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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先生题词

金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一心先生题词

够》 ，。

嘞．蝣摹／≯"
爹，◇铹≯o。，≯，、，．．．

，i，’。。l，， ：，。％耐■。‘；

‘1_、，童≯墨。f弋j：

童篆菇≯∥
二’￡'

。

著名篆刻理论家、篆刻艺术

家、诗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西

泠印社理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

叶一苇先生题词



垂!鞫
．一、 、郭谨嚣I k■l ，

；j叠斋霜蔷lji：!_·_嘲



酒薹豳卑‰一描#警：右蠹?’罐

l一．}；，I●III!!■!■!■!ro．w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髫L—～J





942年时的熟溪小学

9 9 9年时的熟溪小学

t}．r堂p}§．置

末日主m一
^^；lt，"{

l{‘；▲{：}|
l{{，；^}j-●．彳l^一；^殳，●；l}^{4i4{‘

t{■■i{}}}‘

{i{J

4■，Ihr^f

4{毒t牟●敞

∞蓦年毓秀小学教员谢竹英退休工资单



熟溪小学新校园平面图

东升路



熟溪小学(柬岳宫)校拾圄(1965-盆P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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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2009年是熟溪小学百年华诞。回首百年，身沐风雨，熟溪小学历尽了世间沧

桑；品味百年，情系教育，熟溪小学写下了辉煌篇章。

1909年(清宣统元年)在民主革命先驱秋瑾女士极力倡导下创办的“武义毓

秀女子小学堂”，开创了武义女子教育之先河，是武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从

“毓秀女小”到熟溪小学，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百年熟小，六迁校址，几易校

名，毓秀文脉，薪火相传。翻开学校的创业发展史，每一页无不记载着熟溪小学

人勤耕不辍、睿智创新的历程，每一步无不印刻着熟溪小学人勇于拼搏、团结奋

进的足迹。百年来，熟溪小学名师荟萃，教泽流芳，他们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

学、高尚的师德，教育、感动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百年来，熟溪小学俊

彦云集，英才辈出，他们以丰富的知识、刻苦的精神、踏实的作风，在各自的岗位

上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百年文脉，历久弥新。近年来，熟溪小学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社会各界

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传承毓秀文化，发展个性特长，推动多元教育，构建和谐校

园”的办学理念，崇德博学，求真创新，不断加强内部管理，积极拓展教学空间，大

力发展特色教育，努力提高办学水平，为我县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应有

贡献。

百年风雨润桃李，千秋教育谱华章。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历史；追

忆往昔，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我们相信，熟溪小学定会以百年校庆为契机，

秉承传统，继往开来，锐意进取，再创佳绩。让我们在庆祝熟溪小学百年华诞之

际，一齐翻开历史的卷页，分享今日的荣光，憧憬明天的辉煌!

武义县人民熵愀砌餐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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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适逢熟溪小学百年华诞，学校借此良机，钩沉探微，纂为校志，诚属鉴古开今

之举。《毓秀百年——熟溪小学志》即将付梓问世，这不仅是熟溪小学的一件大

事，也是武义教育的一件大事。

武义自古以来，耕读传家，敦本重学。这部校志详细收集了熟溪小学教育的

发端、延续、发展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各方面史料，对了解武义教育发展和改革

的历史，认识武义教育兴衰起伏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熟小人，用坚定的信念传承熟小的文化与精神，用青春

陪伴熟小茁壮成长，用智慧和汗水赢得美誉和荣耀。从在武义乃至金华率先创

办女校，到在全县率先推行班主任爱心寄语的学生品德评语改革、在全县率先实

行特长教育、在全县率先开展体育大课间活动、在全县率先提前一年实施新课

程、在全县率先建立后三分之一学生学业评价制度等等，无不展现了熟小人敢为

人先、奋发有为的勇气和精神。目前，学校正以全新的风貌走向全市、走向全省、

走向全国。

展望教育的未来，任重道远。武义政治、经济、文化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

发展和变化。我们期待熟溪小学在新的起跑线上，藉百年厚积之力，承百年求索

之魂，奏响“以人为本、以德立校、科研兴校、特长强校、特色名校、和谐共生”的教

育主旋律，在实施“传承毓秀文化、发展个性特长、推动多元教育、构建和谐校园”

的发展战略中，继续发扬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武义教育的明

天谱写新的篇章。

武义县教育局局长辱王砹姻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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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白洋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积淀，不仅有着“武义文化发祥地”的美称，更

有“东南文化胜地”的美誉。其教育的渊源和辉煌的高峰，在武义教育的发展史

上，有着光辉的一页。而今，熟溪小学迎来了建校一百周年，值此共襄百年盛典

之际，《毓秀百年——熟溪小学志》即将付梓，这是我们白洋教育乃至武义教育的

一大喜事，值得庆贺。

《熟溪小学志》主体部分共13章，连同概述、大事记以及附录，资料丰富，构

架合理，详今明古，有分有合，梳理出一条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熟小教育事业发

展史，揭示了学校教育发展轨迹和规律，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校志。对了解武义教

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代表白洋街道党委、政府向编写本志的离退休

教育工作者以及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

尽管在校志编写过程中力求科学完善，但仍有疏漏甚至不妥之处，敬祈广大读者

不吝指正。

我们相信，熟溪小学在县委、县政府、县教育局和白洋街道党委、办事处的领

导下，在武义人民的支持下，在街道“四个一流，一个典范”教育目标指引下，在深

化教育改革、打造教育品牌、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上，推陈出新，锐意进取，实现教

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也必将为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再创新的辉煌。

百年岁月韶华，百年桃李春风。熟溪小学的明天必定更加灿烂。

⋯一⋯啪⋯煅掘2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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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武义县熟溪小学即毓秀女子小学堂，创办于清宣统元年(1909)，至今历时一

百周年。她从最初狭小、简陋的县城北门节妇祠起步，先后又六易校址，于2000

年8月迁入了座落于东升路与宝塔路交叉口的崭新而又宽敞的新校园。学校硬

件的变化，仅仅是熟溪小学百年历史大变迁中的一个缩影。

这所学校的诞生，在于她开创了武义女子教育的先河。在她创办以来的数

十年间，由于专收女生，使一批平民女童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这些毕业生走

上社会后，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特别是在当时的手工业、蚕桑业等领域都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在改变妇女卑微的社会地位，寻求妇女独立解放，树立男女平等

思想观念，以及使武义人建立“知识女性”概念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

时，她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历次社会变革的洗礼，承载了

百年来武义人民对教育的厚望，推动了当地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一代

又一代的“熟小人”，风雨兼程，励精图治，集先贤浩气，续毓秀文脉，传奋发精

神，学校先后获得了全国艺术素质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全国

雏鹰红旗大队、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全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示范

学校、浙江省科研兴校百强学校、浙江省文明单位、浙江省城镇示范性小学等一

项又一项的桂冠，跨入了省、市一流学校的行列，谱写了教育的华彩乐章。

值此熟溪小学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信心百

倍。让我们追随一百年的铿锵步履，满载一百年的坚忍不拔，求实创新，弘毅笃

行，昂扬奋进，我们相信，熟溪小学所独有文化与精神必将走得更深、更远。

熟溪小学校长 蓥私一荡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精神为指导，遵循“实是求是，求实存真”的原则，

记述浙江省武义县熟溪小学建校百年以来的历史，着重记述1978年12月改革开

放后，尤其是2000年8月学校迁入新校园后的历史与现状，以突出时代特点。

二、本志记载时限，上溯建校之初，下迄2008年底，重大事件延伸至本志定稿

之时。

三、本志按志书体例结合本校实际编纂，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全志记、

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前置概述、大事iE；中设十三章，末为后记。

四、本志大事记，分之一、之二两个部分编排：之一为大事、要事、新事；之二

为学校集体荣誉(限收录建国前县级以上，建国后省部级或颁奖单位相当于这一

级别的单位授予的荣誉；其他市、县级单位授予的荣誉收录在第十一章“行政机

构与党群组织”的末尾。

五、本志历史纪年和月、日表示法：民国前和民国时期采用朝代年号记述，括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书中“建国前(后)”是以

1949年10月1日为界，“解放前(后)”是以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当时的武义、宣平两县为界。月日表示法，农历用汉字，公历用阿拉伯数字

书写。

六、本志人物编采坚持“生不列传”原则，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予以记载。

有的列传(以故人物)，有的简介，有的以事系人。同时兼收对本校有重大贡献或

影响的客籍人物。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教育局及本校档案资料，部分由编纂人

员向有关当事人、校友采访。凡人志资料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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