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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1 月，东北地区全境解放。东方晴，曙光亮，恢复
民生、挺起胸膛的教育呼声响彻沈阳。百业待兴，人才为重，要
满足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就必须创办“新型正规化”教育，探索
教育模式，培养建设人才。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探索新教育的萌芽就悄然生发。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1919年，车向忱怀着满腔热忱投入“五四”
运动。一颗新的种子在车向忱的心里萌发：“吾国号称文化之邦，
而吾国教育之不普及如是，岂不大可哀乎！盖有四万万同胞，其
不识字者，竟占三万二千万，以如许之无知无识之民众，以彼列
强争生存，又何以御外侮，即以内政而论，又何以为主人翁？”办
教育、办国民教育、办新型正规化教育的理念在东北教育工作者
的心里扎下了根。

1935年 12月 9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年
29岁的林枫与夫人郭明秋均是这场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组织者、
参与者。风云识际会，天涯共此时，身在上海的董纯才亦投身于
如火如荼的救亡活动。

1949 年 5 月 4 日，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辽宁省实验
中学的前身，车向忱、林枫、董纯才、郭明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教育家创办的实验学校——东北实验学校正式诞生！从
建校那一天起，就确立了“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
教育有用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重思想教
育、重劳动教育、重学业教育、重全面发展，扎扎实实地开展综
合技术教育，建立学校实习工厂和农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承担起实验性、示范性的重任。

百年大业，序幕开启；教育星火，从此光耀东北。

和平时，学子们埋首苦读积学问；烽烟起，学子们昂首出征
卫家国。1950年，“邻朝烽火危东疆，投笔从戎别同窗”，抗美援
朝的烽烟弥漫东北。军区紧急组建防毒训练队，培训防化骨干，
希望抽调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参军。东北实验学校的学子面
对祖国召唤，踊跃报名，在校生的五分之一共200多名学生通过审
查，应征入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孔令维，那年17岁，是首批考入东北实验学校的学生，毅然
奔赴战场成为坦克兵，短短几个月，从副班长升到独立二团司令
部作战股员，再升职到见习参谋。一年后，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
在了朝鲜大地上。在战友的回忆中，他“短小精悍，聪明灵活，
斗志昂扬，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尽显实验学子的优秀与英勇，昭
示了东北实验学校教育理念中深厚的家国担当。

19年后，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李彦晶、王兴功等18名实
验学子承袭先辈，再次将荣耀军功镌刻在东北实验学校的校史里。

“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这就是实验的风骨、
实验学子的精魂。

立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4年，东北实验学校更名为辽宁省实验中学，信念始终不
变，为国育才，奉献社会，实验师生听从祖国的召唤，深入工厂农
村，开办扫盲识字班，参加工农业生产，开展文艺演出，进行社会
调查，向劳动人民学习。

1961年1月5日下午，应学校之邀，原沈阳军区战士标兵雷锋
来到校园，为全校1200多名师生作了主题为“助人为乐，甘于奉
献”的报告。据当时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李人朴回忆，雷锋穿
着一套洗得发白的黄军装，朴素，谦虚。报告结束后，在学校的
一再挽留下，雷锋在食堂与师生共进晚餐。临行前，雷锋坚决交
给学校一斤粮票和 5 角钱。雷锋的报告和风范感动了全校师生，
从此，“向雷锋同志学习”便成为学校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1976
年末，教职工在学校礼堂仓库发现了一盘钢丝录音带，里边是雷
锋报告的全程录音资料，近两个小时。这份珍贵资料被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从此，雷锋成为辽宁省实验中学的一面旗帜。1999 年 5 月 4
日，一尊雷锋塑像矗立在实验园“雷锋广场”中央。每学期，都
会有一队队学子来到雷锋塑像前，举行入团宣誓、成人仪式等活
动。“披一身雪花，留一行深深的足迹。亲切的微笑，庄严的军
礼，那是我们永远的记忆。啊，实验的师生，多么的骄傲，雷锋
来过我们学校……”在嘹亮的 《雷锋来过我们学校》 的歌声中，
雷锋精神穿越时空，永驻校园。

建校75年来，学校始终以传承雷锋精神为德育的重要阵地，
年年相继，代代相承。让“钉子”精神和“奉献”精神陪伴学子
一生。学校开展各种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感知社会的志愿者行
动，带领学生学军、学工、学农、学商，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体
验人生的责任与追求，以丰富的见闻和时代的感受引领学生，滋
养远大的理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德育为先。广袤的实验沃土
中，雷锋精神永远滋养着辽宁省实验中学教育的繁盛春天。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高级武器，
要有坚实的国防后盾。航空报国成为众多实验学子的人生目标。

王永志，1952年毕业于辽宁省实验中学，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从沈阳北陵机场出发的战斗机激起了他航空报国的决心。他考取
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开启了自己的航空事业。1988
年，王永志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1992年，任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被评为“2003年十大中华英才”，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获得“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
荣誉称号及解放军一级英模奖章；2010年5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将国际永久编号第46669号小行星命名为“王永志星”；2017
年 6 月 12 日，入选“八一勋章”首批候选人名单；2019 年 9 月，
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一生功勋盈天尺，追忆母校流年
新。王永志曾满怀眷恋地赞美母校：“实验中学留给我的印象太深
了，我后来走过好多个名校，但是印象非常深的就是高中这一
段。辽宁省实验中学是我事业的摇篮、成功的起点。”为了表彰
英才，激励后学，学校将科技楼命名为“永志科技楼”。

朱育理，15岁入读当时的东北实验学校，经历过战火
的洗礼，矢志报国。1993年，为推进航空工业深化改革和
发展，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成立，中国航空制造开始向企
业化运作转变。朱育理勇挑大梁，担任总经理。1998
年，中国研制的歼-10战斗机首飞成功，那一刻，朱育
理更加坚定了自己始终不变的信念：“中国航空工业负担
着研制捍卫祖国主权的武器装备的神圣使命，中国航空
人应该把它作为自己追求的梦想。”

坚

航空报国矢志不渝

1953 年建校之初，辽宁省实验中学即
大胆选派50余名学生留学苏联，学习先进
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建功立业，报效
祖国。此后，辽宁省实验中学以德育立
校、以科技兴校，潮头踏浪，领航一方。

在第一代实验人立志航空的深刻影响
下，75年来，辽宁省实验中学坚守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科技教育的探
索与创新一直在路上，从未停歇。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1991年，辽宁省实验中学建立科技活
动区，设立固定的科技活动室、科技制作
室，并配齐了科技教育所需的器材；1995
年，学校成立了“辽宁省实验中学发明学
校”和校科技创新办公室，统筹全校科技
教育工作；1999 年 9 月，实验学子自主筹
划成立辽宁省实验中学创造学会，学生从
科技创新的学习者、接受者转变成组织
者、指导者；2008年以来，学校陆续建设
了通用技术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创
客实验室、STEAM教育实验室、机器人实
验室、航模实验室和科技创新工作室。目
前，辽宁省实验中学科技中心实验室共有
3D打印机24台、SLA3D打印机一台、激光
雕刻机一台、四轴雕铣机一台，以及各种
机床及钳工、木工等设备。教学设施和师
资力量，在全省乃至全国科技创新教育领
域都拔得头筹。

1984 年，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正式启动。从此，实验学子的身影就成了
赛事中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2005
年，第二十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直接由辽宁省实验中学承办，并命名为

“实验杯”。这是辽宁省实验中学在科技创
新和科技兴校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实验
学子在省赛上取得了单校8项省级金奖、4
项全国入围资格的荣誉，此后多届大赛均
在学校举办。同年，学校学生林婉旭打破
省纪录，荣获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
赛入围资格。这是一项拥有55年历史的国
际性青少年科学研究项目比赛，也是国际

独树一帜的面向初三至高三学生、竞赛学
科涵盖所有自然科学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
内 容 的 比 赛 ， 被 称 为 中 学 生 的 “ 世 界
杯”，自此打开了辽宁中学生科技创新的
新窗口。更多的实验学子走到省外、走出
国门，在全国乃至世界更大的科技创新舞
台上展现风采。截至目前，实验学子在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等多项重量级科技赛事中共荣获96
项全国性金、银、铜奖。从辽宁省实验中
学走出的“小小科学家”，早已遍布社会
各个领域，继续传承发扬着科技创新的精
神。

张进，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辽宁省实验中学毕业生。大
学毕业后，张进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
机器人制造领域。今年1月 22日，张进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松是目前国际上
机器人产品线最全的企业之一，要重点聚
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东北区域创新中
心。依靠科技赋能，着力提升国产机器人
核心竞争力，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为建
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提交硬核答卷。”

2023 年，辽宁省实验中学入选首批全
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辽宁省科技特
色普通高中、辽宁省首批中小学教育教学
研训实践基地校，成为北京大学四星级博
雅人才共育基地，在数学、物理、生物
学、信息学 4 个学科共同培育拔尖创新人
才。

教育创新的最终受益者是学生，是学
校，更是社会。学校从未放松对学生科学
素养的培育。华东理工大学信息学院教授
康荣生兄弟姐妹 6 人均毕业于辽宁省实验
中学。在回忆母校时，她深情地说：“母校
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是适应变化的能
力，是终身学习的能力，是不断创新的能
力，是全面发展的能力。”创新改革成就实
验，实验改革成就英才，英才创新反哺社
会，如是往复，实验教育的活水就这样

“满眼生机转化钧”。

辽宁省实验中学的教育之路始终以德
为纲、以德立教，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明确提出了“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办影
响学生一生的教育”的教育理念。不仅要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志向高远、基础扎
实、素质全面、特长突出的拔尖人才，更
要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祖国
栋梁。今日的实验学子已接过前辈们报效
祖国的接力棒，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祖
国、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张凌龄，曾任山石网科市场与业务拓
展部副总裁，1984年至1990年就读于辽宁
省实验中学。2015年 11月，第十二届史迪
威商业女性高管奖在纽约揭晓，此奖项被
称作“商业奥斯卡”。张凌龄女士从全球各
领域的数百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商
业产品类别铜奖。从辽宁省实验中学到清
华大学，从硅谷高管到回国创业，张凌龄
始终带着实验学子的聪慧与勇敢在追求理
想、服务社会的道路上奋然前行。回忆起
母校的点滴，张凌龄说：“在全人教育火爆
的当下，我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在实验中
学真切感受到了。一路走来，我一直坚持
实验中学教给我们的不屈不挠、坚持不懈
的精神，在擅长的领域作一些贡献，才是
漫长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

王姝颖，三洋重工集团副董事长，
1999年入读辽宁省实验中学，毕业后出国
留学。当时正值出国热潮，定居海外成了
很多留洋高材生的选择。“当时同期的同学
大多留在了国外，回来的，也几乎都去了
北上广。”面对家乡企业的困境和电梯厂
3000多名胜似亲人的老员工，王姝颖毅然
肩负起企业前途命运的责任，决定回到沈
阳，实业兴邦。王姝颖说：“我们的产品首

先一定要是精品，因为只有精品才能传承
下去，振兴工业，为国家争光；只有打造
精品，服务建设，带动员工一起富裕起
来，才能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这也是我们工业制造业人肩上的一份责
任。”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对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学子而言，学习是终
生的目标，服务祖国、奉献社会则是终生
的事业与追求。莘莘学子学会立德之重、
懂得立学之要，终成社会之基。

“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无论是烽火
硝烟、枪林弹雨还是骄阳高照、风正帆
悬，无论是东北实验学校的红色足迹还是
辽宁省实验中学的金色未来，学校在教育
之路上始终步履坚定、一往无前。

75年来，辽宁省实验中学以奋斗不息的
家国情怀点燃东北教育的璀璨星空；75年
来，辽宁省实验中学以矢志不移的创新求实
高扬东北教育的一面旗帜；75年来，辽宁
省实验中学春风化雨、立德树人、示范奉
献、敢为人先。回顾75年来办学的光荣历
程，辽宁省实验中学昂首身正，从“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和
谐校园先进学校”“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先
进集体”到“全国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学校”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学生军
事训练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中小学现代教
育技术实验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不仅是
东北地区基础教育的标杆，更跻身全国前
列，成为先行示范校。

展望办学的远大前景，辽宁省实验中
学力行不辍，必将乘风破浪，为教育事业
再立新功。

（汪静怡）

走进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大
门，映入眼帘的是我国著名教育
家车向忱的塑像。塑像坚毅的神
情与深邃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
佛指引观者穿过近百年的漫漫岁
月，走进学校的悠悠历史。

2024年5月4日，辽宁省实验
中学将迎来建校75周年。凝望来
时路，响彻奋斗与担当的号子，
尽是艰难与奋起的足迹，这面东
北基础教育的旌纛穿越时空的风
雨，在如今的沈阳城迎风傲立。

起

诞生于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

继

为国育才方兴未艾

兴

科技兴校潮头踏浪

荣

雷锋精神永驻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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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③③

①学生在辽宁省
实验中学雷锋广场举
行成人礼

②辽宁省实验中
学“永志班”学生欢
迎王永志院士归来

③学生们参观
华晨宝马车间，接
受生涯规划教育

④机器人课外
小组开展活动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