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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有史，方有志。志者，所以补史乘之不足，且以存史，资治、教化者也。

沛县中学创建六十余年矣。始则军阀混战，继而白色恐怖，辗转于日寇铁蹄

之下者八载，数罹兵燹，迭遭水灾，校址五迁。政权四易。沛县解放，方庆更生；

十年内乱，再陷水火。·而沛县中学，始终如傲雪之松柏，风愈凛而愈青，雪愈冽，

而愈翠，卒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三个班的初级中学，发展成为三十六班之

社会主义的完全中学，且于1980年被江苏省确定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其

历也，险；其史也，荣!

考其所以然者，乃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沛中两次建立中共地下组织，且为

中共沛县县委所在地。其所以能履险如夷，．且El渐发展者，盖以有广大群众之拥

护；其所以为群众拥护者，盖以有中国共产党之正确领导。广大群众视沛中为沛

县革命之心脏，漫漫深夜之曙光，故千方百计保护之，发展之——是沛中之所以
有今日，党之力也!

沛中六十余年来之光荣业绩，非编纂校志无以存史；其于险恶之环境中，艰

苦办学之精神及历任教师循循善诱之经验，非藉校志则难以继承；尤其当前教育

要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之新形势，肩负为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之大任务，更需从前人之经验中寻藉缢以资治；此外更须藉校志以教后人；是校
志之编，意义固深且宏矣!

1980年秋，伯英承乏斯校。1984年春，乃有校史之编，同年十月初稿付梓；
1985年，又组织人员从事校志之纂写。

吴师运昌，年逾古稀；孙师晓东、秦师伯鸾，春秋亦过花甲。三人愿献识途之

长，甘竭未尽之丝，勇于执笔。其老而益壮，退而不休之革命精神，适足当我校
革命传统之活志。然以沧桑数度，史料无存，一时搜集，难臻具备；又以时间仓

猝，年老力衰，遗漏、错误、在所难免，深望就此初稿求征于贤达。爰缀数语为序。

一九八六年仲秋孙伯英谨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编写本志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发展本地教

育事业‘为把学校办得更好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科学依据；为向学生进行思想教
育提供教材。 ．．

一、编纂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为准绳。

．．一、编纂工作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时代特点和本校特色，述而不

评，寓评于叙。

一、鉴于已出版的校志，有名《校志》者，使读者看不出是何校的志；有在

校名与“志”之间再加一校志者，一实为画蛇添足，故本志命名为《沛县中学志》。

一、本志纲目共分三大部分，即体前部众、躯干部分、体后部分。体前部

分，序、凡例、大事记。躯干部分，包括概况、领导工作、教育宗旨、学制、学

生、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育、卫生、文娱、总务、勤工俭学、人物

等十一章。体后部分，包括附录、’跋。

一、大事记的体例采取以编年体为主，以收脉络清楚，纵不断线之功；辅以

纪事本末体，以免读者对历时较长的事例有割裂感。

一、大事记的范围，根据搜集的资料，凡属本校的大事，新事、奇事概列之；

至于国家或地方大事，则以是否与本校有关为取舍一一对学校有较大影响者则记

之，对学校无影响的则不记。 一

一、躯干部分采取横排竖写，横项十一章，纵线自建校(1923年)至1986年，

内容交错者，仅列入为主的一章，以免重复，难以纳入各章而又不可不记者，列

入附录。

一、对图、表、我们采用下列两种方．法处理： (1)与某一章节有关，且又与

章节文字收相辅之功者插入该章节； (2)篇幅较长，插入章节内有首尾不称之感
，_

、

者，列入附录。

’～、各章有关数字，因资料不全，只好将现有者列入，无者阈如，以维护志

书实事求是的严肃性。 ．’，+

一、人物章限于资料，可能有遗漏者，待后补充。



大1事 记

．一九二三年

秋，沛县县立初级中学成立，校址在原歌风书院，

业生李昭轩兼任校长，开始招一年级新生一班。

．

· 一九二四年

秋，续招一年级新生一班，全校共初中两班。

一九二五年

秋，续招一年级新生一班，学校发展成为初中一、

学。县教育局局长秦亚宾义务任三年级国文教学。

一九二六年

秋，沛县大水，毁家没庐，岁饥，学校因而停课。

一九二七年

水涸，岁馑，北伐军进至县城，旋撤，退而复进，

权建立。由于战争和新旧政权交替，学校未能复课。

一九二八年

秋，县府任黄次书为沛中校长，于原址招生复校，

初一、师范新生各一班。

县视学、留日法政大学毕
℃

二、三年级具备的初级中

‘
7‘

北洋政府复灭，国民党政

并附设师范部，是年招收

组织教师学习1926年中央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 “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

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经济，‘延续人民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

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

一九二九年

夏，黄次书校长去职；中共地下党员孟昭佩出任校长。聘用中共沛县地下县

委书记朱菊池、委员李培楠、耿蕴斋及党员孙洪畴等任教师。．在沛中建立党组织，

直属县委领导，屏弃部颁教育宗旨，以宣传革命，掩护革命，培养革命人才为办

学目的。

是年，沛中于学生中发展党员二十余人，成立党支部；工人也成立了党小组：

废除《国文》，选讲革命文学。

学生施元筹、刘洪盘等，组织领导学生“‘免膳斗争”，领导师范部同学向县

政府、教育局要求补贴膳食，迫使当局允许每人每学期补贴大洋十元。
’

．4．



十二月十二日夜，军警来校搜查，因事前为进步教师陈守一获悉，．+密告校

长，全校作了周密布置，使反动军譬查无所获。孟昭佩校长抗议当局无理搜查。

进步师生发动全县中小学教师开展“要求增薪斗争”。县长许恩钊于学校期末考

试时间到校，指责“沛中有共产党活动”。孟昭佩校长当敌不让，进行激烈斗争

后，愤然辞职。
，

●

一九三0年

春，张宜荬被县政府任命为校长。 ．

学生施元筹再次发起师范同学要求增加膳食补贴的斗争，当局逮捕施等五人，

旋迫于学生家长的抗议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而释放，仍将施一人开除学籍，学生极

度不满，后因张袒护不称职的教师，造成驱张运动。

学生刘洪盘等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使反动当局寝不安席，张亦被迫去职。

秋，汪采亭继任校长，又因安插其亲友学生，引起学生逐汪。寒假中汪怀恨

报复，开除学生朱敦仪等五人，并以自动退学名义宣布除名李继田等二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

秋，朱少三接任校长。

九月，教育部颁布： “中国教育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教育，其培养目标，

是养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并用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例训示学生”。学

校进步师生抵制校长贯彻，从而发展斗争i’

“九．一八．”事变，学校组织师生宣传抗日。 。，

，●

’

‘

一九三二年

秋，师范部停止招生。 ．、

前任校长孟昭佩牺牲于陕西，师生派代表亲往孟氏家吊唁；并捐献大洋二百

元抚恤遗属。+ ，

一

学生以朱少三吸毒，

书为报复，后被迫辞职。

秋，苗敬一任校长。

人士。．

一九三四年
’

赌博，发动驱朱运动。朱以不发给是届中三学生毕业证

郭影秋任教务主任，所聘教师多系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

扩大规模，以三个班的经费，办四个班，是年招初一新生两个班。．

． 一九三五年
、

秋i一年级新生仍招两班，以三个班的经费办五个班，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

分进步教师，’自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办学。 一
、

．

’

教务主任郭影秋，工友李大中参加共产党，学校再次建立党支部j． 一。

5



教务处暗自以《革命文选》代替《国文》教材，。以《哲学》代替《公民》教

材，并编印乡土教材发给全校学生。
’

‘

初三秘密组织读书会，公开成立文学、‘时事讨论会，戏剧研究会等中共外围

组织，惊醒革命活动j
‘

十月，县长苏民，在尊孔大会上，指责沛中师生“对抗政府，蔑视圣哲”。教

务主任郭影秋挺身而斗，当面予以驻斥。苏呵令军警逮郭，以学生护卫未逞。

一九三六年，
六月十一日夜，徐州专署保安队根据叛徒告密，以一团兵力，包围沛中，逮

捕校长苗敬一、教务主任郭影秋及进步教师多人。次日全体学生发起营救被捕人

员运动，未几获释。 。 ，

年底，国共第二次合作，沛中师生革命活动公开化。 ．

： 一九三七年．

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抗日救国青年团，沛中学生王光中等多人第一批参加。

兰述名由延安来校，发动抗日，中共沛县县委负责人苗宗藩、郝中士、张光
中等经常来沛中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三八年

沛中师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开赴台儿庄前线，慰闸伤员，鼓励士气。

沛中学生踊跃参加抗日青年训练班，学生葛步海、张含广等受组织派遣，帮
助国民党沛县当局组织抗日游击队。

五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陷沛。沛中停办。

一九四0年

春，国民党沛县县政府派郝葆光于游击根据地八堡恢复沛中，招收一年级新

生一班。
是年，以战事频繁，三易校长：郝葆光于学校复课不久，去大后方；蔡敬唐

继任校长。未几，蔡他调；李梅邮继任校长。

秋，沛中与江苏省立第十临时中学合并，设高中部。旋即分办，高中部归十

临：_i中；。’ ．．

．．’ ’一九四一年’ ·

李梅邮辞校长职，国民党沛县县长张开狱兼任校长，实际主持工作者为教务

主任惠光弼。校址迁毛芋头张庄。

是年秋，增设简师部。

一九四二年

秋，于抗日根据地曹文家设沛中二部，主任张宜纯；于土地庙设沛中三部，

主任张廷俭。‘毛芋头张庄称沛中本部。

：6．



暑假开学，教育科举行新生入学甄别试验，．’学生群起反对，引起学潮，甄别试

验未果。
． 一

一九四三年 ’．’

‘’

秋，于闽堤口设沛中四部，主任董道南；于洪庙王庄设沛中五部，主任封居

涵。 ，i

’

√

一九四四年
秋，八路军由单县东进讨顽，沛中暂停。

’

一九四五年

国民党沛县县政府教育科于铜山县大口、小口两村，召集沛中二、三年级学

生复课，惠光弼任校长。

秋，El本投降，学校迁黄集(称沛中一部)，刘集(称沛中二部)，开始招收

·年级新生，二部主任刘成信。’

一九四六年 ．．

秋，两部合并，校址迁沛南韩大楼，惠光弼他调，李法德继任校长。’

国民党沛县县政府保安团军需主任李明善拆运学校周围芦柴，引起学潮，学生

砸毁汽车，痛打李明善，拆运未成。 t一

一九四七年
i

秋，校址迁沛县城南鹿湾，李法德他调，魏洪颓继任校长。
’

九月，建立中共地下情报站：赵裕亭同学任站’长，掩护过往武工队和搜集情
报。 ?

一九四八年 _

春，李公俭来情报站，，开展工作。 ．

九月，部分学生受骗南下，随山东流亡中学就读。沛中底下党员开展护校运

动，并劝阻师生留校等待解放。

十月，沛县解放。原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徐仲坚，教师张基愚、李正骞、张昌荣
等积极筹备复校。奉中共沛县县委指示，将沛中四所中等学校(包括沛县中学、沛

县农业职业中学：私立湖滨中学、私立晓明中学)和沛县师范，合并称沛县初级中

学(内附设师范部)，于沛城东门里老救济院I目址复校： t。．

r‘

．．

一九四九年’j ：
‘

‘

‘

三月，-湖西专署派赵勉来校任校长；孙建良等同时被派来校，，成立沛中党支
部。 ·-

· ·‘

实行春季始业和学段制(三厅_一五月为第_学段，六月。——八月为第二学
段，九月—五O年二月为第三学段)。 ．一．．

第一学段：组织学生会，．发展积极分子，加强政治教育，安定教学秩序。
”· ’。 ．

．．7



第二学段：校址迁西关外天主堂(现沛中路50号)：．确定新教材。组织教学研

究组和学生学习互助组。 ．‘

八月，‘赵勉调回平原省，学校成立‘：行政管理委员会”：孙建良任主任委员，

代理校长职务。 ．．

·

．

九月，沛县划归山东省，沛中直属鲁中南行署。学校改名“山东省立沛县初级

中学”。

是年，师范部停止招生。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校师生集会庆祝。

十月，将学段改为学年制。 ，

I．

’

、

一九五0年

滕县专区副专员刘尹斋任本校校长。 ．．．

春，贯彻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教育工作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

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

教育部发出通知：据政务院决定，废除四月四日的旧儿童节，规定六月一日为
．

儿童节。‘ ，

五月，教育部部长钱俊瑞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是当前教育

的中心方针”。学校组织学习，大力贯彻。

学校成立教学委员会，健全青年团总支。

开始实行校长责任制，并试行苏联五段教学法。

六月，毛主席写信给教育部提出“学生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三”。学校组织

学生贯彻。

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集会控诉美帝罪行，肃清亲美、恐美思

想，捐献大批人民币，买飞机大炮，并有五十名学生踊跃参干。

八月，贯彻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开展艰

苦学习，互助度荒，勤工俭学活动。 ．

．一九五一年 ．

春，根据省教育厅指示，开始征收学杂费，所征学费上缴。

‘贯彻教育部颁布的普通中学教育宗旨-． “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

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

五月，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教育工会主席吴玉章发表书面讲话，废除六月六

日教师节，改“五一劳动节”为教师的节日。

，各年级采用人民出版社新编教材，并添置大批图书。

全体教职工参加镇压反革命和批判《武训传》的学习。

八月’，政务院通过《关于调整学生学习时间，减轻作业和社团活动负担，以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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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卫生，注重体育一改善伙食等的具体要求》，学校组织学习贯彻之。

．一九五二年

二月，孙建良调丰县中学，徐李云任副教导主任：

贯彻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定修正草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普

通文化知识，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的身心获得全面发展，以便为升入高等学校

参加建设工作打好基础。
’

，

教育部指示“废止对学生施行体罚或变相体罚”，学校组织学习贯彻之。

三月，开展“三反运动”，查出贪污分子四人，赃款13731500元(旧币)。
、

滕县专区王专员来校检查三反情况，对校内个别贪污分子依法制裁，将除操

场外的土地交县徒场，并追回贪污的赃款。

五月一日，建立沛中教育基层工会。 一

‘
‘

七月，教职员集中专署进行思想改造学习。

施行新工资标准。

九月’，根据政务院指示，全体教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待遇j

十二月，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工作的联合决定》，

学校团支部，教导处组织学习贯彻。

冬，组织教师进行五反学习。

一九五三年
一月，’贯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1953年文教工作方针是整顿巩固，重点

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

三月，贯彻《人民教育》“教育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社论，
，强调克服．忙乱现象。

学习贯彻部颁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四科教学计划。

五月，中央政治局强调“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学校开始注意毕业

生升学和劳动的指导。

六月，贯彻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主席团时的讲话“要使青年学生学习好、身体

好、工作好”。

徐李云任副校长。

改春季始业班为秋季始业班。

八月，贯彻《人民教育》-‘‘教学竞赛应该全部停止”的社论。r

十二月，组织师生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少学生动员家庭入

社，卖余粮，参加公私合营。 ．

7
．

一九五四年

二月，贯彻全国中学教育会议精神，中学生在巩固的基础上积极提高质量，

重点发展，其任务是以总路线精神教育学生；把他们培养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和保卫祖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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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或准备劳动的指示》，

学校组织学习贯彻之。 一

五月，国家体委j教育部等六单位联合通知： “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有准备、

有计划地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预备级的锻炼活动’并选择条件较好的

学校重点试行‘劳卫制’．”，本校开始试行。

六月，教职工自本月起施行新工资标准。

六一九月，组织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

根据团中央指出，自六月一日起中国少年儿童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贯彻政务院指示： “中学教育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

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中学教育不仅要供应高等学校以足够的合格新生，

并且还要供应国家生产建设以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制的新生力

量”。 。
-． 』 ．

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废除百分制记分法，改用苏联五级制记分法，推

行五段教学，停开政治课。

刘尹斋校长调离，倪执兵任副教导主任。 ．

、|～

一九五五年
一

五月，教育部颁布《中学生守则》和《中学学籍管理暂行规程》，学校立即
贯彻执行。

六月．．学习-“反胡风”的材料，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c『

七月，废除原工资分制工资标准，改为货币工资制。 ，．

根据教育部指示，有效地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 。

刘尹斋校长重掌校篆。

建立体育协会 ．、

j 十■月，根据教育部指示，大力推广普通话。 、

教育部发出《执行简化字》的指示，学校组织学习贯彻。

十二月．，-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学生会组织条例》，学习据此建立学生会。

一九五六年
杜宗廉提升副校长。

元旦起，教职工按国务院规定，享受退职、退休：病假等各项生活待遇。

贯彻教育部通知；动员组织毕业生投入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防止在校学生流
动。 ． ·

’．

-，

寒假，组织学生在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适中参加宣传和社会公益工
作。 j

、 三月，根据教育部通知，调整195卜1957年度中学教学计划，将语文科分为
文学和汉语两门。为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增设实习课和工农业基础知识课。

四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校历，本校自本年秋季施行。
1 0



七月，教育部通知：在中学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又颁布试行《中学试验

园地暂行工作条例》，本校扩大地理园、动物园、植物园。·组织参观钢铁厂、农

场、畜牧场等活动。 ．

-暑假，全校教职员集合到徐州四中参加专署领导的肃反学习。
刘尹斋校长再度离校。 ．

．“’

’

秋，增设高中部，校名改为“江苏省沛县中学”，是为沛县有高中之始，’沛
中从此成为完中。

由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党、团、工会等负责人组织核心领导。

进行工资改革。 ．

师生踊跃签名，并捐献人民币468．6元，支援埃及反对英法的斗争。

十一月，教育部、团中央联合通知，规定学校团队干部统一列入学校行政编
，

制。

．一九五七年 ^．

一月，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教研组工作条例(草案)》。 ，‘

-。。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发表：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
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校组织学习贯彻。

五月，开展整风运动。．。1·

六月，根据教育部通知，调整年度教学计划，各年级增设政治课，初高中三

年级设农业基础知识课。． ，

一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二中指出：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

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学校组织了学习：

八月，根据教育部同志精简历史、地理、物理、生物等教材．。

根据教育部、团中央联合通知，把各年级政治课内容改为以反右派斗争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寒假开始反右斗争，三名教师被错划右派，至1978年始获平反昭雪：

一九五八年

本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33．g学生应征入伍。

二月，根据教育部通知，开始使用拼音字母学习普通话。

杜宗廉副校长调栖山中学。

三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年度教学计划，增设生产劳动课。；改革社会主义教

育课内容，汉语不再分科，仍为语文，初中设外语。 ．．

7
．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实行教育改革，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六月，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八月， 《红旗》杂志发表陆定·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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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学校进二步组织学

习，大力贯彻之。

十月，学校响应政府的号召，停课大炼钢铁，修筑公路，挖掘河道和支援农
业生产劳动。因此，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没有完成。

一九五九年
刘云知任党支部书记。

’

，

徐李云升任校长。
’

连年水灾，岁饥，学生减员甚众，学校组织家访，劝说，救济，始得遏止j

开展勤工俭学，学校从劳动生产收益中(约三万元’)提出11082元用于福

利。全年师生吃菜不要钱；夏季每人发汗衫一件(计1443件)；冬，两人发一毡

子，并补助部分贫寒生棉衣，订报每班5-6份。‘

四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教育、，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提出三结合应以教学为中心，学校组织学习。 ·

‘九月，组织师生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
是年百分之百的学生通过少年级和_级劳卫制≯47％的学生通过二级劳卫制

标准。

徐州专区球赛，本校女排被评为甲级队；男子足球队被评为乙级队，篮球男

女两队均被评为甲级队。 一

‘

．‘

徐州专区田径运动会，本校获男子总分第二名，女子总分第三名。在上半年，

各项成绩全部刷新校记录：37人在42个项目中打破48次县记录，7人在8个项目中

打z陂lO／,．次专区记录．o — i
、

建立民兵团，．组织民兵1242A．．,其中基干民兵1213人j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

是年两次参军，一次选飞，沛申为国家输送96名合格战士。 ．

一九六0年
‘ 一

沙侠提升副教导主任。
’‘

三月，贯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教学改革方针，原则及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等集

体政策。

教职工实行工资调整。

四月，按教育部、卫生部联合通知；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体育工作。

五月，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师生健康和劳逸结合的问题的指示》，
对学生学习时间。，师生各种活动和会议、教学、伙食作了具体调整和改善。

新学期开始后1’组织师生学习中央’《关于开展以粮为纲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全

党全民大办农业的指示》。全年种菜35亩，藕4亩，养猪千头，羊、鸡各500只，

，鱼2000尾，蜂两箱；烧石灰、造纸，建立木工车间，化肥农药厂。，基建材料厂，文
化用品制造厂。影响教学殊甚!

全校师生员工支农上半年477个劳动日，下半年6万个劳动日，‘学校成立生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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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严重影响教学。

改革学制，改“三三制”为“三二制”。

改编教材，所谓“较浅者下放，重复着删除，提高者充实，’需要者增加”。打

乱了教材系统，削弱了基础知识，降低了教学质量。

教学“大跃进”，提出浮夸口号， ‘‘消灭三分，减少四分，争取五分满堂红”。
错误处理了两位老师：一位因卖一斤粮票，降职降薪；一位因生活散漫被送

劳动教养，致妻离子散。后均予纠正。

‘
一九六一年

。

马竞夫来校任校长；刘云知书记他调。

纠正过左行动，停止饲养畜禽和对教学无关的试验，取消“教学放卫星”的

提法和教学满堂红等口号。

开展新“三反”运动，部分教职工被开除公职，后多数纠正。

一九六二年

二月，马竞夫校长任支部书记，徐李云校长任副支部书记。

四月，贯彻教育部通知，加强对高三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和准备高考复习工作，

坚决纠正为争取较高的升学率而采取的一切不正当的做法。

根据教育部通知，加强珠算教学，以适应人民公社对会计、统计人员的需要。
进一步贯彻全国教育会议， “调整教育事业，精简学校教职工”的精神，开

始调整学校规模，定为每年初中招生四个班，高中招生两个班，逐渐扩大到初高

中共1 8个班的完全中学。

一九六三年

一月，贯彻教育部通知，加强写字教学。

三月，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响应毛

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号召，开展学雷锋活动。

五月，根据教育部通知，试行重新制定的《中学生守则(草案)》。

开展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向学

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六月，根据教育部通知，初三生产知识课。

七月，学习、贯彻教育部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

九月，根据教育部通知，扩大开设英语班的比例，并开设俄语课。

十月，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和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

的指示》。
‘

学校派陈殿泉等教职工四人参加社教工作。

师生大学’《毛选》，并提出．“立杆见影”的过左口号。

，+’ 一九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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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马竞夫调县教育局局长。

根据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开创开卷考试先例。

六月，根据教育部通知，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作为高中政治课教

材。

贯彻教育部《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精神，深

入全面地进行教学改革。

一九六五年

三月，根据《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长沙政治学校的革命学风，使学校更加
革命化。

程进元提升副教导主任。

七月，毛主席给陆定j的信中指出： “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以免影响健康，

建议从学生一切活动中， ‘砍掉三分之一’”。学习贯彻执行。

八月，贯彻毛主席“七三”指示，再次减轻学生负担。

九月，加强试点班工作，徐州地区教育局派宋绍英、蓝名橘二人来校蹲点指

导，大大促进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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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三月，教育部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五月，毛主席指示：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

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

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致使学校原教育计划不能执行。

六月一日，中央广播北大聂元梓等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革”浩劫迅速席卷

全国。

六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指示： “对整个IE；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革

命”。 “文革”凶焰波及沛中，学校停课，大部分教师被揪斗。

六月下旬，县委派工作组来校推动运动。

七月，成立学校“文革委员会”，组织红卫兵。

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改革旧的教学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

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缈口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学校秩序更加乱的无法收拾。
十一月，本校“红卫兵”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

‘

十二月，两派“红卫兵”武斗，益发不堪收拾。

一九六七年
一月， “红卫兵”夺学校领导权，学校原领导班子全部靠边站。

春，61 74部队进校“支左”，旋撤。

夏，国务院三令五申复课闹革命，责成红卫兵停止串连，但令出不行。

学校“革委会”成立， “踢”、 “支”两派形成，严重对立，长期武斗不息，

学校一切遭到严重破坏，图书、仪器、标本，损失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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