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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楼

1 996 年新建成的 24 套教师11宿舍

归化教学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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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去n川省政协主席修水解放后汁任县

长兼县立联合小学校跃R平
A 陈淑文(1 914 - 1990) 曾任修

水解放后县立联合中学主峙五作副校

长、修水县人民政府委川、江西肯修

水 '1" 、严校长、修水县政协副主席、修

水)J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4 陈三立 (1852 - 1937l室有散原

精舍。 江阿修水桃李乡人。 近代著名诗

人、作家。 陈三立先生为中间教育革新，

于同、于乡、作出了不少实非 3 并产生了

深远影晌 。 民间三十三年(I 944) 江西省

政府委员会第 1713 次省务会议决定:为

纪念|妹三立先生将赣同北|陷 11才中学改为省

立散原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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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6月江西省副省长陈类

尊(中)在修水县委问记徐明华陪同

下来校视察。

.6. 1997 

年教师节前

夕县委阳记

钟利贵来校

慰教师并与

学校领导、

离退休教师

代表共商办

学大计。

þ 

~1997 年 4月九

江市副市妖陈晖(前

2) 米校视察。

..... 1997 

年 5 月九江

市教委主任

胡源茂(中)

来校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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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赳:校党总支 l-1ì记朱|叫前啡-)校长占幸儒( r削 I~二)自IJ

校长李催生(前m三)校 K助现张文学(币 tl~ 一)副校长莫火平

(后排二)校长助理胡 93健( )百 tlF二 )

部分离退休老教师合影



1939 年秋赣西北临

时中学在修水创办，随即

迁往铜鼓石桥中村，图为

学校本部中村(现中溪

村)旧址。

1939 一 1942年赣西北临时中学由修水迁往铜鼓

石桥中村3 图为学校教学、膳宿、体育活动李祠旧址。 省立散原中学老师宿舍余祠旧址。

省立散原中学"东斋" I日址。
1939 年秋赣西北临时中学由修水迁往铜鼓石桥

吴岗(又称无浆)图为学校分部无浆旧址。



1942 年创办

的修水中学旧址

(凤撒书院) 。

1942 年赣

西北临时中学

由铜鼓迁我县

漫江杜家庄.

图为学校分部

塘下旧址。

1942 年赣

西北临时中学

由铜鼓迁我县

漫江杜家庄 3

阳为学校本部

杜家庄旧址。



升旗仪式

纪念抗战胜利五

十周年举行抗战歌曲

演唱比赛。

自一军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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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丸八九年实验室正作中成绩优异，特2i:

此状，以资被胁 .

} r ~ti 白总[子

. 1960年修水中学被评为全省文

J:!.系统百面红旗之一和教育系统十

面红旗之一，派代表出席了全国文

教方面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图为

黄超群副校长出席九江地区、全省

和全国群英大会获得的纪念章和英

雄金笔。

西省

育传绕琪自f
汪百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江西-省教育

民荒草π



4微机室

生物实验'

v 特级教师余昌

徐在上电化教学实

验课



学生美术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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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县第一中学创建于 1937 年，是全县目前全日制中学中创建历史最长、规

模最大、设备最全、影响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的唯一一所省属重点完全中学。由于历

史原因，在创建的当年秋天迁到本县漫江塘下村 1939 年又迁到铜鼓县墩背的芜

岗(当地人叫"无浆")和中村; 1942 年复迁修水的漫江杜家庄和塘下; 1946 年元旦

再迁修水县城的紫花墩，从此校址基本固定。 校名也不断变化。创建时叫修水县立

初级中学; 1939 年改名省立赣西北临时中学 (1943 年 1 月又称省立赣西北第一临

时中学); 1945 年再改为省立散原中学; 1949 年 8 月，省立散原中学与县城在 1942

年创建的修水中学合并，定名为修水县立联合中学;. 1953 年改为江西省修水初级

中学 ; 1958 年 8 月再改为江西省修水中学(省重点); "文革"中，修中搬至小斗岭，

沿用原"共大修水分校"校名;原修中改称义宁镇五七学校，后改为农机厂五七学

校、修水县五七中学、 修水县中学; 1979 年 7 月定名为修水县第一中学， 1980 年再

次列入省属重点中学，原修中的教师也由小斗岭和全县其它中学陆续调回。

校址、校名的复杂变异，反映了学校的历史发展进程，蕴藏着深刻的历史内

涵 。 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严肃地审视学校发展史，对各个阶段的历史

给以客观而公正的记述。如果把从建校到解放前夕作为一个历史阶段，那么为使青

年学生免受日寇人身摧残和奴化教育而创建以民族文化教育、爱国教育为主要内

容的中学教育，则是学校的一大功绩.其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人都为新中国的建

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毕生贡献。解放初到"文革"前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针

对工农及其子女 80%是文盲的现状，第一次提出了"向工农开门"的口号，使办学

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变化。 而对德、智、体全面发展和"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正确贯彻，又使教育内容发生了质的飞跃。学校注重思想、品

德、行为教育，树立良好学风"集会、就餐.鸦雀无声;果实碰头，无人私摘;桌凳无

痕，公物无损;团结互助，舍己为人'\已形成一代学子的新风尚 。 1960 年学校派出

代表参加全国群英会，使学校在"文革"前进入了第一次鼎盛时期。"文革"十年是学

校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劳动代替教学，以斗、批、改代替教

学内容，使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直到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才截住了历史的逆流，迎来了教育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发

展到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第一步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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