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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要求。编修校志是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对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对丰富地方教育志的内容，对学校自身承前启后、

不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长沙市培粹实验中学(以下各章均简称“培粹”或“我校”)于1989年创办以

来，在各级党和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几经转折，历尽

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度过20个春秋，为长沙市的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享有较高的声誉。正如湖南省民办教育协

会副秘书长薛伯钧所描述的是“一部创业史，一把辛酸泪，一路正气歌，一面好旗

帜，一个好班子。”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培粹20年来的办学历史与现状，为学校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科学依据，为开展爱校教育、传统教育提供生动的历史教材，经

董事会、党支部、行政研究决定，在建校20周年之际，编修第一部培粹校志。

编修培粹校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念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求真存实，详近略远，按照事物的本来面

目秉笔直书，让事实说话，不加评述，力求使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三者

的统一。

本志采用“依项目分类，按时序叙事”的方法编写，共分6章22节，约10．5万

字。上限自1989年5月起，下限至2009年9月止。通篇采用纪实文字，从各方面比

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培粹20年来的发展概貌。其资料主要来自上级有关文件、学

校历年文书、培粹校刊、会议记录及创办人的回忆，所载史实、数据基本准确，具有

较好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序 言

长沙培粹实验中学(以下简称“培粹中学”)是1989年由一批名老离退休教

师凭着对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片丹心，白手起家创办起来的，至今已走过了20个年

头。20个春夏秋冬，20年风风雨雨，20载精心耕耘，培粹人在湖南教育这片热土上，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业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的篇章。

20年来，培粹人始终坚持“立校为公，办学为民”的办学宗旨不动摇。不管市场

经济如何发展，社会风气如何变化，也不管办学征途有多少艰险，办学条件多么困

难，他们始终不改“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初衰，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学校虽私

立而不为私，非公办实为公有。董事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培粹中学的所有资产，姓

党、姓公、姓民，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将一分钱据为己有，即使因不可抗拒的原

因被迫停办，所有校产全部交给国家，回归社会，为此，五位董事还立下誓言，一一

在誓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20年来的事实已经证实了他们的承诺。这种廉洁奉公的

献身精神，在当今时代显得何等高贵1

20年来，培粹人始终弘扬名师授业，磨血耕耘的治校精神不动摇。在培粹中学

有一组数据特别引人注目，令人称赞。20年来，先后有400余名优师名师在培粹担

纲把关，其中特级教师30余人，高级教师占80％，共产党员占50％，真给人以名师荟

萃，藏龙卧虎之感。是什么力量使一批又一批名师优师聚集在培粹这面旗帜下?我

认为，是源于以王志昆校长为代表的培粹领导集体礼贤下士，尊师重教、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源于他们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廉洁奉公，忘我工作的可贵精

神，更源于他们继承与弘扬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胡子靖先生磨血教育思想所带来的

永恒动力。“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应该说，这些就是培粹会集优师

名师的源头活水吧1

20年来，培粹人始终强调以生为本，以德育人的教育方针不动摇。其中突出爱

国主义主旋律，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则是他们德育工作的一大特色。他们认为，教育

学生继承与弘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使学生充满爱国之情，怀抱报国之志，培养

建国之才，落实效国之行，真正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

义事业可靠接班人，应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教育学生学会做



人、立志成才的根本。于是他们20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突

出爱国主义主旋律，教育学生继承与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始终坚持培粹多年来探索

出来的特有的“校中三校”“德育三课”“两言一讲”这一德育工作模式，强化爱国

主义主旋律，激励学生继承与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始终坚持以教师们的“两品”(人

品、文品)双优和言传身教为立足点，渗透爱国主义主旋律，带领学生继承与弘扬伟

大民族精神。培粹中学这一德育工作特色，值得借鉴，值得宣扬，特别是在当今形势

下更具有重要意义。

20年来，培粹人始终遵循“面向全体、因材施教”的原则不动摇。他们面对生源

质量偏低的实际，没有退缩、没有抱怨、更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

识深深地扎根在脑子里。多年来，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

素质教育、成功教育、多元智能结构等理论为指导，开展了《大面积转化潜能学生》

课题研究，在强调面向全体、全面关心学生成长的同时，坚持差异教育，全面提高教

育质量，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与提高。在这一教

育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培养了4000余名合格的毕业生，其中70％升入了高一级学

校，还有25名学生在培粹入党。对生源基础偏低的培粹中学而言，能够取得这样的

成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其意义不亚于示范中学所取得的成绩。

《培粹校志》业已面世。它全面记述了培粹中学20年的艰苦历程，全面回顾了

培粹人20年来的办学理念，全面反映了培粹领导与教师群体忠于教育事业的献身

精神，值得一读。其中，我认为，以上四个方面更是培粹中学的精华与特色，应予充

分肯定，大力弘扬。

纵观《培粹校志》，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社会发展的创业

史，是一曲弘扬主旋律，倡导精神文明的正气歌，是一面高扬现代教育理念、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的好旗帜。寥寥数语，略表心声。是为序。

引
(作者系原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民办教育协会会

长、现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顾问、省教育基金会会长)

200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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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原国家

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柳斌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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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民办教育协会

会长、现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顾问、省教育基金会会长刘玉娥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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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政协主席刘正题词

典邦的侵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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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基磺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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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会长、台湾知名人士、培粹中学名誉

董事长马鹤凌(马英九之父)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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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虮

原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潘贵玉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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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省人大

党组成员、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唐之享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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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丁夏畦题词

文
一血料

叮复

翻臻
蘩攀≈籀¨誊j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