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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所涉人、事，尊重历史，客观记述。其称谓

一律直书其名。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 ”‰～

简称。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先进典型和模范人
“

物均为简介或表录。

七、本志主要使用学校档案资料，口碑资料经考证后

适当使用，凡摘录和引用部分一律附注说明。

八、本志作者一律署真实姓名或笔名，个人简介未署名

的为本人所撰写。照片较多，查找摄影作者有难度，故不能 ．

具体署名，特申明。 -，w

守i

九、为行文和印刷方便，短小注释使用夹注。历史朝

代记事，用国号、庙号、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数字按国家有关出版

物的规定，除成语、惯用语、浓缩语等外，一律使用阿拉

伯数字。

(方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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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商

陆良县教育局局长程星铉

今年是文化小学建校464年，在沧桑巨变之间，学校的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教师由解放初期的9人发展到142人，在校学生也由当年

的200来人增长到4000多人，当年的“学署”、“卫学”，“义

学”、“书院”、“小学堂”也逐渐更名为“陆良县第一人民小

学”、“陆良县文化小学”。

各级党委、政府着眼于2l世纪教育改革发展之大计，

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并成立了“修志编纂委员会”，布置安

排编写地方教育志，以总结过去、昭示未来为目的，系

统、科学、客观地总结和整理教育发展的光辉业绩。文化
r

’’小学按照省、市、县会议精神和要求，组织编写校志，不

。，，札：，仅是，“文化人”的心愿，也代表了陆良人民的共同心愿!

。一 ：～文化小学现任校长、特级教师方祺来担任校志编纂

委员会主任、主编，历任校长和部分老师30余人亲自撰写

。 自己任职和工作的各个时期亲身经历的学校建设和教育教

。学综合改革与发展各方面的情况，大家殚精竭虑、搜古穷

1÷； ’经、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
-． 成了30万字的文稿编辑工作。学校教育志的出版发行，既

、．‰。。、。。。。诎．是文化小学教育迅猛发展的最好说明，也是陆良文明源远

∥．觚Ⅷ一流长、博大精深并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最好体现。它是

盥。。。一，勤奋耕耘的“文化人”献给陆良教育事业的一份厚礼!
云南·曲靖·陆良文化小学教育志》的五个篇章，

顾了文化小学悠久的办学史、光荣的革命史和辉煌

史，真实地记录了党和政府尊师重教、陆良人民兴

——o 2

云南．曲靖．陆良文化小学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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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发展教育的不朽业绩。各个篇

均以理性的思辨眼光，不拘泥于“志书”格调，或侧重

理记述，或侧重经验总结，或侧重成果展示，或侧重宣

学习榜样，或侧重探索追寻，或侧重引领发展，不千篇

律，显得厚重而富有理论价值，使“志书”融资料性、

思想性、科学性为一体，可信、可读、可用，既可作为地

方课程中的校本教材来使用，也可作为学校校本教研的参

考书来学习，为现行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至此，谨向关心陆良教育发展的各级领导、有识之

士，以及在《(云南·曲靖·陆良文化小学教育志》的组稿

和编辑工作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朋友深表感谢!祝愿每

一个有志的教育工作者都成为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者，祝愿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在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

新、扎实工作，为陆良教育事业的发展谱写更加辉煌的新

的篇章1

2006年4月26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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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陆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志宏

据悉， Ⅸ云南·曲靖·陆良文化小学教育志》即将由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委会要我写篇序言，我是本书的

一个读者，乃欣然命笔。

文化小学的前身，可以上溯到公元1542年设立的“学
署”、 “卫学“，数百年间曾经数次更易其名称。建国以

来，文化小学在克服艰难和困苦中前进，50多年的风雨兼

程，50多年的艰苦奋斗，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学校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百年老校悠久的办学历史，堆积成山的资料，经过编

委会成员的搜集、整理和考证，现以史志形式成书问世，

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
有的是陆良县教育界的老前辈；有的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富有经验的特级教师；有的是学科教学骨干。他们从理论

上和实际经验上互相补充，成为本书优化组合的编委会，

因而反映在本书各篇章也各有千秋，显示出不同的特色，

既有学校管理的指导意义，又有教育教学研究的实际应用

价值，有助于校长管理工作中的参考、教师教育教学中的

借鉴、学生成长中的启迪和塑造。笔者相信，在文化小学

这片教育的热土上，无数代人的信念与理想，无数代人的

追求与誓言，均已成现实，在《云南·曲靖·陆良文化小
学教育志》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文化小学的明天必将建

设得更加美好!

笔者相信，陆良县教育界已经并将会出版或刊出更多

有价值的书籍和文章，其中某些方面会有可供学习、借鉴

之处。如果我们都能从每个人的实际出发，取各家之长，

补自己之短，那么，我们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会加快、加

大步伐。文化小学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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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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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一部从未读过的书就像结交一位新朋友，不闻

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

之。教育家陶行知说：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竹他还

说： “办学如治国，眼光要远，胸襟要大。”对于一个人

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

于一种美好事业。 “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

师”，老师的工作是辛苦的，从来停不住自己的脚步，为

了培养下一代，含辛茹苦，整日操劳。辽阔的世界，宏伟

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周

而复始，从不停顿，祝愿文化小学领导和老师们心情舒
畅，目标纯正，再度前进一程1

200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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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验小学作文育才奖、 “全国写作教育核心领导人”称

号。《蜜蜂报》、 《曲靖日报》、《曲靖教工》曾以《身

体力行好校长》、 《园丁的爱心与奉献》等为题对他的事

迹进行过宣传报道，省、市报刊和电视台多次对文化、盘

江、中枢三所省一级示范学校的工作做过宣传报道。

多年来，他一边工作一边著书立说。最近，借省、

市、县修志工作会议精神的东风，主编《云南·曲靖·陆

良文化小学教育志》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

付印之前，他嘱我写个序，凭借多年相互了解、多次新闻

采访和报道，我理应做这件乐事。这本书客观、科学地回

顾和总结了文化小学的办学历程、经验与成绩，它既是文

化小学悠久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该校师长和学友辛勤耕

耘的成果，是献给陆良教育事业的一份厚礼!

这本志书涵盖面广泛，内容丰富，材料真实。它的出

版发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学校教育改革发

展的光辉历程，有利于增强全民办教育的决心和信心，一

定会对“两个文明”建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回顾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更好地展望未来，

那么，我真诚地希望文化小学把昔日的辉煌升华为无穷的

动力，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与社会和谐发

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一
，

”‘

一。。，孟里安 。’’^．'血土)‘ 4

2006年4月23日：

(原《云南日报》通讯员、《曲靖日报》陆良通联

站站长、中共陆良县委宣传部副主任新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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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良县文化小学简介
校长、特级教师方祺来

陆良县文化小学位于县城中心，始建于明朝嘉靖

}⋯⋯+o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当时叫“学署”、 “卫学”；

o～⋯--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l 7 3 5年)改为“义学”；光绪⋯。 一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改为“小学堂”；民国元年(公
元1912年)改“堂”为“校”；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

～
年)改为陆良中学附小。解放后命名为“陆良县第一人民

，。， 。小学”，1952年改称中枢小学，1954年更名为陆良县文化

， ∥街小学，习惯称文化小学。
。．、 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史、艰苦的创业史和辉煌的发展

、

～，”， 史一；早在1928年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在这里开展工作。1929

／。： i年3月，中共陆良县特别支部在此诞生。1929年9月，中共

，∥．芦 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曾到这里指导党的工作，传达“六

大”精神。解放战争期间，一些进步教师先后冲破敌人严

I，。”密控制，参加反蒋武装斗争。

／’、§．。 。， 解放后，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

一，’。⋯一．．，下：历任校长团结和带领广大教职员工为学校的建设和发
i一一～ 展做贡献，学校不断壮大，越办越好，成为陆良县的一所

、 ∥～。窗口学校。1950年有教职工9人，66教学班，学生200人。
毋 “1956年有教职工28人，20个教学班，学生1100人。1971年

、 办附设初中班，1 977年附设高中一班。1980年有教职工

；《，82人，有附中8个班，小学33个班，学生2528人。1982年

9月，初中部并入陆良第八中学。1986年有教职187人，

’38个教学班，学生2458人。2000年学生增达4000余人，同

1年新建中枢小学后划片分流1000人，在校学生还有3000余

，人。2002年有教职工147人，53个教学班，学生3236人。

2006年3月，有教职1142人，66个教学班，学生40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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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队伍精良。初步统计，1983—2006年间，曾

在文化小学工作过的特级教师共7人、被评为云南省优秀教
师3人、曲靖地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3人、曲

靖市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曲靖市中青年教研教学优
秀人才6人、廊靖市“十佳辅导员”3人、县“劳模”1人、
县学科带买人8人。被推荐参加国家级骨干教师培Uil3人、

省级骨干教师培iJll2人、市级骨干教师培iJil8人。受表彰奖

励教师：省级12人次、市级22人次，县级48人次、镇级106

人次。论文发表：全国性刊物16篇、省级刊物118篇、市级

刊物29篇、县级刊物29篇。论文获奖：全国性23篇、省级56

篇、市级89篇、县级38篇。业务竞赛获奖：全国性46人次、

省级41人次、市级86人次、县级112人次、镇级79人次。

学校办学业绩辉煌。198l一2006年间，学校先后被

评定为全国优秀(示范)家长学校，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全国助残先进集体，全国红旗大队，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
基地，全国中小学写作教育杰出单位，云南省一级示范小

学，云南省青少年科技教育一级示范小学，云南省信息技

术教育实验学校，云南省电化教育优类学校，云南省文明

单位、文明学校，曲靖地区德育工作先进集体，曲靖地区
拥军优属先进集体，曲靖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曲

靖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曲靖市劳动技术教育合格学校， 。

市、县教研教学示范学校，县延安精神进校园实验学校。、

25年间，学校受各级各类表彰奖励共计205个项目，即国家

级21个、省级36个、市级51个、县级48个，镇级4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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