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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有条红水河。母亲河从远古的云南曲靖走来，越

过云桂峦峰大地，奔向大海。1988年，中国最年青的瑶族

自治县在红水河畔诞生了，大化、岩滩两大电站如同两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化县境内。大化高中是这里的最高学

府。

1989年，大化高中在大山深处注册落户后，红水河畔

便崛起了一颗教育新星。这是一所高起点建设的好学校，

是大山里千家万户引以为荣的好学校，是南疆大地知名度

较高的品牌学校，是自治区第二批22所示范性普通高中之

一O

大化高中长到20岁，年正当时，显得崭新、青春、挺

拔。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大化高中在办学的进程中，

有自己独到的特色。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大化高中在竞争的道路上，

有自己不同的策略。

学校创建至今仅20年，大化高中培养了近万名大学生，

3000多名农村建设合格人才，出了四位土生土长的中学特

级教师，四位全国优秀教师，出版了三部国家级研究课题

(子课题)研究成果专著，夺得了河池市教育教学质量优秀

学校甲级一等奖。比同龄学校领先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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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高中有特点，有潜质。她的发展，我是耳闻目睹

的。筹建阶段快速高效推进，首届毕业生高考排在河池同

类高中当中的第三，跨世纪的时候10岁的大化高中成为河

池首批四所重点高中之一，13岁的时候被确立为自治区第

二批二十二所示范高中之一。谈何容易。

今年10月21日，是大化高中建校20周年的大喜日子，

校志编委会记录了这所高中20年里面发生的故事，这是一

种小结，是一个段落。往后，大化高中的文章还大着呢!．

应景伦校长之邀，写了这些文字，以为序。

蓝炯标皿川1 7|，J、

2009年10月



大化高中校志

(1988年9月至2009年1O月)

为方便各位阅读此校志，先作关于大化瑶族自治县

高级中学校庆日期的说明。

1 9 9 9年1O月1 8日，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

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关于要求确定我校1O周年校

庆具体日期的请示”，以大政复(1 9 99)4 3号文件作了

批复，按县四家领导班子的意见，1 9 89年9月大化高中

挂牌成立，同时使用学校现名，定1 9 9 9年1 o月2 1日为

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校庆1 O周年庆典活动日。

1 9 88年9月至1 9 89年8月，为学校筹建时期，一

并载入校志。

1 988年9月，自治县人民政府决定创办县民族中学，

计划招收16个教学班(其中初中8个班，高中8个班)，

其中办6个民族班(初中4个班，高中2个班)。

1 989年1月，自治县人民政府向地区行署和自治区

人民政府呈紧急报告，获准创办“大化瑶族自治县民族高

级中学’’。这是学校第一次更名。

1 989年8月，学校首次开学前夕，自治县人民政府

决定把“大化瑶族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更名为“大化瑶

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并定为县重点高中。简称“大化高

中”。这是学校第二次更名。此校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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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高中是一所全日制高中学校。是县、市两级重

点高中，是自治区第二批二十二所示范性普通高中之一。

学校坐落在大化县城文化路1 80号，占地1 56．8亩，

分为教学区、运动区和生活区。另外，教职工宿舍区占

地49．2亩。学校建筑面积39623m2，绿地面积27089m2。

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基本达到国家I级标准。田径运

动场为南北向400米1 O条标准跑道，运动场内环为美国

草绿地足球场。

学校现有2 l 6名教职工，其中专任教师179名；中

学高级教师48人，中学一级教师11 4人，具有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74．5％，占专任教师总数

的89．9％。专任教师中，有147人参加广西师范大学硕

士研究生课程班进修合格，取得自治区教育厅承认的研

究生学历。另外，大化高中建校以来，培养了土生土长

的特级教师4名，全国优秀教师4名。

学校现有5 1个教学班3 1 99名在校学生。学校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承担普通高中教育的双重责任：一

是满足老百姓送子女上好大学的愿望，尽可能让孩子们

接受高等教育；二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建校20年来，

大化高中为高等院校输送了近万名优质新生，为社会培

养了3000多名合格的社会人才。其中，培养了4名市级、

自治区级高考状元，1名国家主席题词的奖学金获得者，

5名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获得者，4名上北京大学和

清华大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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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高中建校20周年，校园规划基本落实，学校规

模初有定格，办学效益令人欣喜。教学环境优美，教学

设施先进，教师队伍优秀，教学质量上乘，教育科研领

先，办学特色鲜明。教师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儒雅的文

化气质；学生有热诚的文化追求，优秀的文化成绩；学

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文化氛围。20年办学，达

到了预期目标。在大化高中2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

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10月一1989年8月

1988年9月17日，大化县建不久，时住县委书记

兼自治县县长蓝炯标点将，从都安瑶中调来韦景林同，

紧接着，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l O月8日下文任命

韦景林为县高中校长。学校当时名为“大化瑶族自治县民

族中学”。筹建时间，从1988年l 0月8日算起。这个时

期，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一是组建筹备组。先后调进韦田丁、覃科年、韦瑞

达、覃必英等同志，并从此前已经调进大化，在广西水

电工程局一中挂教的老师中，抽调韦征参加筹备组。筹

备组由上述6位同志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广西水电工程

局一中。与筹备组同住的还有县教育局干部韦锦福、韦

电丁、王鹏等人。

二是关照第一批调入教师。筹备组的同志，经常了

解、过问、关心当时在广西水电工程局一中挂教的何丹

奇、韦成丛、蓝贵隆、韦凤娥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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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筹备组搬家。筹备组从广西水电工程局一中迁

到大化镇北离校址比较近的农贸市场内的居民家办公。

四是选定校址。校址选在白龙岭，当地老百姓称之

“龙白岭"(“龙白"，壮语“白龙"意)。这一大片地域，

在城区初步规划中划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为了教育，

为了最高学府，县委县政府把它划给县高中。

五是办转学班。为了解决建县干部子女就学难的问

题，决定由县高中办干部子女转学班。这时候，筹备组

一面选址征地，一面四处奔走，联系筹办转学班。仅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借用广西水电工程局二小教室办班，

先后调进韦正儒、陆加儒、韦肖荣、黄爱娥、韦荣莲、

韦敏魁、韦焕扬、周锡瑞、唐燎原、唐秀璜、韦任杰、

韦桂清等教职工，负责三个转学班的教育教学工作，由

韦征和覃科年主持转学班的日常管理工作，由韦任杰担

任这三个转学班的临时负责人。这批教职工，除了管班

上课，平日还参与到筹建工作中来。

六是征地。筹备组的同志花了4个多月时间做群众

工作，办征地手续，基本完成一期工程征地任务。后阶

段的征地协调会连续开了三天三夜，由蓝华兴、黄建标

等领导主持。

七是抓紧建校的三通一平工程，用时20天。

八是商调第一批教师。先后到都安、巴马、马山等

地商调教师，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陆军、韦成良、

黄建标、蓝高汉、韦文富、韦义山作为领队，县高中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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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林、覃必英、韦田丁全程参加了商调教师工作。商调

教师的详细方案具体手续由覃科年、韦任杰和韦 征

负责。这个时期，商调教师83人，后来到位69人。

九是第一栋教学楼奠基。从6月1 1曰到8月25日，

仅用80天左右的时间建成1077平方米的教学楼，建成

当时周边最漂亮的建筑。与此同时，第一栋学生宿舍楼

相继动土，到8月下旬临开学时一楼倒板。

十是抢建生活用房。分别在校内和荣华市场同裕街

建成3000多平方米的简易瓦房，用时不到一个月。1 989

年8月底，调进的教师大部分住进了抢时建成的第一批

简易房，分不到住房的老师，继续租住居民房。。

在这个时期里面，1989年初，县人民政府向地区、

自治区人民政府呈紧急报告，创办“大化瑶族自治县民族

高级中学"，简称“大化民高”，任命韦景林为校长，覃必

英为书记。

第二阶段：1989年9月--,1995年12月

这个时期，学校诞生、立足、定起点，做了卓越性

的努力：

一是办学目标高远。县委县人民政府对办县高中，

施用了高远的攻略，学校首次开学之前短短几个月，三

定校名，从“大化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到“大化瑶族自治

县民族高级中学”到“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首次开

学前两天，下文定大化高中为县重点高中，按全县最高

学府的规格办校；时任校长韦景林提出，用一个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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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大化高中办成广西民族学院分院一类的学校；

l 989年9月1日大化高中首次开学挂出了“红水河畔四

方良才今日奠基同挥汗，白龙岭上瑶山俊秀来年金榜共

题名”的对联，展示了高起点建设学校的不俗气质；1 989

年9月2日，韦景林在开学典礼上，向全体师生提出了

大化高中的校风、建校思路和办学方向。校风是：同舟

共济，艰苦创业，尊师爱生，教学相长，改革进取，奋

起直追。建校思路是：一年筹建，三年初建，三年调整，

三年提高。办学方向是：德育为首，教学为主，诸育并

举，全面育人为本。

二是管理挂靠高端。建校之初，大化高中几位领导

参加了全国学校管理新论研讨班，接触了北京教育行政

学院贺乐凡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张济正教授，福建教育

学院张萍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萧宗六教授和董祥智教

授。猎奇了“中小学德育管理的实效问题"、“学校管理改

革的理论思考”、“学校目标管理"、‘‘学校管理面临的新

任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学校管理改革问题"等学

校管理的高端理论。由时任校长韦景林任主编，组织编

撰了大化高中第一部管理制度汇编·全员岗位规范，该书

共1 0多万字，曾有市内外20多所中学到大化高中索要

该书，交流使用。

三是交往方面选择高层次。从1989年起，韦景林携

领导班子和全校教师，广交朋友，接触高层，先后与清

华大学附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香港福幼基金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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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部门进行广泛交流，长期交流，共同探讨学校管

理、教学改革、后勤服务、资助学生等层面的问题，对

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品位很有益补。

四是工作上追求高质量。歌咏比赛方面，学校第一

次派队参加比赛，夺得广西三等奖河池第一名；篮球运

动方面，首次组队参加河池地区中学生运动会，夺得男

子第二名女子第三名的好成绩，男篮在表演赛时逼平了

第一名；文明建设方面，建校第二年就获得地区级文明

单位称号，第三年就成为广西文明学校。

五是高考走上高平台。大化高中首届高中毕业生参

加高考，首战告捷，一鸣惊人，排在全地区县级中学的

第三名，使大化高中的知名度一夜之间得到提高，老百

姓及早地把大化高中当作名校宣传。

此后，1 993年，1 994年高考又跃上两级新的台阶，

1 995年高考录取总人数突破了200人大关。

第三阶段：1 996年1月一1999年10月

这个时期，学校借建校1 O周年庆典良机，持续发展，

理智跟进。梁万鹏带领班子，提出了“让大化高中的发展

速度适当走在本县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前”的发展

思路，采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融资策略，集中力

量，聚精会神建设学校。

这个时期，学校硬件建设得到了进一步推进，校园

教学区、运动区和生活区的建设规划基本上得到落实，

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校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并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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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建校10周年庆典。

第四阶段：1999年11月一2004年7月
这个时期，是大化高中在建校进程中走得最快的几

年，源于学校形成了先进的办学理念，选定了科学的发

展目标。

1 999年底，梁万鹏提出了“造就瑶山最会生存的能力

人’’的办学理念，相关论文先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

《广西教育》等业务专刊上发表。梁万鹏代表广西在厦

f-j《语文教学与研究》理事年会上，就办学理念发表演

讲，并接受了多家省级电视台的采访。

2000年初，学校领导班子就学校发展目标专题，召

开了教代会，形成了“面向广西建设大高，面向全国发展

大高”的更高办学目标。

这个时期，学校改革发展经历两个关键性的阶段：

一是参与河池地区创建首批重点高中的角逐获胜。

2000年初，大化高中作为全地区办学时间最短的高中学

校，参与全地区首批重点高中的创建活动，以清新的潜

质，鲜明的特色，获得专家评委的肯定，被确立为河池

地区首批四所重点高中之一，实现了实质性的跨越。

二是申报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取得全面成功。

2001年，大化高中以少数民族地区高起点新学校的身

份，申报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在全自治区众多高中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顺利入围。2002年中期评估，自治

区创建示范高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针对地指定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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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代表河池8所立项学校接受区级评估。大化高中以

“课程改革"、“教学科研”等突出表现，引起了领导和专

家的关注，获得较高评价，为河池市争了光。2003年底，

在自治区终结性评估验收中，大化高中以全区总分第二

名的成绩通过验收，被确立为广西第二批二十二所示范

性普通高中之一。

第五阶段：2004年8月一2009年10月

这个时期，是大化高中成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

后的可持续发展、新一轮创业期，做了划时代的努力，

走了扎实的几步：

第一步：韦景伦提出“一切为了学生全面发展，一切

为了教师专业化发展，一切为了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办学

思想。

第二步：韦景伦提出了“做好人，读好书”的大化高

中校训。

第三步：大化高中对于高考，有了理性的认识，那

就是看重高考，笑对高考，从容高考，把教育的视角投

向民本民生，把高考的重心放在全体学生、基本队伍身

上，推出普通班“低分进高分出’’的教学工程，兑现“让大

多数大山儿女都能考上心目中的大学”的庄重承诺，取得

了本科升学率在65％一68％之间，专科高职高考升学率

在95％一96％之间的稳定成绩，拿到了河池市教育教学

质量优秀学校甲级一等奖的最高荣誉，出了广西高考文

科数学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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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突出大化高中自己的办学特色。即：“文理

并重，突出文科，总体并举，突出艺术”的办学特色有了

更牢固的根基，草根研究初显成效。2007年以来，文科

一年上一个台阶，在河池市走在第一梯队里；体育有1 3

人考上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大学；艺术方面，有人

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刷新河池市20年纪录。在生源质量

明显低于全市其他7所示范高中现实面前，大化高中有

此创举，无异于进清华，上北大的含金量。这就大化高

中的特色，这就是地方特色，大山特色，民族特色。

第五步：教育科研走向成熟。五个国家级课题已结

题四个，由珠江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化学工业出

版出版了三部科研成果专者。2009年，手头上正在实施

“名师教学思想"和“新课程标准理念下的学法指导”两个

国家级“十一五”课题研究。

上述，是大化高中建校20年的粗线条。下文，我们

按年号，记载大化高中20年发展的小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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