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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中国人民即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时，商界人士刘文浩

以历史的眼光和爱国的热情，慷慨解囊创办了淹城中学·学校从淹

城中学到三初中、二十三中，再到今天的三职高，已经走过了六十

年历程。在这六十年中，学校全体教职工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学校积淀了厚实的文化底蕴，形成了

优良的办学传统：学校培育了两万名毕业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六

十年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财富。

新世纪蕴含着新的机遇，新任务意味着新的挑战。目前，学校

正全面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此时此刻，我们修撰校志，存史立

志，鉴往开来，并以此庆祝建校六十周年，这是全校师生员工和校

友们的共同心愿。

每一次变迁都充满发展的艰苦和成功的辉煌，每一次发展都倾

注一代代师长的热血和汗水·花开花落，春秋代序·历史永远不会

忘记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创业者和建设者·今日的三职高人要以

史为鉴，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续谱新篇章。愿我们不辱使命，创

造新的辉煌·

王巍平

二00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以存史、教育为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在客观真实

地反映历史。

二、本志上限始于1943年5月，下限为2003年9月。

三、本志事以类分，以教育实践活动分类，横排纵记。“志"采用

章节体，一般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以时系事，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四、本志体裁为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随文

出。

五、机构、人事变更日期以文件为准；凡单位、部门名称以所记史

实当时名称为准。

六、本志所涉及的机关、团体，凡用习惯称呼不致引起歧义的，用

习惯称呼。如称解放前本校名为搿淹城中学"、常州市第三初级中学为

“三初中一、常州市第二十三中学为“二十三中一、常州市第三职业高

级中学为搿三职高一．其他一律写全称，或第一次出现的用全称，括注

其不易产生歧义的简称。

七、本志所用史料，主要来源于学校档案室和有关部门的档案、历

史文件，部分史料来自知情人回忆，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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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概述

常州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是一所公立全日制高级中等职业学校，隶属于常

州市教育局。学校为国标省级重点职业学校，位于常州市区中心健身路20号，

东邻天皇堂弄，西靠健身路，呈现东西狭南北长的地形特点，现有土地面积15

亩(不包括校办企业近20亩用地)，主要建筑由三座平行的教学楼以及综合楼、

办公楼组成，总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现有教职员工125人，在校各类学

历教育学生2175人，其中校本部学历教育学生1794人。

学校自1943年创办至今已60年，大体经历了私立淹城中学、三初中、二

十三中学和三职高四个时期。

私立淹城中学时期(1943年--1956年)是学校的创业时期，其主要特点

是多次搬迁，艰苦发展，名声鹊起。

1943年5月，商界有识之士刘文浩在武进湖塘借高田村小学部分校舍，

创办私立能毅商业中学，以纪念其父刘能毅：并成立校董会，由刘文浩为董事

长，冯让勋(伪区长)任校长，而冯实际未到任，由校务主任胡雪萍主持学校

日常工作，全校教职工共11人。当年9月学校更名为淹城商业中学，开办时

招收初中一、二年级新生各一班，共90名。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谋求学校

发展，lO月份学校迁至常州城内中玉带桥何氏宗祠。当时城南中学亦搬入城

区，苦无适合校舍，两校决定合办，成立城南淹城联合中学。1946年春天，

城南中学另觅新址，于是两校分设，各自招生，学校更名为“私立淹城中学”。

l 947年5月刘文浩在大观路东侧筹建的一幢校舍(即胜利楼)落成，于是全

部男生迁入新校舍，原何氏宗祠改设为女生部，直至1950年。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波及学校，造成人心浮动。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5月常州市军管会文教部接管各中学，当时

学校设有6个班级，309名学生，24名教职工。1950年春荒相当严重，学生



中辍学者较多，教师工资也无以发放，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苏南行署及时

召开苏南教师第一届代表大会，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给予帮助，学校师生顺

利度过了春荒。1950年校舍解放楼建成，学校将女生部撤消，男女生实行并

班，全部到新校舍上课。随后，学校礼堂、食堂、浴室相继建造成功。礼堂于

1951年遭暴风雨毁损，经师生员工踊跃捐献粮款及校董刘文浩资助，于同年7

月1日又重建落成。

1952年暑假，政府拨款给学校把陈家花园即“未园"买下，开辟成学校

图书室和阅览室。当年秋，政府拨款给学校兴建教学楼一幢(即建设楼)，上

下十二开间，设六个教室，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1953年，国家胜利度过

了经济恢复阶段，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教育战线也进行了整顿巩

固。1953年暑假，芳晖女中附设夜中学两个班并入学校改为全日制班，群进

中学四个班全部免试并入，学校增至17个班级，学生数达1007名。学校班级

发展的同时，校舍设施也得到相应的扩充。1954年暑假，市人民政府将原群

进中学校舍与城北初中校舍(位于东横街)对调，城北初中校舍全部并入学校，

自此淹城中学校舍连成一片，学校教育用地面积有了新的扩大。

1955年暑假，学校班级增至24个，在校学生1390余人，成为全市大型

初中之一。由于“严格、求实”，学校历年升学率在全市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

教育质量显著。

三初中时期(1956年一1970年)是学校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教学

严谨、质量卓著，学校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声誉，是全市公认的一所优秀重点初

中学校。

1956年7月1日，市人民政府宣布学校由政府接办，学校被命名为常州

市第三初级中学，私立改为公立，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全校师生知

道这一消息，无不欢欣雀跃。从此，学校经费由政府支拨，教工工资作了改革，

教工收入明显提高，学生学杂费大幅度降低，全校师生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一时期，学校师资队伍得到了充实和提高，特别是1963年以后到1966

年几年间，形成了优良教师群体。当时，数学组有以四老“姚振乾、汤永睿、



蒋桐生、张砚农"为骨干的一批教师，他们的课堂教学严谨而活泼，各具特色。

语文组整体实力雄厚，各有风采。时评朱川彬的一枝笔，钱瑞华的一张嘴，徐

富清的一堂课，上有老教师刘有为担任语文教研组长，下有青年教师潘凤珍等

积极探索教改之路。一时间，语文组群英荟萃，数学组各领风骚，显示了学校

师资队伍的整体优势。

这一时期，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组织教学改革。校长亲自下

班试教，探讨同一教材的不同教法。教师之间相互听课也习以为常，并且履行

并不成文的“九有"公约，即听课前的“三有"：有准备、有目的、有对象：

听课时的“三有"：有记录、有思考、有分析；听课后的“三有”：有评论、有

小结、有交流。教而又研的气氛相当生动活泼。学校既向市内的市一初中、市

一中、省常中等校学习，还与前黄中学、奔牛中学挂钩联系，还先后去上海、

镇江、扬州等知名学校访问取经。1962的上半年，语文教研组群策群力，陈

列了双基、范文、作文复习室，举行作文评讲指导的公开教学，全市及邻近郊

县的一些兄弟学校都来参观听课。1964年上半年，局领导挂帅，教研室长期

蹲点，以初二语文备课组为教改试验重点，从备课到上课，从教学设计到教学

小结的各个环节进行探索实践。学校从教法改革的探索中归结出“读读议议，

讲讲练练，点点拨拨，解惑明理“的十六个字课堂教学法。当年7月初，省厅

领导来校视察，召开语文教学座谈会，对学校语文学科及其它学科教改实践作

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这一时期，由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广

大学生勤奋学习，团结向上，毕业时都响应党的号召，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

备。特别是毕业生每年有一大批报考录取省常中，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受到兄弟

学校和全市人民的一致好评。学校是全市市民公认的最好初中校之一。期间，

学校被表彰为全国卫生红旗单位。

毋庸讳言，这20年中，学校教育曾两次受到冲击。一次是1958年的“大

跃进"，一次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时以高指标，瞎指挥，

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由上而下，做出了许多脱离实际，层层加码的错误做法，

一段时间师生过多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冲击了正常教育秩序，背离了以



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使教育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学校教

育走向深渊。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13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

大字报，从此，全校停课闹革命。8月1日，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揪斗教

工，批判“当权派’’。此时学校党政瘫痪，干群挨整，秩序混乱。1968年11

月，滞留学校的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或者农场，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

产劳动。70届71届的毕业生绝大部分则被安排到工矿企业参加生产劳动。

第二十三中时期(1970年一1988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由乱到治，振兴

教育，是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并走向辉煌的时期；同时学校开始向职业教育

转轨，摸索职业教育。

1970年10月经常州市革委会批准，学校更名为常州市二十三中学， 1972

年开始增设高中部，学制“二、二制”，从此学校成为完中。“文化大革命”期

间，高校尚未恢复招生，1974年至1976年三届高中毕业生，未能参加高考而

被安排就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教育战线

开始拨乱反正，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其时，百废俱兴，百事待举，学校

首先认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一查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

积极吸收优秀教师入党，努力改善教工生活条件。学校党政领导坚持以教学为

中心，不断制订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到1982年底，先后制订和健全了29项

规章制度。其中重要的有“中学生一日常规”、“教职员工服务守则"、“教导处

工作细则"、“总务处工作细则"、“教研组工作细则”、“教学工作制度"、“好课

的十条标准”、“教师道德修养十条"，这些规章制度有的带有恢复正常教学秩

序性质，有的带有摸索创新性质，为以后的依法治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校

鼓励青年教师积极进修，提高教学理论水平。一些原先只有中师或者高中文化

程度的20名青年教师先后参加培训进修，都达到了大专或本科毕业水平。学

校坚持不懈抓好教学常规，各学科都开出了研究课、汇报课、观摩课，教研组

都有固定集体备课时间，每个教师要按照“三个环节”、“两个主动"、“一个提

高”的教学要求，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教育的春天来了，教师教书育人积极性空前高涨，广大教师重视“双基"，

因材施教，精讲多练：学生中“振兴中华，勇攀高峰’’的勤奋学习蔚然成风，

整个校园朝气蓬勃。198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名列市区第一。高中毕业生

参加全国普通高考，取得优异成绩。1979年学校高中毕业生有30人考取全国

重点大学，学校高考成绩在全市各普通高中名列第一。1981年学校高考成绩

优异，学生吕建国高考成绩获全市个人总分第一名。1978—1982年一大批学

生被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牌高校录取。学校教

育教学取得了辉煌的业绩。1980年4月学校被评为江苏省先进集体，获惠浴

宇省长签署的嘉奖令。

这一时期，学校的办学规模稳步扩大，1980年学校占地面积3l亩，拥有

学生161 1人，共3 1个班级：1981年全校教职工149人。

1983年7月市机械公司与市教育局签订“联合开办职业班办学协议"，委

托我校开办金属切削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1983年9月两个职业高中班学

生如期开学，自此，学校由普教向职教转轨。1986年7月学校首届职业高中

车工专业70余名学生园满完成学业，被分配到常州牵引电机厂、电站辅机厂、

内燃机车厂等机械行业单位。从1986年8月起，学校停办初中班，学校过渡

成纯职业高中。当年底．省教委职教处领导来校视察工作，参加省职教会议的

代表来校指导工作，全校师生以新的姿态投入到了职业教育行列。

三职高时期(1988年一 )是学校职业教育创业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

主要特点是继承传统、发扬优势、积极探索、克服困难，并逐步形成职教品牌。

1988年3月常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学校更名为常州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

在职教发展初期，学校办学以与企业联办为主，学校重视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和

技能的训练，学校毕业生受到了用人单位普遍好评。1988年12月，学校被评

为首批省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

1994年以后，学校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形成了多层次、多功能、全方位

的办学特色。自办与联办结合，以自办为主：城市与农村结合，以城市为主；

职前与职后结合，以职前为主；中职与高职结合，以中职为主；职教与普教沟



通，以职教为主。

近几年来，学校积极探索办学模式的改革，已形成了清晰的办学思路：

学校进一步立足中等职业教育不动摇，进一步坚持双重培养目标，促进学校职

业中专(含综合课程班)、综合高中、成人高职和各类短训协调发展，强化培

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全面构建实施素质教育和人才成立的

“立交桥”。在全面实施“凝聚力工程”和“精品化工程”的基础上，重点推

进优秀教师群体建设(名师工程)，重点推进骨干专业建设(名专业工程)，进

一步全面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和社会公众形象，使学校真正成为“高效能、高质

量、精品化”的职教名校。

目前，学校举办综合高中，计算机应用与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

子商务、公关文秘与办公现代化等专业是学校特色优势专业。学校教学设备先

进，拥有7个计算机房，其中多媒体微机房4个，计算机400余台，有多媒体

电教室、现代化语音室、电子线路室等十八个实验室、实训室，还建立了千兆

校园网、电视网络系统、电子阅览室和数字化图书馆。

由于学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科学、民主的管理原则，经全体校师生

的共同努力，学校克服了职业教育创业初期的各种艰辛和上世纪末波及到全国

范围内职的教大滑坡困难，学校在各方面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学校语数市

统考赢得了市职校“六连冠”，会考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在省、市组织

的多项技能比赛中多次获第一名或一等奖；在江苏省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试中

连续四年高考成绩名列全省前茅，连续四年大学本专科录取率达100％，其中

2001年对口高考人均成绩601．2分，位于全省、全市第一，大学本科录取率

70．4％，计算机专业本科录取率94．1％，电子电工专业本科录取率84％，一大

批学生被东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气象学院

等高校录取。学生刘丽扬、韩燕南分别获省对口高考计算机专业2000年、2001

年省状元，学生钱春雷、李丹分别获对口高考电子电工专业2000年、2001年

市状元。

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好，大部分专业供不应求，毕业生当年就业率均保

持在98％以上。学校社会培训成果显著，“学电脑到三职高”成了许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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