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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8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同志在海原中

学视察时与原校长刘成合影留念

2003 年 9 月 16 日，校长韩建军、副校长马凤莲、教务主任王东方在河南拜会校

友、河南省省长李成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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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 18 日，区教育工委书记、教育

厅厅长蔡国英、副厅长吴世彩、厅长助理赵玉麟

和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马振海参加河南省实验

中学与海原一中结为兄弟学校结对仪式

中卫市委副书记、市长李锐在县委书记

王学宽、 教体局局长李万和等陪同下到新校

建设工地视察



2005 年 9 月 23 日，区民委主任李岚在

县长马力、县委常委田志宏等陪同下视察新

校建设

2003 年 2 月，原区财政厅厅长邓炎辉在

原政府县长王俭陪同下到校视察

2005 年 6 月 6 日，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

室副主任靳伟才在县领导陪同下检查高考考

务工作

2∞5 年 6 月 19 日，中卫市长李锐、人大副

主任周彦奎、 政协副主席姜中太在县长马力 、县

委副书记黄继红、马振林等陪同下视察新校建设

2002 年 12 月，区教育厅副厅长张义康在

原县长王俭、原文教体局局长田西林等陪同下

到校视察

2003 年 3 月 13 日，原区计委社会发展处

处长张八五在原副县长马卫民、原计经局长文IJ

学智、原教科局局长马鹰陪同下现场落实建设

项目



2005 年 8 月 10 日，县长马力 、县委副书记马振林、副县长袁凤臻与县直各援建

单位负责人合影

县领导与援建单位负责人在新校建设工地 2005 年 8 月 28 日，县人大主任田风德、副

主任田进万、副县长袁凤臻、茹小侠等视察新校

县政协主席徐存德、副主席李雪琴等检查 2邸年 10 月 8 日， 政府常务副县长李有成、
考务工作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志荣、副县长马彦军等在

新校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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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 1 8 日，河南省实验中学与海 2003 年 9 月教师节时，县领导与全体教师合影

原一中结为兄弟学校暨捐赠仪式

2005 年 9 月 28 日，校史定稿会后全体与会人员留影 新课程研讨活动

2005 年 7 月 1 日，学校合唱队在海喇都广场演出 新校举行的首次(第二十六届)田径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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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海原县立初级中学呈文

时任区党委副书记、

现区政协主席任启兴及爱

人为帮助海原县贫困学生

"曹氏三兄弟"所写的亲

笔信

mA 圄…·
1952 年第一届师范毕业生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

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1964 年全校教师欢送

黑静丽校长合影

1959 年 团总支

合影 ( 右一为原教委
主任马凤虎)

1963 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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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结历史 更好开辟未来

自治区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 芬10 ( 
《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是我区普通中学校史编修中特征较鲜明、体系较科学的第一部校史，

我愿借作序之际谈点有关校史编修的观点，以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及专家学者共商。

一、为以史为镜、发展教育，编修校史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史、治史和学史的悠久传统，并留下了多彩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的文

献资料，后人从中吸取着前人的经验并继续创造着经验。因此，唐代就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的千古名言，推动了封建社会史学研究、史学著述的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伟大奋斗历程

中，十分重视历史科学的研究并从中汲取着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学

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E小平同志则言简意贩地指出反思以

往、回顾历史的价值取向一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江泽民同志从民族振兴的高度指出"只

有全面了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这些都说明，要走

向未来，就必须总结历史。一个民族应这样，一个地区也应这样，一所学校更应这样。

教育作为一普遍而又复杂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有着漫长的历史和多样的存在。因此，研究一

国教育演变史，可使人把握教育的产生、发展、壮大与经济形态、时代变化、社会制度变革之关系，

从中可汲取发展教育的珍贵经验和有效措施;研究某一区域的教育发展史，可使人知晓教育与经

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提高之关系，从中可总结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方法:研究

一所学校的成长变迁史，可使人了解这一特定"教书育人"专门机构与民俗民风、教育制度、教学改

革之关系，从中可提取壮大学校、培育英才、造福人民的成功做法和宝贵遗产。我们还应明确的是，

因校史编写具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清代章学诚语)之真实性特征，因而这一研究对教育

工作者"具体而微"地认识学校教育功能、作用及把握学校之所以兴、之所以衰等重大问题都具有

较大的认识价值。

在现代社会，学校作为一专门"生产"社会所需要人才的正式组织(a fonnal organization) ，兼有

规范-功利组织 (nOIτnative organization and utilitarian organization) 的基本特征，肩负着传递知识、

传播科学、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等多重功能。而且，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全面到来的今天，各级各

类学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更高的期望，学校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学校化的发展趋势愈加

明显，人们对学校教育既期望甚高又责备甚多。这些都说明，日益扩大的学校教育规模，必然会对

学校的宏观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出更加绩效化的要求;日渐提高的学校教育层次，也必然

会对学校领导的规范管理、常规管理、质量管理提出更加科学化的要求;日益发展着的学校课程设

置、教育设备、教学手段，也必然会对学校领导的预见能力、决策能力、协调处理能力提出更加严格

化的要求。这些变动了和变化着的学校内外部形势，自然要求我们应从学校的曲折历程中总结经

验、也要求我们应从学校既有的成就中增强信心、更要求我们应从学校走向壮大的历史经验中提

取规律。因此，组织有较高教育理论素养且史德、史识兼备的人员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与

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编写出对学校发展具有较大借鉴价值和较高学术水平的校史，是学校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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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对学校发展里程中所取得的基本成就进行科学总结、为对学校前进道路中所积累珍贵遗产

加以系统提炼、为对学校成长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给予批判总结而编修的《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

较好地体现出研究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这→目的，其对海原一中的未来发展以及带动其他学校的

校史编修都具有良好的实践导向和借鉴价值。

二、为传古述今、求真存实，编修校史应以"史家之书"为基本章法和手法

清代史志大家章学诚认为因修史、修志者知识、喜好、水平等不同而使史志的风格不同，"大抵

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等种类，然"惟史家为其正宗"。校史编修怎

样才能体现出"史家之书"的风格特征呢?我认为:

第一，校史编修要体现"史家之书"的风格特征，就要有科学、严谨的篇章结构。一所学校或历

史悠久或建校不久，但总存在于→定的历史长河之中;而要对发生于历史长河中的众多事件、人物

进行叙述、评介，就要恰当地建构章节、安排层次。而且，在校史的编篡中篇章结构在成书前是这一

文化工程的"建筑设计图纸"，在成书后则是阅读这一文化长河中众多内容的简要"指南书"。因此，

校史编修一般宜以"章节体"来构架全书，即以"史家"识见来结构章节、安排层次。这样，才能对学

校复杂历史变迁加以有条不紊、有详有略地叙述，才能对学校里程中的主要事件进行必要分析和

精当评述，才能使人清晰而具体感知一所学校对发展地方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而

要恰当构建章节，就要既对我国教育发展进程又对特定学校的演变历史进行具体分析与周到划

分，才能以纲系目、以目记事。这是由于一所普通学校在其发展进程中，一方面与我国普通基础教

育的发展演变密切相联而具有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在实施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校历时具有

自身独有的一些"个性"0 <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正是根据我国现代基础教育的基本发展进程和学

校不同时期的演变、培养目标、发展成就为标准，以"艰难诞生"、"培养师资"、"曲折前进"等精炼的

词句为各章的题目，以统摄学校不同时期的基本概况。在各章之下，编修者又以节来统摄材料，使

各章内部条理清楚、体例完整。并且，编修者对学校里程中的各类历史事件能详述其过程或概述其

成因或简评其影响，条分缕析、要言不烦，使全书既具"史"之全貌又不失事件叙述具体之要求。

第二，校史编修要体现"史家之书"的风格特征，就要对不同历史时期内发生在学校的重要事

件进行恰当组合。革命导师列宁曾对历史工作者提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

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的

要求。校史编写时如何做到对历史事件的清楚交代呢?一般而言，编修时应对学校在不同历史阶段

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既做历时性的具体叙述也做共时性的简要交代。《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在叙事时

就注意到了这一要求，譬如第二章"培养师资"，编修者除详述海原县初级中学改为初级师范后学校

不同阶段的历时性历史事件外，也对学校发展中重大事件发生的缘由(历史背景)进行了简要追

溯一一为响应党中央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提出的"造就百万师资"口号、为发展海原初等教育，这所

初级中学遂改为初级师范。如此处理，既便于详叙历史事件之具体过程，又可交代事件发生的深层原

因，收到"历时"叙述与"共时"叙述互补、互合、互证之效，使全书在内容安排上有因有果、有点有面。

第三，校史编写要体现"史家之书"的风格特征，就要对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于学校的诸多事件

进行合理取舍。一所有着数十年沧桑变迁的学校，期间所发生过的事不可谓不多，期间所出现过的

人亦不可谓不多;其物质层面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其精神层面的变动亦不可谓不大。如从横向看，

一所较大规模的中学具有教育目标、学科设置、职能部门、从教人员、任务构成变化等多样性之特

点，加之教育教学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个体性、差异性等待征，可谓人员众多、活动纷繁、变化频仍;



丑'同 3 

如从纵向看，不同阶段科任教师、教学设施及教学内容等也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因而，如拘泥于

一切或大或小或重要或次耍的历史事件而一一叙述，就会出现"流水账"之弊端。校史如何才具有

"史家之书"的风格呢?一般而言应"以时为序"、科学取舍材料以连缀成篇。自然，"以时为序"并不

意味着要逐一"记录"学校中的一切人事变迁，而应对所用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大

去小的取舍和组合。《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为实现既全程、全貌、全景反映学校历史变迁又力戒不

论大小逐一写来的"流水账"式写法，采取在结构全书时以"以时为序"、在材料取舍时取大去小、在

材料运用时分类集中而加以叙述的章法技巧来处理学校所出现的纷繁的人与事，使全书既不失历

史真实又不失之于琐碎。这一编写技巧，对其他中小学校的校史编修也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三、为总结经验、垂鉴后世，编修校史宣以校为中心，并应在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

进行一些必要地分析和评价，充分体现"面向未来"的修史价值观

一般而言，史与志、年鉴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应忠实于历史事实并如实记录、客观叙述，为

保存史料、总结经验、服务当代、垂鉴后世而服务;但史与志、年鉴也有着许多不同，其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前者要概括叙述、分析提炼、精当评价，以显示某一事物或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的主要演变

过程、一般发展趋势和基本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史必须要重在从以往的实践活动中提取一些规律

性的认识为后世服务，亦即"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因此，史与志、年鉴虽都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

指性与工具性，但志与年鉴一般不具分析和理论概括特征，而史必须要在叙述的基础上归纳、分

析、评价。应说明的是，因校史、校志编修者缺乏对校史与校志关系的认识，常造成史志不分:一些

冠以"……校史"的作品或为史料汇编或实为"校志"，部分"校志"也较难体现出"志"的特征。因此，

编写出能反映对学校发展规律认识的校史是一难度不小、意义重大的教育理论、实践研究课题。

正因校史编修要展现成就、总结经验、垂鉴后世，就必然要求编修时以"学校"为中心与重心。

在普通中小学的修史工作中，编写者常因缺乏宽广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教育理论修养，往往就事

述事、就人记人而缺乏对学校发展、壮大里程的具体叙述与恰当分析，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之憾，难于反映出学校的发展特征及内在规律。因此，要更好实现修史的目的，就要以"学校"的发

展、壮大为叙述的中心与重心，一切与之相关的"树木"(人与事)都应存在于学校这一"森林"之中。

同时，要实现校史编修中观古鉴今之目的，也应坚持面向未来、为学校今后发展服务的修史价值

观。依据西方教育人类学的观点，人类教育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过去导向文化(教育要面

向过去，担负传递文化的使命)、现在导向文化(教育要面向现在，满足现实需要)和未来导向文化

(教育要面向未来，为未来社会服务)。教育发展要坚持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观，校史编修也应坚持

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观:校史编修这一基础文化建设工程，虽以"过去"为内容，但其价值趋向却不

应"为过去"而应"为未来"0 <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力固体现"以古鉴今"之目的，注意从学校以往

的发展里程中总结经验，并对不同时期内学校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扼要分析、准确评述。如在

"遭受挫折"一章中，对"文革"期间发生于校园内的那些名目繁杂的"教育革命"不仅有着具体叙述

也有着一些符合历史真实与教育科学理论的评价，读后使人能"再现"、"再思"、"再识""文革"这段

悲痛历史及其对学校的巨大破坏。同时，(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在编修时也加强对学校各项变迁

的分析，并时时以直观的图表显现出来，读后使人对学校的诞生、发展、壮大史有着清晰的认识。

有感于这一校史在中小学校史编写中的开拓精神、有感于编修者的不懈劳作与艰辛努力、有

感于这一校史合理科学的编写体例与风格，我应主编之邀谈了一些对校史编修的粗浅意见，以之

与从事这项工作的学人们商榷、共勉。

二 00 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银川



学校为育才之本人才为发展之基

中共海原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L

盛世修史，逢十大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当今海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教育振兴，第一中学

六十年华诞之日新编校史问世，可喜可贺。据我所知，一所中学编写自己的校史并由出版社出版发

行，在我县尚属首家，编写人员辛勤笔耕，编篡出一部内容翔实丰富的校史，为我县的教育史志增

添了一朵绚丽奇酶，教育部门约我作序，很是欣慰。

扶今追昔，感慨万千。海原一中的前身，是 1945 年 8 月由社会各界贤达倡议创建的县立初级中

学，这是我县历史上第一所初级中学，至今巳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六十年在漫漫无垠的人类历史长

河中只是匆匆一瞬，然而对学校来讲确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对此进行回顾和总结很有必要。

六十年来，在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下，学校历经沧桑，在曲折中发展，在困难中壮大，由初创时的

房屋仅数间，教工仅几人，学生几十名，发展到今天占地 130 亩、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拥有 37 个

教学班、 156 名教职工、2580 多名学生的全县规模最大、校风严谨、环境优美的花园式高级中学，先

后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 20∞0 多名学子，向全国各地输送大中专学生 1∞∞余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教育方针指

引下，在区、市党委、政府亲切关怀下，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在历届县委、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海原一中始终以时代重托为己任，以向国家和地方培养输送合格人才为宗旨，先后造就了

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县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才是保证，教育是基础。历届县委、政府对海原一中的发展都给予

了高度重视，并在人力、财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本届县委、政府更是把海原一中申办自治

区优质高中列为首要大事，于 2005 年 4 月提出"举全县之力，建设新一中"，多方筹措资金 3∞0 万

元，先后完成了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于今年九月新学年如期迁入了学校新

址，为六十年校庆献了一份厚礼。与以往相比，现在的一中，教学设备较精良，基础设施较齐全，师

资力量较雄厚，教学经验较丰富，教育质量较高，并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海

原一中在全县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骨干示范作用，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提供了

强大人才保证。

学校发展系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六十年来，海原教育几经沧桑，在艰难曲折中前进，而一中的

发展正是全县教育的一个缩影，也是海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几代人的追求与愿望，数代人

的光荣与梦想，在海原一中这片教育热土上化作一串串凝重而闪亮的足迹，海原一中以其六十年的

教育成果，为海原经济社会发展曾作出重大贡献。而今，"科教兴县"战略方兴未艾，县域经济快速增

长，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县人民对历史悠久的海原一中寄予厚望，时代赋予一中新的历史使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0 {海原县第一中学校史》作为学校六十年发展历程的记录，必将起到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振奋精神、再铸辉煌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存史、资政、教化之功能。彰往而察

来，鉴古而知今。我们坚信海原一中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谨以为序，以示祝贺。

二 00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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