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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办学、合作办学，是如今教育界的
热词。先于时代潮流，早在2012年，江门九
中就率先开启了合作办学的征程。

2012年2月，江门九中与潮连中心学校
建立“合作办学共同体”，同年9月“合作办
学”正式铺开，双方“理念同源、师资互派、资
源共享、活动同行”，掀开了潮连教育新的一
页。其间，江门九中派出了余德福、叶振康、
赵声海、骆超群、国华文、梁世科、刘慕珠、曹
少瑜、陈容辉等19名教师到潮连支教，帮助
潮中的办学水平稳步提升，跻身蓬江区前
列。2018 年，江门九中教育集团成立。
2019年，江门九中人才岛寄宿班开办。合
作办学的风潮，让优秀学生逐渐回流潮连。
在合作办学第一年的中考，潮连中心学校就
有5名学生考上江门一中，进步最大的一年
有12名学生考入江门一中，中考总成绩也曾
获全区第八名。“在教育均衡发展上，江门九
中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尝试。其间，九中不仅
起到了辐射作用，教师们也在交流中获得提
升，在管理不同学生群体中收获了不同的经
验。”骆昌云说。

2013年，江门九中确立了“和谐共生，
和乐共进”的学校核心文化理念，以“德育为
首，智育创优，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为办学
宗旨，以“共生教育”为办学特色。学校高度
重视党建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共
进团队”；深化“全员德育”的教育模式，实现

“共营德育”；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创设“共学
课堂”；优化育人环境，打造“共乐校园”。

其中，在“共学课堂”的优质化建设上，
该校把“过程性评价”引入课堂，全学科开展

“学教评一致性大单元教学”课堂模式教学
改革，全力推进高效课堂探索实践。同时举
办学校体育节，开展科创教育、阳光大课间、

“430”素质提升课程、校本体艺科创社团等，
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
台。在学校，学生们可以上篮球、书法、花式
跳绳、素描、吉他、人工智能编程等素质提升
课程，也可以参与口风琴、科技创新、章上印
记、基础合唱、岭南舞蹈、乒乓球等校本体艺
科创社团，享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百年老校市九中，书声琅琅校园中；教
师勤奋树榜样，学生努力获成功！百年老校
市九中，校园漂亮情更浓；改变旧貌换新颜，
今成名校志不穷。百年老校市九中，名师辈

出人才涌；精心培育下一代，老校
延续好传统！”为了准备这次

百年老校的采访，陈小明
还创作了诗歌《赞九
中》，并说：“只要九
中有需要，我随时
都能回来！”

江门九中有
过辉煌，也有过
坎坷，尤其是近
年来面对生源
流失等挑战，如
何突破发展瓶颈
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老领导、老教

师心系学校的发展，
每年临近中考一众九

年级教师拧成一股绳，正
是这一代代“眼中有学生”“心

中有学校”的教师，让潘彤彤看到
了百年老校的精神传承，“我们九中人相信，
通过抓党建、抓两个队伍建设、抓课堂教学
改革、抓共营德育，百年九中会焕发出新的
生机。”潘彤彤说。

江门九中：久久为功 赓续百年

一百一十八度
春秋，四万三千多
个日夜，时光流转，
征程漫漫。这是一
所走过118载的中
学，在一代代侨乡
教育人的求索中成
长，在岁月的流逝
和变换里，默默扎
根于闹市中心，潜
心育桃李。这是江
门市第九中学（简
称“江门九中”）。

1905年，水南
学堂的出现，开启
了江门九中的百年
办学史。1925年，
中共江门支部留驻
水南祖庙（即现江
门九中），为学校打
下了深刻的红色烙
印，“传芳苑”由此
成为学校、乃至蓬
江区的一张亮丽名
片。

百余年间，江
门九中呼应着时代
的变迁，为当下和
未来的江门培养着
莘莘学子。然而面
对时代的变迁和社
会的发展，江门九
中也面临着许多新
的挑战和机遇。为
了适应新时代的要
求，学校围绕“和谐
共生，和乐共进”的
核心文化理念，以
“共生教育”为办学
特色，将现代化教
育与学校百年历史
文脉紧密而巧妙地
结合起来，推进教
育教学改革，持续
为高中输送了大量
优秀人才，也输送
着百年九中久久为
功、勇担使命的文
化精神。

悠悠百年，江
门九中如苍劲古
榕，根深叶茂，新芽
蓬发。

谈起江边里，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创业街。而就在江边里1号，藏了
一所名噪一时的百年老校——江门九中。

江门九中校址原为巡抚王公祠，地处
江门水南三丫路口，故又称三丫祖庙、水南
祖庙。1905年改为水南学堂，这也是江门
九中百年校史的起源。此后，因学校地处
江边里、跃进路，后来水南学堂改办小学，
江边小学、跃进小学由此得名；1973年，跃
进小学升格办初中，即江门九中。

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红色足迹在
百年九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不
可不提的便是该校的“传芳苑”。

1922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陈日
光在新会会城成立了“新会协作主义同志
研究会”，可以说，该研究会是江门党组织
的萌芽。1924年春，中共广州执
行委员会派党员阮啸仙、刘
尔崧到新会发展党员，筹
建中共组织。经过考察
和教育，陈日光等三
位青年团团员加入
中国共产党，成为
五邑地区第一批
中共党员。1924
年11月，中共新
会支部成立，是
五邑地区首批成
立的中共支部之
一，陈日光任书
记，成为江门五邑
地区第一任党支部
书记。一开始支部机
关设在会城，后迁来江门
水南祖庙（即现江门九中）。

1925年6月，新会县工人代
表大会在江门召开，宣布正式成立新会
县总工会，吕棠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日
光任顾问。随后，叶季壮领导成立江门总
工会，会址设在水南祖庙。

随着党员数量不断增加，1926年8
月，决定在江门增设中共江门支部，书记是
叶季壮，陈日光仍然担任新会支部的书
记。新会支部以领导全县的农民运动为
主，江门支部以领导江门工人运动为主。
当时正值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共新会、
江门支部团结侨乡广大工农，组织工人罢
工，成立农民协会，支持省港大罢工，反抗
苛捐杂税等等，为江门、新会地区的解放事
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纪念这段历史，1996年江门市人民
政府在江门九中修建了“传芳苑”，树立了
中共新会支部、中共江门支部、新会县总工
会、江门总工会旧址的纪念碑。

2005年，学校又拨出专项资金重修了
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造了一面以中
共新会支部成立为题材创作的雕塑墙——
星火燎原。2005年，“传芳苑”成为市直机
关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基地和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6月，“传芳苑”被
列为江门市首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百年来，江门九中与光荣的革命历史
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要让每一届学生明白，
革命先烈在战争年代保家卫国，身处和平
年代的我们，就更需要用心学习、立志成
才、报效祖国。”江门九中副校长潘彤彤说，
有了“传芳苑”这一得天独厚的红色革命资
源，该校也围绕此开展了各项活动，以文化
育人，激发学生们血液中的红色基因。历
史老师组织学生排演舞台剧，再现“传芳
苑”的战斗历程，并开展了“九中足迹”项目
式学习。

1973年，学校改办成初级中学。彼
时，全校有15个教学班，600多名学生，教
职工45人。

1975年，江门九中这个名字出现的第
二年，陈小明就来到了江门九中，并从一名
音乐老师自学英语成为中学一级英语教
师，后来又担任了总务处主任。一直到
2012年退休，陈小明在江门九中度过了37
年的时光，见证了江门九中发展最艰难又
最难忘的时期。

那是一个栉风沐雨的时代。“现在你们
看到的后山运动场，就是当年我们师生一
人一把锄头挖出来的。”陈小明说。升办初
中之初，学校校舍场地严重不足，教学设施
设备极其简陋，于是，在1974年，全校师生

自力更生，把学校后面的竹山开辟成
运动场（面积约3200平方

米），又开发了东湖炮楼
山农场（开荒耕地约
1.33公顷）。第二
年在双龙办起农
村分校（开荒
山地约 2.67
公顷）和校内
小工厂，用
勤工俭学的
收入增添教
学设备。“我
记得当时新
生注册的时
候，学校要求

学生每人准备
一把锄头、一把竹

铲，经过好几届师生
的接续努力，才有了现

在这个运动场。”陈小明说，
当时倡导节约、勤俭办校，校舍的

许多设备都是师生们合力修建的，比如当
时教室的电线和电风扇，就是男老师利用
课余时间弄的。后来运动器材不足，他们
又拿起电焊枪做起运动设备来。

“团结 爱国 勤奋 守纪”是上世纪70
年代江门九中的校训，凭借着师生这股子
勤奋耕耘的干劲，学校也在1979年荣获江
门市“爱国卫生运动流动红旗”。

上世纪80年代，是江门九中校园实现
“大变样”的时期，也奠定了如今校园建设
的格局。1984年江门市教育局拨款兴建
了一座高六层、拥有21间课室的教学楼
（即现2号楼），1985年建成投入使用。因
1985年原江门五中初中部并入江门九中，
教学班增至29个，学生1600多人，教职工
108人，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同年，市教
育局再次拨款兴建另一座拥有15间教室
的教学楼（即现1号楼），1986年建成交付
使用，解决课室不足的问题。1988年教育
局第三次拨款兴建教学实验楼，1990年落
成投入使用，解决了学校物理、化学、生物
学科的实验室和其他学科功能室的需求。
这些在当时兴建的教学楼、实验楼也一直
沿用至今。

上世纪90年代，江门九中以更加崭新
的面貌，“内外兼修”，在侨乡教育中书写了
鲜明的印记。1990年起，江门九中作为市
教育局指定使用沿海版教材的实验学校，
1993年、1994年连续被评为使用沿海版
教材先进单位，受到广东省教育厅的嘉奖；
1996年省电教站来校验收电教设备，获评
省一级；1996年成为江门市一级学校；
1998年12月被评为广东省特级档案单
位。

在长夜里点起的一颗星火，究竟能燃烧多久？百年
九中用一盏盏接力的灯光给予了回答——那便是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是历代园丁辛勤耕耘，收获满园硕果累
累，成就教坛的一段段佳话。

上世纪90年代末，00年代初，江门九中逐渐步入了
办学的“上升期”。当时，学校中考已有部分科目的成绩
超过了当时中考总体成绩位列第二的江门二中，考上江
门一中的人数也是逐年攀升。“当时江门九中的学位可谓
一位难求，这也说明了市民、家长对九中是很认可、信任
的。”江门九中老校长邓炳利说。

2003年，江门九中开办了民乐特长班，以民族乐器
为突破口，实行以艺术培优，发展个性，培养学生的爱国、
民族情怀。“让学生掌握两项体育技能、一项艺术特长，这
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式，九中在20年前就在做
了。”江门九中前校长骆昌云说，“当时在民乐特长班成长
起来的学生，是自信又拥有特长，综合素质很强的学生，
约8成学生考上江门一中，学校办学声誉节节攀升。”自第
一届民乐特长班的学生在2006年毕业开始，江门九中毕
业生参加中考连续10年勇夺10科总平均分、尖子生比率
全区第一的成绩，谱写了步入千禧年后，学校第一个辉煌
的10年。

贤良竞现，英才辈生。得益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
理念，江门九中先后培养出李颖欣、林灏航、莫戈泉等中
考状元，严家添（广东省实验中学南山班就读）、王惟楚、魏
莱、钱傲菊、叶颖东（广东省实验中学创新班就读）等同学，
为名牌高中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江门九中2007届毕
业生李颖欣如今长居法国，是一名对外汉语和法语老师，
回想起自己的初中时光，她的形容是“快乐且难忘的”。“学
校非常重视个性发展和鼓励创新精神，包括举办学科竞
赛、文艺表演和社区实践等活动。优秀的教师队伍也一
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九中，我们不
仅掌握了课本上的知识，更懂得了主动学习、积极进取、
不轻言放弃等人生道理。母校先进的教学经验和人文关
怀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永远感激母校，
感激这里遇见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李颖欣说。2014届
毕业生林灏航现就读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电子
信息专业，他表示，九中培养了一批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新时代人才，相信未来九中也一定会继续传承学校
先进的办学理念，为国家、社会培养更多栋梁之材。

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多年来学校之所以能够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在于有一支“深刻与真
诚”“奉献与宽容”的教师队伍。谈到教师队伍，上至学校
领导、老领导，下至各一线教师，都形容学校的教师团队
是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2005年，江门九中成为江门
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其间，该校优化班子
结构，提拔了一批年轻、有冲劲的老师、干部，盘活了人才
管理制度，培养了一支战斗能力强的队伍。教师的
常态化培养中，学校采取全员培训与骨干培训
相结合的形式，让教师在培训中提升。积
极开展校本培训活动，以青蓝工程为抓
手，以名师工作室的活动为平台，大力
培养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扎扎实实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英语科长陈雪
茹1993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江门
九中，到今年正好是她在九中的第
30个年头，她说，她在九中学习到
最多的，就是薪火相传，“有了老
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才有了今天
成熟的我们。如今我们也接过了
这根接力棒，成了年轻教师们的师
傅，我们正把对专业技能、教学事业
的追求初心，传递给新一代老师。”陈
雪茹说。

多年来，学校培养了“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奥运火炬手”、
广东省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蒋青，广东省名教师
工作室主持人谢萍，谢萍、关秀文、余德福、李蔚青等被评
为省级名师。学校现有中学高级教师职称28人、中级职
称28人，广东省特级教师1人、南粤优秀教师1人、广东
省百千万培养对象1人、江门市优秀教师5人，区级以上
名师10人。名师如星光，指引着学校、老师、学生往更光
亮处前进。

欣欣向荣
树蕙滋兰 桃李芬芳C建校之初

“传芳”源起 云程发轫
流金岁月
栉风沐雨 勤奋耕耘

勾勒未来
共生教育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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