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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黄梅一中是湖北省示范中学，素有"鄂东明珠"的美誉。 1912年，应求强思变、

创办新学的时代潮流而生。 光阴茬莓，岁月轮回，弹指间，她已走出风雨兼程的一百

年，将于 2012年全秋时节迎来百年华诞。

一百年的政碗奋进，一百年的薪火传承，几代一中人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以饱满

的干事创业的激情，育人励学，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享誉荆楚大地的教育知名

品牌。

为追忆先贤前辈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记录一代代一中人奋进跋涉的脚步，总

结学校优良传统和办学经验，引领后人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值黄梅一中百年校庆之

机，学校组织几位参与学校发展并热心校志编慕的老同志，历时数年，多方求证，几

次更改，完成了 《黄梅一中校志 }，我有幸先睹为快，深受震撼和教益。

回顾百年历程，我认为，黄梅一中百年奋斗历程，有几个方面值得认真总结和传

承。

一是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不动摇。 黄梅一中百年发展史是中国基础教育发

展史的浓缩。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黄梅一中在振兴

民族、图强奋进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风雨沧桑中艰难前行。 在民国时期，校无

定址学无定时。 曾 10 次迁址， 8 次易名，辗转往返于文庙、八角亭、 全家寨、 五祖寺、

大发坑、 南北山、李家庙等祠宇、 民房、 庙堂之间 。 设施简陋，经费短缺。 但一中人始

终以兴学图强为己任，历艰难而愈坚，尽坎坷而无怨。 "寒窗彻夜灯，四季总耕耘"

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教育等各界精英。 新中国

成立后，黄梅一中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始终顺应民族振兴潮流，致力培养优秀建设

人才，打造优质教育品牌，形成了严谨求实、 开拓进取的科学精神，艰苦奋斗、 立德树

人的人文精神。

二是始终秉承艰苦奋斗、 奋发向上的优良校风不动摇。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师

生中就流传这样的歌谣"从南山，到北山，书声伴着笑声欢;翻峻岭，越重山，悬崖

绝壁只等闲;糙米饭，露天餐，茹苦含辛不知难;勤攻读，苦登攀，潜心跃上智慧山 。 "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师生共同克难奋进。 一方面，争分夺秒抓教学，另一方面，自

己动手，艰苦劳动，改善师生生活，到大古岭挑柴，到蔡田挑炭，到张湖挑粮、 挖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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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证了师生的;温孟饱，又保证了教育质量D "鄂东明珠"的赞誉正是此时赢得的 。

如今，正是这种不怕吃苦的奋斗精神使一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铸就了一个又

一个辉煌，这种精神也成为黄梅一中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

二是始终坚持教育教学中心不动摇。 无论是颠沛流离的抗日战争时期，大搞政

治挂帅、劳动上马的"大跃进"时代，还是新课程改革顺利推进的今天，黄梅一中始

终以教育教学为中心"让学生会学，教师会教"、"视质量为生命"是一中人始终

不渝的追求。 可以这样说，凡是名校，必有名师;既有名师，必出高徒。 如今的黄梅

一中，真可谓桃李芬芳，人才辈出 D

四是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不动摇。 多年来，黄梅一中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改革

谋发展，以创新铸品牌。 在办学理念上，由原来"一切服从高考"转变为"一切为了

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内涵发展道路，在稳定的基础

上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繁荣口 在学校管理工作上，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强化人本意

识和人文精神。 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发展人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人文一中、和

谐一中，创造出一条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在教学工作中，坚持"两个改革"即课堂

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建立了"两大课程体系"即以优化过程为重点的必修课体系

和以开放、合作、探究为重点的选修课体系 。 在办学目标上，力争实现"两个满意"

即当让人民满意的教师，办人民满意的学校。 在培养目标上，做好"两个结合"即

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结合起来，把"阶段发展"和"终身发展"结合起来。

如今，黄梅一中已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2. 

校园创建历艰辛，百年老树喜逢春。 期颐华诞相聚日，满园桃李花似锦。

愿校志的出版能唤起诸君美好的回忆!

愿黄梅一中在教育改革中永立潮头，扬帆前行!

黄梅一中校长、党委书记 陶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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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一中百年华诞来临之际，学校成立校庆办公室，组建黄梅一中校志编篡委

员会，组织木员编写《黄梅一中校志~，总结学校办学、重教、树人、创新的发展史 。

以史为荣，我们为昨天一中的业绩而骄傲;以史为鉴，我们为能再续前人的辉煌而自

豪;超越历史，与时俱进，新一代一中人将永远立于时代的潮头!

黄梅一中的 1∞年，是历经艰难曲折、矢志兴学的 100年，是图强奋进、发展创新

的 100年，是铸就辉煌、不断跨越的 100年 。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黄梅一中人群策群

力，潜心磨捞出一颗闪耀在鄂东的教育"明珠"光芒历久弥新;今日的黄梅一中，不

仅成为黄冈市普通高级中学的一个品牌，也是湖北省普通中学的一支劲旅，正以一

中的教育教学的魅力和高远的情志实现其社会品牌价值。

玉树琼花开此日，铜钟金锋忆当年。

记录着几代黄梅一中人艰难前进、接力奋斗的足迹，闪耀着黄梅一中辉煌业绩

的 《黄梅一中校志》就要付梓了，这是我们献给我们的学校一一湖北省黄梅县第一

中学建校 100周年纪念的最好的礼物 !

本书依据较为完备的资料，以学校现行管理体制为纬，以重大事件和变革为经，

横剖纵联，分门别类，真实地记述了各时期学校创建和发展的密切关系 。 她以现代

史为背景，铺叙学校史事，突出了校志的主题特色，史料详实。 溯源导流，历史脉络

清晰，时代特色鲜明，章、节布局合理，较为全面地完整地勾勒出黄梅一中的发展

史 。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曾说过"校史是一所学校的真生命，它

连接过去和现在，记录着学校的发展轨迹，具有咨政、育人、存史等功能 。"因为它是

学校发展的一面镜子，能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因为它是一本传承校园

文化的教科书，凝聚了黄梅一中悠久的课堂教学内涵和优秀传统的治校经验。 从这

个意义上说，它能时刻警示和启迪我们 ，严谨求是，自律有恒，精心治校，潜心执教，

求实创新，自强不息 D 在今后每一个重要的切入口上，我们都应该伫立凝思，鉴往察

今，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取智慧和力量。

历史凝聚的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正在酝酿着明天的历史 口 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人文遗产丰富、教育传统优秀的黄梅一中，其"勤学奋进，求实创新"的

. 3 . 



i~ ~j，，- 'f 校志
校风"善教、善导、善学"的课堂教学特色，是她的魅力所在，这是 100年来积淀演

绎而成的一种精神财富 。 这种精神财富，能否把握、继承、弘扬、发展，对学校的干系

重大。 只有在完成历史、现实与未来理性的链接时，达到知行合一，历史和现实的沟

通，才能衍化成为未来创新的果实。

校志原本是资源宝库，学校办学传统、文化氛围、人本素质、园丁风采、校友业绩

均鲜活地存储其中 。 加强校史研究，旨在发掘校史资源的根脉，为进行以传统文化

与时代精神之统一特征的教育教学发展创新提供借鉴 。 以之探索学校新的办学方

向，新的办学规律，新的办学举措，把学校办得更加亮丽，更有活力，营造优良的育人

环境，激发师生的工作和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健康成长，让一中

成为名副其实的鄂东教育的明珠。

《黄梅一中校志~，虽类似一本流水账册，然史料真实可信 。 因为本书史料来源，

均出自黄梅一中原始档案中的第一手材料，这一点得益于老校长张汉舟十年如一日

的辛劳 。 他披寒历暑，在尘封已久的民国时期学校故纸堆里，在浩如沙漠的当代学

校史料丛中，索隐钩沉，广搜博采，荒集 7000 多条史事，给校志编写人员铺平了一条

流畅的笔耕之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它为后人提供了学校 100年历史的真实记录，

为学校的发展定位、远景规划、管理服务、课程改革、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

可靠的历史依据，并能在固有历史基础上形成凝聚力、向心力 D

喜见杏坛新气象，欣看桃李尽峙蝶。

一中百年，以其诚朴勤勇、严谨求实、敬业创新的精神，铸就了一块响当当的品

牌，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并期待着鄂东"明珠"闪烁着辐射出更加璀碟的教育

之光 。 奋进中的黄梅一中热切呼唤每一位一中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在一中这块

沃土上苗壮成长，创造无愧于前贤后秀，无愧于时代的伟绩，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书写超越历史的华章 。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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