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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养华侨子
女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爱
护 公 共 财 物 的 “ 五
爱”精神，并且结合
本校实际，提出“爱
国爱群、爱劳动、爱
服务人群、有礼貌、
守纪律、积极进取、
朴素整洁”作为全校
的“群育”（即良好
道德品质的训练和陶
冶）的七项目标。

在 课 外 活 动 方
面，注意加强对学生
自治会的指导，通过
学生自治会干部来领
导全校同学。平时注
意培养学生骨干，通
过组织学习小组、展
开时事政治学习和生
活检讨会的方式，不
断提高学生干部的思
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注意引导学生阅读观
看 进 步 、 健 康 的 书
报 、 电 影 、 抵 制 黄
色淫秽和荒唐反动的
美国电影和中外文书
报。

第二，注意训练
学生的群体生活习惯
和自治能力，培养集
体主义、遵守纪律、
团结友爱、助人为乐
的精神和品德。在没
有找到更切实可用的
训练方法的情况下，
暂时采用了童子军训
练的方法。但新友义
校从开始就清楚地认
识到对童子军“只取
其形式，而去其课程
的西式内容”，所以
取 名 为 “ 新 友 童 子
军”而不叫“中国童
子军”，以示两者有

根本区别。至1950年
7月，为了更有效地
贯彻新中国的教育方
针，决定取消童子军
训练形式，对教学制
度、培养学生进取精
神和高尚品德进行。

三 、 人 从 那 时
起 ， 学 校 进 行 了 一
系 列 有 益 的 探 索 ，
比如：1.规定每星期
一 、 四 须 穿 校 服 ，
戴校帽；2.每班学生
组织生活学习小组，
每个小组既抓正课学
习，也抓时事学习，
各小组搭配成绩较好
和较差的学生，以利
于互相帮助，并由班
主任直接领导、科任
教师协助指导；3.加
强学生会和班会的课
外活动，不断创造工
作 条 件 让 学 生 去 工
作，以便达到加强班
内同学团结，提高学
生学习和为群众服务
的热忱，发现学生有
不良作风及时予以纠
正，通过检讨会发扬
优点改正缺点。上述
一系列课外活动，使
学生养成集体学习风
气，消除自私的学习
态度，养成守纪律、
有 礼 貌 的 作 风 和 习
惯。

从1951年上半年
开始，为了加强思想
教育，建立了每周上
一 次 大 课 和 “ 晨 夕
会”的制度，由教师
轮流上台讲演，或分
析国际时事，或讲述
学习和修养方面的问
题，或介绍劳动英雄
和战斗英雄的动人事

迹。这种做法颇引起
学生的兴趣，收到预
期效果。

第三，在对学生
加强思想政治道德教
育的同时，强调教师
以身作则，对学生施
以潜移默化的人格教
育。因此，提倡教师
首先应当努力提高自
已的思想政治觉悟和
理论水平，并且用正
确的言行，本着循循
善诱、诲人不倦的精
神，对学生进行言传
身教。此外还提倡教
师对学生进行家庭访
问。

第四，十分重视
印尼语的教学。从小
学三年级开始授课，
每天一节。聘请一位
专职教师承担全校的
印尼语教学。

在 1 9 4 9 年 7 月 以
前 ， 新 友 义 校 校 务
委 员 会 主 任 （ 兼 校
长）为卢坚，文书兼
教导主任为陈利，校
务 委 员 有 郑 曼 、 杨
廉、郭荣、陈泉、庄
栋。1949年7月实行
校长制，聘请庄栋为
校长。

至 1 9 5 2 年 1 月 校
名改为新友中小学之
后，又将校长制改为
校政委员制，由学务
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
学校一切事务，校长
改称校政主任，仍由
庄栋担任。办学和建
校经费的筹集，是一
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经费筹集靠的是新友

社骨干分子的共同努
力和社会热心人士的
支 持 和 赞 助 。 这 中
间，有不少动人的事
值得一提。

在决定创办新友
义校时，预计第一学
期办学经费需要1万
多盾。由于当时三宝
垄市外尚处于战争状
态 ， 全 市 几 乎 是 孤
城，市内商场仍在“
冬眠”状态，要向社
会进行募捐，确有困
难 ， 唯 有 在 社 内 募
集。于是由骨干分子
带头，在社员中募集
特别捐和赞助月捐（
每份月捐50盾，全学
期共计300盾，一次
交足或分期交足）。
结果不到3个月就募
得25000余盾，除了
用于购置校具和修葺
校舍之外，尚够维持
300名儿童免费上一
年学的费用。1947年
7月7日新友义校开学
典礼的头炮就是这样
打响的。

1947年4月，新友
社执行会副主席陈泉
为其岳母祝寿时，将
亲友们赠送的贺仪及
节省下来的筵席费共
3103盾全部捐献给义
校。

同 年 1 0 月 7 日 ，
新友社执委会主席卢
坚，将举行婚礼时亲
友们赠送的贺仪和节
省 下 来 的 筵 席 费 共
8004盾全部献给义校
充 作 基 金 。 卢 坚 是
福建同安人，早年曾
在 美 术 专 科 学 校 学

习，日本南侵前赴爪
哇雅加达教书，日本
占领时期迁居三宝垄
经商，日本投降后从
事爪哇与新加坡之间
帆船货运贸易，在经
济上支持新友社的活
动经费，并积极投入
新友社国语讲习班和
义校的创办和扩建工
作 ， 作 出 可 贵 的 贡
献。

筹集建校资金的
另 一 方 式 是 文 艺 演
出 。 第 一 次 演 出 在
1948年3月，以三宝
垄六大侨团的名义公
演阳翰笙的著名话剧
《前夜》，获得净利
14000余盾，使新友
义校得以添置一些校
具，并渡过了建校初
期的“苦斗”阶段，
开始进入稳步发展的
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土生华侨团体－
中 华 劳 动 会 的 主 要
负 责 人 胡 成 还 把 《
前夜》译成印尼文，
并且亲自担任导演，
由 另 一 个 土 生 华 侨
团体－中华青年运动
会的会员（他们多数
是新友社国语讲习班
初级和中级班学员）
用印尼语演出，其收
入全部捐献给新友义
校 。 第 二 次 演 出 在
1949年9月，公演洪
深的著名话剧《生死
恋》，获得特大收入
达6万余盾，为建校
筹集了大笔资金，使
新校舍的建筑工程得
以顺利进行。

华社精英创办三宝垄新友社
和新友中小学（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