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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重点中学之一——华清中学

新建的教学大楼雄姿



藏族老师{

党支部书记与
教师谈心

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活动——航模试飞



日本朋友向学校领导赠送礼物

学生们在上
微机课



在学校50周年校庆时，校友们向母校赠送牌匾

能歌善舞的藏族小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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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华清中学是一所有50多年历史的老学校。它以具有优良传统、

良好校风和培养高质量学生而被列为陕西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

享誉三秦。《华清中学校志》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记述了它的的光

辉历程和卓越贡献。它的出版，对于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全面贯彻

教育方针，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办事，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华清中学位于骊山脚下，华清池畔，是一个半城镇、半农村的

县城中学。建校初，虽在反动派黑暗统治下，但黎明的曙光已照射

进华清校园。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进校执教，他们严谨求实，

团结奋进的革命精神和来自广大农村学生纯朴诚实、勤奋刻苦的优

良品德，为树立良好的校风和传统奠定了基础。解放后，在党和政府

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华清校风和优良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他

们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办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

彻教育方针，努力为青少年打下扎实的德、智、体基础。他们勇于

探索，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早在1957年，学校领导就带

领教职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紧密结合社会实践

和生产劳动进行教学改革，教育质量大面积提高。1960年出席了全

国文教群英会，国务院授予教育“先进单位"称号。他们艰苦奋

斗，勤俭办学，师生动手：改善办学条件，创造了幽美的学习环

境。他们一切从“严"要求，勤于治学，善于治校，严于洽教，良

好的教风、学风和校风受臻完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以

“严谨，求实，勤奋，创新"为内容的“华清风范"。半个多世纪

来，华清中学虽几经风雨，但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特色，被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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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地继承了下来。威干上万的毕业生一批一批地走上社会主义建

设各条战线，他们走到那里，就把这种优良传统和特色带到那里，

为祖国富强，民族兴旺奉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华清中学的干部和广大教职工

正以新的思想、新的姿态投身于改革的大潮中，不断增强办学活

力，努力把学校办成省内第一流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有良好

校风的重点中学，为培养更多更好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争做贡献。

愿“华清风范"永放光芒!

权剑琴

1989年4月25日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于1938年学校建立，下限断至1988年底。全志

按照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纵中有横，以横为主的编纂方法，分为

教学、德育、体育、劳动技术教育，教师、学生、总务、管理、人

物传略，大事记等lO章，共35节。

二、大事记采用纪年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以时间为

经，以事件为纬，选材力求起到提纲挈领，总括全貌的作用，其他

各章一般采用记事本末体，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归类

志记，纪年一律用公元号。

三，“文化大革命"不立专章，必须人志的史实，实事求是地

归记于横排各章巾，而以《教师》章为重点详写，其他各章力求详

略得体。

四、人物人志分立传与阻事系人两种方式。立传者均为已故人

物，并且大多是积极创办学校的知名士绅，有一定威望的校长，省

市以上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以事系人的人物大多

是l

(一)省、市以上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

(二)典型事例中的人物。

(三)在某一学科有贡献的教师。

凡人志人物，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词语。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表示数盈多寡意义的数目一律用三

位一撇阿|证伯数字，百分数一律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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