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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本三中投毒痒

序

中唇五千年文明史中，源远流长的教育史占有重要一页。夏校、段序、月库、汉太学、鼠孑监⋯⋯历

代绵延，可谓国之重器。孔丘弟子三千，有教无类；朱熹自鹿讲学，整饬学规；文翁石室兴学，泽被蜀郡⋯⋯

名流执教，不乏其人。而孟母三迁，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民间重教．亦蔚成风气．

固然，封建社会的教育，多欲培养惠臣清官、顺民拳子，以维系封建绲常伦理，保证王辆康宁泰平，

但其中之明道重志、迸德修身、博学精思、隆师取友等教育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多有可取。而经辛亥革命、

“五·四”风霭冲刷洗扎，废科举兴新学，西学东濒；再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薮中国诞生，教育的国家化、

普及化和现代化愈益今非昔比。时至今日，教育关乎国家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已是共识；而作为民众享受

高素质教育的需求，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一环，乃至教育得失动辄成为坊问热点．也是不争之事实。

宜宾市三中是我市三所罾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之一。包1926年建校以来，上千盔霭丁辛勤耕耘，三

万余学子努力成才。教书育人的同时，宜三中在建设地区重点、省重点和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各个历

史阶段。均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在内部机制改革、教育科研、德育工作、艺体特色和勤工俭学等方面，郡

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今年，是宣三中八十华诞，盛世侈志，这本‘宜宾市三中校志’是宜三中人给自己母

校的一份厚礼，也是宜三中人向全市教育界呈献的一份厚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宜三中人的奋斗，可以

看到宜三中入的智慧，也可以看到宜三中入的辖择。

和宜三中人一样，我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中学十七年，高校又四载；西藏八宿和江安作县委书记，

自是心系教育。面今更是全付身心在教育，在阅看这本<宜宾市三中校恚l过程中。我从教的点点滴波．

我调研本市教育的林林总总，也时时浮现脑际。这本校志一定程度上是宜宾教育的缩影，里面所展现的教

育的成绩使我感到欣慰；宜三中人的精神也代表着我市教育工作者。那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使命感让我

对办好宣宾教育充满信心!

读斯志，有所感。

是为序。

蔡晓鹏

丙戊年孟敢：予宝宾布教葛局



宜隽市三中校志大事记

大事记
(1926年春--2006年号月)

民田十五年(192e年) ．

春，乡绅韩坤泉(韩俊源)出赍1500元大洋．由县政府刨办学校．校址在将军街文庙(今宣宾市中

医专科医院>，技名宜寅县立韧缓中学。翘收学生130名．因只招男生．放称。县男中’，

2月．浪子蕾出任首任技长，

3月，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县男中学生参加了。抵铡仇油”的斗争，同码头工人一起，夜守江岸，

不准仇油起麓，将仇油抛入江心．

民田十六年(1眙7年)

2月。事遁冶继往控长，

民田十七年(1928年)

年底。李道怡调任宜女中校长，．龙文(龙丕丞)接任校长。

民国十八年(1929年)

套。按蛙迁西，】井大鸳寺，蒙在谈专务掌静宣吏星立蠢等小学堂井入作为附曩小学．谖小学1 9 D 5

年由翠屏山败文书院<令超一曼纪念馆)a为宣衷县立商等小学堂．干t 9 I 3年迁入大霓寺．

7月1 0日至8月2 0日．对校舍作较大维修．费银I 1 0 0余元．校长龙文撰文立碑矗其事(她碑

现存校内>．

民曩二十年(1竹1年)

l o月，在中共地下鲺纲期}孽辛i缔生参勰．。抗日后援会《。擅嚣曩孵歇气罢谦薯市，上街游行．

开展反日敦国活动。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8月。青天柱(黝弓石诚)担任校长，

民番二千三年(1罩X年)

宜宾昌立初中仍采用监学制，设监学l一2人。

民田二十四年(1935年)

2月．畅辅国(别号克明)出任校长，县宜中为改进不良校风。根据教育部。德智体美群”五育标准，

制定7晏宜中学生五项攘行鼯灌。雄：束薹，匈蔷。缝羹，习劳．按动，要求学生壤写‘生活罔记厨，，

周末由值星生收交级任。

由明德中学任教的美国人韦克里到授作演讲，介绍美国农业机械化生产并传看图片。

年雇，雷本涵(又名清澄)卸叙属莛立中学校长联接任县宜中校长，

是零，晷宜中废监学锄，分三魅。设训导主任。鼓务主任，事务主任，

组织学生寒假旅行事庄。暑假旅行南疆．乘船前往．步行而归．
‘

民m---十五年<1936年)

春。专员冷熏南命县男中、县女中(今宣宾市二中)合办，校址仍分设原地．改称男生部、女生部。

实行。教导台一”，玻行教雩劁，

4月．县宜中获四『『『省第六区首放释季运动天会男子篮球冠军。

县宜中男、女生部均试行建立童子军。校长为团长，童子军教官为副团长。分班设立中队，每中队下

设三个分队。

民田二十六年C1937年)

2爿。蓄本涵辞饺长职，杨辖盘复任控长。

8月．学校工作计匀J提出：。提高孥生程度，改善毕生寝室。改良学生读书环境．充实体育设备．注

重体育调练，厉行特种教育，充实甲生设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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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县宜中男生部、女生部学生举行绝食捐献运动，将募捐款捐献前线官兵．

民国二十七年(1嘲年)
暑假，以抗日救置名义保送学生参加。四川省濑县夏令营。{}”练。

时县宣中校徽为三角形，白底黑字，搪瓷制．校旗为白色上．1；黑字。校服夏季为白色，冬季为黑色；

胸前左上角口袋上绣隶书。宜中。．白衣绣青线字，曩衣绣白纹字．校歌歌词为I校簟抖擞．喜英才并收。

金氓双带，看雄城赢露长江首．形势天成．文化体藩后．■同学，学业劲求．墙灵更占人杰，都要力争上

游!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春，时值抗战，为连日机空袭，县宣中男生部奉令迁至桕溪南华富、矗氓吉，女生部迁至柏溪镇禹王

宫、肖公庙，继续办学．

3月，由福音堂英国籍要牧师来校演讲抗战，撩辘厦校长日译。

6月，在禹王富召开建校1 3年校庆及欢送男生部2 2班、女生部l 8班大会．

7月，一宣宾县学生抗敌剧团”成立，县宜中学生厨继福(地下党员)作为团长．率尉团深入观音、

南溪、屏山、安边等地进行抗战演出活动。

秋，解维哲(别号明宣)接任校长．学校时有图书杂志5 2 2 l册，值2 7 7 O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秋，学校厉行臂敖．大肆海汰。2 7班四个组汰成一组，2 8班校长之子留级．

为避日机空袭，学生一人一椅一板，白天常到郊外果树园上课。

民田三十年(1舛1年)

春，方骏才接任校长，时全授学生379人，

春，奉省政府训令，实行男、女分校办学．

5月30日(端午节)，发现总务挪用学生伙食钱．加之校长处理不当．27班干部周良柱、郭兆奎主导

闹学潮，轰动宜城．

民田三十一年(1942年)

秋，省政府令县宣中开设赢中部，男、女薰收，学制三年．首招男生49人、女生40人，。备一个班．

制定了‘宣宾县立中学学籍管理章程，．

民田三十二年(19们年)

春，胡光羲(胡仲尧)接任校长。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学校奉令更名为宜宾县立中学，校长之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体育四处．

2月，学校颁布‘宣宾县立中学新生入学绠氟>。爨确辊关事宣．

5月，以江明宣、张子先为首成立学生迁校委员会，乘船到宣宾中山公园．开始迁校请愿，受到县长

伍心谏镇压．胡光羲校长因迁校失败，又气又病中年扁故． 。·。

7月，孙吉惠接任校长。

lO月，学校颁布‘宜宾县立中学奖惩规则>，管理更趋完善。

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各年级设立缓会．

民嗣三十四年(1舛5年)

9月，抗战胜利，师生同庆，迁校情绪更炽。

招收高中二个班．新生121人：初中二个班，新生114人．

民国三十五年(19骺年)

春，学校由柏溪镇迁回宜宾县城文星衡大觉寺。

2月，杨声璧接任校长。JIl大教授柯召。因馨避家庭婚姻，改名赵问道。来校任教．

秋，初中部在将军街县文庙设立分校办学，对340名学生实施公民训练、童予军训练．对高中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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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平时军事调练．受训学生∞1人．

9月lB日，县宜中学生参加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田主义复活的。国耻日”罢课、游行．

民田三十六年(1947年)

8月．川大毕业的壬文昭继任校长．此时教师中，JII：k毕业生在6人以上。

民田三十七年(1948年)

县政府决定把将军街文庙划拨新建卫生学校，另划苗嘲地8000平方米给学校作为初中部．

民目三十，k年(19的年)

春．手文昭任教育局长后．李国庶接任校长。

12月11日，宜宾城和平解放。

1950矩

春，学校按上级指示改名为宜宾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岗中部合并到川南宜宾中学。初中部只招男生。

春，废弃吣国时期的。公民”、“国文“课本。其余学科均沿用旧教材．但教师可白行删除·

2月，剐专员许映辉兼任校长．包缄三任副校长。按照县人民政府“暂维现状，逐步改革”的方针，

开展对教师的思想改造。

学校参加在公信小学举行的保卫拳l平运动火型座谈会上于人次。

8月．高步天接任校长。

秋。学校统一使用川南人民行政公署教育厅编写的新教材．

1951年

学校管理机构设校长1人，校务委员会由校K、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及教职工和学生代表组成，以5

一11人为限。

学校开始建立各学科教研组，其中部分学科按相近门类联合设组．

1952年

学校有敖职：【56人。学生689人．

学校成立了青年团和少先酸组织．

学校配合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政治活动．组织学生学习英雄人物，参加植

树造林、打。老虎”(“三五反”)等活动。

秋。改每年春、秋两季招生为秋季招生，试用苏联式的五年一贯制教材(一年)．

12胃。辜令更名为四jH省宣宾第三中学．
‘

l戳路年

4月，张德孚接任校长，刘石莹为副投欧。

6月．在宜宾专员公署召开的校长会议上，提出了。提高质量，保证完成计划。逐步进行教育改革”

的掌技工作方针，学授菝掌工偌蚺入正孰．

秋．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囊布的中学教掌科目开谋．授课总时效为5799小时．升入高一曩学校的

学生127人．占73．1I薯。

19科年

教育蕾召开全田中学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井决定了中学敖育的双重任务．

学校开办两部翻班．以有效提高教学曩量．

学校在市人民政府支持下购买土地6187平方米．

196,5年

教育都公布‘中等学授学生会组织条例'，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备班成立了班委会．

贯锯省委‘关于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批示，．专署文教辩组织视导螺捡蠢学校教学工作．

学校按上级指示对教擘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避行全面改革．■设了农业基础知识课．语文诹改

为。汉语。和。文学。两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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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弱年

按教育部制定的‘十二年制普通中学各科教学大纲》行课。使用人民出版杜出版的统编教材，

7月，初1957级l班学生马光辉荣获四jIi省少年体掇比赛双杠冠军．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个体育竞赛

单项省冠军。

学校组织教师参加“肃反”运动，

8月，马光辉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少年体操比赛。

秋，恢复高中部，学制三年。男、女兼收(初中仍只收男生)。

大力贯彻‘中学生守则'，全校开展了“五爱教育”、。向科学文‘匕进军”的活动，缌织学生参规暇觌

劳动。

1957年

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学校弓l导学生走又红又专钧道路．每班每餍定劳动日．

5月，初1957级3班学生杜康远的水彩画‘宜宾大观棱'选送参加北京全国青少年画展。

夏，在教师中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在学生中开展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

玛58年

6月，初1959级3班学生何培先代表四川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少年体操锦标奏。

8月，王继凝以党支部书记身份主持学校工作。师生参加修筑“青年红色轻便铁路”义务劳动，

秋，学授一度试甩五缀计分铺评定学生成绩，以3分为及格。

9月，师生到宜宾县冠英乡福林山烧杠炭。回校后在下操场建起“高炉”，土法炼铁，昼夜不息。

10月．学生张衡之、邓祥林、赵宜生、范华炳等多人代表宜宾专区参加四川省第二届运动会。会后。

箍华炳被选入四jll省捧球队，师从我国著名捧球教练邓若曾．

根据市文教局(58)第280号文，撤销教导处和总务处，成立校务办公室。不久，又恢复教、总两处

的设置。

学校提出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精神为校训。

1959年

3月．叶祖志调宜三中主持行政工作。叶祖志同志在学校历任戮技长、觉支部书记、校长笛奴，于lg鳃

年离休，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上半年．全校开展。三面红旗”教育活动。

8月13日，奉上缀指示，定名为四Jll省宣宾市第三中学校。沿用至今。

秋，全国出现了。以升学分数高低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的提法．为适应这一形势，学校突出“应

试教育”．努力追求升学率．

19酏年

5月，初19∞级3班学生张盛麒被选入四川省足球队。

贯彻省里提出的中学教育_学福州、赶福州”和搿三高一大”(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及大面积丰

收)的口号．

响应省教厅、共青团四川省委发出的“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通知，掀起学习刘文学热

潮．

I％1年

秋．初中招生开始男、女慕收。

19心年

教育部领发‘全_B镧中小学首行工作奢}伪(草拳)>(印中学“五十务”)，市文教局派出祝导组到饪调

脊研究，蹲点指导．

秋，贾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宜二中辱个赢中班合并到宣三中甄个年级。

学校纽织教师学习毛主席的。十大教授法”，强调废除”注入式”．舞倡“激发式”；克服“满堂漫“，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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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少而精”，

1963年

3月．响应毛主席。向首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开晨学叠锋活动．

贯彻竟的十中全会公报．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执行‘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修订全日制中学1962--1963年度第二学期教学计划的通知'，改用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艇的课本，

1964擎

配合。四漕”进行。小四清”运动，开展“忆苦思甜”和。阶级斗争教育”活动·

8月，校男捧荣获四川省中学生“三好杯”捧球赛亚军。、

市人民攻府为修建人民公园。把学校用地1087平方米划援作为公园用地(现人民公园茶园处)·

19酷年

毛主席u七·三指示‘发表：“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奠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插动总量中砍掉

三分之一．。学校进行传达。

教育铘发出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龠精神的通知，学校组织学习活动，

宜赛城市。四清“工作团支敦分岔工作缎进驻宣三孛，开展学接。四清”，

1966年

1月。校女排荣获I四Jtl省中学生“三好杯”排球赛冠军．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个体育竞赛集体项目省

冠军。

5片．”文化火革命’开始，停谭阉革命，学校秩序童醢坏。

按省辕育厅通知，原语文课本停用．蓖学‘毛泽东语录，和‘毛洚末著作选读●审、乙种本·

8月．刘让任副校长。

秋，只录取初1969级新生，高中新生录取通知书来疑出．

10月．师生代表赴北京接受党中央、毛主席接见-大串联开始-

1967晕

1月。在“夺权风暴“中，党政领导班子近乎瘫痪。学校领导、教师受冲击，档囊、设备遭破坏。

学校高、初中均停止招生。

1l凰宜三中革委会成立，严朝君(学生)任主任，作为结合干却，刘元祈、曾排鸿任副主任-
j蚴年

中田人民解放军2964部队毛泽东息息宣传队和宜奏制材厂工宣队避驻宣三中。组飒师生学习。两报

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写大批判文章，开批判大会。

学校仍停止招生．

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磐示，学生开均到农村插趴I鑫户，

1969车

春，“复课闹革命”。学校恢复招收初中生。招生67(1人，班级实行民兵建制．以营、连、捧为单位组

织教学．誓制二年。根据地革委通知，诲文课改为革命文艺课，物理谋改为工业基础·生物课改为农业基

础，体育谭改为军体漂．侉牙历史。蝤理，

中央。Iz．25”批示传运．学校秩序开始有所恢复．

1970奄

6月，校革委会“补台”，刘让任第～副主任，叶祖志、刘元忻、白祥鸿、王志富住副主任。

秋。初中招生12个班，学生645人，学制恢复为兰年，课程名称也恢复。

中匡入民解放军29双帮双毛泽东g想寰棒烈豢出t

1971雉

1月’作为首批试点单位，组织进符学军拉练，学生162人，历时12天．行程150余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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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恢复高中撂生．共招三个班154人．学制二年．

宣宾铹材厂工宣队撒出，宣宾三江机械厂工宣队避驻学校．

1孵2年

创办宜宾市三中校办工厂．

10月，学校举办首届田径运动会(以后每年一届．迄今来I刚听)．

1973年．

8月，竹祖志任校革委会主任．捌元圻、曾祥鸿、玉志膏任尉主任．

在。批#批孔”运动中，埘四人綦”鼓吹搿白卷英雄一，炮翻_马摄挟事件_。严重破坏了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r ’，

12月．学校再次组织学生学军野营拉练．历时∞天，行程250余公里．

l孵4年

学校结柬了民兵建翻的管理模式，恢复班级授课翻．
‘

1975年

5胃，高t955级l班学生周杰(男)入选匹Jll省射击队．

10月，叶祖舂任校革委会主任，刘元圻、樊玉才、艘誊任副主任． 一：：：

“学朝农、迈大步”．学校实行。开门办学一．与电声嚣材厂挂钩办灯泡车问．与蕾牧塌挂钩办农场．

豫6年
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0全校师生沉痛悼念三位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6只，初1977缓4班学生憝曩拜获四}ll省少年田径分区奏女子乙组髓球冠军．

10月，打倒靠四人帮”．11月，师生集会声讨。四人帮．～

是年，初1977级l班学生熊涛(男)和高1977'．馥4班学生刘菘(男)分嬲被造入四，"省乒乓球队和

四Jll省射击秋．

1977年。

7月，初19弼级2班学生刘卫红和7班学生张t分获四JI憎少年田径分区奏女子乙维15∞米和铁供

冠军。 -．

10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学校免费开办辅导班-?为应往属考生进行考前复习．。 ．，

援乱反正。教学秩序逐渐正常。在校韧中生984人。高中生334人。 ·；

l钾口年．：

4月，地革委以(78)84号文，确定宣三中为宣宾地区重点中学(四所学校中唯一的高完中)。

4月，地、市教育局对学校建设作了薏体蔑期设计．

5月，高1979级2班学生赵爵萍获四川省业余体校田径赛女子甲组银竦冠军．

8月，叶祖志任校长．樊玉才、刘元圻任副校长。 ‘．．、1

1’。

12月31日．学校举办首屠。元曼”迎新舜耋瀑疆螽动，，舞形成转统，

宜宾市教研室成立，组建了中学各科市级教研联组，学校部分教师担任教研联组组长、剐组长．

是年，初1978级5班学生归群(女)和初1980级1班学生张世洪‘男)分别被选入四川省游泳队和

四jll省技巧队．

1979年 ⋯‘j：

2月．顾自豪调任副校长。
一

，，一。

S月，高1979级I斑学生饲寅{男)入选四Jll省举重队。 ⋯．

6月，宜三中制定的‘关于试行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出地区教育局批示全地区推行．t

1980年

S月lO日．教学梭一期：【=程竣工，建筑面积1344平方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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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高考上线突麓百人大关．录取率超过50％．毛为获全省赢考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

敖．学校被确定为四川富首批重点中学，新招高中生实施三年翻改翻工作．

8男．●套完成了薮职工宿舍一号接．廷30套佳痨．
1961年

4月，四川省教育厅以川教中字(1的I)第13号文印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小学的意见'的通

知，宣三中列入首批办好的42所四川省(含重庆)重点中学名单．

4月。擘按为遣应誊重点办学。投出‘关于或避198l睾斋，韧宁捂生办法约溥：暴报告’秀到批准．

6月．完成高、初中单独提前招生工作。

7月．高1963级3班学生陈兵(男)入选重庆市体l工队田径队，继而进入解放军八一田径队·

7月，肖志祥调任剐校长。

袭。譬笈漾程接舞曩内吝开设，韧中增设了劳动技术瀑，高中螬设丁劳动技木潭和入口理论诹-

秋．王晓梅老师在韧中开展“听说镇先，读写曩上。的英语教学方稿改革．历时三年．获地区般最赛

验成果二等奖．

1嘲年
3月，掌技开展。五讲一、一四美。、。三熊爱，活动和文明礼貌月活动，建立每周升田旗倒度·开始每

学年评盏投，市、地三■。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千部●

7月，修建完成教职工宿舍二号接。计25套住房．

因学翻改革．谈年无高中毕业生．
1豫a年

l男。叶租忘嵩体。王一搿谣任饺长，曼玉才、蠢言弹、．囊；{：元薪．焉奇毒氆酎接长，

4月20日。实验大柽竣工．建筑面积2∞7平方米。

李启鬃老师编成∞套生物投影片，由中央电赣馆监制、重庆北磅幻灯制片厂生产，全国发行·
l镐1年

3其3l B，蕞学爱二襄工程竣工。建襞积lSSI平方零，
7月．高1984擐应嗣毕业生严斌高考获地区文科。抗元”，考入北卓大学．

8月，王田瑚调离．彭正赞调任校长．林建龙、刘万凯任副校长．

秋-学校行政机构作较大调整．市委组织部任命校级干部3人，市委宣传任命中层干部lO人·内部

机撺设置为办公室。硬薮缝，教务魅。謦务赴，体卫蛙，

是年．学校开始绸印体育‘年鉴’．每年一本．桷印至今．

19癌5年

1月，我校和市九巾联合组建了宜走历史上第一支女子足球队，并首次参加四川省女足比赛．

6月，韧，高中牾生开始加试体育．

12月．俸育教疖严相萁评为全蛋位秀藏翔员．

学投购买计算机“台．开始设立讣算机管理员．向教学多媒体化和办公自动化趣进。

学梗办学规模为24个班，高中三个年级12个班s的人．初中三个年级12个班共592人．全授学生

1181人．

19睢车

1月．技男捧获首扁地区中学生撸肆赛冠军t女队获噩军．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征用市房产公司土地400平方米．学校占地为15500平方来(23．25亩)·

4月15日，食堂和擎生宿舍综合蝰竣工．学生宿禽共30问，管理员宿舍5套．

＆爿，四BI眷箍一腐膏少氧摇动会在珐墨殖量攀拧，霉技蕙溶、姆小臾簪十几叁掌生代表宜支均匿参

奏。

9月。王志富评为’四川省先进工作者”．受列省埂府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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