⋯⋯⋯⋯⋯⋯⋯⋯⋯⋯⋯⋯

徐必或⋯⋯⋯⋯⋯⋯⋯⋯⋯⋯⋯⋯⋯⋯⋯⋯⋯⋯⋯⋯⋯⋯⋯⋯⋯⋯⋯⋯⋯⋯

田运隆⋯⋯⋯⋯⋯⋯⋯⋯⋯⋯⋯⋯⋯⋯⋯⋯⋯⋯⋯⋯⋯⋯⋯⋯⋯⋯⋯⋯⋯⋯

第十二章大事记⋯⋯⋯⋯⋯⋯⋯⋯⋯⋯⋯⋯⋯⋯⋯⋯⋯⋯⋯⋯⋯⋯⋯⋯⋯⋯

纛记⋯⋯⋯⋯⋯⋯⋯⋯⋯⋯⋯⋯⋯⋯⋯⋯⋯⋯⋯⋯⋯⋯⋯⋯⋯⋯⋯⋯⋯⋯⋯

83

87

89

93

(198>

(201)

(206)

(2够)

(215)

(220)

(223)

(225)

(231)

(239)

(244)

(248)

(248)

(249)

(252)

(256)

(259)

(260)

(262)

(262)

(262)

(263)

(263)

(264)

(264)

(266)

《314l



第一章行政管理

第一节学校沿革

一、校名沿革

1、石门市立联合中学(简称石门联中)

1947年11月24日建校之初使用此名。冀察晋边区教育厅秘书长刘星华任校长。

石门市立联合中学设男中部、女中部和商职部，总部设在女中部。男中部在原私立

石门中学旧址；女中部在平安大街原石门市立女子中学即一中现址；商职部在华西路原

河北省立商业职业学校旧址(现17中)。

2、石家庄联合中学校

1947年12月26日市政府发出通知，决定自1948年元旦起，石门市改为“石家庄

市”。故学校名称改为“石家庄联合中学校”。

3、石家庄市立中学

1948年2月28日，市政府决定从石家庄市立联中分出部分师生组建石家庄市女子

中学和石家庄市师范学校。同时，石家庄市立联合中学更名为石家庄市立中学，刘星华

继续任校长。

4、石家庄市立第一中学

1948年9月，石家庄市立中学更名为石家庄市立第一中学。同时分出铁路以西的

学生和部分教师组建二中。

5、石家庄市立第一中学校

1949年9月30日，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训令，学校更名为：石家庄市立第一中学

校。

6、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校

1950年11月，根据河北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公立学校名称不加国立、省立、县立

字样的通令》，校名改称：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校。学校公章为方型，字为繁体字。

7、河北石家庄第一中学

1954年6月29日，根据省教育厅通知，校名改称：河北省石家庄第一中学。

8、新一中

文革期问，红卫兵组织林立，学校纷纷改名，校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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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志

12月31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学校视察，为全校1300名师生作了40分

钟的讲话。之后，学校受名鸯耘一中。

9、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968年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对市内中学重新排序命名，校名确定为：石家庄市笫

一巾学，简称为石家庄一中。该校名沿用至今。1996年全国入太副委员长费孝逶秀一

中题写校名，用的是简称石家庄一中。

二、校址沿革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现址即石家庄市桥东区平安北大街13号。在1938年以前是体门

农圃，休门赵家坟地就在其中，俗称“赵家坟地”。

1938年侵华毽军褒该垃建立-f“蜀本第一国民小学”和“嚣本职照女子学较”。

日本第一国民小学位于学校现址东北部，校门向北开在正东路_i2。日本职舭女子学校校

门开在平安大街。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两所学校停办。

1946年石}】市立女子家事职泣学校<1943年建立，缀壁在凝_开霪蓦)迂到这墅，并

改名为“石门市立第一初级女子中学”。1947年该校又更名为“石门市立女子中学”。

1947年11月24日建立“石门联合中学”，总部就设在这里。从建校至现在，校址一直

没有变{{：。

通讯地址最初为石家庄市解放大街平安路5号，现为“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13

号”，邮政编码为050011。

辫图：石家瘫市第一中学梭变沿革示意图《附图冕第5页)

三、体制沿革

l、初级中学、完全中学翻裔级中学

1947年1 1月24日，市人民政府在原有七所中学的基础上组建“石门联合中学”，

共有学生1304人，其中男中部774人，女中部197入，商职部333人，除商职部外均

为初中生。

第一届初中毕业生于1948年7月毕业，共91人。其中l班51人，班主任杨昭腾，

截班主任张继变。2斑∞人，班塞任张翼铁，副班主任肖邦傺。

商职部学生大部分参加工作，部分学生转入华j艺联大。

1950年教育部指示河北省“予本年度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条件的中学增设高

中班次或单独设立高级孛学”。隧年一中璞设高孛翡个班，共有十六个班，在校学生

792人，教职工79人，成为石家庄市第一所完全中学。

1953年第一届高中应届毕业生共两个班88人，绝大多数参加高考，升入大学的人

数占粥％以上。

1986年按照上级要求扩大高中招生规模(高中十轨)，停办初中。1987年复褥初

中生。1997年再次停招初中生，高中扩大招生为12轨。直到2001年再次停办初中，

2004年最后一届初中生毕韭，至今学铰力离级中学，艇辘。

2、学校的拆分和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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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行政管理

1947年12月。在石门联中工作、就读的原正定中学和正定师范逃至石家庄的“正

定联中”师生，被动员回正定学习。

1948年2月28日，从石家庄市立联中分出部分师生组建石家庄市女子中学和石家

庄市师范学校。

1948年9月，晋察冀边区联中从西柏坡根据地撤出，团职以上的干部子弟进入北

京师大二附中，后为北京101中学；部分团职以下干部子弟和工农学生170余人编入市

立中学。同年，根据市政府决定，由市立中学拨出家住铁路以西的200余名学生和部分

教职员成立市立第二中学。

1968年10月，根据石家庄市革委会决定，市二轻工读学校并人一中。

1981年8月，石家庄市教育局决定，市第三中学停办，将初三年级4个班的学生

和部分教师并人一中。

3、业余中学班、夜校、分校

1950年4月，学校‘j向工农开门”，开设6个工人业余中学班和干部业余中学班，

工人195人，干部89人。计划三年毕业，达到初中程度。干部业余中学班为当时石家

庄市的建设培养了大批管理和建设人才，被称为石家庄市的“干部学校”。

1965年11月经上级批准，一中附设第一夜校，招收4个班，学生毕业后停办。

建校以来，一中先后办过几个分校，基本情况如下：

(1)1968年为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决定在灵寿慈峪建立农场和分校，并长期分

批派师生在农场和分校参加劳动。1974年停办慈峪农场和分校。

(2)1974年11月，一中选定了滹沱河河滩一块约78亩的荒地，与正定县曲阳桥

公社东里寨签定了使用期限为15年的协议，建立东里寨学农分校。

(3)1997年8月，经市教委批准，一中分校——石家庄市立仁学校成立。校址在

五七路，当年初一招生两个班，高三补习班招生4个班。2000年该分校迁至十二化建

学校。2006年9月，根据学校决定立仁学校停办。

(4)为了应对扩招的形势，学校多次召开校长办公会研究分校建设事宜。市政府

于2004年正式批准一中筹建分校。同年9月，学校成立分校筹建处，负责分校选址、

规划论证等具体工作。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其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四、学校冠名和办学目标

1、1950年学校明确提出“为创造新民主主义新型中学而努力”的目标。

2、1953年学校提出“为办好重点中学而努力”的口号。同年8月经全面考察和评

估，河北省人民政府确定石家庄市第一中学为河北省重点中学。

3、1962年。河北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切实办好重点学校的几点意见》确定重点

高中85所。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列在其中。

4、1963年1月，省教育厅提出“确定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国办中小学作为中小学教

育的骨干”，“使全省小学、中学到大学形成一个高质量的小宝塔形”。2月中共石家庄

市委、市人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印发了市中小学“小宝塔”规划，在“小宝塔”

内，确定了一批包括一中在内的重点中、小学。后称“小宝塔学校”。5月省教育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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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37所学校为第一批重点办好的全日制中学。一中为被选定的第一批重点办好的全日

制中学之一。

5、1963年9月，校长袁毓荚在全校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一中的革命传统和优

良作风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团结、坚定、刻蒋、前进”的八字校训。

6、文革愿教育战线拨乱反正。1978年4胃，经省政腐批准，一中重凝被确定炎重

点中学。同年lO月5爵，在河北省革命委爨会批转的省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办好重点

中小学的报告》中，一中被确定为河北省优先装备的13所重点中学之一。报告要求

“三年内，使之成鸯全省第一流的学校，力争达到国杰先进水乎”。

7、1987年，校长申竹箴提出“三全、三育”管理思想，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面向全体学生，对学生全面负责和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以及五个一流的

抒学强标。1987年10冀，学校将“五个一漉”酶总体发晨规翘穰方岛概括为“五个一

流”，写入《石家庄市第一中学1987年11月24日至1992年11月24日发展规划纲

要》，即五年规划。《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到1992年建

校舔周年的醚候，把一幸建成程教辉酞基、校风校篼、校舍设备、管理服务、教育质

量赢个方面均达到先进水平的先进学校”。

8、1992年河北省教委冀教譬(1992)第5号《通报》中，公布了河北省教委对优

先装备的嚣所重点孛学送行的督爵译估的结栗，一中位麓榜酋，荣获“优秀重点中学

奖牌”和2万元奖金。

9、1994年，一中领导班子提出了“把我校办成全国一流学校”的目标，并明确写

入《石家座市第一中学整体改革发展规划(1994年～一1998筝)》幸，其体表述为：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并举，和谐发展，办出特色，努力实现教育思想、

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使一中成为全国一流学校”。

该整体改革发震规剃的具体内容可概括为“‘三二三’教育改革工程”，却“三化、

二菔、三高：办学条件标准化、学校管理科学化、教师素质优良化；重在示范、重在实

验，要在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窍教学质量方匿起示范作用，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出

成果，出经验；实现教育科研的离承乎、教师待遇酶离水平和教育教学质璧的高水平。

10、2004年9月，校长田运隆提出“把一中办成‘重点大学之基、高中教育之旗’

是我们的教簿理想，‘一切为了学生骤天的生涯与幸福’是我们的教育糖棒，‘上善若

水，厚德载物’是我们的教育哲学”。此后，“重点大学之基、高中教育之旗”成为学

校办学目标。2005年3月18日，校门广场矗立45吨泰山石一块，上刻“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同年，在学校主搂醒露位置，架立“重点大学之羲、高中教育之旗”灯光

大字，以彰显一中的办学目标和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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