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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一中校长兼党委书记 孙铁峰

公元 1997 年 11 月 8 日，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隆重举行

了建校 80 周年的校庆:党政领导光临，各方俊彦云集，数千校友

欢聚 。 人们为徐州一中的过去感到骄傲，更对徐州一中的未来

寄予厚望 O 如今，整整五年过去了，徐州一中迎来了 85 周年的

校庆。

1997 - 2∞2 这五年是徐州一中历史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

成就最辉煌的五年。 徐州一中作为一所历史名校 85 年间值得

人们记住的大事很多，而这五年中至少有以下几件是人们难以

忘怀的:

1997 年，徐州一中创办了公办民营的"徐州市报秀中学"。

这所依托徐州一中的民办学校越办越好、声誉日隆，今天已成为

在徐州市上民办校的首选;

1998 年 3 月底 4 月初，徐州一中接受了由省教委组织并邀

外省市教育专家参加的国家级示范高中验收并一举获得通过，

从而使徐州一中成为全省首批徐州市第一所国家级示范高中 ;

1999 年 7 月 28 日，被徐州市委、市政府列为全市重点工程

的徐州一中分校在九里山开发区奠基。历时一年，占地 325 亩，

投资1. 5 亿元，全部现代化设施的徐州一中新校区建成。从此，

徐州一中成为占地 4∞余亩、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方 、拥有 118

个班级、7∞0 余名师生的名校大校;

也就是在这一年，为了充分发挥国家级示范高中的示范辐

射作用，上级决定徐州一中恢复对徐州地区各县(市)的招生，同

时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徐州一中校志

2∞0 年 7 月，国家教育部颁发证书，表彰徐州一中为"全国

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学校"全省获此殊荣的学校仅有七家。 同

时，学校蝉联"江苏省文明单位"

2却0∞年 8 月 2药6 日，刚刚落成的九里山新校区迎来了从市中

心夹河街老校区迁来的高二、高三年级的老师同学，他们荣幸地

成为新校区的第一批主人O 这一年在老校区招收的高一新生增

加到 22 个班千余名学生;

2001 年 8 月，新校区成功运行一年。新校区第一届高三毕

业班高考成绩一鸣惊人:考取北大 6 人，清华 6 人，复旦 8 人，还

有百余名考上南大、浙大、上海交大等全国一流名牌高校。 这一

成绩一中前所未有，全省名列前茅，名校实力尽显，新校优势凸

现，各方信心倍增;

2002 年 4 月，在上海浦东举行的全国中语会的一个专题会

上宣布:全国中语会 2∞3 年 4 月将在江苏徐州一中举行全国中

学语文新教材课堂教学竞赛;

2002 年 7 月，江苏省文明办的领导来徐州一中考察，决定

把徐州一中作为全国文明单位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2∞2 年 8 月，新校区第二届高三毕业班高考成绩再传捷

报:考取北大 9 人，清华 9 人， 18 人同时考入北大清华名列江苏

第一， 600 分以上高分段学生 151 人位居全省之首 。 800 余名毕

业生(含计划外)几乎个个都是本科，名牌高校录取达数百人之

众。

回顾这五年，徐州一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和考验是什么?那

就是办学规模几倍地扩大后名校的质量能否保证 !人们最担心

的是，这样大规模的学校名校的牌子还能保住吗?

实践证明，一中人迎接挑战，不负重望:教育教学的高质量

不仅得到保证而且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更有提高;好校风好传统

不仅得以继承发扬而且又与时俱进赋予了新的内涵;教师队伍

建设特别是现代教育教学观念的确立更上层楼;教科研成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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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竞赛、课程改革、高考成绩不断有新的突破;校园建设 、现代化

教育的设施设备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更是领先一步，全国一流

…所有这些都表明:徐州一中的办学层次在提升，名牌学校的

形象更高大，学校的实力、魅力、吸引力更强，每年高初中招生时

万余名学生报考就是最好的说明 o

一代人总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总要有一代人的贡献，

如此生生不息，才赢得了徐州一中的长盛不衰、不断发展。这五

年正值千年交替、世纪更迭，这一代徐州一中人以其一往无前的

气概、领先创新的理念、艰苦卓绝的奋斗奉献了他们的聪明才

智、心血汗水，实现了徐州一中规模、质量的历史性跨跃，铸就了

徐州一中新时期的辉煌。 其可歌可泣的业绩将以其鼎盛的地位

而永远彪炳于史册!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O 我们在自豪地回顾历史的同时，

更要冷静的思考未来的发展。 眼界决定境界;思考问题的高度

决定事业成就的高度 ;思想解放的空间决定着事业发展的空间 O

我们正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世纪开头，中国入世之初，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日益加快，人才竞争空前激烈，教

育变革异常深刻 O 以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是

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问题。一直走在基础教育前列的徐州一中

要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的时代新的背景下新的历史使命。我们绝

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进则退，不上则下，不新则衰，竞争和

选择不容我们满足和踌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每

位学生的全面发展，徐州一中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自强不息，

发扬光大一中精神，朝着"现代化、高质量、示范性、有特色"的办

学目标努力奋进，在新世纪里把徐州一中办成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中国 名 校 !

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 !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

200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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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年七九

十一月八 日 江苏省立第十中学成立。

江苏省教育厅任命张援为校长。

学校租赁石碑坊街(现中枢街)吴姓住房 46 间作临时校舍。

自本年开始，每年招收新生一个班，遵照辛亥革命临时政府公布的的"一九一二 .

~一九一三年学制四年毕业。

一九一八年

七月十八日 校长张援因病辞职，省教青厅任命张倚为校长。

八月三十一 日 召开第一次职教员会议，规定"教管办法教授用启发式，管理

取严格主义，训练主言行合一。"各科教员编制教授预定表，学生注重笔记。

九月七日 校长、学舍监率领学生赴"圣庙"气(即孔子庙，在现二中)参加"祀圣典

丰礼L "

十一月 二十三日 由"新安武军(张勋残部)随营学校"发起的"徐州中等学校联

合运动会"召开。 在 200 米预赛中，安武学校的职员横穿跑道，阻拦十中运动员引起

纷争。 当师生与其理论时，险遭安武军人的殴打。 学生代表徐长属 、王绍第 、李开玉

请求校长出面交涉，要求道歉，反受张错斥责，并在省视学的支持下，将学生代表开

除。 学生两次罢课，都因食宿无着失败。被开除的学生李开玉'愤而自杀。

一九一九年

三月二十三日 校长借同有关职员到夹河前街确定校址，并进行测量，开始筹建

校舍。

四月二十七日 省立十中运动员参加"省立中学第一次联合运动会"获团体第

二名 。

五月九日 "国耻纪念素食一日 。

二十三日 徐州地方当局发给后膛废枪 100 支，供学生练习"兵操"。



徐州一中校志

六月一日 学生响应北平青年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举行罢课。

十日 奉江苏省教青厅令，提前放假。 。

九月十三日 召开职教员会议，决议"训育"仍注重旧道德。

十月十八日~二十日 全校学生到皇藏峪举行秋季旅行。

十二月二十四日 学校规定例假日进行补课。 又认定"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潮流

尚在试验时期，本校持"稳健"态度，训育方针一切照旧 。

一九二0年

一月二十日 学生参加徐州各界追悼北洋军阅政府冯(国璋)"代总统"会，停课

一日 。

二十六日 召开职教员会议，实行奖惩办法，最优学生发银牌奖，其次口头表扬;

劣等生分别给予退学或留校察看处分。

三月九日 召开职教员会议，决议认为学潮蔓延全国，训练(教育)方面宜特别

注意，最好使学生了解中国大势，使不生误解之处，则事半功倍。 "

二十日 "圣庙"举行"祭孔"活动，学生前往观礼。

四月十八日 京、津、沪 、宁的学生反对日本强占胶州湾，举行大罢课，十中学生

奋起响应，罢课达 24 天。

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 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与中国学者刘伯明 、陈鹤琴、王伯

秋、黄任之、张墨君等在徐州"劝学所"(辅佐县知事管教育行政的机关，即后来之教育

局)轮流讲演教育问题。 杜威第一次讲演的题目是"教育的新趋势"。 刘伯明作翻译。

十中学生逐日前往昕讲。

七月五日 新校舍(四合院北、东房)竣工。

九月一日 学生在新校舍开学上课。

十五日 职教员会议决定国文科新旧文体昕凭教师、学生自择。 组织各科研究

会。

二十四日 英语讲演会成立。 学生开始作英语演讲。

二十九日 学生赴泰山、曲阜旅行。

十月八日 孔子"圣诞学生在校行礼。

十月十三日 德育研究会成立。

十一月二十二日 校役(工友)补习班开课。

年九

一月十三日 学生为救济北五省灾民，在"传薪阁(现市立医院处)"作话剧义演。

-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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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月 十瓦 1:1 .， 存 丁祀孔 学吧赴圣庙观礼。

四月 4 日 } 十日 运动员赴南京参加"第六次~ì 1L 中学各校联合运功会" 。

卡八日 国乐研究会成立3

二十四日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来校放映外国电影。

五月六 日 省教育厅派张错校长赴日本考察教育。

十月 二十八日 体育会召开成立大会。

一九二四年

三月 校长张各奇对学生活动施行高压政策，开除孟昭佩等五名学生，受到全体

学生的一致反对。 孟昭佩所在的班级公推徐文雅、陈兴霖等同学为领导人，在学校和·

街头张贴标语，抨击张错。 全校学生集体罢课，派徐文雅等同学去南京教育厅请愿。

张错被撤职，学校收回开除五同学命令。

七月 张啸雯任校长。

一九二五年

六月三日 十中学生参加徐州学生联合会召开的纪念"五卅惨案"大会，会后进

行反帝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二十六日 英语研究会请基督教彭牧师演讲"美国学生的生活候佩裔口译。

六月二十七日 职教员会议决定，学生程度应一律提高。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

免交学费，不及格的学生开除学籍或留校察看。

七月 第一届学生毕业，有王带轩、鹿需 、吴兰阶、徐长属等。

九月四日 职教员会议讨提高学生程度问题，决定预习、考试从严，设英文 、数学

补习班。

七月 遵照北洋政府公布的"一九二二年学制十中改为高、初中各三年的六年

制中学。

一九二六年

二月 周麟伍任校长。

七月 奉江苏省教育厅训令"学校应注重军事训练案设军事训练课。

八月 朱凌斗任校长。

-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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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一中校志

一九二七年

国民党政府颁布教育宗旨以三民主义，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

民经济，延续民族生命。 "

一九二八年

去年七月国民党政府颁行"大学区制

合并，改称"徐州中学"\，归"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气(八月改称"中央大学区"丁)领导，分

高 、初中两院，附设师范班，同时初中改为"双轨制"。

林群任校长，陈兆衡任教务主任。

一九二九年

国民党政府废"大学区制"复设省教育厅，学校改称"江苏省立徐州中学"。

年。九

六月二十二日 校舍、校具被驻徐第六兵站医院占用，直到八月中旬经省政府与

徐州行营主任交涉，始得迁让。

七月四日 薛钟泰任校长。

九月 冯建烈士(原名冯安远)考人高中师范班(在萧县初级师范读书时参加中

国共产党) 。 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市区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宣传。 后在

火车站、南天桥向人群撒传单，被国民党驻军逮捕，关押于大同街陆军监狱。 在被关

押期间，国民党军队将他押回学校，要他指出同党。 当时冯更生虽因受刑而形容憔悴，

面目浮肿，但却昂首挺胸，迈步走过每个教室。 他的行动鼓舞了同学的斗志，敌人的

阴谋破产。 十二月六日上午，冯暨被反动军队押往大马路黄河滩刑场，途中，冯建高

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就义时，挺立不屈，大声斥骂反动派，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壮烈牺牲，时年 lß 岁 。

胡大毅(原名胡大义)烈士是年在学校入党，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中任抗日运

河第二支队长。 一九四一年不幸被俘，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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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年三九

丸月三日 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教育宗旨，要"用党员十

二条"来训示学生。

九月十八日 日寇强占我东北三省，消息传来，徐州学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爱

国运动。 省立徐中学生韩汝纯、孙陶林(原名孙传文)分别代表高 、初中两部，参加徐

州抗日救国联合会。 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展开街头宣传;查封日货，与不法商人作斗

争。 徐州七所中学的学生组织请愿团，去南京请愿，迫蒋抗日 。 省徐中高三学生韩汝

纯即为领导人之一。

年三九

二月 是年春，师范科应届毕业生要求增加到江南杭州等地参观见习的旅费，校 .

长薛钟泰无理拒绝，师范科毕业班全体学生举行罢课，并掀起驱逐薛钟泰的学潮。 江

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竟下令将本届师范科全班毕业生一律开除学籍，并将学生领导

人李高富、姚和章等送交徐州警察局关押。 周佛海还为此事发表《告江苏省学生书~ ，

妄图借此镇压全省风起云涌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宣布省立徐中附设的师范科

停止招生。

七月 高中毕业会考，省立徐州中学毕业生李肇端成绩优异，获得每年三百元的

奖学金，并升人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 时年 20 岁 。

严立扬任校长。到校之初，严立扬宣布治校决心三年有成，五年大变。"提出三

点规划:慎选师资，扩建校舍，增添设备。

自本年度起，高中改为"双轨制 。 "

年三九

自本学期起，黄则民(教务主任) ，杭一苇(训育主任兼历史教师) ，钱秀之(初中部

主任兼物理教师) ，黄肇兴(英语教师) ，胡哲敷(语文教师) ，张蔚之(化学教师) ，蔡介

夫(数学教师)等一批博学多识、教学有方的老师受聘来校任教。

遵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施行《中学规程》。

一九三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 校长严立扬自日本考察教育归来，应邀在民众教育馆作题为:



徐州一中校志

"最近日本之教育情形及社会状况"的演讲。

六月六日 省立学校教职员联合举行庆祝大会，纪念教师节。校长严立扬在会

上讲话。

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诞辰纪念，休假一日。

本年暑假拆除口宇房西侧围墙改建阶梯教室和物理、生物实验室。 新建西小宿

舍楼(南楼)一幢二层二十间，把原在口字房北侧的学生宿舍改造为学生自修室。 添

购物理、化学、生物仪器，学生可以分组(2-3 人)进行实验。

年五九

十二月 在北平学生"一二·丸"爱国运动影响下，徐州各学校的学生也纷起响

应。

原来省立徐中的进步学生蓝名述即组织读书会，宣传民主抗日的思想，高二学生

刘剑、初一学生王光中(原名胡光耀)都是其中的成员，他们鼓舞全体学生组织运动委

员会，刘剑为负责人。徐州的十一所中学也共同组织起学运联合委员会，决议于十二

月二十二日举行游行示威。省立徐中的学生在刘剑的组织下，于是日冲出校门，列队

走上街头，群情激昂，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这次游行的主力。但因这

次游行有不少学校受到阻挠未能参加，影响不大。 刘剑与省立徐中的代表在学联会

上慷慨陈词，极力主张再次游行，于是学联会决议十二月三十日举行第二次游行，游

行后去东车站卧轨，抢登火车，赴南京请愿。 刘剑被推为总负责人。

徐州专员邵汉元召开各校校长 、学生代表会议，阻止学生游行。 刘剑在会上与邵

汉元进行激烈辩论，邵理屈词穷，悍然宣布禁止游行，并以镇压恫吓学生。 各校的学

生不顾邵汉元的禁令，于 30 日晨集队准备出发，不料各校均已被军警包围，游行未能

实现。

本年建"四合院"西房理化教室与东院六间阅览室。

一九三六年

按照教育部颁发的规程，学校设置免费学额 15%及公费学额 3% 。

三月十五日 《江苏教育》载文介绍省立徐州中学等校举行成绩展览情况。沈续

等四人还写有《视察报告>，对省立徐中展览的概况 、成绩内容(包括师资 、教学特点) , 

都作了详尽介绍。

本年重建"四合院"北房，设学生自习室和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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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年七三九

一月 初三学生蓝名述，因组织读书会被捕。 读书会成员周震寰、王敦和、胡兴

茂等逃往他乡就读。

七月 抗战爆发，徐州遭日寇飞机的滥炸。 省立徐中初中部迁铜山候集，高中部

迁萧县龙泉寺。

本年建西宿舍楼(北楼)一幢，二层 20 间，二院初中部教学楼一幢(12 口教室 、 38

间) 。

一九三八年

一月 校长率部分师生西迁武汉，学校停办。 师生分别到西南各校执教，就读。

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五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十二月 江苏省立第八临时中学自安徽阜阳迁回徐州夹河前街原省立徐州中学

一院校址(二院为国民党铜山县政府占用)。

一九四六年

二月 省立八临中与省立第四师范的中学班合并，进行改组，宣布江苏省立徐州

中学复校。 规模为 16 个班，计有学生 465 人，教职员 48 人。 曹寅甫任校长，未到校，

由焦福星代理。

校长室决定聘请孙菊斋、王汉英 、王心敏等优秀教师，其待遇从优。

五月 学校中原驻有国民党军八十八师的汽车连。 军纪废驰，道德败坏，殴辱师

生，调戏女同学，久已激起师生义愤。 连长方某自恃为师长方先觉的侄儿，更肆无忌

惮，驱车撞人，当学生反抗时，方某竟命令士兵开枪扫射，致重伤 2 :人，轻伤 10 余人。

学生群起罢课、游行抗议，终于迫使师长方先觉来校公开向师生赔礼道歉 ，并接受师

生的要求，逮捕连长方某，按军法判刑，学生的抗暴斗争取得了胜利。 上海《文汇报》

报道了这一件事，称为"徐州中学惨案"。 上海春明书店出版了《新名词词典》也收人

这一词条。 这次抗暴斗争在全国发生了巨大影响，汽车连也被迫撤离了学校。

七月 宣布招考高一、初一新生，市区与徐属各县学生来报名的高 、初中生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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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人。 由教务处的教学组自行出题、秘密制卷、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了高、初中新

生各 100 人。

考生报名费 2000 元用于购置桌椅、仪器、图书。 以后招生之报名费均用于添置

设备。

八月二十七日 纪念孔子 2596 周年诞辰及教师节。

九月 新学期开学，宣布教学管理上的严格办法:整顿考风，严格升留级制度。

考试不及格者，准许补考，补考仍有一科不及格即行留级。 学生认真学习的良好风气

逐步培养起来。

一九四七年

二月 焦福星被任命为校长。

四月二十七日 本市省立学校、教育机关教职员代表在省立徐中举行会议，要求

政府调整待遇，配给实物，否则即罢教。 我校代表有王汉英、姜子修 、梁尚志 、孙菊斋、

吴抵尚 。 梁尚志被推为主席。

五月七日 我市省校教员请愿代表南下，梁尚志为代表之一。

九月 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生活无保障，学校规定学费改

收"尊师面" 。 每学期每位教师可以领取 15 袋面粉。

十月 学生黄兴瑞、郭琪瑛、梁延靖组织剧团，请铜山中学教师佟苏丹担任导演，

演出话剧《雷雨》。

一九四八年

六月 高二与高三学生互相诋毁，发生口角，几乎打起群架，以教务处据理批评 、

公平处理而得以平息。 过去训育上实施体罚，打架之风迄未停息，至此好转。

十月 青年大队(中统特务)来校逮捕进步学生林泽文，得学校教务、训育二处主

任掩护出校。

十一月 淮海战役开始，省立徐中的部分校舍被国民党军队占作后方医院，秩序

混乱，住校教职工数十人组织起来，日夜巡逻，保护学校，直到 12 月 1 日徐州解放为

止，迎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的到来。

十二月一日 徐州解放。

五日 全校教师到原空军俱乐部昕周林市长讲城市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安定

思想。

九日 全市学生在我校操场集会，纪念"一二 · 九"学生爱国运动，市军管会文教

部文菲作报告。



大事记

二十日 原省立徐州中学复课。 并于 29 日举行开学典礼，命名为"徐州市立第

一中学丁志刚任校长。

学校规模为 17 个班。

一九四九年

徐州一中学生会成立，组织 、发动学生参加各项政治运动。

一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四日，我校教师参加我市教育局在昕昕中学举办的寒

假教育研究会，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

市教育局将学校担任领导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职务拿掉，集中解决领导权问

题;取消公民课，增设政治课;建立政治学习制度;对学生实行民主管理;提倡师生参

加劳动和社会活动。

二月初 市教育局下令:在中小学根除一切反动教育制度，删除有毒素的教材，

中学的语文、历史使用新教材。 并颁布《暂行中等学校行政组织及领导规定》、《暂行

中等学校各种制度》、《中等学校课程标准>，我校遵照执行。 领导体制实行校长负责

制。

三月 我校建立团支部。 王光炜、黄保勤等成为第一批团员 。

二十日 教育局召开历史教师座谈会，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解

决立场、观点问题。 这成为我校各科教学的准绳。 我校还根据教育局布置，在学生中

开展学习运动，改造思想。

四月七~九日 我校停止政治课，学习新华社社论，走上街头进行宣传，为"四 ·

一惨案"声援南京学生。

我校学生组织宣传队，欢送解放大军渡江作战。

六月六日 我校教师纪念解放后的第一个教师节。

七月 我校学生响应号召，踊跃参加南下工作团。

市教育局在我校举办中小学教师暑期教育研究会，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

《 目前形势和我们任务》等文章。

我校学生组织参观团参观工厂，并帮助工作。

丸月 我校成立"中国少年先锋队"。

一九五0年

一月 党组织在我校公开，成立中共一中支部，刘村夫任党支部书记。

中国教育工会徐州一中分会成立，海先荣任主席。

五月 我校改称"山东省徐州市立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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