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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二层校史馆传承红色校史

在校园中专门腾出一栋二层小楼
作为校史馆； 成立校史社团， 组织学
生志愿者为校内外来宾讲解红色校史；
举办微课程， 邀请学生主讲校友的革
命故事……北京市第166中学借助深厚
的革命文化底蕴， 近年来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红色主题教育。

166中学的校史馆建在操场北侧，
灰瓦红窗、 安谧温静。 一层和二层的
每间房屋主题不同， 分为贝满展示厅、
桃李馆、 管叶羽办公室等， 墙上挂有
知名校友简介、 老照片和来校参观名
人的书画作品等。

该校人才辈出， 新中国成立前就
培养出著名作家冰心、 化学家蒋丽金、
曾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 核物理学
家王承书、 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等
一大批知名校友， 这些名字被镌刻在
校史馆的墙上， 也印在166人的心中。

166中最早为贝满女中， 革命活动
可以追溯到1915年反对 “二十一条”斗
争时。 据冰心先生回忆，学生会主席李
德全当时带领同学们冲出校门参与爱
国运动， 大家还宣誓不买日本货。 在
1919年“五四”运动中，钱忠慧是向政府
请愿的学生代表之一，学生也继承了她
的革命精神，参与到五卅运动中。

1922年， 管叶羽被聘为该校第一
任中国校长后， 贝满校园内的革命热
潮持续不减。 194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
当时北平8所教会学校中， 共有地下党
员教师12名， 其中7人出自贝满女中，
该校还有学生党员22人。 既有教师党
支部又有学生党支部， 这样的学校在

北平绝无仅有。 解放前的反饥饿、 反
内战等革命活动中均有贝满师生参加。

1946年， 国民党高官陈布雷之女、
地下党员陈琏来校做历史教师。 她在
课堂上宣传历史唯物主义 ， 分析时
事， 向学生介绍进步文艺作品。 1950
届校友李秀廉、 王宾鸿、 刘平生回忆，
她激励学生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
每周指导学生学习革命理论， 勇敢面
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她充满激情
和精辟的总结发言、 睿智的解答强烈
感染了我们。”

教师陶凤娟是地下党员，1947年去
陈琏家看到有军人，意识到陈琏夫妇被
捕，巧妙脱身后马上通知党组织，使北
平地下党组织免遭破坏。 在地下党的
领导下， 师生进步组织 “民主青年联
盟”立即组织全校性营救活动，管叶羽
校长也义愤地说：“为什么要把一位受
学生爱戴的教员捕去，简直是拆我们学
校的台！ ”国民党当局向学校要共产党
员名单 ， 遭到管校长的坚决拒绝 。

1954-1958年，陶凤娟担任了校长。
1948年冬， 学校地下党支部成员

全力投入迎接北平解放的工作。 他们
描画学校位置图纸 ， 隐藏学校财产 ，
组织救护队， 还秘密散发平津前线司
令部文件和 《告全市人民书 》， 写标
语、 做红旗、 练习革命歌曲， 做好一
切准备。

此外， 1949届校友孙小礼作为工
作人员， 为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
议提供服务； 1952届校友姚敏智与同
学张素久等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集会
和游行； 校友潘捷则是新中国第一代
播音员……

围绕百年校史， 166中不仅利用重
大节日、 纪念日设计主题活动， 还借
助校史馆资源加强日常教育学习。 仅
今年该校就开设了 “我和我的祖国 ”
系列主题微课程， 由学生主讲； 清明
节微课程主题为 “清明祭英烈， 共筑
中华魂”； 在纪念 “五四” 运动100周
年暨 “五四” 表彰大会上， 全校师生

一起回顾先辈学子的爱国情怀和革命
精神； 今年七一， 校史馆负责教师周
燕还为全体党员教师上党课， 讲述她
整理的革命校史材料。

166中2014年成立校史社团， 先后
100多名学生参加。 他们每周学习、 探
寻校史故事， 在校园开放日、 校友返
校日、 校际和国际交流等活动中为本
校学生和社会来宾讲解。 “我在校史
馆里认识到学校的悠久历史， 总会惊
叹校友们绚烂的人生故事， 油然而生
自豪感。” 初三学生虞小娱说。

该校办公室主任毛学慧介绍，学校
将校史列入必修课表，开学第一个月开
设“我与学校历史”选修课，还找来150
名学生一对一走访老校友，记录他们的
回忆资料后出版成书。 今年开学典礼
上， 学校邀请参加过1949年、1959年、
1984年、2009年等国庆典礼的校友分享
成长经历，将爱国、报国、担当等情怀根
植于师生心中，凝聚师生为国为校再创
佳绩的自信与担当。

主甬道和假山以本校革命烈士的
名字命名； 校园里矗立着革命烈士纪
念碑； 借助纪念日、 传统节日开展红
色主题教育……有着150余年校史的北
京潞河中学亲历了中国近现代波澜壮
阔的革命斗争， 红色精神已融入潞河
人的血脉中， 并一代代得以传承光大。

位于通州区的潞河中学创办于
1867年， 被称为 “京城最美校园” 之
一， 这一称号绝非夸大其词。 灰色古
典建筑古朴庄重， 参天大树绿荫铺地，
行进其中， 宛如时光倒流。

该校不仅自然风景优美， 历史文
化底蕴也很厚重， 更让潞河人自豪的
是学校的人文精神同样突出， 校史上
的名人辈出， 一位位革命志士就是其
中最闪亮的星星。

1927年初， 中共党员、 该校学生
金成镐 （周文彬， 朝鲜人） 在班内组
织了 “科学社会主义学习小组”， 大力
宣传马克思主义。 “四·一二” 反革命
政变后， 金成镐介绍洪庆隆、 张树棣、
张学渊 （张珍 ）、 康景新 （康健生 ）、
金祥镐 （朝鲜人） 入党， 建立起通州
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 金成镐任
书记。

随后， 他带领师生学习、 宣传马

列主义， 学习革命理论， 宣传革命形
势， 团结了一批先进分子， 并同反动
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平民夜校
就是早期潞河人开展的一项重要社会
实践活动， 以周文彬、 张树棣为代表
的共产党员利用平民夜校传播革命道
理， 扩大革命力量。 1938年， 作为冀
东地委领导人之一， 周文彬领导了开
滦煤矿大罢工。 1944年10月， 他为了
掩护同志们突围不幸壮烈牺牲。

潞河中学把贯穿校园的主甬路命
名为文彬路， 并在校园东南侧为周文
彬等7位烈士修建起一座革命烈士纪念
碑， 激励后来者为民族振兴而勤奋学
习。 每年清明节前后， 学校周边中小
学 、 社区和企业的代表都会来这里 ，
跟潞河人一起祭奠烈士。

此外， 校园中还有一座假山， 学
校将其命名为 “德辰山”， 纪念辛亥革
命时期曾在潞河中学开展革命工作之
后牺牲的烈士蔡德辰。

周文彬及通州区第一个党支部开
展的革命活动成为潞河中学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内容， 为了传承红色革命
精神， 学校利用纪念日、 传统节日等
节点， 设计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 比如4月清明节的 “清明祭英烈”

活动、 “五四” 纪念日的 “弘扬五四
精 神 塑 造 健 全 人 格 ” 表 彰 大 会 、
“十一 ” 国庆节的 “向国旗敬礼 ” 、
“一二·九” 期间的爱国歌曲大合唱等。

该校还在特定历史节点举办了形
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例如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活动、 长征胜利80周年
活动 、 周文彬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
等， 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以及使
命感， 让学生们一边学习， 一边传承
革命信仰。

今年4月13日， 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前夕， 潞河中学举办了 “缅怀、 感

恩、 继承、 奉献” 纪念周文彬烈士主
题活动， 在周文彬铜像及英雄纪念碑
前， 来自首都高校的38名朝鲜族大学
生和社会爱心人士一起默哀， 缅怀革
命先烈， 随后向雕塑献花致敬。

该校还在官网上专门开辟了 “走
进校史馆 ” 栏目 ， 分设 “潞河之光 ”
（人物篇）、 “潞河之韵” （历史篇）、
“潞河之梦” （发展篇）、 “潞河之恋”
（爱校篇） 四个主题， 图文并茂地回顾
校史， 介绍英雄校友的革命事迹， 方
便校友追忆求学生涯， 激励学子奋发
图强。

潞河中学
红色印记盖满“最美校园”

北京市第166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