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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石室中学是中国第一所地
方官办学堂，迄今已有 2162 年的历
史，创造了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的
奇迹，被誉为中国教育的“活化石”。
在当代办学实践中，学校立足历史文

化，厚植家国情怀，在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实践中，一方面注意挖掘红色
基因，另一方面注重创造性转化。

石室中学先后历经了红色基因
的梳理与表达、红色基因的继承与发

展、红色基因的创生与突破三个阶
段，并逐步形成了“识石室人”“品石
室文”“知石室事”“寻石室景”这一有
鲜明石室特征的家国情怀教育实践
新模式。

100

挖掘红色基因
厚植家国情怀

石室历史文化中红色基因
的梳理与表达。从20世纪80年
代起，学校开始对石室历史文化
进行梳理，特别对近现代历史中
传承红色基因、拥有报国之志的
优秀校友进行了收集与整理，最
终出版了85万字的《石室校志》，
并凝练出了“爱国利民，因时应
事，整齐严肃，德达材实”的校
训，确立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
家国情怀”的育人理念。

石室历史文化中红色基因
的继承与发展。1990年至2010
年，学校进一步将红色基因融入
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编制图
册《石室群星》，记录了一大批优
秀校友胸怀家国天下的事迹；逐
步打造十八处校园文化景观，将
历史记载以及校友题词中的红
色基因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时刻浸润石室学子，进一步落实
厚植家国情怀的育人理念。

石室历史文化中红色基因
的创生与突破。2010年至2020
年，学校立足千年历史文化，对
其中的红色基因进行创造性转
化。开创多种形式的特色校本
课程，将家国情怀教育融入日常
教学中，五育并举，立德树人，实
现了中学教育阶段红色基因传
承、家国情怀教育的课程化、系
统化和常态化。

扬石室之光
立报国之志

新时代，学校通过“识石室
人”“品石室文”“知石室事”“寻
石室景”等路径，让学生感受红
色基因传承，在深厚浸润中扬石
室之光、立报国之志。

通过“识石室人”，引导学生
认识并了解拥有家国情怀的著
名校友，从榜样中汲取成长的力
量。近现代，从石室中学走出了
杨锐、刘光第、张澜、郭沫若、贺
麟、李一氓、李劼人、周太玄、王
光祈、孙元良、郭汝瑰等一大批
影响中国历史的名人。新中国
成立后，学校还培养了李荫远、
钟山、沙国河、陈懋章、翁宇庆、
马志明、段宁等两院院士。

以钟山院士为例，他将一生
献给防空导弹事业，推动国防科
技进步，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他曾多次回到母
校，向当代石室学子讲述自己带
领团队奋斗的艰辛历程。新世
纪以来，唐立新、蒋兴宇、戴堃、
陶佳莉等大批优秀的石室学子
身上体现出的艰苦奋斗、勇于开
拓、敢当责任、心怀天下的精神，
值得每一位石室学子认识、了解
和学习。以陶佳莉为例，她是中
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员，曾作
为空中编队领航参加国庆阅兵。

通过“品石室文”，让学生学

习、品鉴与石室和家国情怀有关
的诗文，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感
受红色基因传承的力量。学校
把“品石室文”作为传承红色基
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
深入持久地开展石室诗文品读
活动。在石室校园中，从楹联到
石刻，从书吧到教室，随处可见
石室诗文，以便学生随时阅读品
学。以楹联和题词为例，郭沫若
题赠同窗好友李一氓的“国有干
城扶赤帜，民之喉舌发黄钟”，表
达了郭老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李
一氓的由衷钦佩和高度赞美；受
之图书馆中校友余受之的题词，
朴实无华，却饱含着浓郁的爱校
情怀和家国之思。语文组老师

以此为载体，在学生中开展诗歌
朗诵、诗词鉴赏、楹联赏析等活
动。精读不同时期编入中小学
教材的石室校友诗文，如在《炉
中煤》中感受校友郭沫若的爱国
热忱，在《我为少男少女歌唱》中
感受校友、著名诗人何其芳对生
命与梦想的渴望，等等。

通过“知石室事”，让学生了
解与学校发展和石室校友有关
的重大事件。学校特别重视挖
掘石室历史中体现厚植家国情
怀的重大事件，并赋予其表现的
形式和载体，发挥出其培养家国
意识的重要功能。

以研学为例，带领学生参观
郭沫若纪念馆，体味其创作“大

河前横流水今日，生气远出明月
雪时”时的一腔正义和不屈傲
骨；参观李一氓故居，品味被誉
为“中国的左拉”文学创作的无
限魅力，感受石室学子、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参
观“新心学”创建者、被尊为现代
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的校友贺麟
的故居，感受哲学的魅力，提升
人生的品位；带领学生参观成都
人民公园保路运动纪念馆，寻访
保路运动领袖校友蒲殿俊、罗纶
的身影，深刻体会保路运动为辛
亥革命的成功所作出的重要贡
献；参观渣滓洞和白公馆，体会
校友红岩烈士胡其恩、韩子重、
张 学 云 顽 强 抗 争 的 英 勇 无 畏
……

通过“寻石室景”，了解遍布
在石室校园内的各处蕴含红色
基因的文化景观。石室校园环
境体现出浓郁的红色基因传承
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受之
图书馆承载着校友余受之先生
的爱校荣校之情。余受之先生
1986年回国，将自己一生的积蓄
18.5万元捐赠给母校，用于修建
图书馆。如今，受之图书馆已成
为汲取知识学问、开展家国情怀
教育的重要基地。沫若园建筑
上，悬挂着校友郭沫若于1957年
题赠母校的楹联——“爱祖国，
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
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
石室之光荣”，这副楹联如今已
成为石室师生每周一升旗仪式
集体呼号的誓言。

有学生这样说道：“在我眼
中，石室中学就如这般，朴实、
响亮、公正而热血沸腾，岁月赋
予 了 石 室 教 书 育 人 的 神 圣 使
命，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沐浴
着时代给予其独特的厚重，而
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位学生，都
担负着传承历史和开拓创新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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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干部祭扫成都十二桥烈士墓。

石室中学沫若园。

教职工参观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进行党性锤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