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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一中的精神文化是一部书，陶冶一代又一代一中人
的心灵；济宁一中的精神文化是一面旗，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一
中人的追求；济宁一中的精神文化是无穷的力量，衍生出百年
一中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她诞生于国家变革风起云涌之际，根植于孔孟之乡，屹立
于运河之畔。从1902年济宁直隶州官立中学堂的创办到今
天，已走过了116年的光辉历程。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为中
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培育了大批卓越人才，同时，也铸就了其
独特的精神文化。

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
一中文化初步奠基（1902～1912）

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要求各地设立新式中
小学堂。1902年，济宁直隶州知州李恩祥在原来的“驻济宁
山东省运河兵备道署”创办直隶州中学堂，由傅承勤为首任学
堂监督，是为济宁一中的肇始。

济宁中学堂初创于民族危难空前加剧、社会发展新旧交
替之际，办学之初即树立“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理
念，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宗旨，共开设修身、讲经读
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
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2门新学课程。

1909年（宣统元年），学堂分为文、实两科，文科以讲经读
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为主课，以修身、算学、博物、
理化、法制理财、图画、体操为通习课程；实科以外国语、算学、
物理、化学、博物为主课，以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
地理、图画、手工、法制理财、体操为通习课程。

济宁直隶州中学堂以“新”著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学堂是山东省乃至全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

她一方面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等传统文化的精华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同时，又把
一系列新的充满时代特色课程引进教学。它的创办，成为
济宁教育发展的里程碑，20世纪济宁的新式教育在此起
步。

其次，学堂在继承传统教育思想的同时又进行了时代创
新。学堂注重分科教学，因材施教，培养实用人才，从而使学
生在知识构成各有侧重，毕业后从事各项工作或升入高等学
堂均有根底，这与传统的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有着重大的区
别。

第三，学堂确立了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它关注学生的全
面发展，不仅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还注重学生道德的培养，
注重学生健康体格的养成，其办学充满着人文关怀，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精神。

学堂创建之初就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和课程开设走在了时代前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
教学成果，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学子，如王文会（济宁第一任劝
学所所长）、周兆珩（抗战前曾任山东诸城县法院院长）、杨经
元（曾长期担任金乡一中校长）等，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成就
斐然。

守规则、求实学、敦友谊
一中文化初成体系（1912～1937）

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虽
然政局动荡不安，学校名称也历经了“济宁中学校”、“山东省
第十二中学”、“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山东省立济宁初级中
学”等一系列的演变，但诸位师长坚守初心，以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为重，辛勤耕耘，励精图治；广大学子身怀救国救民的赤
诚之心，努力学习，发奋图强，滋养道德，养成学问。

这一时期，学校获得较大发展，学校文化初成系统，主要
体现在：

（一）办学宗旨进一步明确
民国初期，学校以蔡元培提出的“军国民主义”和“实用主

义”为办学宗旨，立足于为解除国家灾难，复兴中华民族，培养
具有强健体魄、健全人格、高尚道德情操和丰富文化知识的优
秀人才。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学校逐渐成为传播先进文化、
培养进步人才、培养时代先锋的重要基地。“山东省立第七中
学”首任校长孔令灿先生提出以“守规则、求实学、敦友谊”作
为学校的校训，它不仅为学校师生提出了基本的行为规范，而
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成为济宁一中永远的精神财
富。

（二）教风学风得以养成
1914年，校长孔令灿先生曾在开学典礼上寄语师生：

“师长当明自身之地位，诸生当明自身之地位，感情自厚，
事半功倍。同学相处要注意正义之联合，勿徒为感情之吸
引。学校为学生道德学问体格养成之所，藏修息游，而将
来事业之成就导源于斯。诸生善自为谋，其期许与希望当
与师长同。”孔先生的寄语浓缩了学校校风和学风的精华，
道出了学校文化的真谛。省立七中时期，学校拥有一批具
有高水平的教员，中等院校、高等院校毕业的约占百分之
七十，其中多数为山东优级师范选科毕业，他们接受了孙
中山、蔡元培等人新的教育思想，热心学校的教育事业，倡
导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学问精湛，态度认真，关爱学
生，身体力行；广大学子尊师重学，潜心学问，学有所成；学
校形成良好的教风、学风，培养了大批社会栋梁之材，社会
评价甚高。

（三）办学特色更加鲜明
1.管理机制规范有序，学校活动丰富多彩。校长孔令灿

先生和学监李子善、王敬之共同商定完善学校各项管理制
度。教员和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圣谕广训》，制定《学生品行功
课考验章程》考核学生言行；教室内张贴课堂规则，要求学生
安静听讲，认真学习；规定学生在正式场合必须着校服，上课
期间不能任意出入校门。有请假者，须经训育主任批准持牌
出门，回校时将牌交回销假。每周一次的学校集会，由校长主
持并讲话，总结一周情况，或表扬或批评，提出行事规范及要
求，以加强思想教育。

在完善管理制度，规范教学秩序的同时，学校积极组织学

生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为学生全面发展搭建平台、拓宽
渠道。

据《省立七中小史》记载，1915年，学校组织建立了“学生
游艺会”，下设六部：文艺部、演说部、美术部、运动部、编辑部
和经理部。每部设主干事一人，干事二人，由教员担任监理
员。“游艺会”细则的制定、职员的选举、会务的处理，均有学生
自行负责。“学生游艺部”先后组织了“德行励进会”和“毕业送
别会”，定期组织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书画展览、
演说辩论、筹募资金等活动。

2.紧跟时代发展潮流，课程设置不断更新。校长孔令灿
先生是蔡元培新教育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身体力行，带领全
体教员，深入研究，不断更新课程设置，相继增设了修身、手
工、乐歌、公民、卫生国语、体育、音乐等新课程。1914年，学
校开始招收女生，又为女生增设了家事、园艺、缝纫等课程。
教学重文史，重实践。如语文课增加了新文学的内容，经常选
讲当时著名的文学作品，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作文比赛。理化
教学注重实验演示，生物教学注重使用标本，课堂引入动物解
剖等，丰富了学习内容，开阔视野，提高实践能力。

3.积极投身社会革命，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之初，学
校就确立了“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在
当时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坚守爱国主义、拥护革
新成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山东省立七中的学子们立即投入到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浪潮中
去，揭开了济宁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学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
的重要阵地。广大师生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挺身而出，以身
许国，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的校歌
就足以表达学校师生们的爱国报国之志。

维我七中，建设在山东的济宁。青年学子，济济一堂，道
合志亦同。负起救国的使命，充当革命的先锋；树立个人的言
行，做国家的栋梁。抵抗列强的侵略，战胜那恶劣的环境，来
光大我们的七中。

先进的教学理念，严格的管理制度，良好的教风学风，鲜
明的办学特色，为学校取得巨大的办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在
1933年夏山东省毕业会考中，山东省济宁初级中学88名毕
业生，及格者83人，成绩名列全省第四。在以后的历届毕业
会考中，济宁初级中学的成绩在全省都名列前茅。当时，学校
秩序良好，教风谨严，学子勤奋，口碑甚佳，声名远播，已经成
为济宁乃至山东省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增强了学校
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吸引了鲁南、苏北十数县的大批学子
前来学习，众多才俊群集于此。可谓群星璀璨、光彩闪耀。萧
一山、屈万里、董渭川、董小吾、孔祥林、彭畏三、张天刍均在此
潜心苦读，精研学问，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国
学大师、教育专家、艺术家等，堪称学生楷模。

1914年山东省立七中成立时的四班同学编写了《班史》，
记载了“本班大事记”、“年功课表”、“教师职员履历表”、“学生
游艺会略史”等内容，1918年毕业时印刷成书，由当时的山东
省教育督监陈名豫题写书名。现珍藏在济宁市档案局，是研
究当时教育发展情况的重要依据。

直面险恶环境，坚持教书育人
学校文化在困境中延续（1937～1949）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济宁沦陷期间，学
校爱国师生在办学条件极其艰难、办学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
下，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忍辱负重，坚持办学，从未间断。师生
自觉抵制奴化教育，通过课堂渗透民族意识。校长陈鹤泉因
为日本占领当局强迫学校增开日语课愤而辞职。进步学生组
织“鹏程剧社”，宣传进步思想，组织爱国青年，输送到解放区
去充实抗战力量。这一时期，学校不少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辗
转到解放区或国统区参加抗日活动。

从抗战结束到1948年，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学校办学
环境受到较大冲击。但是，即使环境恶劣，学校老师们依然坚
守教书育人，延续薪火。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编写。美术教
师刘枕青自己编写讲义，并将自己在1936年编写出版的《漫
画概论》翻印，用作教材。

当时，学校非常注重国家民族形势教育，校领导向师生宣
讲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重庆谈判和“三人小组”的停战调
处问题，引导师生认识国内形势的发展趋势，积极参加各项政
治活动，在群众运动及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接受锻炼。

这个时期，虽然处于国家动荡、民族危难的困境中，但是，
学校广大师生始终怀着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信心、对教育信
念的坚守，才使得学校发展没有中断，学校文化得以传承和发
展，并培养出了包括人民艺术家乔羽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

办学条件不断改善，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学校文化的丰富发展（1949-2000）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学校分为济宁一
中、济宁二中两部分办学。济宁一中、济宁二中均是济宁教育
的领航者，都是鲁西南教育界闪光的明珠。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人民教育制度的确立，学校文
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学校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转型、发展和完善
期。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学校的各项规章制
度逐渐健全、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吸引了鲁西南各县，乃至苏北丰县、沛县、铜山等地的许多学
生争相报考入学。济宁一中、济宁二中声名远播，赢得了广泛
的社会赞誉。即使在“文革”时期，学校教育受到“左”倾错误
的冲击，但广大教职员工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改革开放
后，学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为社会培
养了大批人才。以下为学校培养的部分学生。李成年，副军
职少将，195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孔令圻，物理学家，
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杨仁中，中国人工喉之父，1957
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张德广，著名外交家，曾任外交部副部
长，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秦亚青，外交学院党委书
记，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山东师范大学；邱亚夫，知名企业
家，毕业于东华大学，第十、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来鲁华，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博士生
导师，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李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
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

大批优秀学生从学校受到百年文化的滋养，成为有用之
材，走向各行各业，这既是学校百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彰显，也
是百年文化焕发的勃勃生机。

一切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
使之拥有一个智慧人生

学校文化的创新完善（2000年至今）
百年文化，力量巨大。在历史的文化河流中，适时地注入

时代活水，让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融汇，形成一种更先进的文
化，凝聚一种更为坚定的力量，呈现一种更为绚丽的色彩，也
将116岁的济宁一中，托起于济宁教育之巅。

这所百年老校1902年建校，1951年分为山东省济宁第
一中学和山东省济宁第二中学，2000年又合并为新的“山东
省济宁市第一中学”。全体一中人，把学校积淀的百年优秀文
化视为历史的馈赠，作为最重要精神的支撑，在用心呵护的同
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完善，适时提出“一切为了学生的
终身发展，使之拥有一个智慧人生”的办学理念，让百年老校
焕发新的时代华彩。

学校坚持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内涵发展的“第一要素”。
充分重视资深教师及学科专家在学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积
极发挥中年教师在学科建设中的骨干作用，促使青年教师在
学科建设中发挥生力军作用。深入研究教师专业成长发展规
律，拟订学校师资发展战略，规范各层次师资培训活动，整合
师资培训内容，走出去，引进来，努力造就了一支高水平的师
资队伍，打造出了一支教学骨干核心团队。

学校坚持把富有活力的班主任团队作为最宝贵的财富。
注重发挥班主任管理和班级建设的核心作用，不断加强对班主
任的培训、培养和提高，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提高班级管理的艺术和水平。百年一中一向有“传帮带”的传
统，以老促新，重在培养年轻、优秀、骨干、特色班主任。以老班
主任的高尚师德、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精神来感染年轻班主
任，用年轻班主任的大胆开拓进取精神来激发老班主任，促使
老少共进。不断完善班主任工作量化考核制度，对班主任的

“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完善优秀班主任评选制度。
学校坚持把学科建设作为内涵发展的核心。2014年10

月，学校确定了从学科建设出发，推进课程校本化，实现内涵
发展的办学思路。现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地理、信息技术、机器人课程已经成为济宁市乃至山东
省普通高中学科教育教学水平的示范性学科，引领全市乃至
全省学科教学的发展。

正是拥有了这种深厚而先进的学校文化，才吸引众多英才
而聚之，成就一批一批优秀学子振翅高飞。2000年至今，已有
76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自
2010年学校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高考重点本科录取人数连
年攀升10%，本科录取率接近80%，牢牢位居全市第一的位
置。每年都有100多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浙大、港大、复旦等
知名高校；有300至500名学生在各级各类奥赛、竞赛、科技发
明、音乐、美术、书画、摄影、体育比赛中获奖，也因此获得很多知
名高校自主招生加分资格，因获得自主招生加分录取的学生人
数连续6年进入全国同级同类高中前一百名。2016年位居全国
第14位，其中，史昊宇同学获得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高校
的自主招生20分加分认定，胡瑞林、张琢琪、冯礼群、刘啸宇、陈
彦茹等共计11人次获得北大清华自主招生资格或领军、博雅计
划入围。曹天歌、刘书晗专业课入围清华美院。王金宁、宫宇翔
入围中央美院。北大清华认定的山东名校共28所，济宁市仅济
宁一中上榜。2017年高校自主招生有78人次获得加分资格。
田鸿韬同学获得北京大学博雅计划降30分和自主招生自招线
515分录取的优惠条件。林沐阳综合素质评价降20分，被浙江
大学录取，陈腾飞、宋昱佳获自招线优惠分别被南京大学、南开大
学录取。同时，每年也有很多学生考入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上
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浙
江传媒大学、空军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等知名艺术院校和军事公安院校，还有众多学生被麻省理
工学院、剑桥大学、哈弗大学、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
学等国际知名学校录取。2017年高考，我校学生田鸿韬以
704分成绩成为济宁市理科状元，山东省第6名；董文琪以700
分的成绩名列全市第2名，全省第12名；济宁一中也是山东省
唯一一所有2个700分以上学生的学校。2017届4班学生杨
鹏以优异成绩于2016年被中科大少年班（创新试点班）录取。

回顾百年老校的发展历史，办学宗旨从创建之初的“为天下
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到发展中的“军国民主义”、“实用主义”
和“守规则、求实学、敦友谊”，再到新世纪的“一切为了学生的终
身发展，使之拥有一个智慧人生”。学校文化之源所以能穿越时
空流动起来，并在今天变得美丽多姿，究其历史原因，就在于学
校自创办初期，一中人就奠定了一种淡定从容、宽厚大气的品
格；在于学校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密切相连；在于
一代代一中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对教育的坚守和执着。

正是拥有这种文化信仰和文化自觉，济宁一中的老师遵
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从教之道，以“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心态，得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
乐乎！”的愉悦。济宁一中的学生以“见贤思齐”的追求，“吾日
三省吾身”的做人之道，在“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的体验中享受快乐学习的乐趣。

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已经开始，百
年一中正扬帆再起航，秉承百年名校优良传统，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继续走好内涵提升和外延发展并重的办学之路，形成
特色，创立品牌，真正把学校建成省内领先、人民满意的优质
名校，努力争创全国乃至世界知名中学。

对于每个初中毕业的学子而言，面对这所著名的中学，我
想没有几个人不心向往之。亲爱的同学们，到这所百年名校
与以人民艺术家乔羽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优秀学子作校友吧！
与杰出校友近距离接触，可以通过校友的人格魅力、真知灼
见，成功人生，培养你们主动学习和成才的愿望，促使你们形
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为天下储人才 为国家图富强
——烛照百年的济宁一中文化圣火

济宁一中副校长 徐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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