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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宝生：时敏小学堂校长中共党支部书记(1928—1929在职)



知名校友，华东军区00001号烈士韩之健(右二)在上海艺术学校求学B



民国时期苔芩小学校长韩第昌书写的对联 经
时敏小学堂创始人之一

柳际春书写的对联

新，泉．和沛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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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鼐影见维尾

秋甩春风在愫讫专金祟石荡文章

百暑备履易昌



辎蝶蜂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杭卅f东方文化园太虚湖



l

20世纪40年代义桥中心国民小学校舍效果图

20世纪50年代义桥小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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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义桥初中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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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义桥初中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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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九年制义务教f

浙江省教r

杭州市教育干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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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孙海尧

副 主任：李建奇 郭

委 员：许兴云 孔堰宏 郭志芳 田永国

姜叶根韩东兴黄彩娣 黄建明

彭志林韩春泉

编纂组组长：黄建明

副 组长：吴爱国

组 员：张洪法 孔利克 田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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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志》所载《发挥整合功能，促进学生发展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实践与探索》一文，一方

面总结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办学特色，这里面有对传统的合理继承，同时又清醒地看到了教学实践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包含了如何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些理论思考。我读后多受启发。所谓基础教

育，顾名思义是为学生打基础，其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思想和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不竭的创造

精神a老师面对的教育对象各具个性，为达到教育目的而采取的途径和方法，每个教师自应有新的

发展和变化。这足以说明，基础教育这篇大文章内容异常丰富，我们老师在做这篇文章时，大有施展

才能的广阔天地。已故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把他的教育思想概括为一句话：“教是为了达到

不需要教，即提倡引导与启发，使学生加强自力锻炼，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攻

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叶老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教学的一种理想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当然是大不

容易的事。我本人也是教书先生，有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对于叶老所悬的这个高标，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故特意把他的话写在这里，和大家共勉。

我一九四九年春进牌轩下孤儿院读书，这是同村韩本道先生(即中科院院士韩祯祥先生的祖

父)创办的一所慈善学校。学校对孤儿院免费，也接受一般农家子弟就读。我进校不到半年，杭州解

放，学校乃易名为牌轩村小学。韩毅老师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她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毕生难

忘。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我初小毕业，下半年考入山后乡校读高小。学校办在孔家祠堂，教学设施极

为简陋。体育课就是列队、傲操、跑步，或者打乒乓球、羽毛球之类，学校连个简易球场都造不起

来。一学期往往组织一次远足或参观，那就是我们盛大的节日了。但那时读书没有现在这么多课业

负担，所以我们都感觉轻松愉快，有许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傲的事情。学校老师都很尽职，师生关系十

分融洽。像张光生、金纪英、俞济方、章旭光几位老师，当年对我们口讲指画，谆谆教诲的情景，我

现在回想起来，犹历历如在目前。童年的记忆是深刻的，往往影响人一生的发展。我想一个人无论

他长大以后从事何种职业，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他都不会忘记他的母校，他的老师，以及他青少年时

代经历过的欢乐和艰辛。今当母校百年华诞，我谨以老校友的瓣香之诚，感念母校老师鞠育之恩，并

为母校作日新月异、兴旺发达之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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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支芦幂I；≈



凡 例

一、本志上限1906年(清光绪32年)，下限2006年12月。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附录组成。概述，综述校情、总摄全书；大事记，记叙

建校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设10章34节；人物，设人物传略及知名校友录；

附录，收录某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也不设章、节。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四、志中所及时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在括号内加注。

五、人物传略，按“生不立传”通例，以传略迫记故人、以卒年为序。

六、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由阿拉伯字，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七、资料来源：《萧山县志》、《萧山县教育志》、《义桥镇志》、《临浦一小校志》、

《萧山六中校志》，萧山区档案馆和本校档案室相关档案资料以及部分校友或在义桥任教过的教师

的回忆录。以及相关人士提供的相关篇章，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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