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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张掖市委书记 卅

校史是一所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历史 ，同 时又

是一个地方 、 市区教育发展的历史缩影。《张掖中

学校史》就是这样一本书 ， 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

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光辉

过去 ，而且，也看到了张掖市乃至河西地区教育

发展的历史背影。

八十多年来 ， 张掖中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

同的历史时期。 1917 年到 1949 年 9 月以前 ， 处在

旧的历史时期 ， 1949 年以后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 张掖中学几易其名 ，

几迁校址 ， 但它的历史和文化却延续了下来 ， 形
• 1 • 



序一

成了张掖中学浓厚的文化积淀 ， 涌现出了一批又

一批的教育志士 ， 培养出了大批的有识之士。特

别是 1949 年 9 月张掖解放 ， 张掖中学回到了人民

的怀抱。从此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为新中

国 、 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 同时也造

就了 一批在省内外颇有名望的教育 、 科技 、 文化 、

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和人才 ， 在张掖这块热土上树

立 了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校史 ， 客观的反

映了张掖中学的发展历史 ， 也再现了张掖地区教

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

张掖中学作为省内知名度很高的学校 ， 目前

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 200 1 年两校合

并 ， 无论师资还是办学规模 、 校园建设 、 学校管

理 、 校风 、 教风 、 学风建设 ， 在全省都是有一定

影响的。在科教兴市 ， 普及我市高中阶段教育的

过程中 ， 张掖中学任重而道远。举行八十六周年

校庆 ， 将是张掖中学建设和发展的又一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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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指航向，与时俱进求发展，在新的历

史时期，我真诚希望，张掖中学全体教职工团结

一致，不断创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胸怀祖

国，放眼世界，以坚定的信念，坚实的步伐，努

力实现张掖中学的跨越发展，为把张掖中学办成

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级中学，为给张掖中学

的历史再增写光辉的新篇章而努力工作。

二 00 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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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教育局局长μ

在张掖中学建校八十六周年之际 ， 学校编写了《张掖

中学校史》。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张掖中学建校以来

不同历史时期办学情况的校史，为我们全面了解张掖中

学的历史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

张掖市教育事业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依

据。对此书的出版，衷心地表示祝贺!

张掖中学在 1917 年由张掖县乙种师范讲习所基础

上建校，到现在已走过了八十六年的光辉历程。在这漫长

的岁月里，许多有志于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知识分子相继

从全国各地来到张掖中学任教，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培养祖国建设人才"为己任，在这块园地里口区心沥血、辛

勤耕耘，为张掖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为河西

走廊的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张被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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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为河西走廊最负盛名的学校之一。张掖中学于 1962

年、 1978 年两次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重点中学。改革开

放以来，张掖中学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大力改善办学条

件，加强教育教学管理，使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不断提

高，学校得到了快速发展。张掖中学历史悠久，业绩辉煌，

底蕴深厚，张掖中学的历史就是张掖教育事业发展历史

的缩影，我们应当将张中的历史书之丹青，使之彪炳于张

掖教育的光辉史册。

尊史，治史，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乃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张掖中学校史》一书，不仅记载了不同历史

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记载了为张掖教育事业忘

我奋斗的教育工作者的辉煌业绩。夭桃稠李满天下，著名

校友遍五洲，这就是张掖中学八十六年来教育成就的真

实写照。《张掖中学校史》是名校的历史，也是名师的历

史。褒彰前贤，昭示后俊。修编校史，对于激励青年教师

献身人民的教育事业，勉励莘莘学子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 2001 年在人

类社会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原张掖中学和育才中学合

并成立了新的张掖中学。经过两年的大规模建设，新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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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办学条件达到了全省一流水平 ， 为学校创建全省示

范性高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继往开来的时刻 ， 学校

举行张掖中学八十六周年校庆，这是张掖中学历史上的

第一次校庆，是张中历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 标志着张掖中

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希望张掖中学的师

生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发掘张掖中学的治学精神 ，

总结张掖中学的宝贵经验，表彰张中的教育精英 ， 继承张

中的优良传统 ， 在继承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 ， 坚持改革 ，

不断创新，为把张掖中学办成名符其实的我省 一流中学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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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中 学校长 阎仿攸

张掖中学的前身是建于 1917 年的乙种、甲种师范讲

习所，在此基础上， 1927 年建立了张掖中学，至今已走过

了八十六年不平凡的风雨历程，是张掖市建校时间最长、

影响最大的高级中学。八十六年沧桑巨变，春风化雨，谱

写了张掖中学教育教学工作者几代人不懈奋斗的光辉篇

章;八十六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树起了张掖基础教育

战线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张掖中学的发展历史，既是一部辛勤耕耘、励精图治

的历史，也是一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历史，建校八十

六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人才。"文化大

革命"前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为高等学校输送了近千

名学生;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向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输

送大学生 4600 多人，为我市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

人才和智力保障。当新世纪的阳光洒满神州大地的时候，

2001 年 6 月新建张掖中学成功实现了办学历史上大规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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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式发展 :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德育工作全面提

升 ， 素质教育有声有色，校园建设日新月异，现代化的教

学设备日益完善，教育理念得到全面升华。

固有国史 ， 作为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学校，应该有

一部完整校史。张掖中学曾建立过许多辉煌的业绩，写下过

可歌可注的壮丽诗篇，留下过无数感人的事迹，但也数易校

址 ， 几经变迁 ， 当我们为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发生巨大变化而

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时候 ，很难想象当年创业者们付出的艰辛

和努力，无法看到先辈们奋斗的足迹，为此， 2001 年 6 月，张

掖中学正式重组新建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编写 一部内

容翔实、资料丰富、图文并茂的校史，以填补张掖中学发展历

史的空白，这是一件功在当代 ， 泽被后世的大事。

回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保存文

献资料，展望前程似锦的未来，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经

过校史办全体同志半年多的艰苦努力，一部承载学校发

展的校史终于问世了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

思想 ，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

公正地记载了学校发展的全过程，有助于我们回顾过去，

启迪未来。

在编写过程中 ， 校史办的工作人员以较强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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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业心 ， 广采博引 ， 内查外调 ， 挖据出了 一部分鲜为人

知的资料 ， 同时对取得的原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 整

理 ， 去伪存真 ， 详今略昔 ， 数易其稿 ， 积极有效地开展工

作。特别是几位已退休的老同志 ， 不顾年老体弱 ， 热情参

与了校史的编写工作 ， 奉献余热。在此，对这些老同志的

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 同时也对校史办同志们的辛

勤工作以及协助校史编写的有关单位 、 部门和同志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

二 00 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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