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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第八中学

木铎金声五十年 春华秋实满庭芳
五十年风雨兼程、栉风沐雨，五十年薪火相传、春华秋实。

今天，江门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江门八中”）迎来建校

50周年庆典。历经半个世纪沉淀，如今的它既具厚重的历

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近几年，学校办学条件

不断改善，办学理念更加鲜明，办学特色不断彰显，教育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校园里一派东风至暖、花自芬芳的美

好景象。

半个世纪历史，50年沧桑。从昔日的“一叶扁舟”，

发展到如今有口皆碑、优秀人才辈出、社会各界支持的

优质初中，江门八中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但“平民教育

优质化”的办学宗旨，始终为一代代八中人所秉承，其

实质从未发生改变。

今天，让我们再次翻起这部厚厚的书：如今的江

门八中，特色教育丰富多彩，人防教育独树一帜，校

园电视台、百花文学社、英语角、数理化兴趣小组

等社团活动争妍斗艳，校报《百花》、校刊《八中

风华》和校园电视台共同烙印了八中人的足

迹。学校相继获得“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全国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特色学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

五’规划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研究实验学校”“广东省绿色学校”“首

批广东省中学示范团校”等数十项重要

荣誉。

岁月彰显峥嵘，历史记载艰辛。如今，

站在历史的新节点上，八中人抚今追昔，总结

过去，展望未来，豪情澎湃，再次扬帆起航！

文/图 吕中言 八中宣

前身
培育大批优秀

教师人才的江门师范

岁月更迭，风雨沧桑，历史的脚步清晰凝重。
追溯五十载岁月，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忆起它当
初的模样。

江门八中的前身是1959年设立的江门师范，
办学初期共设有两个中师班、一个体育班，学生人
数150人，教职工15人。1960年夏季，增加两个中
师班及两个工农班，工农班以培养工厂、农村干部、
骨干为定位，当时全校学生规模350人，主要来自
江门、罗定等地。

将青春汗水洒在这片热土的朱文鸾老师，回忆
起当年在江门师范执教的种种轶事：习字课堂上的
一笔一画，音乐课堂上的一唱一和，教育理论课上的
一问一答……欢歌笑语仍回荡耳畔，师生互动画面
仍历历在目。“从当时江门师范走出去的学生，都经
受了艰苦劳动的洗礼和浓厚书香的熏陶，成为当时
的香饽饽，广受欢迎。他们如蒲公英般飘散
在五邑大地上，点燃万千五邑人的
求知梦想，如今他们都是桃李满
天下了。”朱文鸾说。

启明小学原校长梁伟
庭当时就在江门师范就
读。据他回忆，当时正
是经济困难时期，生活
条件十分艰苦，学生
常常吃不饱，但又要
承受一定的学习和劳
动强度，有的同学中
途熬不住选择退学，他
和部分同学坚持到毕
业，都分配了工作，走上
了教师岗位。由于接受高
质量教育的同时还经历过艰
苦条件的磨砺，因此大家的个人
品质和职业态度都很不错。

直到1962年，由于生源数量下降，江门师
范停止办学，仍在读的60届学生被安排到新会师
范学习，直至毕业分配工作。

1963年春，江门师范校址被建成江门市永华小
学，吸收周边的小学生就近入学。梁伟庭当年毕业后
留在永华小学任教，据他回忆，当时学校规模为12至
18个班，学生约600人，教职工约25人，学校设施基
本上使用原江门师范的设施。1969年，永华小学更
名为永红小学，开办小学五个年级，学生547人，还附
设了两个初中班，学生106人，教职工共23人。

江门市档案局留存的《1963年永华小学教职
员工（干部）工资名册》可见，当时学校教师收入微
薄，每月工资在33—63.5元之间，但大家安贫乐
教，潜心教学。面对困境，师生们发扬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精神，平日除了开展正常教学工作外，一
起劳动创收。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劳动是必修课，
开山造田，种植经济作物，改善生活，大家苦中作
乐；植树栽花，美化环境，也是家常便饭。

随着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永红小学同
时兼顾小学和附设初中的办学模式难以适应时代
发展需求。1973年，江门八中在永红小学校址应
运而生。

启航
从初级中学起步

历经多次办学模式改革

刚开办时的江门八中是一所
完全初级中学，办学条件较为简
陋，共有19个班，其中初一5个
班，初二14个班，学生分别来自
紫沙、人民、东观、爱民以及永红5
所小学的附设初中，有近 1000
人，教职工80人。

1973年下半年，江门八中增
办高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设高
中班 3 个、初中班 18 个，学生
1138人，教职工79人。

小荷初露尖尖角，经五载历
练，终获斐然成绩。1978年，江门
八中学子在高考中初露锋芒，全
校共有8位学生被大学录取，其中
本科4人、大专4人，还有一批学
生考入江门电大，这样的成绩当

时在全社会广受赞誉。
“上世纪 70年代末，
由于刚恢复高考，全国
高校学位有限，在江
门每年能考上大
学的学生并不
多，能考上本科
的就更少了。
1978 年，江门
八中作为一所
初出茅庐的高
中，在一届高考
中培养出8位大
学生实属不易。

这样的成绩当时
在江门范围内被口

口相传，成为市民津津
乐道的话题。”忆当年，现

年65岁的市民卢耀如是说。
改制初中，朝气蓬勃。1978

年，顺应时代需求，江门八中由完
全中学改制为初级中学，设15个
初中班。尽管在改革开放后，学
校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日子越过
越好，但八中人依旧延续艰苦奋
斗的精神品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品质
优良的八中人奋楫争先立潮头，
乘势扬帆开新局。在往后的七年
里，学校一直保持高质量发展，逐
步成为市民心中“硬件不硬软件
硬、规模不大特色明、投入不多绩
效高”的优质初中。学校还在
1979 年获评“佛山地区先进单
位”。

1984年9月，江门八中再次
恢复为完全中学，在原有15个初
中班的基础上，增设两个普通高
中班，学生926人，教职工68人。

普职并进，百花齐放。1988

年，江门八中顺应国家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要求，敢为人先，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与广东省第七建
筑公司、原江门市外经委等单位
合作，开办了高中职业班，成为当
时江门唯一一所集初中、普高、职
高于一体的完全中学，鼎盛时期
全校共有 37 个教学班，学生近
2000人，教职工136人。

首届高中职业班开设了建
筑、机电、外贸三个专业，后来又
增设了汽车、酒店管理、电器、电
脑、制冷、机械、公关、财会中专
班、法律大专班等专业。学校因
地制宜，积极推动校企合作，经常
组织学生到厂企、建筑工地实习，
走出了一条多元化特色发展的强
校之路，得到当时江门市委、市政
府、市教育局、各大企业以及市民
的高度认可。

匠心育才桃李馨。走上普职
并进发展之路后，江门八中为社
会培养输送了大批杰出人才，他
们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激励
在校学生立志成才，赓续八中育
人荣光。

如86届校友黄国忠进入政
府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
任江海区城管局党组书记、局
长。91届校友陈志昌成功在江
门创办五邑领先汽车文化推广服
务中心，成为汽车文化推广方面
的优秀人才。95届校友谭树勤
利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白手兴
家，成功创办广州俊雅（新世界）
塑料制品厂，为实体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

1996 年 9 月 至
2001 年 8 月，江门
八中又与江门市司
法局合作，开办了
学制3+1的法律
大专班，为我市培
养了一批司法精
英，部分校友成为
江门律师界翘楚。

创新办学显特色，
百花齐放领鳌头。在不
断探索的过程中，江门八中逐
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人防特色，
收获了大批硕果，如1995年被评
为“广东省初中三防知识教育先
进学校”“‘八五’期间人民防空建
设先进单位”，1996年曾在广东省
人民防空教育总结会上作经验介
绍，1998年成为“江门市三防教育
基地”。

积淀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
特色鲜明的优质初中

精准定位，踔厉奋发。2001年9
月，江门八中重新改制为初级中学，
直到如今。22年来，江门八中一直
稳步发展，每年的班数在24—26个
之间，学生1200人左右，教职工90
人左右，在教学教研、德育教育、奖教
奖学等方面全面开花。

“广东省绿色学校”“江门市语言
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江门市生态
文明示范单位——森林学校”“江门
市安全文明校园”“江门市五四红旗
团委”“江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特色学校”……一项项荣誉，记录着
22年来学校取得的发展和成绩，饱
含着八中人的心血和汗水。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江
门八中全力抓好党支部建设，夯实党
的组织基础，加强支委委员队伍建
设，切实发挥支委示范引领作用，推
动党支部工作落到实处，用心打造了
党建文化长廊。2013年，江门八中
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2015年，
学校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2017年，学校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
组织。学校党建课题“加强团队组织
建设，做好党的助手研究”研究成果
在《中小学党建生态发展新视野——

“蓬江模式”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实
践探索》一书发表。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是办
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保障。江门八

中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质量
为核心，以“双减”为指引，

一心一意抓质量，强化
管理，狠抓落实，促
进学校教学水平
和办学实力不断
提高，近年来相
继获得大批教学
教研奖项。

2022 年 ，学
校获“蓬江区中考

增量奖”“蓬江区中
小学生篮球联赛初中

组第三名”“蓬江区中小
学生篮球联赛突出贡献奖”

“江门市2022年中小学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优秀组织奖”。生物备课组获

“江门市蓬江区2022年初中学科素养
提升建设奖三等奖”。2023年，学校
获“广东省首届红心向党·革命故事会
最佳组织奖”“蓬江区中小学合唱比赛
（中学组）二等奖”。2023年中考获
“江门市协同教育质量二等奖”。

2022年、2023年，江门八中各
科中考成绩显著攀升，师生获省、市、
区级奖励明显增多。其中教师有29
人获省级奖励、50人获市级奖励、
223人获区级奖励；学生共有2人获
国家级奖励、11人获省级奖励、33人
获市级奖励、168人获区级奖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色学
校”“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
校”“江门市第一中学优质生源基
地”……近年来，江门八中还用一项
又一项校级荣誉为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正名。

在江门，提到备受善长仁翁关
注、校友支持力度大、奖教奖学机制
完善的学校，不少人都会想起江门八
中。2011年，江门八中借学校新教
学楼和运动场落成庆典之机，成立首
届校友会，黄冠明任首届校友会会
长，陈杰恒为校友会荣誉会长。

2013年，在建校40周年之际，
在老八中人黄瑞榴、时任校长陈兆伟
的倡议下，陈杰恒带头捐资人民币
50万元，其他校友积极响应，正式成
立江门八中奖教奖学基金会，每年提
供不少于10万元用于师生奖教奖
学，现已成功颁发十届。校友们的善
行义举，大大激发了八中师生奋勇争
先为校争光的内驱力。

赵善兼祖籍新会古井霞路村，现
定居香港。赵善兼、赵李荔红伉俪弘
扬祖辈美德乐善好施，多次捐资襄助
江门八中教育事业。2014年、2015年
连续两年各捐赠港币13万元为江门
八中购买图书，助力书香校园建设。
2015年9月，捐赠港币500万元为江
门八中兴建教学综合楼（吴佩兰楼）。
2016年10月，在吴佩兰楼落成投用之
际，他再次捐赠港币50万元，为江门八
中购买图书和教学设备；2016年12
月，又捐赠玉石屏风《荷塘飘香》。

忆往昔，桃李不言，自有风雨话
沧桑；看今朝，厚德载物，更续辉煌誉
八桂。50年是江门八中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不仅记载着昨日的艰辛
和奋斗，更昭示着明天的宏图与辉
煌。

踔厉奋发五十载，敏行致远百年
梦。展望未来，江门八中党支部书
记、常务副校长谭荣新表示，全体八
中人将在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指引下，
以百年树人为目标，不断追求卓越，
凝心聚力齐奋发，群策群力办八中，
一心一意谋发展，为不断擦亮“学在
蓬江”的金字招牌贡献力量。

江门八中校史馆和
德育馆今天揭牌启用

感受一座城市最好的方
式就是去一趟博物馆，了解一
所学校最快的方式就是参观
这所学校的校史馆。为了让
师生更好融入学校，厚植荣校
情怀，同时为社会各界设立一
个了解学校的窗口，江门八中
用心打造了校史馆和德育馆，
今天正式揭牌启用。

走进江门八中校史馆，馆
内厚重的历史感、激情燃烧的
奋进感让人心潮澎湃。一行
行文字、一张张照片、一件件
实物，是江门八中发展历程的
缩影，也是一代代八中人坚守
初心、书写担当的凝结。

在江门八中党支部书记、
常务副校长谭荣新看来，校史
馆是学校研究和产生思想、
汲取和形成精神、积淀和创
造文化的摇篮，是各届校友
寻找温暖记忆的共鸣点，是
激励师生共同成长的重要土
壤，校史馆的建成，提升了学
校的文化含量。“校史馆既藏
着八中人的文化和文明，也
藏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和 文
明，如孝、悌、忠、信和礼、义、
廉、耻这些儒家思想的关键
词。”谭荣新说。

德育馆则囊括感恩教育
厅、国防教育展厅、蓬江区禁
毒警示教育基地三个德育教
育场室，将成为江门八中对师
生开展德育教育的重要场所，
以及成为学校每年新生入学
必须参观的场所，从而让新生
在精神层面上接受一场深刻
爱国主义教育和一次感恩教
育的全面洗礼。

一校之重，莫过于岁月
中积淀的历史；一校之美，最
美在于精神文化的传承。“校
史馆和德育馆在学校建校 50
周年的节点上启用，具有重
要意义。”谭荣新表示，校史
馆和德育馆不仅是对过去的
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未来，江门八中将依托丰厚
的校史和德育资源，发挥文
化育人功能，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相关新闻

19871987年年，，学校召开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校召开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19741974年年，，师生到礼乐公社向东大队学农师生到礼乐公社向东大队学农。。

““奔跑吧奔跑吧··七年级七年级””
旋旋风接力跑活动风接力跑活动。。

江门八中校门口江门八中校门口。。

19951995年年，，学校组织外贸班学校组织外贸班
学生进行英文打字比赛学生进行英文打字比赛。。

口风琴特色课口风琴特色课。。

学校博文楼和图书馆学校博文楼和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