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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２日,根据政务院发布的 «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

的指示»和教育部印发的 «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精神,为培

养工农干部和造就一批工农兵高级建设人才,福建省人民政府在办学

于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的鹤龄英华书院校址上创办了福建省第一所

工农干部学校 “福建省福州工农速成中学”,后先后改名为 “福州大学

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和 “福建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１９５５年

改招普通中学初中毕业生.１９５６年,福建省教育厅根据福建省人民委

员会命令,决定自２月１０日起将我校正式划归福建省教育厅领导,并

改名为 “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同年８月１日,定名 “福建省福州高

级中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学校办学质量日益精进,１９６３年被

评为福建省重点中学,１９７８年被福建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办好的１６
所重点中学之一,１９９６年被确认为福建省一级达标中学,２０１８年获评

福建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由１１位老师组成了福州高级中学校志编委会,将

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９１年间的有关办学资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初稿经学校各

职能部门审订并作增删修改,送福州市教育志办公室审查后,于１９９２
年１２月定稿为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校志 (１９５１—１９９１)» (征求意

见稿),刻版油印成册,比较系统地记录了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９１年间学校教

育教学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盛世修志,史存志中;事述当代,惠及后人.我们本着 “传承文

化,务实创新,构筑师生协同发展的书香校园”的办学理念,发扬福

高在长期办学中积淀而成的 “传统名校文化传承和社会责任的教育”

的办学特色,组织人员对１９９２年成稿的校志进行修订并付梓.

本次修订校志的主要工作,是对原文稿进行了一次较为细致的校

阅,修正了一些排版问题,对其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错讹及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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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了修改.需要指出的是原稿中有些资料的时间、人名和具体事

项名称等,当年就因无法核实而留空,还有些资料存在前后不一致甚

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因时隔久远,难以重新核实甄别,本着尊重１９９２
年油印版的原则而继续存疑.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教职员工和历届

校友不吝提出宝贵意见.
值此校志付梓之际,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倍感任重而道尤远.

成绩已成既往,未来犹待奋蹄,砥砺前行克时艰,厚积薄发待起航.
愿学校同仁,不忘初心,秉 “团结、求实、奋进”校风,存高远之志,
再创辉煌.

骆志煌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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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１９５１年８月至１９８６年底)

１９５１年

８月３日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省文教厅令,本校接收了私立三

民中学校舍.福建省福州工农速成中学 (简称 “速中”)筹建办公地

点就设在三民中学校内.

８月２１日　本校派出部分教职员到各专署 (市)协助进行招生的

初审和口试工作,在这期间还帮助学员补习文化课,了解学员的具体

情况.这对提高学员对学校的认识以及奠定他们长期学习的决心都起

了很大作用.

８月３０日　速中筹办小组奉命接收福二中校舍 (前英华初中部),

９月５日正式办理接收移交手续,６日筹办工作的办公地点即由三民中

学迁至仓前山爱国路３号.筹备阶段学校工作由高南非副校长负责,
后勤工作由林日仁同志负责,招生工作由教导处负责.

９月２０日　本校招生委员会布置招生考试工作.招生委员会分设

秘书股、行政股和考试股.秘书股负责学员报到、体格检查,临时分

班的生活管理及印发文件等事项;考试股负责计划考试有关事项;行

政股负责学生住宿、招待饮食及一切用具购置分配等事项.

９月２０—２５日　学员报到.

１０月　谢高明同志到校任职.

１０月１０日　在福州市仓前山爱国路１号 (现乐群路９号)礼堂隆

重举行创校开学典礼,校长李方曙在大会上讲话,并宣布本校定名为

“福州工农速成中学附设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开学时,全校有教

员１９人,职员１５人,工友１４人,学生３４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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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

３月１１日　本学期因开展 “三反”运动,原定２月中旬开课,延

迟至３月１１日才开始上语文、算术两科.全校设速成班４个班,学生

６０人;干部文化补习班４个班,学员１９２人 (其中高级班４９人,中级

班９８人,普通班４５人).教师２１人,职员２７人,工友６人.

３月１５日　我校召开第二学期 (开办以来的第二学期)第一次全

校教职工会议,由校主持人传达关于省文教工作计划的报告,宣布本

学期我校工作计划,并通过上学期工作总结.

３月１８日　谢高明副校长主持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传达 «中共

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

主义的决定».

３月１９日　郑奇方同志调来本校任正校长,领导 “三反”运动.

３月２２日　李方曙校长在全体教职工会议上宣布今后学校工作由

郑奇方校长负责,李方曙不再兼任本校校长,回省文教厅工作.

４月７日　本日起全校停课开展 “三反”运动.

４月１０日　谢高明副校长调离本校,到厦门集美学委会任职.

５月７日　本日 “三反”运动结束,正式上课.

５月１９日　本日起到６月１日学校转入整党阶段,全校改为半日

上课.

７月２８日　接省人民政府教育厅 〔５２〕厅教人字第０１６１３号文

件,同意我校教导处分为教学与辅导二组.

８月　暑期招生２００人,其中１２９人是本校附设工农干部文化补

习学校毕业生,另向各专署招收７１人.录取学生中有党员２６人、青

年团员３１人.

９月３日　福州大学陆维特校长来校作报告,宣布从９月３日起工

农速成中学正式由福州大学领导,并改名为 “福州大学附属工农速成

中学”.

９月４日　福州大学颁发本校木质印信三颗 (包括方印、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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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印),文曰 “福州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即日起启用.

１０月１９日　高南非副校长在全体教职工会议上宣布我校组织机

构的设置,教导处下设辅导组,由宋坚同志负责学校人事及组织工作,

教导组由康汉民同志负责下设干事;总务处下设伙食管理和医务室.

１０月２１日　召开中苏友好协会小组会议,由宋坚同志传达福州

大学陆维特校长报告,并传达中央指示,开展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

会议决定由我校派教导处主任施效人同志参加福州大学中苏友协委

员会.

１１月１０日　召开卫生评模会议,评出集体卫生模范单位两个班

(一等为文二班,二等为理三班);个人卫生模范一等５人,二等９人,

三等７人.

１１月１３日　晚７时,全校师生员工在大礼堂召开庆祝十月革命

节３５周年及爱国卫生运动模范颁奖大会,会议邀请福州大学熊科长、

苏联友人及中国红十字会萨××同志在会上讲话.

１１月１７日　召开评薪委员会议,选举评委会正副主任委员,制

定评委会职权范围及评定方法等,并决定是日下午１时作动员报告.

高南非副校长调离本校,到厦门任职.根据省教育厅辅导处意见,速

中学生从９月起执行人民助学金制.

１９５３年

１月５日　接福州大学通知,本校校名自本日起改为 “福州大学

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印、校牌及校徽即日更换.

１月中旬　福建省教育厅派一批干部来我校帮助总结教学,并开

展提高教育质量活动.

１月　我校由教导处正副主任及各教研组组长组成参观小组到福

州军区工农速成中学参观学习.

１月　我校学员自本月起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２月５日　田宏同志到我校任校党总支书记.

２月１２日　寒假开始,时间１０天,我校全体师生党员在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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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党学习.

３月２日　严检行同志到校任副校长.

３月５日　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１ 全校设正副校长２人,下设

教导处、总务处两处,教导处下设教学组与辅导组两组.２ 用华东区

拨来的１１５２亿元 (旧人民币,每１万元等于新人民币１元)的基建

资金,盖校舍 (包括办公室、图书馆、会议室等),并成立了以严检行

副校长为首的基建委员会,基建图纸上送文委基建科审查.３ 按省教

育厅通知规定,成立校财产清点委员会,由施效人、林日仁分任正副

主任,另选８名教职员任委员,进行全校财产清点工作.

３月２４日　郑奇方校长分别向全体教职员和全体学生作关于学习

贯彻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随后组织讨论.

４月　为使同学们能正确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质量,增强对

完成 “速成”任务的信心,学校在春假期间组织部分学生到福二女中、

福八中、福九中等校听课,并确定了典型教学试验班,以语文、数学

两科进行试验,邀请了福州大学林辰、王邦珍两位教师参加研究指导.

５月１日　上午全校师生到福州大学听杨部长报告,下午参加庆

祝游行.

５月上旬　党总支副书记宋坚调离本校到市工业系统任职.

６月　福州大学中文系金树荣主任来校作关于凯洛夫 «教育学»

第三章的讲座——— «教学原则的启发性报告».

６月　本校发放了学员家属补助费２３３３万元 (旧人民币).

６月１１日　成立校基建现场管理委员会,开始进行学校基建

工作.

７月１日　我校结彩门、贴标语,召开庆祝会,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３２周年.

７月２日　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守则.

７月１８日　新盖办公大楼奠基.

８月　为保证学校严格执行中央教育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入

学条件的决定,经过３次招生考试,计划招新生８８人,其中男生３８
人、女生５０人.全校设１１个班级,共计有学生４１９人,教职工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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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教员３２人、职员２５人、工友２３人.

９月５日　接上级通知:“因福州大学校名已奉上级指示,自１９５３
年第一学期改名为 ‘福建师范学院’”,我校校名亦自本学期起改为

“福建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１０月１１日　召开师生员工大会,严检行副校长作１９５２学年度第

二学期工作总结及布置１９５３学年度第一学期工作纲要.

１１月５日　王秉周同志到校任教导处第二副主任.

１１月　成立财务检查委员会,由学校行政、党、团、工会、学生

会及教师、学生代表计１３人组成.

１１月　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开展了如下活动:１ 改选中苏友协组

织;２看电影;３作一次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意义及目前我们总路线、

总任务的报告,并组织同学讨论;４ 举行教职工与各班同学篮球、排

球比赛.

１２月２日　召开第一次财务检查委员会议,通过 «财务检查委员

会组织条例草案»,计划于年终结账后进行全年度学校开支的清查工

作,并公布账目.

１２月　教师以教研组为单位,利用业务学习时间,结合凯洛夫

«教育学»,学习五级记分法.

１２月５日　按中央高教部 “关于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产业工人

待遇问题:入学后一律按原工资７５％发给人民助学金,折合后低于３２
万元的暂发给３２万元”的规定,我校即日起按此规定执行.

１９５４年

１月１２日　下午３时２０分学员刘清同志因颅内出血,死于福州市

立第二医院,善后工作由学校处理,葬于福州市盖山区第一公墓,并

将其遗物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等寄还安徽省滁县亲属.

１月３０日　寒假开始,晚７时在校大礼堂举行闭学式,宣布假期

制度.

２月５日　下午２时行政会议上宣布经福建师范学院 〔５４〕院校

５



政字第０１１２号文件批准,提升康汉民为教导处第一副主任,王秉周为

第二副主任.

２月１１日　正式上课.

２月１３日　下午开学式,会上郑奇方校长向全体师生提出几项安

排:１介绍新教员;２宣布康汉民与王秉周两位同志分别担任教导处

第一、第二副主任职务;３宣传动员认购爱国公债;４ 号召各班订学

习计划和给评上模范的师生发奖.

２月１６日　郑奇方校长调离本校,到省委党校工作,今日办移交

手续.

４月１２日　校语文组薛有祺教师向校领导汇报.薛有祺教师应上

海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之邀请,学习该校语文座谈会的精神以

及该校语文组毛效同志教学经验并作了总结.听取汇报后,学校领导

作出如下决定:由薛有祺教师分别向语文组全体教师及有关职员、学

生作详细或重点传达,并组织讨论,正确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

方法;从检查教学中的保守倾向入手,大胆与兄弟学校交流教学与学

习情况,以期取得更好效果.

４月　全体教师学习苏联新课堂教学经验,开始实行 “五级记

分法”.

５月４—７日　在福建师范学院体育场举行我校第一届田径运动

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广播操比赛、体育技巧表演等.在本次校运会上,

黄金同学以１１６秒的成绩破男子１００米市纪录,刘柏桐同学以６０１０
米创男子手榴弹市纪录,庄元昌同学以３６５０米破女子手榴弹市纪录.

５月　福建师范学院批了４０００元经费作为学生家属困难补助金,

学校决定本月先开复审委员会通过补助金办法会议,再开各班党支书

及班长会议以保证发放工作的顺利完成.

５月１０日　严检行副校长在行政会上传达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

部 “关于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关系问题”的命令,并宣布今后学校的

总结应送华东教育部、省教育厅、福建师范学院院部各两份,这是上

级领导机关对速成中学的重视.

５月１７日　校务会议通过 «福建师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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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４日　上午严检行副校长在行政会上传达了中央教育部 “关
于招收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时强调重视健康问题”的文件,同时学校成

立了招生健康检查委员会,由施效人主任和康汉民副主任分工负责招

生准备工作.当天还成立了职工福利委员会,由严检行、林日仁、王

秉周、李江海、田宏、施效人、康汉民等７人组成.

７月１４日　行政会议决定今年暑假我校教职员一般不放假 (但部

分可予照顾,给予适当休息),并规定８月１日至１０日上午办公,下

午休息,其他时间照常办公;学生每天集中学习三个半小时.

７月１６日　举行闭学式.

７月２１日　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首届毕业生中,文科４４人,理

科７２人,同日在旧办公楼举办首届毕业班教学成绩展览会,展出三年

来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成绩.

８月２５日　本学期有教职工９０人,学生６０６人,设１３个班级,

其中一年级８个班 (５个文科班、３个理科班),二年级２个班 (１个

文科班、１个理科班),三年级３个班 (１个文科班、２个理科班).

８月　新盖办公大楼落成 (地点在乐群路８号).各办公室、教研

组搬进新大楼办公.

８月　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取消 “中灶”,建立 “教职员灶”
(即教工食堂),病号学员可附在教职员灶开伙.

９月６日　举行开学式,请福建师范学院陆维特院长来校作报告,

同时由学生会主席向全体同学作 “如何迎接新年”报告.严检行副校

长在会上谈了学校的工作计划,此外还有党、团、工会、学生会代表

在会上讲了话.

９月８日　下午举行新旧教工联欢会,晚上召开新生大会.

９月９日　正式上课.

９月１０日　为做好防空工作,我校决定把防空洞、防空壕修筑起

来,主要文件、档案等装箱,易燃之物搬离房子.同时学校成立防空

指挥所,由严检行副校长任总指挥,林日仁、王秉周、学生会干部一

人任副总指挥,吴维嵩任消防队队长、陈仁材任副队长;徐修文任纠

察队队长,傅锦田任副队长;李景衡任救护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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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５日　新教学大楼奠基.

９月２４日　上午成立国庆筹备委员分会,由严检行副校长担任主

任委员,林日仁主任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六个股:宣传文娱股由李联

明、陈锡明两位教师和曹曰艮同学负责,布置股由林国基、薛有祺、

刘友德三位教师负责,保卫股由王秉周主任和张荣宗、胡枫两位同学

负责,游行股由陈仁材教师负责,卫生股由李景衡医生负责,总务股

由吴维嵩同志负责.同日召开了庆祝国庆五周年活动筹备会,由严检

行副校长阐明庆祝国庆的意义,对师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教育;

参加游行要表现出前线人民的英雄气概;在校内结彩门、张贴标语、

组织文娱活动,并强调在国庆期间要加强保卫,做好防空、防火、防

特工作.

９月２７日　行政例会由严检行副校长传达普通中学校长会议

精神.

１０月６日　学校正式成立学校组织规程草案起草小组,小组成员

有严检行副校长、施效人主任、康汉民副主任、王秉周副主任、林日

仁主任和柯全法同志等.

１０月２０日　学校召开规程草案起草小组会议,决定成立校长办

公室,内设秘书２人 (行政、人事),职员１人 (管理文印收发).

１１月２９日　晚７时严检行副校长向全体教职工通报参加福建省

中学教育会议概况,并作有关工资调整问题的动员.

本年　体育科教师陈仁材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４年福州市体育工作积

极分子”.

１９５５年

１月３日　行政会议研究通过以下决定:１ 我校于１月７日正式

成立校长办公室,由三人组成,柯全法同志任秘书,杨以芝同志任人

事干事,陈勤乐同志任文书收发干事;２ 取消辅导组,另在教务处下

设生活指导组,由傅锦田同志任组长,组员有毛振芳、陈利盛、郭骐.

２月　陈乾秀同志到校任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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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　本学期全校有１４个班级,学生６０４人,教职工９１人.

２月２４—２８日　中共福建师范学院党委和院行政联合派访问组到

我校广泛收集意见,以加强团结,改进工作,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工

作效率的目的,当时我校师生向福建师范学院院部提出了２２条意见,

院部也作了相应的答复与处理.

３月１８日　在上午的行政会议上,严检行副校长传达全国工农速

成中学教育会议精神.

３月１８日　成立校运会筹备会组织,由林日仁、陈乾秀、顾聚仓

(学生)、吴健 (学生)、牛运海 (学生)、陈仁材、李江海、李当春、

王秉周、陈锡明、康汉民等１１人组成,由陈乾秀同志任主委,陈仁

材、康汉民任副主委.

３月２８日　经福建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批准,我校校长办公室新

刻木质圆章一枚,即日启用.

３月２５日　严检行副校长在行政会上向各处负责人重点传达全国

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中有关改进领导方法的内容.

５月１３日　行政会议通过每学期评定一次先进集体、优秀生、优

良生的奖励办法.

５月２７日　福建师范学院有关科系各指派一名教师来我校与相应

学科教研组共同审定我校毕业考试试题是否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

质量.

６月上旬　我校在大操场举行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学年度第二届体育运动

大会.全校１４个班级及教育工会都选派运动员参加比赛.

７月１日　我校自今日起启用新的木质圆形校印.文曰 “福建师

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旧校印同日送院部截角缴销.

７月９日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高教部 〔５５〕计刘字第２３３号、

速中张字第６０８号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规定,我校自今

年起停止招收工农速成干部学员,下学期开始招收第一届普通班高一

新生.

８月　本校本学期招收高一新生２０７人,分甲、乙、丙、丁四个

班.工农速成班毕业６６人,其中文科２２人、理科４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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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６日　全校教职员肃反学习今日开始.

８月　我校同福建师范学院附中联合举办托儿所,地点设在我校

办公大楼底层,入托儿童 (两校教工子女)计２０余人.宿舍及厨房设

在附中教工宿舍内,聘请具有幼教经验的青年女教师１名,并配备１
名保育员.

９月６日　根据省人委 〔５５〕省财字第４７３４号抄、转国务院１９５５
年７月１１日通知与财政部人事局函 “关于全部实行工资制若干问题的

处理意见”的通知,我校原享受包干制工资待遇的教职工自７月起改

为工资制,按规定标准补发工资.

９月　本学期初,全校学生进行了反轰炸斗争的学习、全国工农

速中会议与全省学代会传达报告的学习;期中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品

质的系统理论教育和先进集体优秀生评选活动,使得全校师生社会主

义思想觉悟提高了一步,在学生中不时涌现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新

事迹和优良风气,学习信心不断加强.９月１５日因开展肃反学习,经

省教育厅 〔５５〕厅教中字第０５５４０号文件批准,本学期上课时间延至

当日.

１２月２日　依照福州市教育局 〔５５〕教会字第１７３９号文件通知,

学校教职员工工资由工资分制改为货币工资制,本校自１２月起,教职

工工资全都改按新制标准发放.

本年　我校体育科教师陈仁材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５年福州市体育工

作积极分子”.

１９５６年

１月２０日　学校成立 “除四害”指挥所,由王昌榕任主任委员,

林峰任副主任委员 (另学生会干部一人),黄泉桂、李景衡、李联明、

谢良奇等人任委员.

２月９日　学校成立规划委员会,由严检行、陈乾秀、傅锦田、

阮秀惠、黄书、陈钦赐、陈扬诚、李联明等１６人组成.

２月１０日　接福建省教育厅 〔５６〕厅教中字第０１０８８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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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人民委员会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５５〕省教中字第６６６６号

命令及我厅同年１１月８日给福建师范学院 〔５５〕厅教中字第６６４１号

函,兹决定自本年２月１０日起将你校正式划归我厅领导,并改名为

‘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随文颁发木质圆形新校印一颗,文曰 “福建

省工农速成中学”,自即日起我校正式划归省教育厅直接领导.

２月１３日　我校组织学生１００人、教工１０人到市里参加 “庆祝社

会主义改造胜利大联欢活动”.

２月１７日　我校定本日起正式启用 “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校

印,同时将前 “福建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木质圆形校印截角

送福建省教育厅缴销.

３月１日　行政会议决定成立两个机构:一是保健委员会,由陈

乾秀副校长任主任委员,康汉民、王秉周任副主任委员,黄慧中任秘

书,王昌榕、柯全法、李景衡、谢良奇、林永煦、叶献荛等为委员;

二是防空指挥所,总指挥由陈乾秀担任,副总指挥由林日仁、傅锦田、

王秉周、胡凡 (学生)担任,纠察队队长由林永煦担任,秘书由陈勤

乐担任,其他各队正副队长照旧.

３月１５日　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新形势,贯彻中央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总方针,根据

“精简节约,发挥潜力”的精神,召开校行政会议,制订本校１９５６年

工作规划 (草案).

５月　举行本校第三届田径运动会,在开幕式上还举行广播操比

赛和体育技巧项目表演.

６月１６日　语文组主持举办纪念屈原晚会,演出多幕剧 «怀沙».

６月２７日　我校选送由本校教师杨奕初、李江海、黄泉桂、刘友

德、卢渊洵、黄吟军、李联明等７人,个人或集体制作的１６件作品参

加福州市中学教师教学成绩观摩会展览.

７月２４日　本校正式改名为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同日正式

启用新校印.

７月３０日　正式公布经民主评选的校先进工作者.

８月１５日　杨国华同志由莆田一中调入本校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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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　本校速成班文、理科二年级两个班,因人数少,经省教育

厅批准,本学期合并到厦门大学附设速中学习.

９月　为贯彻福建省教育厅 〔５６〕厅教中字第０７６２号关于１９５６
至１９５７学年度普通中学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工作的通知精神,本学期我

校在高中一年级的６个班开设机器实习课,学习钳工技术,使用的教

材由任课老师自编,每周１２课时.

９月　今年我校招收高一新生３００名,分６个班级.

１２月２８日　我校报送陈锡明、黄克伟、杨奕初三位老师为福州

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

１２月　我校体育教师陈仁材被评为 “１９５６年福州市体育工作积极

分子”.我校杨奕初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６年福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本年　我校学生参加福州市男子篮球比赛,获福州市篮球甲级队

称号.

１９５７年

１月２８日　陈乾秀副校长参加福州市中学校长会议,讨论本市

１９５６学年度第二学期中学教育工作意见.

２月１６日　下午２时举行春季开学式.

２月２０日　在本校会议室召开全体教职员会议,杨国华校长作本

学期学校工作计划报告.

４月６—７日　在福建师范学院体育场举行第四届校田径运动会.

８月１日　省教育厅来函抽调本校副校长陈乾秀同志到北京中央

教育行政学院学习.

８月７日　市体委 〔５７〕榕体竞字第０１８５号通知,我校黄金同学

选为福州市田径代表队队员,参加福建省田径运动大会.

８月　本校在教职员中开展反右派斗争.

９月１日　本学期我校招收高一新生３０１人,分６个班.

９月９—１９日　我校杨国华校长出席了省教育厅在福州召开的全

省第四次中教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学习和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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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教育方针和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等问题的重要指示.

９月９日　本学期全校有学生９９２人,其中工农速中班学生１８５
人,设４个班 (文、理科各２班);普通高中学生８０７人,设１６个班

级,全校有教职工８０人.

１１月２２日　市人委决定在福州市建立一个国营蚕桑农场,我校

组织６８５位师生,今日起到鼓岭参加为期７天的义务劳动.

本年　我校陈仁材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７年福州市体育工作积极

分子”.

本年　我校杨奕初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７年福建省先进工作者”.

１９５８年

２月　我校被评为福州市先进单位.

２月１６日　我校教职工踊跃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超额完成

２６７％ (分配数１４５０元,认购数１８３７元,超３８７元).

２月　按市教育党委通知,我校在教职工中开展了以 “反贪污浪

费、反右倾保守、比干劲、比多快好省”为内容的 “双反双比”运动,

大家苦战三昼夜畅所欲言地写出了３０００张 “大字报”,学校领导作了

１２０余条答复并及时解决了能解决的问题.

２月２４日　我校校长杨国华出席１９５８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

期十天.

３月　接福州市教育局 〔５８〕教中字第０４３０号 “关于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学年度第二学期学生参加义务劳动问题的通知”,我校高一、高二６２７
名同学于３月９日至１５日到鼓岭南洋国营林场参加造林开荒种桑等劳

动,高三年段１８０名同学到福州市郊高湖乡农业合作社参加为期４天

的农业生产劳动.

３月２８日　接福建省教育厅 〔５８〕教办字第０１７５８号通知,我校

自本学期起将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改由福州市教育局领导.

６月　按市教育党委通知精神,我校教职工开展了 “拔白旗、插

红旗”运动,许多教职工表示要把心交给党,把生命交给教育事业.

３１



７月　今年本校招收高一新生５００名,其中在福清、莆田、闽侯

各招５０名.为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能集中精力学好几门功

课,以适应高等学校招生和工农业生产需要,经上级决定,我校重点

试行文、理分科.

暑期　全校师生到福州市郊岳峰乡参加东江公路的修建工作.师

生热情高、干劲大,还开展了劳动竞赛,比预定时间提前３天完成任

务.由于福州第二化工厂的基建任务紧急,需要支援,我校立即抽调

３００多名学生前往参加劳动,该项劳动历时一周,单搬运石头就达

１０００立方米,同学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几次受到二化工厂领导

表扬.

８月　高考成绩揭晓,本校学生高考成绩名列全省第四名,本市

第一名.本校参与高考的学生有１５９人,被录取１４７人,录取率达

９２％.其中考入重点大学的有３１人,占２１％.

９月１日　陈乾秀副校长从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结业,回校

就任.

９月１日　本年我校招收高一新生４５９人,工农班学生毕业１６３
人,本学期全校学生１０２７人,设２２个班级,有教职工８１人.

９月　学校组织师生员工学习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方针.

９月　开展本校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高二年段师生分别到福州第

五机器厂和运输机械厂参加炼钢,高三、高一师生在校炼钢.全体师

生都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入炼钢运动,提出 “头可断,血可流,钢铁

分两不能少”的口号,于２３日获中共仓山区委颁发的 “炼钢成绩显

著”奖状和福州市人委、市委颁发的 “炼钢”优胜奖.８１位师生上了

英雄榜,１５０人被评为炼钢积极分子而上了光荣榜,占全校师生总数

的３０％.

□月□日　我校高一年级师生接受 “抢修五四路、福新路迎接通

车”的任务,经过１１天的艰苦劳动,连续三次完成共产主义筑路团团

部所分配的任务.在劳动结束的庆功会上,我校被评为 “卫星营”,并

在共产主义筑路团团旗下与市领导合影留念.我校三个连都得到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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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的表扬,获得奖状的有２人,受到团部表扬的有４７人,受到营部

表扬的有９１人.

９月底　针对师生们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和空前丰富的生活内容,
我校语文教研组在全国诗画化的热潮中,发出 “苦战三天,成诗万篇,
这个卫星定要上天”的号召.仅用三天,教工、同学在国庆前夕出版

大量诗刊,据统计共有１３３３０首.

１０月　我校师生到市郊湖前、岳峰、高湖、魁岐和闽侯荆溪、南

屿等２０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 “双抢”(抢收、抢种)劳动.

１１月　我校高一、高二年段学生参加修建火车站劳动,完成任务

良好,获福州火车站修建指挥部嘉奖.

□月　在大办工厂、放 “卫星”中,全校师生职工在校党支部

(１９５８年前及１９８８年后为党总支)领导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

想敢干,大搞科学试验.化学组杨振声等教师试制成功尼龙Ｇ１１、玻璃

纤维、人造丝等,语文组也响应号召试办起了铸工坊.学生也参加试

制半导体、糠醛等科学试验项目.

□月□日　由于原料、设备、资料技术等方面的贫乏,我校化学

组教师在试制人造丝和尼龙Ｇ１１的过程中,多次试制失败,这时,福州

市委宣传部部长苏里和市教育局局长鞠恒尧等领导几次来校看望师生,
给大家以鼓励和力量.

１２月６日　福建省体委发来祝贺我校实现 “四红”的贺信.

１２月２０日　我校吴亚俊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８年劳动模范及福州市

文教系统灭 ‘四害’积极分子”,郑丽华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８年福州市

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本年　在 “除害灭病”运动中,我校通过仓山区爱卫会等单位的

三次鉴定,被评为基本 “四无”单位.
本年　薛德土同志评为 “１９５８年福州市工会工作积极分子”,陈

仁材同志评为 “１９５８年福州市体育工作积极分子”.

１９５９年

１月１日　上午６时,我校师生职工代表共１５０人到火车站参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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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铁路通车典礼.下午,又一批师生职工代表共１５０人到福州西湖公

园参加全市大联欢.晚上六时半,全校教职工集中文娱室举行联欢晚

会.杨国华校长在会上作关于评选１９５８年模范单位和劳模的动员.

１月４日　下午５时全体教工共青团员及青年教工在文娱室听取

团教工支部书记吴亚俊同志传达的关于 “一化”问题的报告.

１月６日　成立 “肃反复查小组”,由陈乾秀、张经铭、董万强、

陈灵光、柯全法、黄泉桂等６人组成.

１月７日　中共仓山区委破案指挥部奖给我校 “破案和防范工作”

奖状一面.

１月１１日　我校评模小组选出傅锦田、吴亚俊、程祖壁、杨振声

等４人为 “１９５８年模范工作者”.

１月１１日　上午我校１０位师生代表到中共福州市委礼堂参加

“宣传推广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给奖大会”,我校获福州市教育党委奖状

一面.

１月１３日　下午四时半,全体教职员集中文娱室听取教导处傅锦

田副主任作有关教改鸣放问题的报告.

１月２０日　晚上六时半,全体教职员集中会议室,联组辩论中学

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学制、分科等问题.

１月２２日　下午高一全体同学由陈题同志带队前往城门乡人民公

社参观.

１月２８日　下午高二、高三全体学生及部分教职员前往城门乡人

民公社参观,理化组教师附带参观城门乡沼气发电站.

１月２８日　晚上六时半,城门乡人民公社高主任来我校向全体师

生员工作有关城门乡人民公社情况的介绍.

１月２９日　晚上六时半,全体师生员工集中大礼堂收听省委关于

争取今年夏季大丰收的广播大会.

２月１日　全体教职员到福州动力机厂参观,按上级要求结合教

改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的伟大成就.

２月４日　闭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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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３日　正式上课.

２月１５日　上午九时半,杨国华校长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作关于

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报告,会后分小组讨论.上午１１时又召开大会指

名表示态度,到会同志１００％要求参加劳动锻炼,交书面申请书３３张

(合计５３人).

２月１６日　下午四时半,由党支部、团支部、教育工会联合召开

第一批下放锻炼同志的欢送大会,这一次我校批准下放锻炼的同志只

有一名职员.

２月２７日　下午全体教职员到福州机电学校听取苏里同志作 “关
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３月５日　杨国华校长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即日起开始实

行坐班制,并要求大家订好个人跃进规划.

３月１３日　晚上六时半,全体教职员集中会议室听取杨国华校长

作有关党支部开展 “十化”运动的报告.

３月１３—１５日　杭州、南昌、福州三城市少年羽毛球比赛在福州

市举行.我校学生周茂获少年男子单打冠军.

３月２１日　下午３时,全体师生员工集中大礼堂召开 “十化”跃

进大会.

４月１日　下午,全体教职员到西湖公园听取市委张传栋书记作

关于节约粮食的报告.

４月９日　我校被评为 “福州市防火安全先进单位”.

４月２８日　下午,全体教职员前往西湖公园听取市委宣传部苏里

部长作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的报告.

４月２９日　陈乾秀副校长向全校学生作 “关于降低粮食定量问

题”的报告.

６月６日　下午,全体教职工集中会议室,听取杨国华校长传达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６月９日　下午,全体学生集中礼堂,听取杨国华校长传达全省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８月２—９日　我校师生全部参加修筑连江公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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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　今年实际入学新生３９４人 (其中女生１０５人),共划分８个

班;二年制学生９０人 (其中女生９人),分两个班.今年我校有２３９
名学生高中毕业.

８月　由于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今年我校参加高考毕业生达

２２４人,是本市参加高考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被外省大专院校录取

的学生达９３人,占录取学生数４５８１％,其中,被全国１２个重点大学

录取的有６１人,占录取学生数的３３３３％,是全市为重点大学输送新

生最多的学校之一,高考总平均分数６９４２分,列全市第５名.

９月６日　晚上七时半,全体教职员集中会议室开会,会议由杨

国华校长主持,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并提出对本学期教学工作的要求.

９月７日　下午３时,全体教职员到福州二中听取苏里部长作

“鼓干劲、反右倾”报告.

９月８日　下午３时,由工会主持召开全体教职员会议,讨论我

校 “跃进”计划.晚上,校工会主席向市文教系统誓师大会献了决

心书.

９月９日　市文教系统誓师大会之后,今天我校举行贯彻八届八

中全会精神的跃进誓师大会.会后各教研组各班级以至每个人,层层

订立行动计划,在誓师大会上大家比决心、比干劲,互相教育、互相

鼓舞、互相挑战.

９月□日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公布之后,市委提出在学生中进行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党支部指定政

治教研组、团委会、班主任、年级小组长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学生进

行学习.全校涌现出２０名 “五好”积极分子,各班都成立了团章学习

小组,有８０％以上的学生要求入团.

９月１３日　高一、高二学生参加修建市体育场劳动.

９月１５日　上午８时,在本校会议室召开全市中等学校财务工作

人员会议,由我校介绍收缴学杂费工作情况.

９月１６日　本学期全校有学生１０６４人设２４个班级,一年级十个

班中有两个班是二年制的.全校教职工８２人.

９月２２日　福州市教育局鞠恒尧局长一行人来校检查工作,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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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长、傅锦田副主任汇报了学校工作情况.各教研组组长也同时汇

报了本组工作情况与规划.

１０月１日　为交流教学经验,学校举行 “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

日活动.

１０月１２日　校党支部书记杨国华在全体团员大会上作 “关于党

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动员”报告.

１０月１５日　副校长陈乾秀在全体学生大会上作 “关于党的八届

八中全会精神的动员”报告.

１０月□日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学校召开全校师生

“反右倾鼓干劲,为迅速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育质量誓师大

会”,并作出十项决议.

１０月２６日　下午召开了政治教员、辅导员、班主任联席会议,

研究有关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和刘少奇主席的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

胜利»、周恩来总理的 «伟大的十年»两篇文章.

１２月８日　根据市委的部署和市教育局的安排,我校师生在党支

部领导下参加开挖晋安河劳动,成绩显著,共挖河泥３１００多立方米,

提前两天半超额完成６００多立方米,工程质量符合标准,受到市挖河

指挥部贺信表扬.

□月□日　我校足球代表队获福州市少年足球比赛冠军.

１２月中旬　我校选出炊事员李忠泉同志参加全市各系统炊事员代

表会议.

１２月　在市教育党委领导下的教育系统检查组的五次评比中,我

校 “除害灭病讲卫生”工作成绩均列优等.

１２月　我校陈子乐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９年福州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及 “１９５９年鼓岭国营农场一等先进生产积极分子”.

□月　教工团支部配合校工会组织教工团员到白沙铁厂、城门公

社及福州火柴厂参观.

□月□日　我校被福州爱国卫生委员评为 “除害灭病讲卫生”工

作先进单位.

本年　国家体委授予我校体育教师陈仁材同志 “羽毛球国家级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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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称号,同年他被评为福建省体育工作积极分子.

本年　我校宋福杰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９年福州市青年社会主义积极

分子”.

本年　我校薛德土同志被评为 “工会工作及卫生工作积极分子”.

本年　我校参加福州市文教系统群英会代表有:侯恩赐、魏长庚、

陈仁材、曾国英、程祖壁、吴亚俊、佘智椿等７人.

本年　我校程祖壁同志被评为 “福州市工农教育积极分子”及

“福建省教育、卫生体系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我校吴

亚捷同志被评为 “１９５９年福州市模范工作者”.

１９６０年

１月２０日　学校党支部向全体教职工作 “关于评定跃进奖金问题

的动员”报告.

１月２３日　红榜公布获得本校跃进奖金名单,获特等奖者７人,

一等奖４人,二等奖３７人,三等奖６人.

２月１４日　福州市教育局举行 “１９５９年度福州市学校系统除害灭

病给奖大会”,我校获 “卫生先进单位”称号.高一学生许木被评为

“卫生标兵”,吴亚俊等２７名师生被评为 “卫生积极分子”.

２月２２—２３日　我校师生６２０人上红庙岭参加造林劳动.

２月２７日　我校支部委员会召集党支部及工厂、农场等有关同志

传达上级指示,并讨论了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 “关于技术革新及技

术革命”的报告.

４月８日　上午全体师生员工集中大操场听取福州火柴厂工人郭

可银同志的报告.

４月　福州市委为表扬我校党报发行工作的成绩,给我校颁发了

奖状一张.

５月４日　学校张红榜公布本校评比表扬名单.１ 红旗团支部为

高二 (６)班、高一 (１)班、高一 (８)班;２ 六好团干８人;３ 优

秀团员２７人;４ 三好学生８人;５ 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１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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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宣传积极分子３人;７ 文娱积极分子６人;８ 黑板报出版积极分

子３人;９卫生积极分子２人.

５月７日　晚上在召开欢送参加市群英会代表会上,杨国华书记

向全体师生员工作关于在本市开展五大技术革新运动的动员报告,为

第二天市群英会献礼.会后５０多位师生通宵苦战,制造涡旋警笛２件

及簧片式汽笛２件.教师完成了活动课程表１件,小球藻试制成功.

５月８日　福州市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方面的

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我校吴亚俊、傅锦田、

侯恩赐、魏长庚、佘智椿、程祖壁、陈仁材等７人出席了会议.

６月　根据市教育局 〔６０〕教会字第０９３９号 “关于本市教育系统

组织力量生产砖瓦问题的联合通知”精神,我校于６月１日至６月１０
日连续十天组织高中一、二年级师生２１１人到盖山第三砖瓦厂劳动,

每天１００人生产砖坯２８０００多块.

６月１６日　在１９６０年６月抗洪战斗中获市表彰和奖励者有我校佘

智椿、陈仁材、黄泉桂等３位同志,获市表扬名单中有我校陈德康、

蔡尔鸿、林穗铨等３位老师和冯孝椿等６２位同学.

７月２８日　福州市五一路修建委员会发来我校师生参加 “修建五

一路”的贺信３张.

８月２４日　本日至正式开学前我校与团市委联合举办团干训练

班,组织学生干部学习 “三十八条”.

９月１日　本学期招收新生５００人,设１０个班,全校共有２６班学

生１１９４人.全校有教职工８８人.已毕业８个班３４４人.

９月　对全校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和建立正常秩序的教育

内容有:１民兵训练三天,学习学生守则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２ 工农

速中同学进行尊师爱校、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教育;３ 表扬好人好

事,树立榜样;４结合社会上的风气进行教育;５交通安全教育.

９月末　傅锦田书记对高二年级学生及班主任作 “尊师勤学的动

员”报告.

１０月１７日　行政例会决定医务室划归政治处领导.

１０月１０—２３日　陈题校长出席省重点中学校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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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日　校党支部书记傅锦田下午向全体师生作 “关于大办农

业,大办粮食的动员”报告,会后全校掀起积肥热潮.

１２月１２日　校党支部傅锦田书记给全校团支委以上干部上题为

«战斗起来、克服困难、奋勇前进»的党课.

本年　我校学生林良韬参加福州、南昌、杭州三城市少年乒乓球

比赛获第一名.

１２月　为贯彻省教育厅 〔６０〕厅教育字第０１７７５号 «关于坚决贯

彻中央指示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我校于

本月８日组织全校师生上山采集橡子.

本年　我校陈仁材同志被评为 “１９６０年福州市体育工作积极分

子”.

本年　我校吴亚俊同志被推选出席１９６０年福州市、福建省、全国

文教群英会.

本年　我校薛德土同志评为 “学校开荒造林红旗突击手”.

１９６１年

２月　在福州市委开展的办好食堂的检查评比中,我校黄荣春、

郑长增同志被选为 “优秀炊事员”,出席 “福州市公共食堂评比表扬

大会”.

３月　成立本校毕业班工作领导小组.

３月　在党支部和毕业班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教学领导

小组,成员有侯恩赐、杨奕初、杨振声、郑飞龙、林珍恒等.

４月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好地安排毕业班学生生活,学校动

员毕业班同学搬进学校住宿.４月初,全校２００多名毕业班同学都搬

进了学校住宿.

４月　我校食堂工作出色,被评为 “１９６１年文教系统先进食堂”.

４月１５日　为加强以毕业班为重点的防保治疗措施,本着 “健康

第一,教学为主”的精神,我校以党支部委员佘智椿同志挂帅,生产

处、政治处、总务处三处主任以及卫生室人员、膳管人员、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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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指组等成立 “学校生活保健办公室”,其下设生活巡查指导组.各班

级以班主任、团委会、生活委员、卫生员 (女)为主成立了 “班级生

活健康组”.

５月１５日　晚７时半,召开毕业班班主任会议,汇报前一阶段工

作.根据省教育厅王于畊厅长的报告,布置下阶段工作安排并建立各

种制度.会议决定成立 “毕业班办公室”,成员有柯全法、曾光华、陈

勤乐、刘丽华、郑丽华、陈仁材等.

５月２０日　傅锦田书记向全体教职员及高三学生作 “关于增产节

约的动员报告”.

５月２６日　下午分班讨论 “开学与劳动、工作问题”.

６月２日　我校接到市教育党委抗洪指示立即成立抗洪指挥部,

由傅锦田书记任总指挥,陈题校长为副总指挥,指挥都由各处主任干

部分任,设有救护、抢救、纠察、保卫、后勤等分部.下午４时分别

向全体师生职工作动员,并组织高一学生 (大部分)参加保卫大桥的

纠察工作.

６月５日　上午课后 (１１时２０分)傅锦田书记向全校师生员工作

“抗洪救灾”报告.

６月２６日　我校召开高一、高二年级半期考教学质量分析情况汇

报大会.

７月１６—１７日　高考,在本校设立考场,由傅锦田书记任主考.

７月１７日　市教育局 〔６１〕教会字第０４４９号文件同意先行拨款

１３００元修建我校周围围墙和厨房炉灶.

８月１４日　上午８时召开数、理、化教师座谈会,由吴亚俊同志

主持,邀请侯恩赐、魏长庚、杨美媛、杨奕初、李江海、杨真才、龚

美珠、杨振声、郑回等人参加,同日由程祖壁同志主持召开语文组教

师座谈会,邀请刘友德、韩珍重、郑飞龙、阮秀惠、吴端升等人参加.

８月１５、１６、１８日　成立生管办公室,由陈仁材、许白英、徐玉

瑞、蔡尔鸿以及体育组教师组成,研究管理学生的纪律制度.

８月１８日　自今日起学校举办暑期教工短期休养所,以高三教师

为主,吸收高一、高二年级教师参加.回顾检查几年来教学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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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特别是毕业班工作经验教训,主要总结:１ 如何全面提高教学

质量;２如何培养和提高师资水平;３如何贯彻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

和基础技能的训练;４如何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８月２０日　今年招收高一新生２９３人,分６个班,今年毕业学生

有２４８人.

８月２４日　高一全体新生集中训练３天.

９月２日　向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作关于征兵工作的补充动员.

９月３日　上午向全体学生作关于征兵工作的动员并组织学习.

９月４日　举行开学式 (全校计有学生１０２５人,设２４个班级,有

教职工１００人).

９月６日　正式上课.

９月１２日　市教育局 〔６１〕教会字第０６６５号文件同意拨给我校

厨房修建经费２４００元,并动用寄存我校的木材２立方米.

９月初　开学初校领导向全体教职员工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和

陈毅副总理作关于 “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意义的报

告精神.进一步解决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９月２２日　上午行政例会由陈题校长主持,主要研究国庆节的安

排,组织庆国庆领导小组 (由各处主任以上干部及工会、学生会、团

委会各工人参加)及宣布上级通知:张经铭与董万强两位同志提为人

事秘书.

１０月２２日　行政例会研究校庆活动问题并成立庆祝校庆十周年

筹备会,由吴亚俊、程祖壁、佘智椿、李天松、王昌榕、李碧萍、郑

飞龙等人任校庆筹备会委员.

１０月２４日　市教育局拨给本校风灾修缮费４０００元.

１０月２７日　下午召开第二次全体教师教学经验交流座谈会.

１０月２９日　举行庆祝校庆十周年活动,开展校庆展览会.上午８
时开庆祝会,会后举行体育表演和民兵操练;中午全校学生会餐;下

午全校师生听报告,并召开校友座谈会;晚６时全校教工及校友会餐;

６时半举行文娱晚会.

１１月　开展期中考试与期中工作检查,总结有关学科的教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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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并进行中期以来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的检查和分析.成立教学

工作检查组,由吴亚俊任正组长,程祖壁任副组长,成员有教师郑飞

龙、陈宇、侯恩赐、杨奕初、杨振声等７人.对教学工作和数学质量

进行检查.教学工作检查组下设:文科组 (政治、语文、外语、历

史),由郑飞龙 (正组长)、陈宇 (副组长)、李蔚、林德铨、吴端升、

周雅丽、林珍恒、潘特立、丘晋芳等９人组成;理科组 (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体育),由杨奕初 (正组长)、侯恩赐、杨振声 (副组

长)、陈扬诚、李宝玉、邓诗枫、杨真才、王弑刚、陈仁欣、林慎言、

龚美珠、陈仁材、许萍心等１３人组成.

１１月　期中考试期间,组织教师到本市一中、三中等学校听课、

参观,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

１１月２３日　市教育局同意增拨风灾修缮费２４００元.

１１月２４日　上午９时召开主任以上干部会议,研究１２月的工作,

议定１２月工作中心:以学习讨论５０条为主,继续贯彻重点中学校长

会议精神.此外,还要抓生活,在困难情况下,注意师生的生活与

健康.

１２月９日　市教育局 〔６１〕教会字第１０３４号通知,同意拨给我

校设备费１９６３４２元,作为归还仪器欠款之用.

１２月２２日　市教育局 〔６１〕教人字第１０６９号 “关于同意郑依泉

(工友)同志自愿退职的批复”,按国务院规定一次性发给本人１０个月

工资 (月资３３元)为退职补助费,计３３０元.

本年　今年我校卫生工作出色,获仓山区爱卫会及红十字会授予

的区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本年　郑飞龙同志被评为 “市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

１２月３１日　我校评选１９６１年表扬单位和教育工作积极分子,评

选结果如下:化学教研组、物理教研组、语文教研组、仪器室、高二

年段语文备课组、高三年段化学备课组为表扬单位,评出校教育工作

积极分子２９人,其中吴亚俊、程祖壁、佘智椿、林德铨、郑飞龙、侯

恩赐、魏长庚、杨奕初、曾国英、陈仁材、薛德土等１１名同志出席福

州市１９６１年文教系统积极分子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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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

１月２４日　行政会议研究决定:１高二年段１０个班编成８个班,

把１班和１０班学生分散补充到其他班去;２ 缓交学杂费须经总务处

主任批准,注册手续集体办理.

１月３０日　行政例会成立寒假工作委员会,由陈题任主任委员,

柯全法任副主任委员,吴亚俊任秘书,委员由佘智椿、李天松、王昌

榕、董万强等人担任,下设生活、文娱、保卫三组.安排寒假期间留

校师生生活.

１月　我校获福州市爱卫会、市红十字会联合授予 “１９６１年度卫

生先进单位”.

１月３１日　举行闭学式.

２月１３日　举行开学典礼.对师生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会后各

班举行 “如何迎接新学期的新任务”主题班会.

２月１４日　正式上课.

２月下旬　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学校部署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学年度第

二学期教学工作计划,同时向全体教职工传达福建省教育参观团和福

州市中学校长会议的精神.

３月１日　晚上,傅锦田书记向全体教职工传达省侨务会议精神.

３月１—３日　组织学生上山种植马尾松１６万株.

３月　为开展以 “阶级教育为纲”的革命化教育,把阶级教育、

劳动教育和学习解放军大兴革命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我校分批组织

高一年段全体师生于３月３日到盘屿人民公社,高二年段全体师生于３
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到新店 “八一”苗圃参加开荒造林劳动.

３月１２日　福州市中学美术比赛中,我校学生黄培斌获高中组二

等奖.

４月３日　陈题校长主持召开主任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迎接福州

市人代会代表来校视察的有关问题.

４月　为加强毕业班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改进领导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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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立了毕业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柯全法,副组长吴亚俊,组员

曾光华、佘智椿、王昌榕、杨奕初、刘友穗.办公室主任由吴正俊兼

任,工作人员有黄泉桂、陈勤乐.为进一步在师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２１日晚上,全体师生员工集中礼堂听柯全法副校长作动员报

告.会后,学校组织高一、高二年段师生到闽侯青圃和付筑两个公社

参加支援春收春种生产劳动.劳动期间组织全体教职员学习十中全会

公报和毛主席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两

篇文章,成立了 “福高民兵团前线指挥部”.傅锦田书记任正指挥,程

祖壁、佘智椿任副指挥,下设政工组 (程祖壁、刘广德、林荫祖、陈

勤乐)、后勤组 (陈仁材、薛德土、苏家贞、李景衡)、第二营 (刘梅

金、程祖壁)、第三营 (陈德康、高淑贞)和共青团临时总支部 (书记

高淑贞).

５月１日　举行本校民兵大检阅活动.

５月６日　晚７时举行第五届高中毕业典礼,会上陈题校长作形

势报告,高一、高二年级学生代表及教师代表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由

傅锦田书记作总结讲话.

５月２６—２７日　福州市学校系统举行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２０周年来的优秀音乐、舞蹈大赛并进行选拔.我校的

“快板”“国乐”两个节目获奖.

６月　学校举行全校性歌咏文娱比赛,评出一等奖４名、二等奖９
名、三等奖１２名.

８月　按省教育厅、市教育局的指示,我校今年秋季增设４个初

中班级,招收初中学生１９１人;高中部招收６个班的新生,计３２０人.

８月　我校被评为 “市民兵先进单位”.

８月２５日　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陈题校长传达市中教会议

精神,并提出本学期工作意见草案,决定于本学期将生产处并入总

务处.

８月２９—３１日　组织新学年入学训练,并进行中学生守则教育、

学习目的性教育.

９月１日　举行开学式.学校领导在会上针对学生思想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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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教育和方针教育,要求学生树立阶级斗争观点和常备不懈思想,

并以此作为迎接新学年新任务,力争三丰收的精神动力.

９月５日　正式上课.本学期全校学生１１３３人,高中部２２个班、

初中部４个班,有教职工１３１人.

９月８日　学校召开新教师座谈会,邀请部分老教师参加.会上

陈题校长介绍了学校情况,傅锦田书记也讲了话.

１０月５日　下午２时,由陈题校长主持召开主任以上干部会议,

研究庆祝校庆问题.要求通过校庆活动对学生进行一次工农班革命传

统教育,以树立 “认真读书勤奋学习”的良好学风.

１１月１日　在庆祝我校成立十一周年的大会上,学校领导以我校

前身福建省福州工农速成中学的优良校风、学风和学员优秀的革命品

质模范事迹为主要教育内容,向全体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同日举

办校史展览会,举行作文、朗诵、外语词汇、数学竞赛和物理化学实

验操作比赛,有９６名学生获奖.

１１月３—４日　举行庆祝校庆文娱会演,后又举行各种体育活动.

１１月１６日　董万强同志被评为我校 “复退军人积极分子”代表.

１１月　今年我校教职员中响应政府精兵简政号召,自愿离职者有

５人.

本年　今年我校学生参加１９６２年福州市篮球等级比赛,男子篮球

队名列甲级八队之一,女子篮球队在第一阶段比赛中获第四组第六名.

１２月２８日　学校在会议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年终教学经验交流大

会,会上有４位老师作了交流:陈扬诚谈 “关于如何注意钻研课本以

改进课堂教学问题”,刘梅金谈 “关于班主任工作问题”,陈锡明谈

“从生物组转到外语组后在业务上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一致的体

会”,王弑刚谈 “堂上的直观教学问题”.最后由傅锦田书记作小结.

１２月２９日　我校获福州市教育局、市卫生局联合授予 “１９６２年

卫生防疫先进单位”.

１２月３０日　下午在会议室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由傅锦田书

记作 “１９６２年本校教学工作总结”报告.

１２月３０日　校党支部与校部联合颁布１９６２年年终经校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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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决定通过的表扬单位和个人名单,计有受表扬单位１１个,受表扬

的教职工３６人.

本年　我校学生蔡其昌参加省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获少年乙组第

一名.

本年　我校教师刘梅金出席福州市班主任代表会议;杨奕初被评

为 “福州市科学技术积极分子”;校医李景衡被评为 “市爱国卫生防疫

积极分子”“市卫生宣教积极分子”“市卫生系统积极分子”“市业余学

习积极分子”.

１９６３年

１月１５—１６日　召开行政例会研究期末与寒假期间工作安排,会

议由陈题校长主持.

１月　寒假期间,学校组织一批团分支书记以上的学生干部参加

市团委组织的团训班学习,同时在校内组织高三年段全体团员和积极

分子学习团中央会议关于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报告,还邀请北京

大学校友陈贞汉同学到校介绍 “如何提高学习质量”.

１月３１至２月２日　学校组织教师集中学习 “反修”,为期三天,

３１日上午由傅锦田书记作动员报告,接着以阅读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

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

同敌人»«列宁和现代修正主义»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四

篇文件为主开展讨论.

２月４日　在开学式上,柯全法副校长总结了上学期我校教育工

作,并向全体师生指出本学期努力方向.

２月７日　今天是 “二七”惨案４０周年纪念日,全校民兵举行纪

念会和民兵工作总结大会,会上本校民兵团副政委柯全法同志作 “二
七”运动史的报告,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由副团长党总支武

装委员作１９６２年度民兵工作总结,表扬了２２名好民兵.

２月９日　傅锦田书记向全体教职员传达本省中学校长会议精神.

２月　我校组织高一年段四个班学生参加扩建防洪堤劳动,由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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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校长任总指挥,下设政工组与技术指导组.每班编成一个民兵排,

各排都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利于工程的开展.

３月１２日　仓山区委给本校颁发 “１９６３年开展民兵工作成绩显

著奖”.

３月１６日　我校被市教育党委、市教育局联合评为 “扩建防洪堤

劳动一等先进单位”.

３月２０日　福州市生产安全检查委员会授予我校 “福州市１９６２
年度市防火安全先进单位”.王昌榕、董万强被评为 “１９６２年度市防

火安全积极分子”.

３月２１日　薛德土、薛甦予、苏秀莲被评为 “福州市１９６２年度

行政事业财务积极分子”.

３月２２日　我校被仓山区公安分局、仓山区生产安全分会联合评

为 “１９６２年冬防安全先进单位”.

３月 (第三至第五周)　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 «全日制中学暂

行工作条例 (草案)»和省召开的五个学科 (语文、数学、物理、化

学、外语)座谈会纪要及人民教育有关文章,要求教师认真总结经验,

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好 “三分析”(三年总复习要求、学生知识

现状、教学经验)、 “五抓” (抓 “双基”,抓总复习计划和教学安排,

抓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工作,抓补缺补漏工作,抓贯彻因材施教的原

则)、“三建立”(建立学生知识档案,建立对学生的统一要求,建立教

学有关的制度).

４月６日　上午行政例会由柯全法副校长主持.参加者有曾光华、

佘智椿、吴亚俊、程祖壁、董万强等人,会议研究半期考试问题,决

定按照奖惩制度规定,凡工具科优异且其他学科成绩优良者,半期考

给予免考.

４月２２—２７日　我校组织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共５９３人到鼓山人

民公社远西、远中、远东、上洋等四个生产队参加春耕生产义务劳动,

同时进行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４月　我校被市爱卫会评为 “１９６２年卫生先进单位”.

５月９日　上午各处主任以上干部参加行政例会,会议由柯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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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主持,研究劳动工作总结与高三学生下乡劳动计划,并决定成

立 “福高民兵团前线指挥部”,由柯全法副校长任指挥,佘智椿、曾光

华任副指挥,下设政工组、后勤组,魏长庚任营长,郑飞龙任教导员.

５月１６日　组织高三全体师生到鼓山远洋参加生产劳动,进行以

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求学生树立 “劳动光荣,下

乡为贵”思想.

６月１１日　上午,福州市中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分子代表

会召开.我校毕业生林天应、宁亨钗两人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题为 «扎
根后进生产队和社员一道改变生产»的发言,还被评为 “１９６２年闽侯

县荆溪区永丰公社文山大队五好社员”“一等劳动模范”.

６月１９日　上午,在全校教职工与高三毕业班学生的欢迎会上,

校友林天应介绍他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事迹.

９月１日　开学式.本学期招收高一新生３１７人.全校学生共

１１０３人 (其中高中 ２０ 个班 ９１９ 人,初中 ４ 个班 １８４ 人),教职工

１１０人.

９月３日　正式上课.

１０月２４日　下午在本校会议室召开校务扩大会议,研究调整工

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各处主任以上干部、团与工会负责人以及各科

教研组组长,加上各年段班主任组长计２６人.会议由陈题校长主持,

一致通过党支部提出的调整名单.

１０月　我校学生在篮球比赛中男、女两队双获冠军,由仓山区人

武部、区人委授奖.

１０月　我校学生参加国庆十四周年仓山区民兵文艺会演,所表演

的节目获一等奖１个,二等奖２个,由仓山区武装部、团区委、区文

化馆授奖.

１１月２—３日　在福建师范学院田径场举行我校第五届田径运动

大会,全校２４个班级５９８名男女运动员参加,分６个组 (高中部男

青、女青、男少、女少及初中部的男少、女少)和３个竞赛项目.

１１月１９—３０日　全校师生员工共１２００人到闽侯县付筑、青圃参

加秋收冬种生产劳动,为期两周,劳动期间还开展访贫问苦活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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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阶级斗争展览会,培养学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的思

想感情.

１１月２３日　我校学生参加仓山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成绩优良,

获男子青年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女子青年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少

年组团体总分第二名、女子少年组团体总分第二名.

１２月４日　召开校务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各处主任以上干部、团

工会负责人,还有各教研组组长、各年段班主任组长等２４人.会议宣

布了经市教育局１１月２８日 〔６３〕教人字第１２０６号批准的调整工资名

单,有４９名教职工提高工资１级,２名教师定级,１名教师保留工资.

本年　我校学生林良韬参加福州、南昌、杭州三城市少年 (丙组)

乒乓球比赛获第一名;我校学生张和光、王连生参加市中学生自行车

比赛,分获男子第二、第三名;程琼娟获女子组５０００米第一名;俞兆

策获举重次轻量级第三名;足球获市少年组第二名.

本年　在民兵手榴弹比赛中,我校连续三次获仓山区总分第一名.

本年　曾国英、刘梅金老师被评为 “１９６３年福州市青年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

本年　福州市中学生少年体操锦标赛上,我校获团体总分９９１分

和男子乙组第六名.

本年　我校获市教育局举办的１９６３年福州市中学生革命歌曲分区

比赛二等奖.

本年　我校获福州市教育局、市卫生局授予的 “１９６３年学校系统

卫生保健工作先进单位奖”.被评为 “１９６３年福州市学校系统个人卫

生积极分子”的有赵文龙、林宗明、刘泉国、张丽芳、蔡石宇、李忠

泉、李景衡等７人.

１９６４年

１月１日　上午７时半全校师生集中大礼堂,听取傅锦田书记作

形势报告.会上宣布了１９６３年８３名五好民兵及红旗宿舍名单以及市

四好团支部———高三 (２)班支部,并对以上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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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６日　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召开 “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

争”大会.次日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游行.

１月２１日　上午,陈题校长向各处主任及部分教师代表传达１９６３
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省第十次中教会议精神.

１月２２日　陈题校长向各处主任以上干部及各教研组组长、高三

班主任等传达省第十次中教会议中许彧青部长的报告.

１月２８日　今晚６时半陈题校长向全体教职员传达省第十次中教

会议精神,陈题校长又向全体教职员传达省第十次中教会议中王于畊

厅长的讲话.

２月６日　接市教育局 〔６４〕教人字第００９５号 “关于 ‘拔尖’升

级名单的通知”,我校吴亚俊同志提升为中教６级.

２月１６日　柯全法副校长向我校及福州十六中学全体教职员传达

省第十次中教会议中王于畊厅长的报告.

２月２１日　福州市教育局召开了全市中学语文、数学、外语、政

治、物理、化学等六学科教研组组长会议,对如何用革命的精神搞好

教学工作问题进行了讨论.我校有关学科的教研组组长出席了会议,

并在会上交流了我校对革命化问题的研究讨论情况和意见.

２月　我校教职工学习 «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及大庆油田

的先进经验后,各教研组纷纷订立革命化具体方案,一致表示要学习

大庆,发扬革命精神,把教学工作搞好,提高教育质量.

３月３—７日　我校组织高一年段全体师生到福州市郊盘屿人民公

社参加开荒造林劳动,开展以阶级教育为纲的革命化教育,同时成立

“福高民兵团第三营造林指挥部”,由政治处副主任李天松任驻营副团

长,刘梅金任营长,曾文攀任教导员,下设政工组、生产技术指导组、

生活组、保卫组等.

３月２２日　薛德土同志被评为 “１９６３年度财务先进工作者”.

３月１６—２８日　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我校组织高二年段全

体师生到新店 “八一”苗圃参加开荒造林劳动,历时两周.同时,成

立了 “福高民兵团第二营指挥部”,由李天松任驻营副团长,陈德康任

营长,曾文攀任代教导员,下设政工组、生产技术指导组、生活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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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保卫组等机构.

３月２７日　我校获福州市财政局授予的 “１９６３年财务工作单项优

胜奖”.

３月２７日　我校被评为 “１９６３年冬防安全先进单位”.

３月２８日　董万强、王昌榕二人被评为 “１９６３年度冬防安全积极

分子”.

４月１—２日　福州市教育局召开部分中学教师座谈会.会议中心

议题是:在学校教学中怎样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减轻学生负担,提高

教学质量,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

到发展.我校教师郑飞龙、杨奕初在会上发了言.

４月２日　我校学生今日起使用铁质白底红字校徽.

４月３日　晚上六时半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由陈题校长作减轻

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

４月　我校被评为 “市防火安全先进单位”.

４月２６日　福州市举行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我校学生陈则杰获

男子甲组第一名,蔡其昌获男子乙组第一名.

４月２６日　下午３时在大礼堂召开高一、高二年段全体师生及教

职员大会,由柯全法副校长作关于到万里大队参加春收劳动的动员

报告.

４月３０日　晚７时由傅锦田同志向全体教职员传达张继中市长在

市工交系统群英会上的讲话精神,并宣读了五位代表 (洪乐、王水强、

林桂官、袁福顺、张林)的发言材料.

５月１日　上午７时半,在大礼堂由傅锦田书记向全体师生员工

作劳动人民当前求解放的斗争形式、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搞建设的形势

报告.我校获仓山区人武部颁发的 “五一节民兵手榴弹投掷第一

名”奖.

５月１５日　我校获仓山区武装部、团仓山区委联合授予的 “１９６４
年红五月民兵文艺会演”一等奖及二等奖.

５月２０日　政治处、体音教研组、数学教研组被评为今年本校先

进单位.吴亚俊、杨奕初等２２名教职工被评为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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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　我校吴亚俊、杨奕初、郑飞龙、刘梅金四人被评选为今年

市积极分子代表.

６月３日　下午４时市委宣传部鞠恒尧部长来校向全体师生员工

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教育的报告.

６月６日　下午４时傅锦田书记向全体教职员作夏季卫生运动的

动员报告.

６月９日　本校成立爱国卫生领导小组,组长傅锦田,副组长柯

全法,组员李天松、吴亚俊、王昌榕、刘友德、李景衡、黄泉桂、曾

文攀等.

６月１２日　下午４时在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之际,我校组织一

次诉苦大会.会上请本校四位教工 (李行健、陈石山、刘友德、杨金

俤)及校外一位干部 (台江区陈成忠)在会上控诉旧社会不讲卫生的

惨痛家史,控诉旧社会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各阶层人民均处在水深

火热之中,并号召大家要立即行动起来把爱国卫生运动搞好.

６月１３日　省教育厅中教处召集本校和福州二中、四中、五中、

八中等校党员校长汇报座谈高三总复习工作.我校陈题校长参加了

会议.

７月１日　晚７时半本校召开全体教工团员及全体工会会员座谈

会,会上傅锦田书记作了党史报告.

７月３日　晚７时由傅锦田书记向全体教职员宣读中共中央批转

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

的报告.

７月１８日　郑飞龙、吴亚俊、刘梅金三人被评为本校学习毛主席

著作积极分子.

８月１日　我校获仓山区民兵 “八一”检阅第一名.

８月１９日　我校学生陈则杰参加省六单位少年羽毛球比赛获男子

甲组单打第四名,蔡其昌获男子乙组单打第一名、双打第一名,戴永

忠获男子乙组单打第四名、双打第二名,吴玉璋获男子乙组双打第

二名.

８月２４日　我校学生陈于雨参加１９６４年福州、南昌、杭州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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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少年田径对抗赛,获６０米第二名、２００米第二名、１００米第一名、

接力第二名.

８月２３—２７日　高一新生入学训练.

８月２６日　为加盖学生毕业证书等,我校今起启用新制圆形铁模

校章,文曰 “福州高级中学”.

９月１日　本学期招收高中新生３１８人,全校学生１１２９人 (其中

高中部２２班９４９人,初中部４班１８０人),教职工１１０人.

９月　本校黄世连、张月珍、林章萱、张经铭、薛德土、高淑贞

等６人本学期参加福州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

９月　柯全法副校长到崇安担任 “福州知识青年建设老区志愿队”

指导员工作.

１０月１６日　晚７时吴亚俊主任向全体教职员作当前大讨论的几

个问题的报告 (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１０月２１日　按市教育局 〔６４〕教中学第０９８０号通知,我校学生

李志刚、陈新兴当选为福州市中学体育代表队队员,参加本月２４日至

２６日在福州市举行的福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比赛.

１１月１日　举行本校校庆十三周年纪念,校庆的活动有:校史展

览、运动会、文娱晚会、语文征文比赛、数学竞赛、五好民兵活动.

１１月１６日　上午８时在本校大礼堂由傅锦田书记向全体师生作

下乡劳动的动员报告,决定即日起至１１月２８日,组织全校师生到新

店区赤大队和宦溪林场参加绿化改造劳动,为期两周,作为一次进行

的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并按原有民兵组织设立指挥部,

指挥傅锦田,副指挥吴亚俊、佘智椿、程祖壁,下设指挥部办公室、

政工组、劳动组、后勤组等机构.

１２月２０日　我校民兵在人民公园内举行比武活动,项目有:两

个教工射击班表演,学生旗语表演,手榴弹投掷,有线、无线通信表

演,射击,刺杀等.

本年　我校获市教育局、市体委联合组织的１９６４年福州市中学生

游泳比赛青年组总分第五名.

本年　我校教职员的政治学习内容是批判 «早春二月»,反对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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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把等.

本年　我校教师谢聪敏被评为 “１９６４年福州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

极分子”.

１９６５年

１月１１—１３日　我校校长陈题参加省教育厅召开的全省重点中学

校长会议,学习中央 “二十三条”.

４月７日　我校被评为 “福州市１９６４年度冬防防火安全先进单

位”,王昌榕同志被评为 “福州市１９６４年度冬防防火安全积极分子”.

暑期　在毛主席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在市区

防空办和人武部的支持下,党支部把该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利用暑

期安排师生分批参加挖洞劳动,共挖进７１１米.

７月　本校首届初中毕业班学生参加福州市中招考试,中考总平

均成绩列全市第一名.学生□□获全市中考个人成绩第一名.

１９６９年

１月２７日　福州市革委会批准成立 “福州高级中学革命委员会”,

同意福州高级中学革命委员会由成立政、陈瑞恒、曾文攀、郭廷河、

陈扬渠、林开栋、陈依美、李幼俤等１３名委员组成 (暂缺工宣队２
名,工友１名、机动２名).军宣队队长成立政任主任,工宣队、学校

各设１名副主任.

１月２９日　学校正式成立了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按时开展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３月　根据上级指示,福州贮木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

３月８日　根据市革委会的指示:今年春季招生工作按照市革委

会的统一安排,贯彻就地入学的原则,于今年４月开始招收政治表现

好的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小学毕业生.本校共招收初中新生１９００名,按连、

排编制,编成９个连、３０个民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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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　原福州高级中学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三届高中毕业生分配结束.

４月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等,分三个

阶级进行军政训练.

５月１日　正式上课.

５月２８日　市革委会榕革字 〔６９〕第９１号文件同意工宣队林涛

同志和本校团委书记曾文攀为我校革委会副主任,工宣队江河清同志

为革委会委员.

６月１４日　根据毛主席 “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我校被指定为工

厂办学的试点学校.学校划归福州贮木场管理,即日起校名改为 “福
州贮木场工农中学”.

６月　本学期全校共设３６个教学班,其中高中２０个班,初中１６
个班,全校学生２２００名.学制试行四年制,即高、初中各两年.

９月　经上级批准我校于国庆节前转入整党.

１１月　经过整党我校建立新的党支部.军宣队队长成立政任党支

部书记.

１２月２７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批复:同意梁金林、林良钦、薛谋

详、魏犹春补选为我校革委会委员.

１９７０年

４月２２日　根据毛主席的 “五七指示”,我校第一批师生２００多

人,到北峰红寮公社大坂大队开始分校创建劳动.

５月２４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批准郭廷河任我校革委会第一副

主任.

６月９日　曾文攀调任福州二十三中学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免去

本校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１９７１年

２月　我校增设了二年制高中班□个,现有全校学生总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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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初中部学生□人),学制为二二制 (初、高中各两年).

３月３０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宣教组任命郭廷河、林涛、陈一超为

我校革委会常委.

３月３０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宣教组任命宋福杰、王任兵同志为我

校革委会委员.

４月１０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批示,同意郭廷河同志任我校党支部

书记.同日,市革委会政治处又批示,同意郭廷河同志任我校革委会

主任,免去其在学校担任的原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职务.

６月３０日　召开庆祝建党６０周年纪念会,并举行毛主席著作讲

用会.

７月１日　举行大型文娱晚会.

１１月１日　我校大坂分校由师生自己动手建造的气象站落成.

１２月１３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宣教领导小组批复:同意曾光华、

吴式锚、佘智椿、黄泉桂、姚景华 (学生)五人为我校革委会委员.

１２月２２日　校领导班子开会研究我校成立团委会议题.全校现

有团员７９人 (其中教工团员１９人).经研究决定由卢福来同志任团委

书记,王任兵、林荫祖、梁金林、陈东生、姚景华、李金珠、林发东、

黄建基等８人为委员.

１２月３０日　中共福州市革委会宣教组核心小组任命陈题为我校

革委会常委.

１９７２年

３月２０日　中共福州市革委会宣教组核心小组同意陈一超任我校

政工组组长,曾光华、董万强任副组长;卢福来任教育组组长,吴式

锚任副组长;佘智椿任行政组副组长.

４月１２日　中共福州市革委会宣教组核心小组同意我校党支部委

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郭廷河任书记、陈进章 (工宣队队长)任副书

记,陈一超、卢福来、陈题为委员.

４月１３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同意陈题任我校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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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１日　市红代会批准我校学生梁金霖为福州市红代会委员.

９月２６日　今天召开领导班子会议,陈题同志传达了市革委会彭

允秦主任关于办分校的指示.为加强分校工作,决定成立分校领导班

子,由校领导班子中的主任 (或副主任)一人,各组正副组长各一人,

带队教师一人,分校工作人员一人,贫下中农代表一人等组成.

本年　下放教师１１人调回本校工作,他们是魏长庚、庄才水、柯

璇治、王昌榕、林桂鸿、杨久年、王秀芝、谢聪敏、赵福光、林珍恒、

吴端升.

１９７３年

２月２６日　中共福州市革委会教育组核心小组同意任命吴亚俊为

我校教育组副组长;佘智椿任行政组组长,免去其行政组副组长职务.

４月１５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任命马星元为我校党支部书记、革委

会主任;蔡义楠为支部副书记,免去郭廷河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

职务.

６月８日　上午１０时,市革委会彭允秦主任到我校大坂分校视

察,了解分校师生生活学习等情况,并在分校膳厅与佘智椿、程祖壁、

黄世连等教师座谈.

６月２７日　中共福州市革委会教育组核心小组同意林荫祖同志任

我校团委副书记.

９月８—１９日　在福建省羽毛球比赛中,我校学生黄美玉和谢乐

平获女子甲组双打第一名.

１０月５日　中共福州市革委会教育组核心小组同意王昌榕同志任

我校行政组副组长.

１０月６日　下午,领导班子开会研究 “批林批孔”问题,决定成

立革命大批判小组,由陈题、吴亚俊、黄明、黄世连、林瑞平、李行

健、王秀芝、许祖麟、王任兵、张永慧、魏长庚等人组成.同时,党

支部决定通过党的十大文件的学习,对师生进行路线教育以提高觉悟,

分清正误,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树立好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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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０日　市革委会任命陈景汉为本校革委会副主任,免去陈

题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本年　在福州、南昌、杭州三城市少年羽毛球比赛中,我校学生

杜珊获女子单打第一名.

１９７４年

５月１８日　上午领导班子会议由马星元书记传达市教育组关于贯

彻省批林批孔工作意见.会上决定成立 “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有

蔡义楠、王任兵、卢福来、杨久年、黄世镇、董万强、王昌榕、黄世

连、张永慧等人.

６月２８日　本校遵照５月５日福建省革委会政治部的指示,从

１９７４年起实行秋季招生,现有在校的中、小学学习年限延长半年,我

校领导班子开会研究招生工作问题,并作出了高一、初一年段上分校

及拼班等问题的决定.

１２月５日　中共福州市革委会教育组核心小组批复:同意陈景

汉、曾光华两人补选为我校党支部委员.

本年　我校学生获中学生男子排球比赛第一名.

本年　我校学生参加福州市中学生游泳比赛获女子团体第一名.

１９７５年

３月５日　举办全校性的歌颂教育革命赛诗会.

４月１８日　下午召开班子会议,马星元书记传达福州市关于在我

校进行反腐蚀教育试点的决定,同时研究了在校内开展反腐蚀斗争教

育的具体计划.

６月４日　我校遵照福州市委 〔１９７５〕３５号文件精神,在党支部

领导下成立了１９７４年财政收支财务决算审查小组,由吴亚俊、宋福

杰、蔡传基、徐玉瑞、王玉珍 (学生)、许鸥 (学生)等７人组成,吴

亚俊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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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６日　市革委会政治处同意王清官同志 (工宣队队长)任我

校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９月１０日　下午班子会议研究分校领导问题,决定由卢福来任组

长,秦生金、王宏枝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庄才水、王昌榕、刘友德、

黄卫及男、女学生各一人.

１０月　我校初二年段全体师生到闽侯青圃接受学农教育,为期１０
天.学校成立了下乡工作小组,分宣传、生活和保卫工作三个小组.

１０月２３日　在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上,马星元书记传达全省在漳

州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该会议提出了福建省教育要学昔阳、学

大寨的建议,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的精神来进行

教育革命,用大寨彻底革命精神培育新人.

１９７６年

１月２３日　马星元书记向全体教工传达省教育组书记会议精神.

２月１３—１４日　举办各班委、团支委、红卫兵排长以上干部学习

班,为下学期对教育界奇谈怪论开展革命大批判培养骨干队伍.

２月２６—２７日　对全体武装基干民兵连的成员进行集中训练.

５月２２日　下午举办 “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三十四周年”的文艺创作会演大会.

５月２４日　下午为纪念毛主席 “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我校召

开贯彻 “五七指示”汇报交流大会.

１９７７年

１月２９日　我校吴亚俊被评为 “福州市人防工程建设积极分子”.

４月１日　中共福州市教育局核心小组同意曾光华任我校政工组

组长,免去其副组长职务;林瑞平任政工组副组长;杨久年为教育组

副组长.

４月２３日　中共福州市教育局核心小组转发宣传部榕宣 〔７７〕０５

２４



号关于驻校工宣队队长结合学校领导工作的批复,决定工宣队队长张

楼新兼任我校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５月２３日　经中共福州市教育局核心小组批准,卢福来担任我校

革委会副主任.

５月２３日　中共福州市教育局核心小组同意吴亚俊任我校教育组

组长,免去其教育组副组长职务;免去卢福来教育组组长职务.

９月　本校根据福州市教育局指示改四年制为五年制,９月开始实

行,同年恢复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９月１０日　我校师生员工代表参加市教育系统举办的纪念伟大领

袖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大会.

９月１２日　下午,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召开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主

席逝世一周年大会,会上进行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交流.

９月２２日　革委会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高二年段实行文、理分

科.理科按程度上中下混合编班,计编三个班,班主任分别由蔡传基、

曾国英、陈仁欣担任;文科编两个班,班主任分别由王东声、齐宗金

担任.

９月２６日　召开全校师生深入揭批 “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滔天

罪行大会.

１０月６日　革委会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一是民兵整组和改造

干部问题,会议决定卢福来任营长,吴亚俊、佘智椿任副营长,马星

元任教导员,张楼新、曾光华任副教导员;二是成立运动会筹备组,

由吴亚俊、林南明、宋福杰、陈仁材、叶福森、林瑞平等人组成.

１０月１４日　下午召开校革委会领导班子会议,由工宣队队长张

楼新传达福州市关于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和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同时成立了 “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领导小组,由张楼新、林瑞

平、王昌榕等人组成.市教育局局长江波要求: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

高潮,批判 “四人帮”干扰破坏培养目标教育方针及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的罪行;加强教研组工作;加强后勤工作;明确市区五年、郊区四

年的学制;加强党的领导问题.

１０月　市教育局局长江波、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李联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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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关厂唐副主任、仓山区红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敬德等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校友回校参加座谈会.

１０月２０日　校领导班子会议研究教研组体制问题:决定每一教

研组设正副组长,每年段设正副年段长各一名.

１１月　欢送马星元书记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

１１月１１日　公布１９７６年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名单,有３６名教

职工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校办工厂、图书馆等被评为校先进集体.

１２月３日　下午全体教职工学习,揭批 “四人帮”的 “两个估

计”的文章.

１９７８年

１月１２日　根据市教育局榕革教 〔１９７８〕００２号 “关于调整工资

方案批复”,我校按４０％调整面指标,为３６名教职工调整工资.

３月１５日　下午在大操场召开 “三好”表彰大会,表彰了三好标

兵郑庆跃、李君慧、李伟、王清萍和三好学生潘圣梭、刘宏志、陈建

英、黄秋景.

４月１４日　领导班子会议研究成立防火卫生领导小组,由卢福

来、王昌椿、杨久年、林荫祖、林华、李景衡、冯月美等７人组成.

４月２０日　卢福来同志在领导班子会议上传达了省重点中学座谈

会精神.

５月２日　教务处吴亚俊主任向校领导班子成员传达省教育局会

议关于重点中学文理分科、高招与中专招生问题.

５月４日　五四青年节,学校举办了数百人参加的包括数学、化

学、生物、语文、外语等内容的科学游艺晚会.兄弟学校师生代表也

莅临参观、指导.

７月８日　福州市教育局批准本校校名由 “福州贮木场工农中学”

恢复为 “福州高级中学”.

８月２８日　中共福州市教育党委研究决定:卢福来任我校办公室

主任,董万强任办公室副主任,佘智椿任政治处主任,林瑞平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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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副主任,吴亚俊任教务处主任,魏长庚任教务处副主任,王昌榕、

宋福杰任总务处副主任.

８月３０日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任命汪玲为本校校长.

９月　我校学生谢乐平在武汉举行的全国羽毛球比赛中获男女混

合双打冠军.

１０月４日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任命汪玲为本校党支部副书记,

卢福来、吴亚俊为本校副校长.

１１月２８日　根据福州市革委会榕革 〔１９７８〕１７９号关于搞好北峰

分校分配和移接工作的通知,我校大坂分校今起移交北峰油茶场.

１１月２１日至１２月２３日　为我校整顿校风月.学校的新校风是:

勤学苦练、艰苦奋斗、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热爱集体、严守纪律、

胸怀四化、又红又专.

１２月２６日　我校开展全校性的诗歌朗诵比赛 (中文或英文朗诵)

纪念毛主席诞辰８５周年.

１２月３０日　汪玲校长向全体师生作形势任务、期末复习动员和

整顿校风总结报告,要求全体同学自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学习,

明确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转变中,青年必须从思想上认识这场伟大

革命的意义,行动上争当新长征突击手.

１２月２３—３１日　学校开展净校整纪周活动,培养学生养成热爱

集体、严守纪律、保持良好学习环境的好习惯.

本年　我校体育教师陈仁材参加秦皇岛业余训练工作会议,被评

为 “全国优秀业余教练员”.

本年　福建省教育厅确定我校为省级重点中学.

１９７９年

１月　我校教师杨松 (集体代表)、杨奕初 (先进个人代表)、陈

扬诚 (科技人员代表)、魏长庚 (干部代表)等４人出席福州市科学

大会.

３月３日　市教育局在台江区教工礼堂召开全日制学校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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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我校先进工作者正式代表共１６人出席了会议.

５月１６日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榕委宣干 〔１９７９〕０６７号通知,

本校教师郑飞龙同志调任福州市教师进修学院文科教研室主任.

１０月１日　迎接国庆三十周年举行文娱联欢会.

１０月６日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任命佘智椿为本校副校长.

１０月　我校卫生室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做好卫生保健工

作,建立卫生卡片制度并定期进行体检,本月对初一、高一的新生进

行全面体检.

１１月２日　中共福州市教育局委员会任命吴永璋为本校总务处副

主任.

１１月２４日　市教育局在福州八中召开市属学校后勤工作交流经

验表彰大会,我校宋福杰、陈可键、黄卫、黄荣春、李忠泉等５人被

评为 “后勤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会议.

本年　秋季早期考后到学期结束,学校开展 “讲文明、有礼貌”

教育活动.要求学生在行动上按 “十五个字” (请、您、谢谢、对不

起、请原谅、没关系、再见)的要求做.

１２月１１日　市革委会计划委员会文教办公室批复:我校办工厂

(塑料电镀厂)改名为 “福州非金属电镀厂”.

１２月１８日　在市少年宫召开的福州市属学校１９７９年计划生育工

作表彰大会上,我校被评为 “１９７９年福州市计划生育红旗单位”.

１２月２８日　选举通过本校调资升级考核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傅

锦田任主任,黄万强为副主任,委员有卢福来、许祖麟、黄卫、曾国

英、王东声.

１２月３１日　学生分年段举行文艺联欢、游艺、球赛、拔河等迎

接新年活动.

本年　我校学生参加１９７９年福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王世进

同学获男子撑竿跳高第三名 (２６米),林孟波获男子跳高第六名

(１３５米).

本年　结合总结、鉴定召开全校贯彻 «中学生守则»总结表彰大

会,动员全体同学振奋革命精神,以优良的学习成绩向祖国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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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

１月３日　下午调资升级考核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分工,

明确职责范围.

１月９日　政治处、团委会、体育组联合召开 “福州—北京象征

性长跑”动员大会,会后全体团员和初一学生干部带头开始长跑.

１月１０日　上海外语学院附中、复旦大学附中、江西省于都县和

萍乡市及湖南省邵东县教育参观团共２８人来校参观,吴亚俊同志向他

们介绍本校概况.

１月１０日　福建省教育局、财政局联合召开勤工俭学工作会议,

我校副校长佘智椿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代表分组于本月１２日、

１３日两天到我校办工厂参观.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向与会代表作经验

介绍.

１月１２日　下午各小组开始进行年终鉴定.

１月１５日　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召开本校 “五届生”座谈会.汪玲

校长、卢福来副校长参加座谈会.

１月２５日　上午福州市调资办郭孔涛、顾定华等六位同志及仓山

片十六中、十二中、廿一中领导来我校验收第二阶段教职工调资情况.

当晚,校调资考核评委举行第二次会议,学习研究调查委员长策划下

阶段工作安排.

２月８—９日　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参加省教育座谈会.

２月９日　上午闭学式,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布置寒假工作,

汪玲校长传达市人代会精神.

２月１０日　寒假开始.

２月１２日　上午福州师专２２名学生来校培训,为期半年 (其中

语文７人,物理５人,历史６人,地理４人).

２月２６日　正式上课.上午福州市教育局林天柱局长与陈汉章、

汪良材副局长到校检查开学工作.

２月２６日　下午省教育局魏绍卑局长与计财处６名同志来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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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工作,市教育局局长林天柱和副局长汪良材也一同参加研究.

４月７日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任命曾光华为本校副校长.

５月６日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任命吴亚俊为本校校长.

５月２２日　中共福州市教育委员榕教党发 〔１９８０〕１１号通过决

定:曾光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卢福来同志兼任政治处主任,免去

其办公室主任职务;佘智椿同志兼任总务处主任,免去其政治处主任

职务;黄泉桂同志任教务处主任,免去其福十中教务处主任职务;免

去吴亚俊同志教务处主任职务.

６月　我校今年在初中继续试设科技课,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怀与

支持.«福建教育»(第６期)刊登了我校老师李朝和、卢渊洵的文章

«开设科技课的尝试».

８月２２—２３日　召开五级以上教师、教研组组长、年段长及中层

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省重点中学会议精神,大家提出了５４条

办好学校的建议.

９月１日　正式上课.

１０月９—１０日　市教育局、进修学院陈汉景、林存礼、张巽等带

领进修学院各科人员来校听课并检查各学科情况,吴亚俊校长向他们

作学校情况介绍.

１０月１０日　江西等省教育代表团一行２０余人来校参观和听课指

导.吴亚俊校长向他们介绍学校情况.

１０月１１日　下午仓山区中学人大代表选区进行投票,选举区人

大代表.本校校长吴亚俊为代表候选人,当日我校全体选民到十六中

参加投票.

１０月１２—１３日　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校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

在开幕式上举行广播操比赛.本届校运会标枪项目有两个同学破学校

纪录.

１１月１３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用 “普及科普知识,锻炼动手

能力”的标题,报道了我校开设科技课的情况.

１１月２２日　福建省教育局在三明市召开全省重点中学工作会议,

传达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办好重点中学的规划和具体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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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交流办好重点中学的经验,我校和福州一中、福州三中、福州五

中、福建师大附中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会议确定了全省６所首批重点

中学,本校为其中一所.

１１月２９日　福州市革委会授予我校会计薛甦予助理会计师职称,

并颁发证书.

本年　本校开展 “班班有歌声,处处新气象”和 “福州—北京象

征性长跑”活动.由１００名高中同学组成的学校合唱团参加福州市中

学生歌咏比赛,获 “优秀演出奖”.

本年　为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直观教学,本校教师自制的教具在

“福州市教具与科技作品展览会”展出,其中自制幻灯片有:物理组的

«蒸汽机工作原理»、生物组的 «膝关节结构及活动»、语文组的 «语法

结构»和外语组的 «介词的用法»,它们在省幻灯教学评选会上得到了

奖励 (本校也是本市得奖最多的两所学校之一),获上海书写投影仪两

台和郑州书写投影仪一台.

本年　我校选送到市体育大队的陈瑞珍、谢乐平同学参加全国羽

毛球比赛获女子单打第一名、双打第四名,并获 “健将级运动员”

称号.

本年　我校１５名学生参加福州市第六届中学生数学竞赛,黄秀坤

获一等奖,陈超等四人获三等奖.

１９８１年

１月５日　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校长吴亚俊为本校从教３０年以

上的教职工傅锦田、魏长庚、宋福杰、薛甦予、李景衡、陈扬诚、杨

奕初、李江海、许道锋、刘友德、陈仁材、黄泉桂等颁发证书及纪

念品.

１月８日　 «福建日报»刊登了 «福州高级中学初中开设科技课»

一文,介绍我校开设科技课的做法,受到省内外教育界和有关专家的

关注.

１月　我校被评为 “１９８０年度福州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市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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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报刊发行站”“市防火安全先进单位”“福州市储蓄先进单位”.

２月２５日　中共福州市教育委员会任命李江海为本校教务处副

主任.

３月　曾国英老师被市妇联评为 “１９８０年 ‘三八’红旗手”.

４月　学校组织全体师生祭扫烈士陵墓.

５月　我校举办科技游园晚会和开展评选先进集体、优秀个人

活动.

暑期　学校举办 “优秀生夏令营”活动.

９月　我校奉命停止招收初中学生,高中学制改为三年.

１０月　我校学生陈瑞珍参加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一届世界杯羽毛球

比赛,荣获女子单打冠军.

１０月　在福州市人民体育场举办本校第十二届田径运动会.

１１月３０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我校卫生室 “福州市１９８１年度

生活后勤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１１月　全体学生开展 “福州—北京象征性长跑”活动.

１２月３０日　我校初三 (２)班被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评为

“福州市１９８１年 ‘五讲四美’先进集体”和 “优秀少先队中队”.两位

同学被评为 “‘五讲四美’积极分子”.

本年　高三 (４)班被评为 “福州市先进团支部”.

本年　我校被评为 “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党支部”.

本年　我校被评为 “福州市先进单位”.

本年　高三 (３)班学生陈建端获福州市化学竞赛一等奖.同年,

他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获福建省一等奖第二名.

本年　年终举行全校教学经验交流,有８位教师在会上谈了自己

的经验.同时评选并表彰１９８１年学校先进工作者,表扬、奖励做出显

著成绩的部门和个人.

本年　我校教师制作的１６件教具参加福州市中小学教具科技作品

展览会,有１２件作品获奖.其中,盖吕萨克定律演示投影器获福建省

一等奖;科技课教材获福州市一等奖;物理自动跟踪太阳灶、物理闭

合电路欧姆定律演示器和化学元素周期表获福州市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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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我校被评为 “１９８１年度福州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张凡

等１３位同志被评为 “计划生育积极分子”.

１９８２年

２月１日　我校领导召开了新老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对学校办

学的意见.

２月４日　正式上课.

２月２７日　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由吴亚俊校长作开展文明

礼貌月活动的动员报告.

３月１７日　下午吴亚俊校长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作关于深入开展

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动员报告.

３月　在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我校各处、室、教研组、年段、

班级都订立了 “五讲四美”公约,开展文明礼貌评比,建立了卫生责

任制.全校组织了８４个 “学雷锋小组”“为您服务小组”,积极主动为

社会做好事,开展 “四比”活动.学校组织了党章学习小组,有２５名

党外教工参加党章学习.高中学生中有１２人申请入党并参加党章学习

小组,有９０人申请入团.初中学生组织了９个团章学习小组,６０人

参加团章学习.

３月２３日　福州市教育局组织全市各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各

区教育科长等６０余人来校检查,观摩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展情况.

３月２３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颁布并授予我校刘友德老师 “１９８１年

度劳动模范称号”.

４月２０日　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我校 “福州市文明礼

貌先进单位”的荣誉.

４月３０日　福建省教育厅、共青团省委、省教育工会授予我校陈

永秀同志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度省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称号.同年严

星、陈永秀、游伯东等３人被评为 “市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

５月　在全省第三届中学生美术、书法展览中,我校学生李绘获

美术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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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５日　我校公布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度学校教育工作积极分子

３５人名单.

５月　我校初三 (２)班被评为省先进集体;唐子翔、黄光辉被评

为省三好学生;高一 (６)班团支部被评为市先进团支部;刘丹红、陈

亮、唐子翔被评为市优秀学生干部,另有３３名同学被评为市三好

学生.

７月　今年高考我校５００分以上的学生,占全省５００分以上总人

数近十分之一.其中省三好学生唐子翔数学成绩全省第一,陈建端化

学成绩全省第一,并有我校学子高考成绩总分名列全省第三.

８月２５日　上午,吴亚俊校长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布置开学前各

项工作,傅锦田书记传达调整工资问题.

９月　我校教职工参加仓山区教工广播操比赛并获第一名.

１０月　我校组织教研室成员及部分教研组骨干教师前往厦门一

中、厦门八中等校参观学习.

１０月　我校魏长庚老师参加省教育学院组织的教育参观团,前往

天津学习先进办学经验.

１０月１５日　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

１１月１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州市教育局第一届代表大会选

举我校团委干部陈永秀为委员.

１１月１１日　举行本校第十三届田径运动会,有欧秀榕等九位同

学破十二项校纪录.

１１月１８日　福州市教委批复同意我校陈永秀同志任本校团委会

书记.

１１月２０日　福州市教育局、市科协、市体委、团市委、市妇联

联合在本市少年宫召开福州市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和科技活动先进

集体表彰大会,我校被评为 “科技活动先进集体”,余旦老师被评为

“优秀科技辅导员”.

１１月２９日　省、市体卫检查组在本校召开体育卫生工作检查会

议.会上,吴亚俊校长代表学校向全体参加验收的省、市检查组同志

汇报我校体卫工作情况.这次省、地、县重点中学落实体育卫生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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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检查验收,我校被评为先进单位.

本年　我校有１８位学生参加福州市第２２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有１０位同学在１３个项目中得到了名次,获第一名的３个,第二名的２
个,第三名的２个,第四、五、六名的共６个.

本年　我校初中学生郑晓东、张文参加福州市中学生文艺会演并

获二等奖.

本年　在福州市中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我校学生李绘、黄斌获

二等奖,陈玖获展出奖.

我校学生林环宇在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二等奖.

我校学生陈云光在中学生大字比赛中获二等奖.

我校学生参加福州市中学生文娱演出有两个节目获二等奖.

本年　河南、上海、吉林、厦门、宁德、莆田、闽清等省内外６０
多所中学图书馆管理员和有关领导来本校参观图书馆和交流管理经验.

本年　中共福州市教育委员会、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教育工会

联合召开福州市１９８１年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集体、先进单位表彰大

会,我校受表彰的先进个人有徐玉瑞、魏长庚等２１人.

本年　学校被评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度福州市卫生先进单位”和

“福州市教育系统计划生育红旗单位”.

本年　本校外语组被评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度电化教学先进集体”.

本校图书馆被评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度福州市报刊发行先进单位”.

本年　我校卫生室被评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度福州市后勤工作先

进集体”.曾国英老师被评为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度福建省 ‘三八’红

旗手”,被评为各项积极分子的有１４人.

１９８３年

１月４日　中共福州市教委批复由曾光华担任我校工会主席,副

主席由刘友德担任.

１月２９日　我校工会被评为 “１９８２年度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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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日　经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同意,我校化学教研组及图

书馆被评为 “市教育系统文明教研组、文明处室”.

２月２２日　经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同意,我校被评为

“１９８２年度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３月６日　为纪念毛主席 “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２０周年,

学校召开纪念大会并印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及雷锋日记摘

抄等材料给每名师生,还组织学校故事员演讲雷锋的故事等,对教师

进行雷锋精神的再教育.

３月９日　我校党支部书记傅锦田被选为福州市教育局 “五讲四

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委员”.

３月□日　我校成立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由傅锦田同

志任主任委员,曾光华、卢福来、佘智椿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林瑞

平、黄泉桂、宋福杰、董万强、翁瑞仁、吴永璋、庄才水、李朝和、

李景衡等９人.

３月１９—２６日　全校师生分七批观看张海迪同志的讲话录像,并

出专刊、剪报,大讲张海迪的故事,大写歌颂张海迪的诗文.宣传教

育活动采取 “一学习、二宣传、三结合、四对比、五做起”的方式.
“五做起”:热爱祖国要从热爱家乡、热爱集体做起;热爱人民要从尊

敬师长、团结同学做起;做精神文明先锋要从有礼貌、守纪律、讲卫

生做起;攀登科学文化高峰要从学好文化基础知识做起;为四化做贡

献要从点点滴滴的平凡工作做起.

４月９日　下午,校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向全体教职工传达 〔８２〕

１４０号调整工资文件.

４月２１日　福州市于４月１１日至２１日举办图书馆员学习班,今

日在我校召开福州市图书馆工作现场会.我校图书馆介绍了 «我们怎

样开展服务工作的经验».

４月　我校李绘同学的素描画获省第四届中学生美术作品一等奖.

５月２３日　上午升旗时间傅锦田书记向全体师生宣读中共中央关

于学习张海迪同志的通知.

５月　我校高一 (３)和高一 (６)两个团支部同时被评为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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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系统先进团支部”.

６月１８日　下午全体教职工会议上,工会副主席刘友德同志传达

中央书记处对工作的指示,并部署期末工会几项工作.

７月　我校高二 (６)班在开展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被评为

“福建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 “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班级”.

７月　我校教职工有４２人被评为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学年度学校教育工

作积极分子”,化学、语文、外语等教研组和卫生室被评为 “校先进

集体”.

８月２８日　在本市集中力量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中,根据市

委和市教育局党委的布置,我校分别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及校办工厂工

人大会、师生员工大会、学生干部会、食堂工作人员和住校家属会等

七场,有１３００多人参加.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副校长佘智椿等学校领

导传达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闽委办 〔８３〕１８号文件和张继中同志在省

市区街道大会上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罪犯活动的讲话精神.

９月５日　上午升旗时间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向全校师生宣读国旗、

国歌、国徽的意义;上午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办工厂工人分别集中各班

教室和会议室收听福州市 “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宣判大会”的广播.

秋季　我校学生翁志强参加福州市英语比赛并取得全市最高成绩

９４５分,获特等奖;林立菁同学参加福州市语文基础知识邀请赛,获

第一名;林立菁同学获得全国数学联赛福建赛区第七名.我校教职工

参加仓山区教工广播操比赛,获第一名.

９月１６日　下午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党支部书记傅锦田作开

展第二个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动员报告.

１０月３日　福州市教育局榕教生 〔８３〕１８号转发福州市委榕计劳

〔８３〕０９４号文的通知,同意福高工厂改名为 “福州教学仪器厂”,所

有制和隶属关系不变.

１０月６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榕政 〔１９８３〕综４１号通知:任命卢

福来同志为本校校长.

１１月１９日　下午邀请福州市马江区人民法院院长陈题同志来校

向全体师生员工作法纪报告.在福州市第２３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５５



上,我校运动队获 “精神文明运动队奖”.

１２月２４日　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市教育局吴亚俊局长来校作

关于毛泽东同志教育思想的报告.

本年　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的一代新人,

全校普遍开设音乐欣赏课,使学生得到美的教育、美的熏陶、美的享

受,受到普遍欢迎.为了使文艺活动常态化,我们组织器乐小组和歌

咏舞蹈小组,进行排练,并在仓山电影院举办 “福高之春”文娱会演,

组织师生同台演出.

本年　在福建省举办的首届 “学校音乐周”中,我校成立了以副

校长曾光华为组长的音乐周领导小组,开展 “班班有歌声”活动.在

全市评奖汇报演出中,我校 “女声小组唱” “班班有歌声” “大合唱”

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学校也被评为 “音乐工作先进单位”.

１９８４年

１月２４日　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傅锦田书记布置期末工作,并

传达了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２月２６日　我校文艺宣传队在校长卢福来领导下,于仓山电影

院、梅坞路口等地设立文明月宣传活动点,开展宣传活动.

３月　我校召开 “争当文明师生,争创文明单位”誓师大会.

３月９日　下午,我校高二 (４)班学生干部从报纸上看到上海中

学生发出拯救国宝熊猫的倡议书后,立即捐款５７２元,并通过 «福建

日报»和在校内发出倡议书.仅三天时间,我校学生捐款３３４３８元,

送到福州西湖公园管理处.

３月１３日　上午,福州市教育局为总结交流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展

情况和推动整个文明月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我校召开现场会议.我

校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在会上介绍开展活动的经验与体会.福州市委宣

传部领导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

３月１９日　下午全校师生员工到仓山电影院听取全国政协委员、

福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分子、畲族歌唱家———钟振华同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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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报告.

３月２９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我校图书馆管理员徐玉瑞同志

“市劳动模范称号”,市人事局决定将其工资晋升一级.

３月２９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我校图书馆 “福州市１９８３
年度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年初　学校领导向全体师生传达了省教育厅召开的省首批重点中

学校长会议精神,为教职工印发和订阅有关 “三个面向”材料,组织

师生观看 «第三次浪潮»«日本中、小学课外活动»彩色录像.本次形

象教育大大调动了全体教工贯彻 “三个面向”指示的积极性.

４月１４日　下午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七人分房小组,由佘智椿

副校长任组长,并在全体教职工会上传达了 “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城

镇住宅标准的规定”等有关分房文件.

４月２４—２５日　福建省体委、省卫生厅、福州市教育局及九个地

区的体卫工作负责人来校检查体卫工作.

５月　福建省教育厅和省体委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学校体卫工作复

查小组来校复查验收我校体卫工作,我校体卫工作通过验收,并全部

合格,达到优秀等级.

６月１６日　下午,佘智椿副校长宣布分房方案.

６月２９日　为迎接国庆,福州市教育局与教育工会联合举办福州

市教工 “振兴中华”演讲比赛.我校陈永和老师的 «时代的启示»获

一等奖.

７月　五成以上教工及绝大部分离休干部搬进了我校在乐群路９
号新建的一座可容纳４３户的六层单元楼房.

７月　我校评定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学年度校先进工作者”共４４人.

暑期　我校化学组老师参加福建省中学讲师团,赴新疆作了关于

«利用多种形式,开辟第二渠道»讲座.学校举办球类、田径集训班,

有６８名学生体育骨干参加集训,由潘秀萍、林永煦老师担任教练.举

办振兴中华演讲训练班,由陈龙川老师负责组织和指导.开设无线电

测向和微电脑训练班,分别由游建波、黄宏老师负责.

９月８日　我校教师潘秀萍参加福州市第七届工人运动会,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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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铅球第一名和标枪第二名.

１０月２２日　我校校长卢福来同志当选为福州市中学教育研究会

第五次年会理事.

１０月２９日　福州市人事局榕人 〔８４〕４８９号通知,同意我校林继

武、翁肇平、黄卫三位同志转为干部.

１０月　为适应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需要,我校聘请了福建师范大

学教师为我校数、理、化教师并为中层以上干部开设微机讲座,以扫

除 “机盲”,同时还选派余旦、黄宏两名教师脱产参加市 “微机培训

班”学习.

１０月　为加强电教工作,发展电化教育教学,在教务处下设电

教组.

１１月□日　召开本校首届教代会,制定并通过了 «教职工岗位职

责规定»«教职工工作量规定»«教职工请假制度»«国家规定行政结余

前提下发放的１２０元以内奖金评定办法» «教职工浮动津贴» «职务浮

动津贴»«梅花奖»等试行草案.

１２月９日　我校１４名学生参加福州市第２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

会,７人得到８项名次,同时获福州市直属中学学生广播操比赛表

扬奖.

１２月１３日　中共福州市教委任命张健德同志为我校副校长.

１２月１４日　福州市人事局榕人 〔８４〕５６３号通知:同意我校陈可

键、陈平嘉等两位同志转为干部.

１２月　我校化学组的 «三年制高中化学教学»及化学实验室柯璇

治老师总结的 «中学实验室的管理问题»在省化学教学研究会上作了

书面交流.

本年　学校调整和充实了教科室人员,建立校教科资料室,并确

定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为教师提供现代化教学科学相关信息.

本年　仓山区举行环城跑比赛,我校获团体第三名.

本年　我校教工参加福州市教工广播操比赛,获优胜奖.

本年　学校组织部分教师代表到上海、杭州、厦门、三明等地重

点中学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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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本校论文 «试谈课堂教学质量管理中控制问题»在全国教

控论学校管理专题讨论会上进行了交流.

本年　我校在实验楼顶层装上霓虹灯 “福高”二字,长、宽各３米.

１９８５年

１月５日　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由魏长庚同志传达福州市

第五届党代会精神;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在会上宣布１９８４年先进集体以

及先进个人名单、优秀教研组组长名单等.

１月１９日　下午全体教职工会议,布置评劳模、积极分子和期末

工作安排等问题,同时宣布成立本校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曾光华、张

凡两位同志任正、副组长,另有组员３人.

１月　福州市教育局、市教育党委、市教育工会联合召开福州市

教育系统１９８４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我校被评为 “福州

市教育系统文明学校”,邓诗枫、李朝和、林永煦、赵时宜、蔡传基、

刘友德、吴永璋等７人被评为 “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傅

锦田、吴永璋、游伯东、曾光华等４人被评为 “１９８４年福州市勤工俭

学先进工作者”.

２月２５日　本校教育工会主办的１９对新老结对教师在会议室举

行隆重的 “拜师结对”协议书签订仪式.

３月１３日　我校被评为 “１９８４年度福州市文明学校”.

３月　我校吴永璋同志被评为 “１９８４年度福州市劳动模范”,获

“五一勋章”,晋升工资一级.

３月　我校龚美珠老师被评为 “１９８４年度福州市 ‘三八’红旗手”.

４月下旬　我校学生男子排球队参加福州市中学生排球比赛获高

中组第２名.

４月　福州市教育系统召开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度计划生育工作表彰大

会.我校获 “福州市教育系统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张凡、李景衡

两名同志被评为 “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我校有６２位职工１００％领

取了独生子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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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　我校叶福森、宋福杰、校办工厂金苏平三人,被评为 “福
州市教育系统１９８４年度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４月　高二年段期中考,进行考试改革试验,只考数学、英语两

科.文科班英语加试口语,理科班物理、化学进行实验全过程的抽考.

５月４日　青年节下午,我校举行一次体锻达标测验赛.卢福来

校长担任领导小组长,聘请十几位教师担任裁判工作.据统计,全校

达标率达８２６％,比去年提高７５％.

５月　我校教师黄泉桂同志的 «浅淡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文,发表在本省 «教育评论»刊物上,还被中国人民大学选入 «教
育学»一书.

６月１７日　市直属学校 “两先一优”评选结果:我校被评为福州

市教育系统先进党支部,徐玉瑞、李朝和两位同志被评为市教育系统

优秀党员.

６月２９日　经中共福州市委同意,我校党支部被评为 “１９８４年度

福州市先进党支部”.

７月□日　组织部分教职工到武夷山游览.

暑期　我校举办了学生干部夏令营、科技夏令营、体育骨干夏令

营、榕江文社夏令营,为培养学生自治自理能力打下基础.在福州市

教育局召开的暑期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我校受到表扬.

８月　我校学生高考成绩总平均达８７４６分,居全市第二;黄友

忠同学物理高考成绩１００分且卷面清楚、答题清晰,我省高招办将其

试卷印发全国进行交流.

９月５日　福州市首届教师节慰问团由福州市委第二书记洪海同

志带队,在福州市教育局吴亚俊局长陪同下,来我校慰问教师,并在

校会议室同部分干部、教师亲切座谈.

９月１０日　上午在仓山影剧院举行教师节活动,学校赠送每一位

教职工 «辞海»一套.会上为从教３０周年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并表彰

从教２６年以上及担任班主任工作累计达６年以上的教师.会后举行文

娱活动.当天下午各班团支部、班委会联合举办尊师活动,邀请课任

教师和行政人员参加他们的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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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４日　下午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曾光华副书记宣读中

央宣传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的宣传提纲,傅锦田书记传

达了中央工改小组、劳动人事部 «关于工资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

精神.

１０月７日　福州市教育学院语文组在我校召开语文学科教学研讨

会,我校青年教师吴丹舟、金宁静的公开课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１１月８日　我校学生李秋平参加福州市第２５届中小学生田径运

动会跳高比赛,以１８４米的成绩破福州市中学生男子跳高纪录,获得

第一名.

１１月２７日　下午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向全体教职工通告福州市教

育党委转发福州市纪委、市工改办转发的省纪委、省工改办关于加强

纪律,严格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的通知

精神.

１２月１５日　下午傅锦田书记向全体教职工传达本省关于教师教

龄津贴问题及津贴标准:凡参加工作年限在６年至１０年者每月津贴３
元;１０年以上未满１５年者,每月津贴５元;１６年以上未满２０年者每

月津贴７元;２０年以上者,每月津贴１０元.

１２月３１日　下午各班学生召开迎接新年联欢会.晚上全校师生

文娱会演.

本年　在福州市教育局举办的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我校齐

宗金老师的 «浅谈中学生理想教育的新途径»在会上作了交流.

本年　在福州市中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我校总结的 «当
前中学生理想教育初探»一文,在会上作了交流,得到与会者的肯定.

本年　我校教师齐宗金的 «语文知识标准化测试问题初探»一文

被评为全国语文学科优秀论文.

本年　福州市教育局主编的 «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之中»一百例中

选用了我校数学三例、物理三例、化学三例、语文一例,这充分体现

了我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与特色.

本年　我校体育教师陈仁材获国家体委授予的国家荣誉裁判员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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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

１月１日　我校学生女声小组演唱 «雪绒花»等参加 “福州市中

学元旦文艺会演”获三等奖.

１月８日　下午学校召开第一届教代会第二次会议.

１月２３日　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推荐选举１９８５年度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候选单位代表汇报交流１９８５年工作情况.

２月１９日　下午举行开学式.

３月６日　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傅锦田书记传达福州市委紧急

会议关于福建省委人事变动的有关问题,传达省工改办、省教育厅

〔８６〕２０号文件关于贯彻教龄津贴的若干具体规定.

３月１９日　卢福来校长向全体教职工传达福州市中教会议精神,

并提出１９８６年学校工作意见.

４月２日　下午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傅锦田书记传达了市委扩

大会议及今年福州市要办的３０件大事,并布置 “红五月”活动及开展

知识、智力竞赛活动问题.

５月３日　福建省教育厅、团省委授予我校学生王孔辉、郭宁省

“三好学生”称号,授予张聪 (女)省 “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５月４日　福州市教育局、共青团福州市委表彰福州市教育系统

１９８５年先进青年:新长征突击手,严星;先进教育工作者,黄卫、陈

惟乐;先进班主任,严星;勤工俭学积极分子,校办工厂工人林碧华、

陈芝卿、王云、陈依龙、吴健等.

５月中旬　根据省委、市委关于扶持贫困地区的精神,我校傅锦

田书记、张健德副校长带领四名教师到平潭二中了解情况.

５月２１日　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卢福来校长介绍了我省平潭县

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精神,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把扶贫工作列入各

部门的议事日程.

５月２４日　下午,福州市教育局在省人民剧场召开福州市中学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学年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表彰大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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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郑英、黄兰珍、向志强、张聪等４人被评为市优秀学生干部,

郑清等３０人被评为市三好学生.被评为市先进团支部的是高一 (１)

团支部和高一 (７)团支部.被评为先进班级的是高一 (８)班和高二

(３)班.

６月１４日　我校被评为 “１９８６年学校音乐周先进单位”.

６月３０日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闽教人 〔８６〕３２号关于给从教３０
年以上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颁发荣誉证书的通知,陈仁材、杨奕初、

李江海、魏长庚、刘友德、陈扬诚、吴美文、许道锋、许祖麟、龚美

珠、赵学东、陈渭水、周雅丽、黄泉桂、高玉莺、卢渊洵、林永煦、

傅锦田、李景衡等１９人获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

７月１１—１７日　我校组织高一年段部分学生到平潭二中开展夏令

营活动,由林华、张铭华带队.

７月　组织部分教职工到武夷山游览.

８月２１—２３日　举行高一新生入学训练.

８月２７日　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由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同志传达

福州市教育党委会议精神、宣讲中共中央 〔８６〕１８号文件及袁启彤书

记关于如何开展好百日普法教育活动的报告.

９月１０日　下午学校举行庆祝第二届教师节活动,召开全校表彰

大会,给每一名教职工赠送 «辞海»增订本一本.

１０月１３日　福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党委派员来校进行党风根

本好转单位的检查验收工作.

１０月１８日　下午张健德副校长向全体教职工传达重点中学校长

会议精神.

１０月２５—２７日　我省十个城市对口互相检查小组来我校检查.

１１月６日　下午,傅锦田书记向全体教职工传达市委袁启彤书记

关于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批示.

１１月２２日　下午,福州市中小学生 “普法”文艺会演在市少年

宫举行,我校学生演出的相声 «新生»获二等奖.

１２月１８日　福州市教育局召开福州市中小学班主任经验交流会,

我校陈惟乐老师在会上介绍班主任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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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０日　下午,在会议室举行第二届教代会开幕式,全体教

职员参加.

１２月２４日　我校学生王孔辉参加 “１９８６年十城市青少年计算机

夏令营计算机竞赛”,获 “１９８６年省计算程序设计”高中组二等奖.

１２月２７日　下午,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党支部书记傅锦田要

求大家认真学习 «人民日报»对上海高校部分学生上街游行事件所发

表的议论及上海市发言人答记者问等有关材料,正确看待这件事,并

要教职工根据社论精神对在外地学习的子女进行教育.
本年　在福州市教育系统评选１９８５年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

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我校被评为 “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校

办工厂、外语组、物理组被评为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被评为市

教育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的有黄卫、林永煦、翁瑞仁、林胜环、陈惟

乐、李朝和、杨松、吴永璋、邓诗枫、傅锦田等１０人;被评为先进班

主任的有齐宗金、刘琳增、严星等３人.
本年　我校游伯东同志被评为 “福州市环境保护积极分子”.
本年　我校邓诗枫同志被评为福州市 “三八”红旗手.
本年　被评为１９８５年度校先进集体的有校办工厂福州教学仪器

厂、外语组、化学组、政教处、卫生室、物理组,被评为校先进教育

工作者共２９人.获校 “梅花奖”者:福州教学仪器厂获最佳集体奖,
李朝和获最佳教育工作者奖,杨松获最佳教学工作者奖,陈惟乐获最

佳青年教育工作者奖,宋福杰获最佳服务工作者奖.获最佳课外活动

科学竞赛指导奖的是电教微机教研组.

４６



第一章　概　述

本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

在仓山之顶的原英华中学初中部校址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型省级重点

中学.

本校在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９１年的四十年中,校名几经更改,规模逐渐

扩大.１９５１年,为培养工农干部和造就一批工农兵高级建设人才,福

建省文教厅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精神,在这里创办了本省

第一所工农干部学校——— “福建省福州工农速成中学”.后来由于隶属

关系的变更,１９５２年 ９ 月改名为 “福州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

１９５３年９月,因福州大学改名为 “福建师范学院”,随之更名为 “福
建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１９５５年７月,学校奉命停止招收工

农干部,改为招收普通中学初中毕业生.１９５６年２月,省人委命令本

校归省教育厅领导,改名 “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１９５６年７月,省

人委又决定将校名改为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列为省重点中学.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１９６９年６月,学校被下放,归福州贮木场管理,

作为工厂办学校的试验,校名改为 “福州贮木场工农中学”;粉碎 “四
人帮”后,在拨乱反正中,于１９７８年７月,本校在上级领导部门关心

下,恢复了 “福州高级中学”校名,并列为省首批办好的十四所重点

中学之一,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

教职员工人数随着办学规模的逐年扩大而有所增加.１９５１年５５
人,１９５２年７７人,１９５３年８０人,到１９５８年７月工农班学生全部毕

业离校时,本校教职员工８１人 (其中教师５２人). “文化大革命”前

夕,全校教职员工１０５人 (教师７０人),１９９１年全校教职员工增至

１１８人,其中教师９５人.在校学生,１９５１年工农班学生３４８人,１９５４
年增至６２５人.高中班学生,１９５５年４个班１６０人,１９９１年增至２４
个班１０７４人.“文化大革命”前,学校为国家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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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００多人,其中８０％以上升入大学深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每年招收８个班３６０人 (其中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各招收６个

班,共１０８０人),共为国家培养了４６８０名高中毕业生,大部分考上高

等院校.

创办本校开始,工农班学生全部住校学习.１９５５年招收高中班学

生以后,住校学生逐年增多.１９８５年,为解决生源问题,在省、市教

育部门领导的支持下,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本校向福州市辖五区

八县招生,住校生增至７００多人.

本校从１９５５年秋季起,至１９５８年夏季为止, “速成”与 “普教”

兼存.工农班学生经受过革命斗争的考验,觉悟高,爱祖国、爱人民、

爱社会主义,他们为建设祖国,顽强进取,刻苦学习.１９５８年,工农

班学生虽然全部毕业离校,但他们勤学苦练和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尊

师爱校,热爱劳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给高中班学生树立了榜样.

这一时期,学校正是处在教育模式在更新、学校规模在扩大、办学条

件在改善、良好校风已形成的蓬勃发展阶段.全体师生在学校党政领

导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思想觉悟空前提高,

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四十年来,中共省、市领导机关,省、市人民政府教育部门,为

福州高级中学配备了较强的领导干部班子和素质较好的教师队伍.学

校领导干部带领教职工,遵循党制定的教育宗旨、教育方针,为祖国

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才,完成重点中学肩负的任务,努力探索

社会主义教育、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积累了

可贵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成就.

本校各个时期的主要领导干部,大多数具有大专学历,有从事教

育工作的经历,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并从教风、学风、校风上严格要

求师生员工;各个时期均对学校各职能部门、各学科教研组的工作订

立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具体要求,严格考勤考核;各个时期均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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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品德、学业、体质、行为、纪律订立明确的标准或具体的培养

目标,严格考查考试,表扬先进,帮助后进.同时发挥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发挥共青团组织的先进带头作用,通过深入的思想政治工

作,依靠党的政策,调动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逐步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在四十年的治校历程中,工

作中有过失误,有过挫折,但热心办学、严于治校是历任领导的共同

特色.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召开了首届教职工代

表大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学校管理条例,

并在实践中逐步使之科学化、系统化.

本校的教师,对于从事社会主义教育,大多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

高尚的献身精神.他们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热爱学校、爱护学生,真诚地教书育人.不少人从青年直到年老

退休,都在这坐落在仓山之巅,闽江之滨,校园清幽,景色宜人的园

地里辛勤地耕耘育人,几十年如一日,热情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精力.

由此,长期磨砺成就了福州高级中学 “严、细、勤”的教风和学风,

即教师有高尚的师德,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学生健康成长;教师

能认真地备课,科学地讲课,细心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教师勤下班

辅导,认真培养学生勤恳善学提高学习能力.

四十年来,学校在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包括课堂教学改革、实验课改革、考试改革、学校管理改革

等.为了把学校办成具有特色的、具有先进水平的重点中学,对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本校干部和师生员工

自觉地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继往开来,锐意改革,不断进

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这已成为福州高级中学师

生的共同意志和崭新的精神面貌.

本校在省、市教育领导部门的关怀下,四十年来,积极采取措施,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省文教厅除从 “新民主

主义研究班”中,选送了１０位教师到北师大速中师资培训班学习一

年,回校为教学骨干外,先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来校的师大本科毕业生

不下百名.针对这一支年轻、干劲大、责任感强的教师队伍,学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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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树人”长远目标着眼,把培养青年教师放在战略位置上,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始终采取 “大循环、小循环、踏步”三套教师配备

策略,做到各年段 “老、中、青”教师互相搭配,并通过一定形式,

组织教师结对子,开展传、帮、带活动,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

平和教学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校的党、校领导干部班子和教学骨

干,大多数是本校培养锻炼成长起来的.教师中担任省、市、区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有４人,被省、市授予 “特级教师”称号的有４人,

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２人、全国 “三八”红旗手１人,被评为省、市

级劳动模范３人,优秀班主任１８人,优秀青年教师７人,获福建省庄

重文优秀校长奖１人和市级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１人.共产党员在学

校工作中起先锋模范作用,１９７８年以来,教职工有２１人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其中教师２０人.全校共产党员有５２人.

１９８８年职称改革后,到１９９１年,本校获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的共

４２人,其中已离退休１９人,评为一级教师职称的共３４人,退休３人.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为本校题词:“努力提高民族文

化素质”,既高度评价了福州高级中学的办学成绩,又表达了对本校师

生的勉励、期望和激励.

本校四十年来的办学历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１９５７年,由于反右

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随后又在教师中 “拔白旗”,严重地挫伤了

部分教师的积极性.１９５８年在贯彻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过程中,在改革旧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方

面取得成就的同时,一度过多地安排师生参加劳动,忽视课堂教学,

影响教学质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在学生中 “逮捕”所谓 “反革命

团”的错误及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学生负担过重; “文化大革

命”后期的扫黄运动,驻校工作组扩大了事实,并将情况公之于报等

均属工作中的失误.１９６６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学校被诬为 “修
正主义的苗圃”,主要领导干部被打成 “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批

教师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 “牛鬼蛇神”而被关进 “牛棚”,有的被

迫害致伤、致死,相当部分教师被调离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惨遭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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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学校文物,如钟楼的大铜钟被砸碎卖掉,图书馆夜间被盗三次,

学校师生不同程度地遭到摧残和毒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师生清算了林彪、 “四人

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了福州高级中学的本来面目.１９７８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本校干部、

教师和职工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新的历史时期的

教育改革中去.邓小平同志提出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方针,使本校的办学思想更加明确.１９７９年,本校在初中

开设了科技课,每周两节,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中国青年报»及１９８１
年１月８日 «福建日报»都作了专题报道,教师自编的 «航模舰模»
«化工知识»«生物标本»等教材,于１９８１年获得 “福州市中小学自制

教具、科技作品展览”一等奖.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学校树立了 “勤学苦练、

艰苦奋斗、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热爱集体、严守纪律、胸怀四化、

又红又专”的３２字校风,并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教学研究,解决

课堂教学的 “堂规、效率、艺术”三个问题,积极组织公开课,有效

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１９８８年教代会又讨论通过 “团结、

求实、奋进”的校训,以激励师生积极为改革开放献力.１９８５年以

来,本校教师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齐宗金教师的

«标准化测试例说»还获全国论文一等奖.学生参加国、省、市各项竞

赛,获奖者数以万计:１９８８年,高二学生吴广兴参加 “全国首届中学

生力学竞赛”荣获第五名,并参加国家教委在上海举办的决赛,荣获

一等奖,并被上海交通大学提前录取;高二学生林荫浓荣获 “全国中

学生征文竞赛”一等奖;高三学生林丽平、陈春航分别获全国数学联

赛福建赛区的第二名、第四名.１９８５年,本校被列为首批试行向重点

大学输送免试保送生的学校之一.

四十年来,本校坚持 “三热爱”,要求学生从 “五个方面”做起,

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加

强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学校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坚持正面教育、积

极引导的原则,卓有成效地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校容、校风、

校纪得到大大的改观,学生出勤率达到９８％以上,１９８１年以来,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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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 “三好学生”４０８名,市优秀学生干部４８名,省 “三好学生”３
名,省、市教育系统先进班级２５个.而今,学校正朝着教育内容系列

化、教育方法多样化、教育渠道网络化、教育管理规范化的方向不断

进行探索.

四十年来,福州高级中学的校园面貌逐步改观.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９１
年,先后兴建教学大楼、办公大楼、综合实验大楼、体育设施、校办

工厂、师生宿舍等.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市人民政

府拨给专款增建校舍.１９８１年新建五层综合实验大楼一座,楼顶嵌有

三米见方的霓虹灯 “福高”两个大字.大楼共有２２间教室,设有物

理、化学、生物实验室１３间,还有阶梯室、语音室、电教室及配有

３７台电子计算机的微机室等９间.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８年,先后建有两座

教工住宅共７８套及七层学生宿舍楼两座.１９８７年学校自筹资金１５０
万元,兴建了有电梯及发电设备的七层校办工厂一幢———福州教学仪

器厂的厂房.该厂产品不仅销往全国２６个省、市、自治区,而且通过

进出口公司,走上国际市场.１９８９年,在仓山麦园路教工住宅一层开

张了风华商场经营教学仪器及文化用品;１９９１年,本校在仓山施埔租

用一间平房,创办 “福高汽车修配厂”,在马尾经济开发区租了一间店

面用作教学仪器经理部,并对外经营教仪.本校校办企业已经走上工

贸结合的道路,将为巩固和发展勤工俭学阵地及为进一步改善办学条

件发挥作用.

本校以乐群路为界线,南面为教学区,北面是生活区,两区动静

分明.教学区正门内的喷水池周围,一年四季繁花似锦,风景宜人.

如今福高校园,新楼矗立,疏朗整洁,面貌焕然一新.

本校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６年的十年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取

得一定成绩,连续几年被评为省、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１９７８年以

来,在新长征路上,学校又获得了以下光荣称号: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连续三 年 获 福 州 市 文 明 礼 貌 月 活 动 先 进

单位.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福州市文明单位、福州市先进党支部.

１９８４年福州市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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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福建省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１９８８年福州市文明先进单位、福建省绿化工作先进单位.

１９９０年福州市先进党总支.

１９９０年福州市平暴先进单位、福州市卫生红旗单位.

１９９１年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福州市德育工作先进单位、福

州市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１９７８年以来,连续被评为福州市教育系统安全保卫先进单位.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福州市电化教育先进单位.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１年连续被评为福州报刊先进单位.
连续十年被评为仓山区、福州市教育系统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福

州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１９８４年５月省、市体卫工作两个暂行规定检查组来校复查验收时

被评为优秀学校.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三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本校干部、教师和职工认真学习、努力践行党的十三大路线,贯彻

“加速开放,深化改革”的方针,并以求实的精神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努力提高民族素质,为福州高级中学更

加光明、更加美好的前程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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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领导与管理

第一节　学校的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

１９５１年,福建省福州工农速成中学及其附设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

校成立之后,学校领导体制学习苏联,实行校长负责制,设校长一人

领导学校工作.校长由省人民委员会 (省政府)委任.第一任校长由

省文教厅工农教育处处长李方曙兼任,副校长高南非主持学校的日常

工作.学校隶属福建省文教厅直接领导.１９５２年９月４日根据省教育

厅 〔５２〕厅教中字第０１４８４号命令,本校合并到福州大学并改称为

“福州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受福州大学领导.１９５３年１月５日,

福州大学通知本校校名即日起改称 “福州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同

年２月成立中共工农速成中学总支部,仍实行校长负责制.１９５３年９
月因福州大学校名已奉上级指示改为福建师范学院,本校校名也随之

改为 “福建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１９５５年夏季本校奉命停招

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改为招收普通中学学生后,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

展和加强对普通教育的领导,据省人民委员会 〔５５〕省教中学第

０６６６６号命令,我校于１９５６年２月正式划归福建省教育厅直接领导,

校名改为 “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同年７月又奉命改为 “福建省福州

高级中学”.虽然隶属关系和校名几经变更,本校仍一直实行校长负责

制,党总支配合和帮助行政开展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

斗争以后至 “文化大革命”之前,学校实行党支部 (总支)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学校的重大问题由党支部 (总支)委员会或党支部 (总
支)扩大会议讨论决定.１９５８年３月根据省教育厅 〔５８〕厅教办字第

０１７５８号文件,本校改为隶属福州市教育局领导.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领导配制变化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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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领导系统瘫痪,被迫停止正常工作.１９６８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本校.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９日

福州高级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３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

进驻本校.自此,学校的各项工作均在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的领

导下进行,作为工厂办学校的试点.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４日学校奉命下放

福州贮木场革委会领导管理,即日校名改为 “福州贮木场工农中学”.

这段时间,学校接受贮木场党委和革委会的直接领导.粉碎 “四人帮”

之后,１９７７年工宣队撤销,学校于１９７８年７月恢复 “福州高级中学”

校名,并列为本省首批办好的十四所重点中学之一.根据 «全日制中

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１年,学校施行党支部领导

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学校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支部 (总支部)

讨论决定,然后由校长执行.

在创校初期,校长之下设教导处主任与总务处主任各一人,由校

长提请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委任,对校长负责.教导处主任分管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班主任工作、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以及学生的党团

工作.总务处主任分管财务、伙食、修缮、保管、医务等项工作.由

于工作需要,１９５２年秋季教导处下面分设教学和辅导两个组,组长由

教导处副主任兼任,分别负责教学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１９５５年１月

７日根据１９５２年制定的 «福建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组织规程

(草案)»,正式增设了校长办公室,配备了行政、人事干事和文书收

发干事,同时取消了辅导组,而在教导处下设立生活指导组.１９６０年

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示,学校实行教导分家,即教导处分设为

政治处和教务处,各设正副主任,政治处主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指

导学生会等工作,教务处则主要负责与教学有关的工作.１９５８年,在

学校始建校办工厂、农场的情况下,为加强对校办工厂、农场的生产

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学校于１９６０年又设立生产处,设主任一名.及至

１９６２年校办农场撤销后,生产处于１９６２年８月撤销,校办工厂归总

务处管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中层机构亦全部瘫痪.１９６９年１月

校革委会成立后,中层机构改为高政工组、教改组 (后改名为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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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政组.“文化大革命”复课后,学校根据上级革委会的部署,１９７０
年在福州市郊北峰区红寮公社大坂大队 (现大坂村)建立 “分校”,作

为师生学农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基地,并设立了 “分校领导小

组”,组长由校革委会一名副主任兼任,负责分校的全面工作.至

１９７８年分校撤销后, “分校领导小组”也随之取消.粉碎 “四人帮”

后,１９７８年学校中层机构恢复原称.１９８８年３月根据市教委党委 “关
于市直属中学撤销原设秘书室改为办公室的决定”,本校秘书室改为办

公室,设办公室正副主任协助校领导分工处理党务和行政事务工作.

政治处也于１９８２年９月起改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处 (简称 “政教

处”).随着校办工厂生产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经福州市教育局批

准,校办工厂独立建制,由一位副校长兼任厂长.自此,学校的中层

机构就有三处 (政教处、教务处、总务处)一室 (办公室)一厂 (校
办工厂).

第二节　党的领导

一、党总支在学校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

中国共产党福州高级中学 (前为工农速成中学)总支是本校的领

导核心,是办好学校的根本保证.从１９５１年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到现

在,学校党总支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学校

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本校党组织建立四十年来,在各个历史阶段的

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其他各项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上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各项指示和决议;对学校的行政工作实行

领导或监督保证;做好师生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思想建设和组

织建设工作;领导学校共青团、学生会、教育工会和民主党派组织;

充分发挥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进行管理制度的改革;团结全

校教职工共同办好学校.

学校创办初期,党总支直属省直机关党委会领导,由负责主持学

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兼任总支书记.１９５２年秋起转为直属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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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福建师范学院)党委会领导.当时,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党总

支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对学校行政工作起监督保证作用.１９５７年反

右派运动以后,根据上级规定,本校实行党支部 (总支)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由党支部 (总支)书记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学校的重大

问题由党支部 (总支)委员会讨论决定,或党支部扩大会议讨论决定.

１９６６年７月至１９６９年底,由于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党支部和行

政领导被迫停止了正常工作,陷于瘫痪状态.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经过整党,

学校党支部重新建立.支部书记、副书记分别由进驻本校的军宣队和

工宣队队长担任.党支部对学校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粉碎 “四人帮”

之后,学校实行党支部 (总支)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支部对

学校的行政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共青团、民主党派实行统

一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包括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

学校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总结,人员的调配和奖惩、升级和提工资,有

关教育教学的重要管理措施、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改革以及群众生活等

项重大问题,一般都通过支委会或支委扩大会、行政会议讨论决定.

学校党支部重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注意尊重校长的职权,主要抓学校中的大事,而不直接指导教学和包

揽行政业务,对学校工作起着保证监督作用.

二、党的建设

加强党组织自身的建设,是办好学校,实现党对学校的领导的根

本保证.党的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

１党支部 (总支)的组织建设简况.

工农速中创办初期,全校有党员２７７人,其中教职工党员１５人,

学生党员２６２人.１９５２年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速

成中学总支部委员会,委员９人.第一任总支书记由副校长高南非兼

任,分设教职工支部１个,学生支部５个.以后总支委员会均由选举

产生.随着招生班级的增加,１９５２年全校有１０个党支部,是本校建

设以来党员人数最多的一年.１９５８年夏,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全部毕业

离校后,党员人数骤减,全校党员只有１９人,学校党组织也由总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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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部.学校党组织重视在教职工和学生中的建党工作,从１９５２年至

１９５８年发展师生党员４３人,其中教工党员３人.１９５９年至 “文化大

革命”之前在教职工中发展党员６人.“文化大革命”前期 (１９６６年７
月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组织建设工作停顿.１９６９
年１１月,经过整党,党支部重新建立,党员分批恢复组织生活.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支部进一步重视学校的建党工

作,积极培养和发展教师和职工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从１９７８年至

１９９１年,发展党员１８人,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全校党员人数达到

４８人.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经上级党委批准,学校成立了总支委员会,分设

４个党支部.

２校党支部组织从成立那天起就极为重视党员的思想建设和作风

建设,增强党在学校中的战斗力和堡垒作用,重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团结全校师生共同搞好学校工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工农速成中学党总支成立后,就针对当时

学生中存在的各种个人主义思想问题,利用学校放寒假的一段时间,

首先在师生党员中开展整风学习,进一步端正了学习态度,提高了对

坚持长期学习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极大地纠正了学生的思想认识.

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关键是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

１９７８年以来,学校领导班子根据上级党委、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和国

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结合本校班子的实际情况,坚持学习,提高自

觉性,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把学校党组织建设成为

本校的坚强核心和战斗堡垒,多次被评为福州市教育系统和福州市先

进基层党组织.
(１)思想建设方面.

思想建设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基础.学校领导班子围绕理论、政策

学习和思想修养,制定了学习制度.为提高全体成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和思想道德修养,建立了学习制度和健全了双重民主生活制度.

①学习制度.学校领导班子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纲要»«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 «党的 “三基”知识»等马

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要求班子成员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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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即先学习,先领会精神,先统一认识,然后组织和指导教工学

习、讨论,使学习有目标 (明确学习内容、要求、时间安排)、有动力

(认识加强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和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有压力 (要承担组

织和指导教工学习的任务).通过学习,学校领导班子能在思想上、政

治上同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决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堡垒.

②双重民主生活制度.根据上级要求,学校党总支坚持双重民主

生活制度.党员领导干部针对每一次的民主生活会主题,结合个人的

工作和思想实际,交换意见,沟通思想,找出差距,通过开展认真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横向监督作用,依靠班子自身的力量解决矛盾,

推进思想作风建设.学校党总支提出开双重民主生活会,要做到有确

定的主题,深挖自己在思想、信念、廉政、勤政上的差距;要畅所欲

言,开诚布公,坦露心迹,沟通思想,形成同心合力的内部环境,形

成讲原则、讲谅解、讲友谊的浓厚空气.
(２)作风建设方面.

①１９８９年９月,学校党总支根据市委和市委党政干部廉政要求,

结合教育系统的特点,针对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容易产生行业不

正之风的招生、收费、私人用校车等方面问题,制定了 «关于廉政建

设的规定»,并在全校教职工中宣布,便于教职工公开监督.

②党总支针对办学水平和干部考核中反映较强烈的领导作风问题,

研究制定了 «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条规定».

③学校领导班子在１９８５年开始的对中层以上干部进行民主评议的

基础上,于１９８９年起,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干部的实际,健全和完善中

层以上干部民主测评制度,采取了民主评议与民主测评相结合的办法,

对中层以上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管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

十二个项目进行测评和综合评价,听取教工对干部的去、留和新干部

提拔的意见,并以此作为考核、任免干部的重要依据.

关于廉政建设的规定

一、严格遵守党中央、中纪委、国务院、省委、市委和市教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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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不弄虚作假.
二、坚持原则,办事公正,严禁在招生、寄读、升学、保送、转

学、出具学历证明等方面利用职便,徇私舞弊.努力做到 “二公开,
一监督”.

三、遵纪守法,不得参与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不奢办婚丧喜庆,
带头移风易俗.

四、严禁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不请吃、不吃请、不送礼、不

受礼.
五、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确因接待需要的工作餐要按规定交

款.使用学校汽车办私事要按里程缴交费用.不搞特殊化.
六、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得对批评者、举报者打击报复.

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条规定

一、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项工作必须从学校的实际

出发,不搞花架子.
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原则问题必须通过集体讨论

决定,不允许将个人凌驾于集体、组织之上.
三、理顺关系,明确职责,议大政、抓大事、把方向,不当事务

主义者.
四、密切联系群众,重视调查研究,深入教研组、处室、年段、

班级,遇事多和师生商量,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
五、提高效率,改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办事拖拉的现象.
六、关心教工思想、工作、生活,多办实事,努力为教工排忧

解难.

三、历任本校党支部 (总支)委员会成员

１历任党支部 (总支)书记、副书记.
表１　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９１年党支部 (总支)书记、副书记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高南非 (女) 党总支书记 １９５１７—１９５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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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宋坚 (女) 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７

田宏 (女) 党总支书记 １９５３２—１９５６２

计应昌 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７

王秉周 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５４９—１９５６

陈乾秀 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５６２—１９６０８

杨国华 党总支书记 １９５６８—１９６０８

田宏 (女) 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５７９—１９５８８

傅锦田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６０９—１９７１８
１９７８８—１９８８１０

成立政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６９１１—１９７１４

郭廷河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７１４—１９７３４

陈进章 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７１４—１９７３４

马星元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７３４—１９７７８

蔡义楠 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７３４—１９７５７

王清官 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７３７—１９７７４

张楼新 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７７４—１９７８７

汪玲 (女) 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７８１０—１９８０２

曾光华 (女) 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８３１０—１９８８１０

卢福来 党支部书记 １９８８１０—

２曾任党支部 (总支)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９１年党支部 (总支)委员会委员名单 (以任期先后

为序,不包括工农速中学生支委和工宣队、军宣队支委)如下:
高南非 (女)　　宋　坚 (女)　　程宗田　　　田　宏 (女)
林日仁 施效人 王秉周 陈乾秀

傅锦田 杨国华 陈　题 柯全法

陈灵光 (女)　 吴亚俊 张经铭 董万强

郭廷河　 黄泉桂 魏长庚 佘智椿

曾光华 (女) 陈一超　　　 卢福来　 陈景汉

马星元 汪　玲 (女)　　夏金灿　　 李朝和

林瑞平　 徐玉瑞 张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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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领导

１本校民主党派的组建情况.

１９５３年秋季开学之前,本校没有民主党派组织的成员.１９５３年８
月调入的教师中只有语文教师游叔有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参加福

建师范学院的民盟组织活动.１９５４年后调入本校的教师中有程祖壁、

陈钦赐、詹启民等盟员.１９５６年之后,民盟在教师中又发展了丘晋

芳、陈锡明、陈钟莹等人,及至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前夕,学校才有民

盟组织,由陈钦赐任小组长.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有些民

盟成员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反右派斗争以

后,福高民盟会员有的调离本校.１９５９年调入的教师中只有章若芝一

个是民盟成员.到 “文化大革命”前,在校民盟成员只剩下五人.“文
化大革命”后民盟成员有一段时间参加十六中民盟组织一起活动.本

校已没有民盟成员.

其他民主党派组织在本校有其成员的如下.

中国农工民主党:

傅锦田 (１９５０年加入,任泉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已离休)

余　旦 (１９８０年加入,曾任省属公交支部委员)

中国民主促进会:

杨奕初 (１９８７年加入,曾任福州市委常委,已退休)

中国致公党:

许道锋 (１９８３年加入,已退休)

叶福森 (１９８３年加入,曾任福州市政协常委)

陈仁材 (１９８５年加入,已退休)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宝玉 (１９８２年加入,已退休)

林珍恒 (１９８９年加入,已退休)

中国民主建国会:

魏君玉 (１９９１年加入)

本校各民主党派由于成员少,未在本校建立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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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和

监督作用.

本校的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成员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党组织十分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成员的作

用.根据他们的业务专长和能力,安排他们担任学科教研组组长,吸

收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成员出席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共商办好学校的大

计,邀请他们参加学校党政召开的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吸

收他们参加学校工作计划的制定、讨论,以及参加对党支部、行政领

导干部、党员的考核评议等,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和监督作用,共同

办好学校.

第三节　行政领导

一、校长、副校长的任命

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２年,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副校长由福建省人民政

府文教厅任命.

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６年７月,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副校长由福建师范

学院党委任命.

１９５６年８月至１９６０年２月,福州高级中学校长、副校长由福建省

教育厅任命.

１９６０年２月至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校长由福州市人民

政府任命,副校长由福州市教育局任命.

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７年学校下放福州贮木场领导管理,工农中学革命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福州市革命委员会政治处任命.１９７７年５月以

后,革委会副主任由福州市教育局核心组任命.

１９７８年革命委员会撤销后,福州高级中学校长、副校长由福州市

委宣传部任命.

１９８３年校长由福州市人民政府任命,副校长由市委宣传部任命.

１９８４年起副校长由福州市教育局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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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校长由福州市委宣传部任命,副校长由市教

委任命.

二、历任校长、副校长

表２　历任校长、副校长一览表 (１９５１—１９９１)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李方曙 校长 １９５１７—１９５２３

高南非 (女) 副校长 １９５１７—１９５２１１

谢高明 副校长 １９５１１０—１９５２４

郑奇方 校长 １９５２３—１９５４２

严检行 (女) 副校长 １９５３３—１９５６７

杨国华 校长 １９５６８—１９６０２

陈乾秀
副校长 １９５５２—１９６０２

校长 １９６０２—１９６０９

傅锦田 副校长 １９５７２—１９６０９

陈　题
校长 １９６０９—１９６８１２

革委副主任 １９７２４—１９７３１１

柯全法 副校长 １９６０９—１９７２９

成立政 革委会主任 １９６９１—１９７１４

陈瑞恒 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６９１—１９７０

曾文攀 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６９５—１９７０６

林监涛 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６８５—１９７３

郭廷河
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７０５—１９７１１

革委会主任 １９７１４—１９７３４

马星元 革委会主任 １９７３４—１９７７１１

陈景汉 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７３１１—１９７７

王清官 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７５７—１９７７４

汪玲 (女) 校长 １９７８８—１９８０２

吴亚俊
副校长 １９７８１０—１９８０４

校长 １９８０５—１９８３９

佘智椿 副校长 １９７９１０—１９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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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

曾光华 (女) 副校长 １９８０４—１９８３９

卢福来

革委会副主任 １９７７５—１９７８９

副校长 １９７８１０—１９８３９

校长 １９８３１０—１９８８１０

林瑞平
副校长 １９８３９—１９８３１２

校长 １９８８１０—

张健德 副校长 １９８４１２—

吴永璋 副校长 １９８９１—

第四节　学校工作计划总结

一、工作计划

自创办以来,学校均于每学期 (或学年)开学初或开学前研究制

订该学期 (或学年)的工作计划或工作意见.
本校的第一个计划 «福建省福州工农速成中学设置计划 (草

案)»,制订于１９５１年７月,是在省文教厅工农教育处的指导和帮助

下,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

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和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工农速成中学执行实施

办法»等文件精神制订的,它是速中办学与管理的依据.

１９５６年前学校每学期的工作计划一般由校长主持制订,先由校长

提出本学期学校工作的总的要求和计划纲要,再召开校务会议或行政

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后于该学期开学时或开学初向

全体教职工公布执行.本校隶属福建师范学院领导时期,学校的工作

计划还要上报院部审批.１９５７年以后,学校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后,学校的工作计划由支委会和学校行政领导干部共同制订.
一般在制订计划之前,书记、校长先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听取

意见和一起研究新学期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措施,然后学校党政领导根

据上级党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指示和部署,结合本校的情况拟出计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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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或指定专人起草计划,再提交行政会议或行政扩大会议 (吸收部分

教研组组长、年段长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讨论.计划修改后,于开

学初由校长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报告计划内容,经再次修改后印

发全体教职工,并呈报上级教育领导部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

下放福州贮木场领导管理,这段时间学校的工作计划是由校党支部根

据上级党委、革委会和福州贮木场党委、革委会的部署和意见,由支

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负责制订,计划送贮木场领导审批,再公布执行.

每学期除了制订学校工作总计划外,各处室、教研组和各班级也

都要制订工作计划.各部门的工作计划一般是先由各部门负责人根据

本部门的情况提出意见,拟出部门工作计划草案,供校领导制订学校

工作总计划时参考,再按总计划的要求进行补充修改制订部门学期工

作计划或工作意见,成文后,油印或复写送办公室和校领导,分发至

有关人员.各教研组、班主任的学期工作计划,一般是在学校和部门

的工作计划 (工作意见)之后,在明确总计划的要求后,结合本组、

本班的实际情况制订,于开学后一两周内完成.

二、总结

总结是学校管理过程的终结环节.每学期末,学校都进行全面工

作总结,对已做过的工作进行评价,肯定成绩,找出经验和问题,以

更明确地掌握情况,增强学校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和自觉性.总结工作

采取自下而上的程序,即第一步,教职工个人总结,有时学校印发了

个人总结的参考提纲,引导大家做好个人总结.１９８９年起,教职工的

个人总结结合年度考核工作进行,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还要求进行班级

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题总结.第二步,各处室、教研组和年段进行期

终总结回顾,一般先以集体回顾汇报的方式进行,再由各处室、组的

负责人汇集整理成书面总结汇报材料.第三步,情况汇集后,学校领

导召集各部门负责人举行行政会议或举行行政扩大会议,对本学期全

校工作进行分析、总结.最后,由校长本人、秘书或办公室主任整理

成文字材料经行政会议论修改后,于期末或下一学期开学时向全校教

职工作总结报告并上报教委 (教育局)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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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校还坚持进行期中总结汇报制度,检查半学期来的工作

情况,期中总结检查一般采取任课教师在教研组内进行口头总结汇报,

互相交流,班主任在年段长的主持下分年段进行口头汇报交流,行政

人员分处室进行汇报的形式.然后由各教研组组长、年段长、处室负

责人整理汇集向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并进一步研究和落实下半学期

的学校工作要求.

根据需要 (如参加评选先进和经验交流会、研讨会等)或上级指

示,有时还进行全面工作或专题性的总结.

第五节　保卫工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工农速成中学学生都是经过一定的革命斗争

锻炼的,学生素质好,政治觉悟比较高,学生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加上当时社会治安稳定,学校没有设立专门的保卫工作机构.学校的

日常保卫工作由党总支副书记、总支保卫委员计应昌 (速中学生)负

责.１９５５年秋季,学校奉命招收普通中学高中学生之后,规模逐渐扩

大,社会接触面也随之增大,学校的治安问题也随着复杂起来,为适

应学校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开始,学校保卫工作由校人事秘书兼任.
“文化大革命”之前,先后担任本校人事保卫工作的干部有于素琴、张

经铭、董万强等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党政部门全部陷于瘫

痪,保卫工作也名存实亡.１９６９年学校复课之后,学校保卫工作由军

宣队队长陈瑞恒负责,组成了 “福州工农中学群众专政小组”,学生中

也成立 “红卫兵纠察队”,负责学校保卫工作.这两个组织由于人事变

动,在学生上山下乡自然解散之后,学校于１９７３年成立了治安保卫委

员会 (下称 “治保会”),主任均由校党支部委员或校级领导干部担

任,日常的保卫工作由一位中层干部具体负责.１９９０年学校治安保卫

委员会改组后,由副校长吴永璋任主任,政教处副主任林荫祖任副主

任,各处室主任和生管组组长、实验室管理员、体育教研组组长、各

年段长等人为成员组成.各治保会成员要向治保会签订保卫工作责任

书,治保会则向上一级签订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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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保会对学校的三防 (防火、防盗、防特)全面负责,并配合政

教处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交通教育,校治保会通过各种途径对

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教育,使学校保持了良好的教学秩序,社会治安取

得明显效果.１９８１年学校被评为福州市防火安全先进单位.校治保组

在当地派出所的支持配合下,在整顿校园治安秩序方面取得明显成绩,

学校被评为仓山区和市直属学校系统 “整顿校园治安先进单位”.

第六节　教职工的考核奖惩与学校的管理改革

一、教职工的考核奖惩

学校从建校开始,就从工作态度、职业道德品质、工作成绩与效

果等方面对教职工进行考核.考核的办法,除了学校领导干部平日深

入班级、处室、教研组观察了解情况和到课堂听课,通过召开部分教

职工或学生座谈会听取意见收集反映之外,一般是在期末或学年结束

之时,布置全体教职工进行期终或年终的个人工作总结和集体 (处、

室、组)总结,并在各处、室、组内进行汇报交流,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肯定成绩,找出差距,表扬先进.１９８９年后则与年度考核工作

结合进行,在这个基础上,由学校领导对教职工个人和各处、室、组

的工作作出认真的评价,对成绩突出的教职工个人和集体予以公开表

彰或以给予奖金、奖品、荣誉证书及红榜公布的形式予以肯定和鼓励,

对表现不好或工作失职造成事故的教职工则在个别教育、弄清事实的

基础上,由校行政会议研究,根据不同情节和个人态度给予公开批评

或必要的行政纪律处分.

学校十分重视将全国或省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积极分子、劳动模

范和先进集体等评选表彰活动,作为对职工个人和各处、室、组集体

考核奖励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以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在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０日的开学典礼大会上,严检行副校长就在全体

师生面前,表彰了初评的 “模范教师”,并发给了奖品.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底学校大张红榜并在大会上表彰了被评为福州市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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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范的俄语组吴亚俊老师和被评为福州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

子的郑丽华老师.

１９７８年以来,学校先后表彰了被评为全国和省市先进教育工作

者、劳动模范、精神文明积极分子、新长征突击手、 “三八”红旗手、

优秀教师以及福州市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个人及先进集体.被评为

福州市劳动模范的有刘友德、徐玉瑞、吴永璋等三人.

１９９１年２月２３日,语文教师韩珍重被市委、市教委授予 “福州

市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

校内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成为学校对教职工考核奖励的基本形式

和方法,每年进行一次,每次评选都把政治思想表现列为第一条,采

取自下而上的民主评议形式.对于被评为校级先进教育工作者、积极

分子或其他单项获奖者都发给荣誉证书和张榜表扬并按学校 “梅花奖”

的规定条款,发给相应的奖金 (１９８６年以后)予以表彰奖励,激发全

体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学校的管理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随着学校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推动

了学校的管理改革.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学校召开了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制定了 «福州高级中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章程 (草案)»,大会审议通过

了 «教职工岗位职责规定» «教职工工作量规定» «教职工请假制度»
«国家规定行政节余前提下发放的１２０元以内奖金评定办法» «教职工

浮动津贴»«职务浮动津贴»«梅花奖»等试行草案.１９８５年学校进行

责任制、考核制、奖惩制 “三位一体”的管理制度改革尝试,并在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召开的第二届教代会上通过了 «关于我校管理制度

改革的若干规定».在这个基础上,１９８８年５月制定了 «关于一奖两

津贴三扣的规定».１９８８年底学校新领导班子总结了以往管理制度改

革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经过本校第三届教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讨论、审议,通过了 «福州高级中学 “一奖三津贴”暂行条例»,深化

了管理制度的改革.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学校又制定了 «关于加强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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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规定 (试行)»,把学校管理工作建立在制度化、科学化的基

础上.

福州高级中学 “一奖三津贴”暂行条例

(校第三届教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为了进一步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努力改革和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加速学校管理制度改革的步伐,充分调动教职员工

的积极性,认真履行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职责,决

定实行工作津贴和奖励制度,体现精神鼓励、物质鼓励相结合和奖勤

罚懒、奖优罚劣的原则,逐步克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端,

不断提高我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

具体规定如下:
一、“一奖”:“梅花奖”,分设五个奖

１ “十佳奖”.
(１)“最佳集体奖” (指处室、工厂、教研组、图书馆、实验室、

卫生室、食堂等).
(２)“最佳教育工作者奖”(包括教职工).
(３)“最佳班主任奖”.
(４)“最佳教学工作奖”.
(５)“最佳服务工作奖”(限于职工).
(６)“最佳干部奖”(指中层干部).
(７)“最佳青年教师奖”(年龄３５岁以下).
(８)“最佳青年职工奖”(年龄３５岁以下).
(９)“最佳课外活动指导奖”(指科技、文体、学科竞赛活动等).
(１０)“最佳年段工作奖”.

２ “先进集体奖”(指班级、团支部、教研组、处室、图书馆、卫

生室、食堂等).
(１)特级奖:国家级先进集体.
(２)一等奖:省级先进集体.
(３)二等奖:市级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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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三等奖:校级先进集体.

３ “优秀个人奖”(指教工).
(１)特级奖:国家级.
(２)一等奖:省级.
(３)二等奖:市级.
(４)三等奖:校级.

４ “竞赛优胜指导奖”(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文娱体育比赛获

奖的指导教师).
(１)特级奖:国家级.
(２)一等奖:省级.
(３)二等奖:市级.
(４)三等奖:校级.

５ “优秀论文、科技成果奖”.
(１)特级奖:国家级.
(２)一等奖:省级.
(３)二等奖:市级.
(４)三等奖:校级.

二、“三津贴”

１岗位津贴.
(１)教学人员.

①教师按课时发给津贴,每月均以四周总课时计发,津贴标准为

第一课时０８元/节,其他课时０６元/节.

②同年段代课或超工作量的课,每节津贴１８元;不同年段代课,

每节津贴２４元.

③早操、早读、下班辅导、课外体锻活动一次津贴０５元,补差

课一节津贴１元,晚自习督修一次津贴１５元.

④举办学科讲座,竞赛讲座一次津贴２元.
(２)行政人员.

①以处室为单位确定每个行政人员的津贴标准,每月评定一次.

a学校将津贴总额 (平均每人每月５０工时)发给处室,由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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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根据任务轻重、态度好坏、质量优劣评定每个职工津贴的等级.

b津贴分三个等级.津贴标准由处室决定,每个级差不得少于５
元,对不服从分配或没有完成任务的职工不发当月的岗位津贴.如果

有的处室采取平均主义的做法,就取消当月这个处室的全部岗位津贴.

c每工时津贴０６元.

d能实行计件的,可实行计件津贴 (具体办法由处室决定).

②因工作需要并经有关领导批准加班的,以一天３元计发津贴.

③行政人员兼课、代课的按正常课时津贴的一半计发.

④中层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固定津贴２４工时,浮动津贴２４工时.

a如果中层以上干部发生违纪现象或者不执行集体的决定,或者

出现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失误,就视情节轻重和态度好坏,或者扣

除一半浮动津贴 (１２工时),或者取消全部浮动津贴.

b校一级领导由工会负责人和教代会工作小组组长评定,中层干

部由校一级领导评定.

２职务津贴.
(１)校级领导 (含工会正主席)月津贴３０元,处室正主任 (含厂

长、工会副主席)月津贴２５元,处室副主任 (含副厂长、团委副书

记)月津贴２０元,年段长月津贴２０元.
(２)班主任津贴.

①从事班主任工作累计时间在５年以下的 (不含５年),每月津贴

４元 (不含国家津贴的７元,下同);累计时间在５年以上 (含５年),

每月津贴６元,作为班主任津贴的基数.

②班主任除固定津贴外,另设若干项 (如班风、卫生、出勤、两

操一锻炼、寄宿生管理等)浮动津贴每月发放一次,具体做法是:

a每个项目均以十分制计算.

b评比项目只要有一项达不到六分,就取消浮动津贴.

c以年段为单位进行评比,由年段长会同政教处根据各个班评比

项目分数的总和,评出一、二、三等 (奖金总额每年段每月８０元),

各等的津贴金额由年段决定 (每个级别差不得少于５元).如果有的年

段采取平均主义的做法,就取消这个年段班主任的全部浮动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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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年段长兼班主任的,拿年段长的全部职务津贴和班主任津贴

(不含国家津贴的７元)的一半.
(３)教研组组长、备课组组长津贴.

a语文、数学、外语教研组正组长月津贴１５元,副组长月津贴

１２元;其他教研组正副组长月津贴１２元.

b大备课组 (３人及以上)组长月津贴７元,小的备课组组长月

津贴５元,单人的月津贴３元.

c教研组组长兼备课组组长的,拿教研组组长的全部津贴和备课

组组长津贴的一半.
(４)其他.

专职生管干部月固定津贴５元,浮动津贴８元,兼职生管干部月

固定津贴５元,浮动津贴５元 (浮动津贴部分由政教处评定);中层干

部兼生管工作的月津贴５元;图书馆、卫生室负责人月津贴１０元.

３校龄津贴.
(１)校龄系指在我校工作的年限.
(２)凡在我校工作的教职员工每年校龄津贴０３元,不封顶 (不

含国家发的教龄津贴).
(３)凡从外校调入我校的教工,其原来在大中专院校、中小学、

幼儿园工作的年限,每年也津贴０３元.

三、几点说明

１ 男的年满５８岁,女的年满５３岁,从事教学工作又在３０年以上

的高级教师,每周增加５课时津贴 (每课时０６元).

２教职员工缺勤期间除不发课时 (工时)津贴外,请病假的一天

扣１元 (以当月原津贴扣完为止);行政人员请事假半天或教师事假一

节课扣１８元 (可扣至下面几个月津贴);教师旷课一节或行政人员旷

工半天的扣１０元 (以当月津贴和工资扣完为止),情节严重的要给予

行政上的处分,婚、产、丧假等在国家规定的天数内,不扣缺勤费.

３行政人员实行坐班制 (生管组干部上班制度由政教处制定).

教职员工迟到或早退 (在１０分钟之内)累计达３次以事假半天计

算,一次迟到或早退超过１０分钟的,也视为事假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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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凡学校安排的早操、早读、辅导等,缺勤一次扣３元,迟到或

事先请假的不发津贴;凡学校规定必须参加的会议 (如班主任、年段

长例会,教研组组长例会,工会组织的会议,处务会议等)和各种活

动 (如集体备课、教研组组长例会、工会组织的会议、处务会议等)

和各种活动 (如集体备课、教研组活动、升旗等)以及行政值班、晚

督修等,缺勤一次扣５元,凡学校规定的教工大会、政治学习、节假

日值班、监考等,缺勤一次扣１０元,请事假的扣３６元.

５要严格考勤制度,具体办法由处室、年段制定.

６如发生事故,视情节轻重,给当事人和有关领导以批评教育,

经济处罚以至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

７如遇到特殊情况,由学校领导根据本暂行条例规定的基本原

则,研究决定奖金奖惩办法.

８ “梅花奖”的评奖办法和奖金金额另行规定.

本暂行条例自三月一日起执行.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

关于加强学校管理的若干规定 (试行)

为了提高办学水平,把学校管理建立在制度化、科学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做到廉政、勤政、公开办事程序、明确审批权限,防止不正之

风和工作失误,特做出如下若干规定:

一、加强印鉴管理

１办公室不能给私人写的、不留存根的证明条加盖公章.

２凡到邮局、车站等领取信件、包裹、汇款等 (一般凭身份证、

工作证、学生证就可直接领取),如需学校证明,经班主任及有关人员

证明其身份后,方可盖章.

３学生购买月票,须经班主任签字同意,方可盖章 (班主任证明

本班学生姓名、住址,是否需要购月票),对寄宿生一般不出具购月票

证明.

４教工需要购买紧俏商品或计划供应的物品 (如建材、汽油等)

须经学校领导签字同意,方可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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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其他因公、因私的函件,均要按有关的规定经审批人签字后,

方可盖章.

６处室公章要有专人保管,一般不对外使用,使用处室公章时要

经主持工作的主任批准.

７出具学历、成绩、转学、寄读、公函和学生获得荣誉 (如三好

生、竞赛得奖)等证明的,一律使用学校公章.

二、健全财务制度

１财会人员要严格执行 «会计法»和有关财务管理的规定,对违

反规定的收、支有权抵制并及时向领导汇报.

２会计应于每月１０日前向校长和分管行政的副校长汇报上月经

费收支情况,并附有关报表.

３开支审批权限.
(１)一项开支现金１００元以下或支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由总务处主

任审批.
(２)一项开支现金１００元以上或支票１０００元以上的,由分管行政

的副校长审批.
(３)重大专项开支 (含添置固定资产的)由分管行政的副校长提

出,校级领导研究,经校长批准执行.
(４)一些临时性开支,校长和分管行政的副校长可直接审批.
(５)学生收费由总务处统一办理,任何个人、考研组、处室均不

得擅自向学生收费.

三、明确审批权限

１请假.
(１)师生因病、因事请假,均应事先办理手续,临时来不及事先

请假的,也应办好补假手续.
(２)病假二天以上,须持医生证明.
(３)学生请事假半天的经班主任批准,一天的班主任同意后由年

段长批准,二天的还需教务处主任批准;教师请事假要经教研组组长

签字,教务处主任批准;班主任和年段长请假还需政教处主任同意;

行政人员由处室主任批准,请事假超过二天的,除上述手续处,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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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批准.
(４)政治学习请假,应经党支部书记批准.
(５)教工探亲假.办理清楚探亲假手续,方可按规定报销旅费.

探亲假一般安排在寒暑假.

２教职工的调动.
(１)教职工的调进、调出,须经校领导班子研究并由党总支书记、

校长两人签名才能办理手续.
(２)校办工厂集体工人调进、调出,合同制工人的招收,先由工

厂厂长审定、校领导研究后,由分管工厂的副校长签字,工厂盖章.
(３)工厂临时工进出由厂长批准.

３教工出差须经校长批准,差旅费报销由分管行政的副校长

审批.

４对外发文必须规范化,由经办人拟文,处室主任核稿,校领导

审批签发.

５评先、评模.
(１)教工中评选市级和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除经民主推荐、工

会和校领导研究等程序外,由党总支书记签字上报.
(２)学生中评选校级先进,按民主程序评选,由政教处或团委会

审定,市级或市级以上的须报学校批准,经有关领导签字上报.

６高三保送生、推荐生由班主任、年段长推荐,教务处、政教处

研究同意,经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审定后,报校长批准,并张榜公布.

７学生转学、寄读 (包括寄出、寄入),由教务处研究并经分管

教学的副校长同意后,报校长审定.

８出具学历、成绩证明,由教务员认真查核,经教务处分管学籍

的主任同意后,报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审定.

９学生处分.
(１)警告及严重警告,由处室审批,报办公室备案.
(２)记过及记过以上处分,由处室提出意见,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

四、严格组织纪律

１学校管理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全请示汇报制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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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都不得违反.

２对不服从工作安排或无理取闹妨碍正常工作的干部和教职工,

要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还要予以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３教工病、事假和公出,在办好审批手续后,须将请假条交给有

关处室.

每月底,各处室将教工的请假条汇总交给办公室备案.

福州高级中学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七节　重要的会议制度

一、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是学校行政的决策和咨询机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学

校设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教务处、总务处的

正、副主任参加 (根据需要,有时也召开扩大会,邀请有关干部或教

职员列席).校务会议由校长主持,每学期期初、期末各召开一次,必

要时召开临时会议.校务会议主要讨论研究上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

的重要指示,讨论学校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如

学校的普通计划财务预决算、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师生的奖惩和教

职工的生活福利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本校不设校务会议,而由

行政会议或行政扩大会议来代替.

二、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是学校行政干部经常研究工作的会议.为了及时了解学

校日常工作的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和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的关系,

本校每周定期举行一次行政会议.会议时间定于每星期三上午第二节

至第四节,由校长主持,副校长和办公室 (或秘书)、政教处、教务

处、总务处的正、副主任参加 (研究工厂生产时,校办工厂厂长参

加),还请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列席,党支部正、副书记也经常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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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参加研究、指导.根据需要,有时召开行政扩大会议,邀请有关干

部、教职工参加会议.校行政会议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并解决学校日常

行政工作的重要问题,包括各职能部门汇报上周主要工作的完成情况

和今后的主要工作安排,互通情况;校长布置今后各处室承办的工作

及要求;研究各处室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布置下周学校的各项主

要活动的安排等.

行政会议一般由行政秘书作记录存档.

三、教研组组长会议

一般隔周召开一次,每次会议两节课,固定排入课程表,于星期

五上午第三、四节召开,必要时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由教务处主任主

持,全体教研组正、副组长参加,邀请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出席指

导,需要时也请校长出席指导.会议主要内容:讨论学校提出的教学

工作意见,关于学科教学计划和教研组工作计划的制订交流,期中教

学工作和教研组工作的检查小结,交流教研组工作经验,学习教育科

学理论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布置下两周或下阶

段教学工作的要求,布置期末教学工作安排和教学工作总结与考核要

求,教研组组长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或根据上级要求需要研讨的问

题等.

遇有需要讨论特别重要的问题时,临时召开会议,由校长或副校

长主持.

四、班主任会议

每周一次班主任例会,时间安排在每星期二上午第三、四节课,

固定排入课程表.会议由政教处 (前为政治处)主任主持,全体班主

任、年段长参加,必要时生管组组长也参加.需要时分年段召开班主

任会议,由年段长主持,政教处主任分头到各年段参加指导.班主任

会议的主要内容:学期初布置本学期学生思想教育的计划要求;关于

班主任工作计划的制订;检查前阶段班级工作计划的落实情况,交流

班主任的工作经验;研究布置下阶段班级工作要求;学习教育科学理

６９



论和上级有关文件;学习先进班主任工作经验;关于学生的奖惩问题;

研究班主任提出的需要研究的问题.

五、年段任课教师会议

不定期召开,每学期召开２~３次,时间大多是利用星期六下午的

教职工政治学习时间,有时也在某个下午的第三、四节召开.会议由

年段长 (或年段领导小组长)主持召开或下各年段的校领导 (或中层

干部)主持召开.会议主要内容:对年段任课教师提出要求;分析本

年段教学质量;研究因材施教、分类推进的计划及其具体安排;总结

年段教学情况;研讨发挥本年段教师集体和班级集体的作用问题等.

六、家长会议

学校每学期召开１~２次家长会议,毕业班学生的家长会议每学期

召开２~３次.最后一个学期召开全体家长会议或部分家长会议的次数

比较多.家长会一般要安排在期中考后或期初、期末的一个星期日按

年段分别召开.各班主任还可以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召开全班或部分

学生家长会议.全年段性的家长会议主要内容通常是先由校领导或年

段长向家长汇报学校工作安排和学生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方面的表

现的概况,传达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的主要精神,并对家长提出配合

学校教育好学生的希望,然后分班级,由班主任向家长汇报班级学生

的学习成绩和思想表现情况,听取家长反映学生在家中的表现并征求

对学校工作的意见.

召开家长会议当天,任课教师也要出席,向家长个别交换学生的

学习情况,听取家长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七、教职工代表大会 (简称教代会)

按章程规定教代会每年召开一次,遇有重大问题经主席团同意,

可召开临时会议.教代会由主席团成员推选执行主席主持会议.会议

主要内容:讨论和审议校长的工作报告和学校年度的财务预决算;研

究制定或修改对教职工的奖惩条例;关于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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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问题;关于教职工住宅的分配方案;民主评

议学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听取代表们对学校各个方面工作的意见和

要求.校教代会从代表的选举、中心议题的确定、主席团的产生到提

案的征集都通过民主程序进行.本校首届教代会于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召开,
至１９９１年底,已基本上建立起教代会的各种制度.

第八节　校　风

１９５３年初,根据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特点,为实现工农速中的教

育目标,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学校以 “抗大”为榜样,学习和发

扬 “抗大”的优良作风,决定把 “抗大”的校风作为本校的校风,即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学校针对 “四人帮”对教育造成的严重破坏,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把校风定为 “勤学苦练、艰苦奋

斗、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热爱集体、严守纪律、胸怀四化、又红

又专”.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学校提出了培养 “勇于进取、勤奋严谨、尊师守纪、艰苦朴素、
团结友爱、动静分明”的良好校风.之后,由于文字不够简练,不便

于记忆,又把校风归纳为 “团结、勤奋、严谨、守纪”八个字.

１９８９年经学校再次讨论修改,最后把校风定为 “团结、求实、奋

进”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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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一节　组织领导与分工、职责

我校成立于１９５１年,在学校党总支及校长领导下,执行教导合一

单轨制原则,由共产党员施效人负责教导处全面工作.１９５２年秋季经

省教育厅批准,教导处下设教学、辅导两个组,辅导组负责思想政治

教育、生活管理及群团工作.各班班长由辅导组直接领导.当时我校

学生是来自各条战线、久经革命锻炼的工农干部,党员比例大,各班

党支部在思想领导方面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
速成中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让他们

更好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当时学校各班都配置有班主任,其职

责是 “布置并检查教学计划及各科教学计划在本班的执行情况;了解

本班各科老师的教学情况及学生的学习情况,定期总结本班的教学工

作,沟通本班师生意见,协助各科老师,改进教学,帮助同志提高学

习效率;经常与校长、教导处主任、教学组组长及各班班主任交换教

学意见”.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由各班党支部负责进行.

１９５５年２月,上级领导委派陈乾秀为我校副校长兼教导处主任工

作.１９５６年２月,上级领导又在我校教师中晋升了傅锦田、李江海为

副主任.傅锦田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班主任开展班级工作.
从此,在全校形成了一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队伍.

１９５５年,我校改招普通中学高中班学生,学校仍然执行教导合一

单轨制管理原则.至１９６０年,上级党委决定,我校改教导合一单轨制

为教导分家双轨制管理原则,成立政治处.

一、政治处的工作范围

１协助党支部在学校中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上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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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决议和指示.

２协助党支部和校长,具体领导各项政治运动,组织教师、学生

开展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３领导班级工作.

４协助党支部具体领导学校共青团、学生会、教育工会和民兵

工作.

５领导学生生活管理、文体活动、卫生保健等工作.

６领导学校安全保卫工作.

７进行政治审查工作.

速成中学设置班主任小组长,没有年段长.学校改为普通高中后,

１９５８年,设置年段班主任组长 (年段长).组长由校长在教师中选任,

其在政治处领导下,负责组织并指导全年段班主任、科任教师协调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抓好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学生的管理工作,

而且还兼任班主任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一切工作由革委会主持,“复课闹革命”

阶段,工宣队进驻学校,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违背客观规律,组织师

生进行 “斗、批、改”.此一时期,学校政治处改为政工组,相继任组

长的有卢福来、佘智椿、曾光华、林瑞平等教师,同时学校以军训营

的形式组织起来,班级以连排相称,学生班长为排长、教师为辅导员.

１９７８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政工组改为政治处,佘智椿任政

治处主任,林瑞平任副主任,两人共同主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１９８２
年由于形势和教改的需要,政治处改为思想政治教育处,设主任一人,

副主任二人.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我校召开了第一届教代会.大会在党支部副书记、

工会主席曾光华主持下,回顾总结了３０多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

经验教训,并修订了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部门的具体职责.

二、政教处主任职责

政教处主任是协助校长领导和组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

助手,必须遵循学校计划,认真做好下面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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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全面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２领导班主任开展班级工作,总结交流班主任工作经验,指导班

主任制订班级工作计划,做好班级工作总结,写好学生评语和评定学

生操作等级,协助校长、年段长、班主任召开学生家长会议.

３深入实际,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与班主任联系,帮助班主任处理班级重大问题.研究学生思想特点,

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并及时总结思想工作经验教训.

４负责 “三好学生” “先进班级”等的评选工作,切实掌握奖惩

制度,提出表扬和鼓励先进、批评和处分违纪学生的意见,经校长或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公布执行.

５协助和指导共青团、学生会并领导生管组开展工作,负责组织

和指导学校的宣传布置工作.组织、安排学生开展文体、科技卫生等

各项有益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６抓好本处有关工作,做好本处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定期召开

处务会议,制订工作计划,做好总结.

７负责对班主任及本室人员的考核,并向校长报告考核情况.

三、历任政教处 (政治处)正副主任

表３　历任政教处 (政治处)正副主任一览表 (１９５６—１９９１)

姓　名 职　务 性别 籍贯 任职时间 备注

傅锦田
副主任

副校长兼主任
男 福建南安

１９５６２—１９５７
１９５７２—１９６０８

柯全法 副校长兼主任 男 福建龙海 １９６０９—１９６４８

佘智椿 主任 男 广东梅县 １９６４９—１９６９

曾光华
副主任

主任
女 福建长乐

１９６０９—１９７２
１９７２１—１９８０３

李天松 副主任 男 福建福州 １９６０１１—１９６３８

卢福来 副校长兼主任 男 福建福州 １９８０２—１９８３８

林瑞平 副主任 男 福建漳州 １９７８９—１９８３１１

李朝和

副主任

主任

主任

男 福建漳州
１９８４４—１９８６８
１９８６９—１９８９８

１９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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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职　务 性别 籍贯 任职时间 备注

林　华 副主任 男 福建福州 １９８４３—１９８９８

翁瑞仁 主任 男 福建莆田 １９８９９—１９９０７

王英洁 副主任 女 福建福州 １９８９９—１９９０７

林荫祖 副主任 男 福建福州 １９８９９—

柯翔武 副主任 男 福建永泰 １９９０８—

卢榕飞 副主任 男 福建福州 １９９０８—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内容、途径、方法

一、任务、内容

我校领导干部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

面都能得到发展,成为 “四有”的一代新人,平时重视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始终根据每个时期党与国家的中心任务、上级指示和学

校具体情况,由学校行政、党、团组织,学生会和家长配合进行,使

思想教育工作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始终,渗透于各科教学和各项工作之

中.强调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４０年来,对学生进行了如下几方面

的思想政治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前途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爱国

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教育;道德、品质、情操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形势任务教育.
这六个方面的教育是互相联系、综合进行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年

级又有所侧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由于学生情况特殊,除进行爱国主义和国

际主义教育外,侧重一切服从祖国需要,端正学习态度,树立长期学

习决心的教育.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学校已经招收有四届高中班学生,着重进

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分清新旧社会本质区别的教育,结合进行爱国

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结合三大改造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同时结合学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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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劳动和 “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

物)教育活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进行党的教育方针的学习,树立

“四个观点”(阶级、劳动、群众、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党制定并

发布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着重进行三面红旗 (总路线、 “大跃

进”、人民公社)的教育.

１９５８年在全民整风运动推动下,学校组织师生学习哲学和毛泽东

著作,形成热潮.

１９６２年进行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育,开展 “忆苦思

甜”教育活动,进行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继承革命传统教育.

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是系统学习

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开展 “向雷锋同志学习”教育活动,学习王杰、

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广泛成立 “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掀起学习毛泽

东著作热潮,进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并着重开展 “反
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教育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在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学校正常秩

序被打乱,思想政治教育偏离正常轨道.

１９６９年 “复课闹革命”后,思想教育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为中心内容,对学生进行 “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

教育、“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育.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７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文件为指导,

组织学生学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学生宣讲十二大文件,

进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开展 “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活动.学校对各科教学提出要求:深

刻领会教材内容,适当渗透 “二史一情”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育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朝着 “三个面向”努力使自己成为 “四
有”的一代新人.

二、途径、方法

我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学校党总支 (支部)和校级行政干部领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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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布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每个学期 (或
学年)初,都制订出思想政治工作计划,由校级干部一人分管,政教

处执行.

我校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中心任务和国内外形势进行思想政治工

作.１９８２年７月我省在厦门召开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我校

政治处以 «努力从青少年的特点出发,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题,

从 “既要着手于小处,又要着眼于大处;既要有知识性、趣味性,又

要富有教育意义;既要着力培养良好的文明习惯,又要激发为 ‘四化’

勤奋学习,争创 ‘三好’的热情”三个方面,介绍了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做法.１９８６年市教育局举办福州市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我

校的 «中学生理想教育初探»在会上宣读交流,１９８７年福州市委宣传

部召开理想纪律教育经验交流会,我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 «我
们是怎样抓理想纪律教育»为题参加讨论.上面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

全面地反映了我校多年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９日,李瑞环同志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会议上

指出:“八五”期间和今后１０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有一

个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总体设想和安排,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时

建设,协调发展.我校在实施 «中学生德育大纲»的过程中,遵循四

项原则:第一,要正确看待青少年学生,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一代;

第二,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

三,要努力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新一代,引导学生艰苦奋斗,成为 “四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

班人;第四,坚持不懈地对青年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主

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我校探索

出一些规律,从德育工作全员化、教育内容系列化、教育方法多样化、

教育渠道网络化等四个方面系统地提出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途径

与方法,并写成 «建立高中学生 “人生价值”教育实体»一文,在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福州市教委召开的德育工作表彰会上作了交流.

下面分述我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途径.
(一)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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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初期,学校未把政治课列上课表,由学校党委成员、校长等

７人成立政治学习领导小组,规定每天读报半小时,并定期请首长作

政治报告.

领导小组成员每两周要给学生作一次综合时事报告,同时利用五

一、七一等节日,组织学生联合会参加重要的社会活动,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

全体师生人人订立爱国公约,定期检查,开展批评,互相教育,

共同搞好和修订公约,不断升华全体师生思想意识.

１９５３年秋季开始,学校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学习凯洛夫教

学法.

１９５４年开始,先后有柯全法、傅锦田、陈题、林鋆、毛振芳等５
名同志为我校政治教员,学校成立了政治教研组,并在工农班二年级

每周开设两节政治课.

１９５９年７月,教育部颁布了第一个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规定中

学开设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常识、政治常

识、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这一时期政治课存在着为政治运

动服务的现象.

１９６４年,全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保留辩证唯物主义常

识外,又开设了 «毛泽东选集»(乙种本)课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１９８１年,我校使用新的统编教材 «青
少年修养»«社会发展简史»«法律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

物主义常识».

我校政治课以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结合共产主义理想,革命人生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道德、

品质、情操、法制和形势任务等方面的教育.授课形式以教师课堂讲

授为主,辅以必要的课堂讨论、社会实践,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到农

村、工厂参观等.政治课与其他学科并行,定期举行考试,成绩计入

学期总成绩.

我校政治课注重马列主义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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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同时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着力

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思想觉悟,防止和克服忽视基础知识的讲

授或单纯灌输知识的倾向.赵学东老师在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

积极性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总结的 «一种有利于政治课教改课

型的探索»１９８６年在省、市中学政治课教研会上获优秀论文奖.青年

教师庄金业的 «浅谈 “政治常识”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文,

１９９０年被收录在 «福建中学教学»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文专集.
(二)年段长、班主任工作

１年段长.

１９７７年,我校为缩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信息反馈过程,同时在

贯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计划时,能按不同年段教育的管理目标开

展工作,做到针对性强,效果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层层有人负责,

设置了年段长,负责召集开会或进行学习,讨论有关时事政治及学校

布置的工作等.年段长在政教处领导下,在班主任的协助下,负责组

织与指导全年段班主任、科任教师协同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抓好学

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其具体职责,在第一届教代

会上作了如下规定:
(１)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经常同班主任研究分析学生的

思想动态,召开班主任例会、科任教师会议及学生干部会,研究和实

施思想教育,保证年段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２)贯彻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督促班主任按时制订工作计划和做

好学期工作总结,并适时组织汇报交流.
(３)定期召开年段学生大会,进行思想教育,表扬好人好事,批

评不良倾向.
(４)配合学校有关部门,抓好学生的 “两操一锻炼”和文娱活动,

组织安排好生产劳动、爱国卫生等工作,协助有关教师开展第二课堂

活动.
(５)负责研究本年段的奖惩事项,反映班主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与困难,协助有关部门及时给予帮助解决.
(６)协助和指导本年段各班团支部开展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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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每学期召开一次家长会议,协助班主任做好家访和后进学生

的思想转化工作.
(８)每月要向政教处汇报年段工作情况一次,每学期要做好年段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总结.

２班主任.

１９５２年,教育部在 «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中规定, “中学每

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校长就各班教员中选聘,在教导处主任、副主任

领导下,负责联系本班各科教员指导学生生活和学习”.班主任是班集

体的组织者、教育者和指导者,是学校领导进行教育、教学的得力助

手,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是联系本班任课教师的纽带.班主任

在政教处的直接领导下,在科任教师的协助下,承担着培养学生适应

“三个面向”、“四有”人才要求的全面发展的新一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班主任应与学校有关部门和学生家长配合,组织安排本班学生的

劳动、生活及课外活动.我校领导重视班主任队伍建设工作.
(１)利用隔周一次例会时间,组织班主任学习 “班集体建设理论”

及 “青年心理学”的有关内容,提高班主任开展德育工作的理论水平.
(２)要求班主任在开学后３周内根据政教处计划制定好开展思想

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做到月月有安排,学年有经验总结或专题论文,

参加学年第一次的德育工作研讨会.
(３)学校成立德育工作研究会,班主任为当然会员,每月要参加

德育理论学习一次,并探索福高德育的规律.

我校第一届教代会在总结班主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 «福
州高级中学班主任条例»:

(１)热情关怀和爱护学生,经常分析研究本班学生的思想动态,

了解每个学生的品行与特点,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学生

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使班级形成一个遵守

纪律、团结向上、勤奋学习、朝气蓬勃的集体,使学生德、智、体诸

方面都得到发展.
(２)深入了解学生和研究学生的思想、学习情况,教育学生明确

学习目的性,端正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方法,合理安排时间,努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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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门功课.经常与科任教师联系、协调各科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组织和支持学生积极参加第二课和其他课外活动.
(３)关心学生生活和身体健康,协助生管组做好学生生活管理.

体育教师和医务室定期了解学生健康状况,组织学生开展文体、卫生

保健等活动.搞好环境卫生,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４)建立班级常规,搞好班级的日常管理工作,领导班委会开展

工作,指导本班团支部开展活动.积极培养班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

组织好每一次班会和每学期两次的主题班会.
(５)组织和领导本班学生开展 “学雷锋,创三好”和 “五讲四美

三热爱”活动,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６)教育并监督学生遵守 «中学生守则»和各种有关规章制度,

及时向年段长或政教处反映本班学生存在问题,属于违纪的提出处理

意见.

数十年时间里,我校班主任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优良的

传统.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１年间评为市教育系统先进班主任１５人.本校绝

大多数班主任在工作中都能做到:
(１)热爱学生.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既做班主任,又做学生的

知心朋友.
(２)严格管理.从学习上、品德上、作风上、纪律上严格要求

学生.
(３)工作细致.坚持正面教育,深入内心世界,耐心做学生的思

想工作.
(４)方法灵活.善于采用适合学生特点的形式和方法,培养学生

集体主义和创造精神,激发学生的上进心.
(三)团队和学生会工作

我校党支部 (总支)十分重视团员学生干部思想建设工作,每一

学年 (或每一学期)都根据上一级领导机构的布置,结合学校具体情

况制订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党团员、政治课教师、班主任、学生会干

部互相配合,采取适合各自特点的多种形式,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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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组织生活时,学习有关政治文件、党章、团章、时事、政策法

令,并采用上党课的形式,或利用星期一升旗仪式及特定时间,进行

有针对性的专题活动.

２每年五四、七一、八一、十一及元旦等节庆日和教师节 (１９８５
年起),组织团员、学生参加与节日有关的庆祝或纪念活动.每年清明

节举行祭扫烈士墓活动,活动的形式包括座谈会、演讲会、出版墙报、

剪报、诗歌朗诵会、歌咏比赛、文艺演出、观看电影、参观访问、写

慰问信、发倡议书等.

此外,在不同时期,配合重大政治运动或事件,或根据形势发展

的要求,开展多种活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以团员为骨干,学生

中普遍成立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广泛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开

展学雷锋活动.在抗击越南侵略的自卫还击战中,开展学习解放军指

战员,给他们写慰问信活动;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先后两次开展支援灾区

人民抗灾的捐款活动,两次共捐款６０００元、粮票２８００斤、衣服７００
多件.从１９８５年起,每年９月１０日教师节,团员配合学生开展尊师

活动.学校还不断开展学雷锋、学赖宁、创三好活动.

多年来,我校通过多种活动,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认真严

肃地根据条件,共吸收了５９８名学生加入团组织.１９８２年在毕业班中

组织了一个党章学习小组,１３名同学参加.１９８５年起,连续６年,团

委会和学生会的学生干部大都参加党章学习小组,毕业班也有部分同

学参加党章学习小组,先后有□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四)警民共建活动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我校和武警福州指挥学校开展共建精神文明活

动.警校的政治优势影响和带动我校的思想建设和人才的培养,特别

是突出学雷锋这一重点,在提高人的素质、振奋人的精神及促进 “团
结、求实、奋进”良好校风的形成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１领导机构.

共建领导小组由警校副政委、我校党支部书记担任组长,双方政

治处 (我校政教处)和办公室主任为副组长,具体负责双方共建活动

的日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６人,按期开会,商定共建计划: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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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全年活动计划,年中进行小结并修订下半年计划,年终进行总结.

副组长根据双方实际,结合重大节日活动,制定共建活动的具体实施

意见和计划安排,并负责落实、协调和检查.

２共建内容.

双方通过适当方式交流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雷锋活动的

经验与先进事迹.警校可派员参加学校每年３月的学雷锋宣传月活动,

我校也可派人员参加警校的政治教育活动,共学雷锋,共扬古田会议

精神.八一建军节、教师节、十一国庆节及春节等重大节日,双方可

互派人员参加对方的庆祝活动,或进行慰问、联欢,增强军民情谊.

警校派出人员担任我校年段、班级的校外政治辅导员.每学年开

学初,警校派出人员参与我校为期两周的新生入学训练,我校也派有

经验的教师到警校交流教学经验.警校派学雷锋的典型人物到我校

座谈.

警校定期组织人员到我校深入学生宿舍,协助搞好争创 “文明宿

舍”活动,我校定期组织学生到警校参观学习或过军营一日生活.

３共建效果.

警校的政治优势促进了我校的德育工作,优化了育人环境.
(１)每学年初,来自五区八县近百所学校,学习、生活习惯各不

相同的高一新生,经过为期两周的军训,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增强

了组织纪律性,形成了良好的班集体,鼓舞了班主任的工作信心,

１９８９年３月福建电视台播放了我校军训汇操的录像.
(２)我校组织学生开展的较大规模的活动都邀请了警校师生参加.

如为 “纪念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２７周年,我校组织 “雷
锋在我心中”的主题班会.同学和武警战士一起通过演讲、座谈、经

验介绍、心得交流等形式,汇报了学雷锋活动的情况,表达了向雷锋

学习的决心,达到了开展的预期目的,是一次成功的班会.

邀请警校教官参加我校学生干部在平潭举办的夏令营,学生干部

在１０天的军事化生活中,得到了陶冶,提高了自治自理能力.
(３)武警战士在军训和各项活动之余,经常深入学生宿舍,指导

内务管理,检查宿舍情况,精心设计,认真指导,使学生宿舍达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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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美化、规范的要求,优化了生活环境,支持了生管组的工作.
(五)劳动教育

我校领导贯彻教育方针,注意对学生进行劳动习惯、劳动观点的

培养和教育,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公益劳动,同时建立卫生包

干区评比制度,以培养劳动习惯,创造优美、整洁的学习环境和促进

班集体的形成.

１９５８年创办福州高级中学工厂,组织师生开展勤工俭学,１９５９年

党中央提出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方针,同年４月省委传达了中央精神,并提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重政治抓教学搞劳动的口号.我校根据 “全党动手,全民动手,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及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

举”的方针,除坚持抓好校办工厂,组织学生轮流下厂劳动外,还与

建新公社 (当时还是高级社)挂钩,组织学生学农,双方互相支持、

互相促进.建新公社先后拨给我校２座山头、１０亩洼地、２０亩农田、

４口池塘.我校师生积极垦荒,逐步扩大,共拥有耕地１００亩,办起

了万里农场.依据城市学校特点,进行以生产副食品为主的多种经营,

种有水稻、小麦、２０多种蔬菜、４００多棵果树,养有５００多只鸡、鸭、

兔,９０多头猪,１０多头牛、羊、马及２０００多条淡水鱼.组织师生以

班级为单位,轮流下场劳动,掀起了大办农业、大搞粮食生产的高潮.

师生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提出 “人人动手,丰衣足食”的真正意

义.“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校又根据上级领导的布置,在远郊山区北

峰大坂成立了分校,再一次组织师生分批轮流去开垦荒地,建设校舍,

耕种水稻,放牧牛羊,栽种蔬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撤销了分校,一切又逐渐走上了正轨.党

的教育方针得到了恢复,我校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三个面向”的

指示,严肃认真地培养 “四有”一代新人,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爱

国主义 “二史一情”教育、法制教育.组织学生到工厂、企业、农村

搞社会调查,参加生产劳动实践.在劳动过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建立了一套制度:劳动前,进行充分的思想发动和思想教育工作,明

确交代生产任务;劳动中,进行评比竞赛,比思想、比态度、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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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比爱护生产工具,进行宣传鼓动,并结合各科教学,特别是政

治、语文、生物;劳动后,进行劳动鉴定,肯定成绩,表扬好人好事,

也适当进行一些个别的批评教育和处理.

加强了思想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师生的政治觉悟,不仅密切了师

生与工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明确了教学和劳动、理念与实践的关系,

有力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在集体主义的形成、组织纪律的

加强方面都起到良好的效果.
(六)寒暑假教育

我校领导重视学生校外的思想教育工作.１９８９年成立了 “三结

合” (学校、社会、家庭)教育领导小组,聘请仓山区关心下一代协

会、仓山区人民政府、仓前派出所以及武警学校等的老干部、警官做

我校的校外辅导员.学校还成立寒暑假领导小组,校长为组长,政教

处、团委会、办公室各一人为成员.政教处、团委会具体负责制订假

期工作计划,提出思想教育的管理目标,做好假期活动的信息反馈

工作.

１必须根据上级领导的布置,结合本校情况组织年段长共同研

究、提出假期思想教育管理目标,与学生家长配合做好学生的教育

工作.

２年段长要协助班主任组织好学生假期活动小组,原则上做到家

庭地址就近,以团员或班级干部为骨干.

３发给假期活动报告表,由组长填写活动情况,要突出好人好

事,组长要按时交班主任存查.

假期教育包括:法制教育;学雷锋做好事;搞社会调查,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 (包括书评、影评等);安全 (包括交通、水、火)教

育等.

法制教育一般安排在放假前夕进行,经常以全校集会为主,邀请

仓山区法院院长,仓前派出所所长,市公安局、区司法局负责同志等

来校作报告,或以年段、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学习 «中学生守则»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有关社会公德、交通安全等的法规.

寒假时间短,活动形式小型多样,不能强求集体活动.暑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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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组织他们参加不同类型的夏令

营,这是寓思想教育于活动之中的最好形式.我校举办的夏令营有科

技夏令营、摄影爱好者夏令营、无线电测向夏令营、美术夏令营、文

娱体育夏令营、文社夏令营、学生干部夏令营,包括 “红专夏令营”
“自治自理夏令营”“学生骨干夏令营”“名人足迹考察夏令营”等.

此外,还组织有学科兴趣小组及社会实践活动.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固

定组织高二年段学生四百人左右,先后到福州铅笔厂、福州造纸厂、

福州第二造纸厂、福州纤维厂、福州第四印刷厂、福州纸箱厂、福州

漆筷厂、仓山第二电器厂、鼓山针织厂、福州蜜饯厂、马尾海洋渔业

公司参加劳动实践,文科班学生则到闽清县的山区农村和福州郊区胪

雷村搞社会调查.

我校寒暑假活动依据学生特点,灵活安排、丰富多样,既有趣味

性,又有思想性,而且组织学生参加活动做到普遍性,取得较好效果.

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教委分别于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１年授予

我校福州市暑假工作先进单位.

第三节　工作职责与表彰先进

一、工作条例与工作职责

学校政教处根据学生团支部、班委会的工作特点,制定了 “福州

高级中学团支部工作条例”和班委干部的工作职责,印发各班团支部、

班干部和班主任,使他们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有章可循,更好发挥

作用,也便于班主任检查与指导,更快成长.
(一)福州高级中学团支部工作条例 (１９９０年制定)

福州高级中学团支部工作条例

团支部

第一条:支委会的产生和任职.

１团的支部委员会由团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年,选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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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报送校团委审批,任期一年后,在特殊情况下可适当延长.

２每届团支部刚成立,鉴于同学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不能民主选

举产生,而由学校团委直接任命.

３团委会委员可连选连任.

第二条:团支部可根据工作需要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在必要时可增设副书记、青年委员.

第三条:团支部的权利和义务.

１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２宣传、执行党和团组织的指示和决议,充分发挥团员的模范作

用,团结、带领青年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３了解和带领青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一切危害国家和集体

利益的不良倾向作斗争.

４接收团员.收缴团费,表彰先进,执行团的纪律,组织团员学

习党的基础知识,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

５对团员进行教育和管理,健全团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监督团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团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６在任职未满,而团支部成员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任职时,团支部

有权召开支委会议,增补新支委,报校团委批准.

第四条:组织原则.

团支委应经常听取团员的意见并向校团委如实地反映情况,及时

请示、报告工作,团支委一律平等.

第五条:支委条件.

１政治上要坚强,敢于向各种错误思想和歪风邪气作斗争.

２学习认真,刻苦钻研,有为 “四化”献身的精神.

３工作要勤奋、勇于创新,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讲究工作方法.

４作风要扎实,踏踏实实,敢想敢干.

５品德要高尚,能克己奉公,公道正派,有自我批评精神.

支　书

１一般情况下由团员选举产生,在校团委领导下主持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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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２制订团支部工作计划,负责支部全面工作,定期召开支委会讨

论支部工作.

３及时传达上级团委决议和指示精神,及时向团委请示和汇报支

部工作及团员的思想状况.

４以各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学习党团有关文件,

进行做合格团员、争创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员活动,召开民主生活会,

负责检查支部执行决议情况,经常总结经验,批评不良倾向.

５支书可以自己组阁选举支委.

副支书

协助书记搞好支部工作,书记不在时代行支部工作.

组织委员

１负责及时缴交团费,及时检查团徽.

２负责新团员的发展工作,及时了解团外青年的动态.

宣传委员

１在校团委领导下负责支部的宣传工作.

２负责定期向团内外青年宣传团的基本知识.

３帮助低年级组建支部,传授团的知识.

４定期出团刊,负责对外联系工作

文体委员

１组织团员参加团委、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

２组织支部的各种生动、活泼而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活跃组织

生活.

３开展好团内学习互帮、互助活动.

附:团委书记职责

学校团委会是在学校党总支和上级团委领导下,隶属政教处的一

个部门.团委书记应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发挥团委会集体领导作用,

开展各项工作.

１组织团员、青少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

策,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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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学校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提出计划,开展活动,督促各

团支部贯彻执行.注意发现先进、总结典型经验,以先进推动一般,

把团的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

３教育团员、青年树立为革命努力学习的正确目的性,切实搞好

“五讲四美三热爱” “学雷锋、创三好” “学雷锋、树新风、送温暖”

活动.

４深入实际,注意倾听各方面意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充

分发挥团员的先进作用,开展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各种活动.

５抓好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注意培养青年学生干部独立工

作能力.做好团的发展、超龄退团、奖惩以及团组织的整顿、改选和

管理工作.

６协助学生会开展工作.

(二)福州高级中学班委干部职责

１班主委:
(１)在班主任指导下,负责班级全面工作,组织全班同学深入开

展 “学雷锋、创三好”和以 “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为中心的各种

活动.
(２)召开班委干部会议,研究落实政教处、学生会和年段布置的

工作措施,并结合实际,提出班级工作计划.
(３)检查班级工作计划的落实,注意了解工作的进度和效果,并

督促检查各班委和小组长的日常工作.
(４)协助班主任主持班会,经常向班主任和年段长、学生会、政

教处汇报工作,表彰好人好事,纠正不良倾向.

２副班主委:
(１)协助班主委开展各项工作.班主委因病、因事请假时负责班

级全面工作.
(２)负责班级保卫工作.

３学习委员:
(１)引导同学为早日实现 “四化”而勤奋学习,立志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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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抓好科代表工作,及时了解同学学习情况,经常向班主任和

教务处反映同学的情况,负责班级出勤工作.
(３)协助各科教师抓好兴趣小组活动.
(４)推荐和发动同学购买有关学习材料.
(５)组织学习经验交流.

４宣传委员:
(１)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及时开展宣传,并协助图书馆做好报

刊发行工作.
(２)定期出好班级黑板报,做好通讯报道工作.
(３)及时发现和表扬好人好事.

５文体委员:
(１)协助体育老师上好体育课.
(２)组织好课外文体活动.
(３)组织好两操 (课间操、眼保健操)与课间唱.认真教唱歌曲,

积极排练文艺节目参加学校演出.

６生活委员:
(１)负责抓好本班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
(２)保管班级财产.
(３)负责登记看电影的人数、费用和缴交其他费用.

二、评选表彰先进

多年来,我校在学生中深入开展学雷锋、学赖宁、创三好活动,

涌现出不少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了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使广大

同学从自己身边的榜样中汲取精神营养,走雷锋、赖宁成长的道路,

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本校规定每年五月表彰一批校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和先进团支部、先进班

级,并制订了评选条件.
(一)三好学生条件

１思想品德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学

习雷锋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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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地执行 «中学生守则»和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关心集体,积

极参加市、校各项活动,团结、爱护同学,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具

有健康的心理品质.

２学习好.学习目的性正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学好问,勇于提

出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努力掌握各门功课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参加课外兴趣小组活动,

学习成绩优良 (一般是指全部学科总平均成绩达到或接近８０分,并且

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均应８０分以上,其他科成绩都在７５分以

上;或者语文、数学、外语三科中有一科达９０分以上,其他两科都不

低于７５分,各科成绩合格,但全部学科总平均成绩仍应达到或接近

８０分).

３身体好.能坚持锻炼身体,认真上好体育课,自觉参加 «国家

体育锻炼达标»测验,做好 “两操”,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有良好

的卫生习惯,身体健康,学年体育合格,体育课成绩良好 (指７５分以

上,含７５分).是寄宿生者应是校 “文明寄宿生”.
(二)优秀学生干部条件

担任班委、团支委以上职务,除基本符合三好学生条件外,热心

为集体、为同学服务.积极做好所担任的本职工作,勇于锻炼自我,

善于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工作成绩显著,受

到师生的好评.
(三)先进班级条件

１有班级共同奋斗目标.能围绕 «中学德育纲要»的基本内容开

展 “两史一情”理想、道德、纪律、法制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能

严格按照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进行教育、训练和评估,有

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在校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

２重视班级德育基础建设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做到 “七有” (有
班训、守则、阅报栏、学习园地、值日表、课表、名人名画名言等),

班会、课活动正常,内容丰富,班级同学遵规守纪,一年来无违纪违

法现象发生.该班寄宿生宿舍的 “文明率”应达５０％以上.

３班级学习气氛浓厚,学生求知欲强,学习习惯良好,考试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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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积极组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多数学生学习成绩

好或在原有基础上有明显提高.

４班级组织机构健全,干部职责分明,班干部能以身作则,团

结、帮助、带动同学共同为维护集体荣誉做出努力,在创三好活动中

起带头和核心作用.

５两课两操活动正常开展,积极组织参加校运会各项比赛,比赛

成绩较好,同时有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学年体育合格率达到９５％
(含９５％)以上.

(四)优秀团员条件

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党的

改革开放政策,旗帜鲜明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模范地执行 «中学生

守则»和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热爱劳动、

艰苦朴素.

２学习目的性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学好问,有一定的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成绩良好.

３能坚持锻炼身体,认真上好体育课,自觉参加 “两操一锻炼”,

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学年体育合格.
(五)优秀团干条件

担任团支委以上职务,除基本符合优秀团员条件外,还应做到以

下两个方面:

１热爱团的工作,具有一定的责任心,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组织

工作能力.

２知难而进,勇于创新,积极主动地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以

身作则,联系群众,是青年学生的知心朋友和表率,工作成绩显著.
(六)先进团支部条件

１思想工作好: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配合党

的中心工作,经常对团员青年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势教育、

人生观教育,热情引导青年团员认识自己在改革中的位置和责任,刻

苦学习,立志成才.

２团的活动开展好:能按照党的总任务、总目标,从共青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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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出发,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学雷锋活动”、 “岗位成才”活动和

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体活动等,寓教于乐.

３组织建设好:能按照 «团章»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搞好

团的组织建设,积极开展 “合格共青团员教育活动”和 “团干岗位责

任制”等活动,团的战斗力强.

４完成任务好:能动员和带领团员青年认真完成上级党团组织交

给的各项任务,接受任务态度坚决,完成任务后能及时反馈情况.

评选办法:

１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的评选,应

自下而上民主选举,团支委、班委反复研究确定人选,由班级报年段

研究通过,最后报送政教处、团委会审核.

２校先进班级、先进团支的评选,先由各班级的班委、团支委总

结一年来班级和团支部工作 (写成书面材料),并在年段班委、团支委

以上干部间交流,后由年段干部民主推荐,报送政教处、团委会审核.

三、若干管理规定

(一)关于加强校风校纪的若干规定 (１９９０年９月修订)

为加强我校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抓好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教育,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发扬 “团结、求实、奋进”的校风和

“严、细、勤”的学风,对学生的日常行为特做如下规定:

１学生六条堂规.(略)

２学生文明行为的五项要求:
(１)仪表朴素大方.上学必须佩戴校徽,不穿拖鞋,不佩戴首饰.

男生不留长发,女生不烫发,不披头散发.
(２)卫生习惯良好.要维护校园、教室、宿舍的环境卫生,按时

完成值日生及全校性卫生扫除任务,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纸屑、

杂物,不在墙壁、黑板上乱涂乱画.
(３)举止言谈文明,要礼貌待人,举止文明,要尊重师长,团结

同学.提倡文明用语 (如请、您好、对不起、再见、谢谢等),严禁用

污秽语言骂人,严禁吵闹、打架或欺负弱小学生;提倡文明考试,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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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考试舞弊;提倡健康的文化生活,严禁观看黄色淫秽的书报和录像

及收听、传播反动的广播,提倡关心国内外大事.
(４)爱护公共财物.要爱护国家财产和学校的课桌椅、门窗、玻

璃、实验仪器、照明设备等,不损坏公共的建筑物及花草树木.
(５)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国家法令、公共秩序、交通规则和社会

公德:乘公共汽车要秩序上车,在车上要扶老携幼,做文明乘客;骑

自行车不能载人,进校必须下车并按规定地点停放.

３寄宿生公约.(见下文)

４学生奖罚规定:
(１)奖励.对做了突出的好事的学生,德、智、体几方面得到较

好发展的学生或德、智、体的某一方面表现突出,而其他方面还好的

学生,根据不同的表现,给予奖励,载入学生档案.
(２)处分.对学生的处分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

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

①学校规定的课程 (包括劳技课)、班会、校会、社会实践活动,

学生都应按时参加,没有经过准假不参加者以无故旷课论.一学期旷

课累计超过一周 (３５节)者可以给予退学处分.

②对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破坏学校纪律,侮辱教职员工,殴打同

学,破坏公共财产,以及有偷窃、考试舞弊等不良行为的学生,视其

情节轻重和认识错误的态度,给予批评以至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直

至开除学籍处分.

③对思想品质恶劣,道德败坏,经批评教育不改,或者违犯国家

法纪和学校制度,打群架、聚众赌博、破坏社会和学校秩序的学生,

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并报请公安、司法部门予以管教.
(二)寄宿生公约

１保持宿舍区整洁,寝室内毛巾、面盆、蚊帐、棉被、箱子、桌

椅、床铺等排列整齐,不随地吐痰,不乱丢纸屑、杂物,不乱倒污水

和剩菜、剩饭,不在走廊洗澡洗脚,不在宿舍吃饭,值日生应认真负

责地搞好宿舍及包干区的卫生和保卫工作.

２要爱护公共财物,不毁坏宿舍设备,不随便搬运家具,不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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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乱涂乱画.

３严格遵守作息制度,按时睡眠和起床,做好早操,认真早自

习,准时晚自修.

４自修室和宿舍必须保持安静,不得高声谈笑,上下楼梯要轻声

慢步.午休时间禁止娱乐活动.

５寄宿生要团结和睦,互相关心,提倡 “语言美”,不讲粗话、

脏话,不骂人、打架.

６遵守食堂规定,尊重工人,服从食堂管理人员的安排,爱惜劳

动成果,不浪费粮食.

７要听从生管组老师教导和室长安排,搞好本室各项工作.

８防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私自搭电线,点蜡烛.未经批准不得

留宿外人.

９提倡人人为创造 “文明宿舍”做好事.

对违反以上公约的,人人都有义务给予批评、规劝,对屡教不改

者,将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三)寄宿生量化管理评分细则 (生管组制)

为了加强寄宿生管理,配合学校各项教学活动,现决定对寄宿宿

舍实行量化管理,评分细则如下:

１晚自习方面 (５分):旷课一次扣５分,迟到 (或早退)一次扣

２分,在自修时间内高声喧哗扣０２分.

２早操方面 (５分):旷操一次扣５分,迟到一次扣２分.

３宿舍卫生方面 (１５分):床铺整洁６分 (棉被、蚊帐、衣服放

不整齐各扣２分),桌椅排列整齐２分 (桌面乱放东西扣１分),地面

洁净４分 (有纸屑、污物、鞋排列不整齐等各扣１分).宿舍整体排列

整齐３分 (毛巾、面盆、箱子乱放各扣１分).

４宿舍纪律方面 (１５分):乱倒水扣３分,在宿舍吃饭扣２分,

私点蜡烛或私自搭电线扣４分,毁坏宿舍设备、在墙壁上乱涂乱画扣

３分,不遵守作息时间扣３分.

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方面 (１０分):不尊重工友,不听从劝导,

与工友吵闹者扣３分,不听从室长安排扣３分.骂人、吵架者扣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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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６奖惩方面:在阶段性评分的基础上,负责买菜票的同学加３
分,检查卫生的同学加５分,早操点名的同学加５分,评为 “文明宿

舍”的室长加５分,其室员各加２分,搞食堂卫生、做好事的每人次

加３分;被评为 “最差宿舍”的室长扣３分,其室员各扣２分,抽烟

者扣５分.
以上规定由宿舍管委会拟定,并由生管组进行定期评分和公布,

期末进行总评 (优秀占２０％、良３０％、及格４０％、不及格１０％),根

据总评结果,评出 “文明寄宿生”和 “文明宿舍”,不符合要求者给予

批评教育,直至取消寄宿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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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学工作

第一节　组织领导与工作职责

自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开始,学校按照教导合一单轨制的指挥系统,

设置教导处,三名正副主任在校长领导下,协助校长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搞好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体育、卫生工作.教导处

下分设教学、辅导两个组,具体分工负责教学和学生 (师生)思想政

治工作.１９５８年底,我省改为实行教导分家的双轨制指挥系统,我校

于１９６０年秋季开始,设立教务处,当时正副主任共两人.

一、教导处 (教务处)主任职责

(一)速成中学教导处主任职责 (１９５３年９月制订)

教导处主任是校长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方面的助手,对校长负

责,具体领导学校的教学及学生的教育工作.

１领导各科教研组的工作,组织教学研究;

２制定课程表、考试计划并监督执行;

３负责领导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４领导班主任工作;

５领导图书馆、实验室工作;

６审查教研组、班主任工作计划,提请校长批准;

７批准各科教师学期讲授计划;

８协助校长检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知识质量;

９协助校长指导青年团和学生会的工作;

１０组织指导学生课外和校外活动;

１１领导教务处的行政事务工作,对处内人员提供工作考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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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校长 (副校长)因故不在时,代理其职务.
(二)高级中学教务处主任职责 (１９８５年□月修订)

教务处主任是校长领导教学工作的主要助手,其职责如下.

１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计划,结合本校

实际,制订教学计划,并付诸实施.审查教研组工作计划和审批各科

教学进度计划.

２提出调配各科任教师人选的建议.

３搞好教学组织和管理,编制全校教学活动总表、课程表和作息

时间表;通过参加备课、听课、抽阅教案、作业及座谈会等形式及时

掌握各科 (包括第二课堂)的教学情况,抓好各科的考试、考查和质

量分析,确保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贯彻执行,提高教学质量.

４组织安排全校的教学研究和教学观摩活动,交流教学经验,安

排教师业务进修.

５定期召开教研组组长、集备组组长会议,分析教学情况,研究

教学、教改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６抓好体育课、课间操和眼保健操及体育锻炼,配合政教处主任

和医务人员搞好卫生保健工作,督促教学卫生条例的贯彻.

７负责审查教学仪器设备、图书添置计划,审批购置预算,合理

使用教学经费.

８搞好教务工作,组织有关人员搞好招生考务工作、学生编班、

学籍管理和考核工作;审查学生升留级、毕业,督促本处人员做好本

职工作,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９检查、总结学校的教学工作,负责审查各教研组组长对教师工

作的考核意见和对本处人员的工作考核.

１０教务处正、副主任要分工管理本处工作,且必须深入课堂教

学,有可能者要兼任一定课程.

二、教务处职员的分工与职责

工农速中教导处教学组下设若干名干事,负责办理注册、课务、

学籍、成绩、统计、编印并协助主任、组长进行其他有关教学行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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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学校采用教导分家的双轨制指挥系统后,教务处一般设职员

二至三人,具体分工负责教学行政事务工作,其职责如下.
(一)教务员职责 (１９８５年修订)(略)
(二)文印员职责 (１９８５年制订)(略)
(三)图书馆管理员职责 (略)
(四)实验室管理员职责 (略)
(五)电教管理员职责 (略)

三、历任教导处 (教务处)正副主任

表４　历任教导处 (教务处)正副主任一览表 (１９５１—１９９１)

姓名 职别 任职时间 备注

施效人 主任 １９５１９—１９５５１

康汉民 副主任 １９５１８—１９５６６

王秉周 副主任 １９５３１１—１９５５

陈乾秀 主任 (兼) １９５５２—

傅锦田
副主任

主任
１９５６２—

１９６０２—１９６０９

李江海 副主任
１９５６２—１９５８８
１９８１２—１９８４１

吴亚俊 主任 １９６０９—１９８０５

程祖壁 副主任 １９６０９—１９７３５

吴式锚 教改组副组长 １９６９４—１９７７１２

卢福来 教育组组长 １９７２３—１９７７５

杨久年 教育组副组长 １９７７４—１９７８８

魏长庚 副主任 １９７８８—１９８４１

黄泉桂 主任 １９８０５—１９９１２

翁瑞仁 副主任 １９８４２—１９８９１２

庄才水 副主任 １９８４４—１９８８１２

杨松 副主任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２

张铭华 副主任 １９８９１—

卓存汉 主任 １９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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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学管理

一、学　制

我校由工农速成中学发展而来.工农速成中学含中学和小学两部.

中学学制三年,新生入学后一年,分文科、理科进行教学;小学 (即
文化补习班)学制二年.１９５４年招收的四班新生,即工农速成中学的

最后一届学生,学制改为四年,仍在新生入学后一年分文科、理科进

行教学.１９５５年,根据上级指示,工农班停止招生,改招普通高一新

生四个班,学制为三年.１９５７年,招收高一新生八个班,其中,七、

八两班试行二年学制,其他班级续用三年学制.

学校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８年的三年中,工农班与普高班两种学制

并存.

１９６２年秋,学校增办一届初中四个班,学制三年.１９６６年６月至

１９６９年３月学校因 “文化大革命”而停课.１９６９年 “复读闹革命”

后,学校又招收了初一四个班,学习一年毕业.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各招

收初一四个班,学制二年.

１９７１年２月增收高一□个班,学制二年.１９７３年春招收高一新生

六个班,学制二年,但在校学习时间延长半年为二年半.

１９７４年根据市教育局转发省教育厅的通知,改春季招生为秋季

招生.

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年,学制沿用二年制.

１９７９年秋,学校招收了高一新生六个班,其中两个班实行二年学

制 (当时称为 “快班”),学生毕业参加高考未获录取的,可以回校和

其他在校的四个班的学生一起实行三年学制 (当时称为 “慢班”).从

此,没有改变三年学制.

二、学　籍

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４年,凡由各专署 (市)推荐介绍,经本校初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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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并经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厅、教育厅及校方五个单位联合组

成的复审委员会复审合格的工农干部,或按教育厅有关规定办理转学

批准手续,正式转入本校的工农干部才能取得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籍.

１９５５年秋季起,经福州市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学生和按规定办理入学

手续、正式转入本校的学生,方能取得本校的学籍.

具有本校学籍的学生,在修业期满,毕业考试合格后,符合毕业

条件的学生方能领取本校发给的毕业证书.不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发

给结业证明.因故经批准,中途退学的学生发给肄业证书.新生入学

时,学校要填制学生学籍登记卡.学生毕业考试结束时,除要在学生

学籍登记卡上填写毕业成绩及毕业或结业等决定外,还要填制毕业生

花名册和相片册各两份,一份报送市教育局,一份留校存档.

三、课程设置

我校在课程设置与课时安排上,认真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颁发

的教学计划.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８年,工农班是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工农速

成中学教学计划,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的.从１９５５年秋季开

始,普高班也是遵照国家各个时期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设置课程的,

但个别年度曾根据本校具体情况有所调整.

四、教　材

１９５１年,全国还没有一套适合速成中学的课本.为适应学员文化

程度低、阅读有困难的情况,学校组织教师自编讲义授课,如理科以

初、高中教材为依据,以打好基础知识为原则,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用通俗易懂、精炼明确的语言编成教材,进行

教学.１９５２年,部分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生理卫

生、世界地理、自然地理等采用东北教育部编写的中学课本.语文采

用新华书店发行的工农速中语文课本,历史、地理采用新华书店发行

的初中史、地课本.１９５３年春季,自然地理改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禇亚

平改编的初中自然地理课本.同年秋,学校根据速成中学的教学特点,

提出精简教材的八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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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精简教材并不是支离破碎的割裂,应高度地保持学科教育原有

的系统性.

２精简教材是以质胜量的办法,避免重复循环,但要注意学习的

巩固原则.

３精简教材并非单纯的约缩,必要时还应补充应有的新教材.

４各科应前后贯串、相互联系,以在总课程中之比重来决定教材

的取舍及精简的范围.

５教材的精简,视各班具体情况而决定,并非强求绝对的统一.

６记忆性的部分可以更大胆地放手简化,推理性的部分应高度保

持学科的逻辑系统.

７缺乏应用价值并与衔接大学课程无关的教材,采取可跳则跳的

原则,力求简化.

８在精的原则下求简,但应注意课程之可接受性问题,即深入浅

出通俗化的问题.

学校教导处还提出 “精简教材问题是处理教材问题的总问题”,要

求各教研组以此为研究中心工作之一.

１９５５年秋招收的普高新生则采用全国统编的中学课本.

１９５８年,为贯彻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实行 “开门办学”.各科教师重视校外各种场合的实地教

学.物理组到校办工厂、野外进行实地教学,俄语组打破成规,在教

室外的校内建筑物、树木等处,贴上标签,进行比照教学,还编写了

高一俄语教材一册,并指导学生汇编出 «俄语字典»一本.语文组在

诗歌单元教学中,提出苦战三天,创作万首诗刊.数学组强调直观教

学,自制了极限说明器、立体几何组合教具等几十件教具.
“复课闹革命”期间以 “语录”代替学科现象突出,但初、高中各

科教材或采用省编或续用部编教材不一.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学校根据毛主席关于 “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

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的教导,组织编写教材.“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编

写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把工农兵的需要作为编写教材的出发点,

把 ‘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作为编写教材的泉源”,编写了以粮食和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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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为主要内容的农基补充教材,以饲料粉碎机、电动机、拖拉机及农

药化肥为主要内容的工基补充教材,以阶级斗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

治、语文补充教材,以农村会计、土地丈量为主要内容的数学补充

教材.

１９７９年开始,我校首先在初中班开设了科技课,教师自编有 «航
模舰模»«化工知识» «生物标本»三本教材,获 “福州市中小学自制

教具、科技作品展览”一等奖 (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２日,教育部发出 «关于颁发高中数学、物理、化

学三科两种要求的教学纲要的通知»,我校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学年度第一

学期开始,各年级都按较高要求的教学纲要进行教学,教材采用部编

十年制高级中学课本甲种本.

１９８２年起,我校在高一年级增设 “音乐欣赏课”,由教师自编教

材进行教学.１９８４年起在高一年级开设计算机必修课,１９８８年起又在

高二年级开设制图课.教材开始时由任课教师自行编写,以后选用本

市或上海编写的中学计算机教材进行教学.

１９８６年起,学校在高一进行英语教材改革试验.采用 «新概念英

语»进行比照教学,取得经验,１９８９年又继续进行第二次试验.

五、作息时间

在一般情况下,上午早读２０分钟后,上四节课,每节４５分钟.
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有２５分钟的课间操,第三节后有５分钟的眼保

健操.下午上两节课,第三节为自习或体锻、课外科技活动、班会或

团队活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 ５ 分钟的眼保健操.下午还有

２５~３０分钟为学生自由活动或体锻时间.学生在校学习活动时间每天

控制在８小时以内.
在校住宿的学生,每天早晨要参加早操 (１５分钟),晚餐后要晚

自习两个半小时.每年根据季节变化,执行夏季和冬季两种作息时间

表.１９８６年起,国家实行夏时制后,我校每年按夏时制的起止日期分

别使用夏时制作息时间表和冬季作息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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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试制度

本校考试分平时考试 (包括课堂提问题、小测、单元测验和综合

练习)、实验操作、期中考试、学期考试和毕业考试等.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学年度,学校为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只保留期中、期末两次考试,

取消单元考,加强平时检查和课堂小测.

期中和期末考试,由学校统一安排考表并集中在三天至六天内考

完.本校不举行学年考试,而以第二学期 (即下学期)的学期考试作

为学年考试.

１９８８年以前毕业考试一般由学校命题.从１９８９年起,高中毕业

考试则与本省重点中学质量检查考试或高中毕业会考一并进行,学校

只在确定学生毕业或结业之前,再举行一次毕业补考.

平时考试由授课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自行在课内安排进行.１９８６—

１９８８学年度,为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频繁考试的压力,学校严格控

制单元考次数.高中一、二年级的单元考试,由教务处根据各学科的

教学计划提出的考试时间作适当调整,并统一安排、事先公布各科的

单元考时间,每周不超过两学科.

考试科目包括学校在该年级开设的所有学科.学校集中举行的期

中考、学期考和毕业考,一般只考六至七科,其余学科的考试则由教

务处统一安排在考前或考后举行.省、市统一举行的学科结业考试或

质量检查的时间、科目按省、市规定执行.

考试计分办法: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９年,学习苏联,采用 “五级记分

法”,以后采用 “百分制”记分法.１９８１年除体育、美术、音乐三科

采用 “优、良、及格、不及格”四级记分外,其他各科仍采用 “百分

制”记分.１９８８年后,参照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记分法,对语文、数

学两科采用１２０分满分的记分法,其余学科全部采用 “百分制”记分

法.“文化大革命”前学生的学期总评成绩采取平时成绩占６０％,学

期考成绩占４０％评定.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学年,学生的学期总评成绩,采取

以平时成绩和学期各占一半为基础,参考学生的学习发展变化情况来

评定.学年成绩的评定则以本年的第一、二学期 (即上、下学期)的

１３１



学期总评成绩各占５０％为基础,以第二学期 (下学期)的成绩为主衡

量评定.如果两个学期成绩平均虽不及格,而第二学期成绩及格且有

明显进步,该学年成绩可评为及格;如果两个学期成绩平均虽略高于

及格,但第二学期成绩不及格,且实际知识水平降到不及格者,该学

年成绩可评为不及格.１９８２年秋起,评定学生学期总评成绩则又按平

时成绩占３０％、期中考试成绩占３０％、学期考试成绩占４０％来评定.

对没有举行期中考试的学科则按平时４０％、学期考试成绩６０％来评定

该科的学期总评成绩.

我校各科考试的命题覆盖面宽,着重考查学生掌握 “双基”(基础

知识、基本能力)、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各科

命题必须符合大纲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到 “反映双基、体现重

点、检查能力、促进教学”,以促进学生认真看书学习,掌握概念;鼓

励学生独立思考,学有创见;检查学生答题的能力和速度.

我校考试纪律严格,教风良好.教师评分严肃认真,客观公正,

能真实反映学生的知识质量水平.

我校考试方法,在各个时期是有所不同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教师上课必须带 “学生成绩登记簿”(含点名

册)并用１０分钟左右时间,通过学生口答、板演或短测等形式进行考

查,促进学生抓紧平时学习.每学期用笔试方式举行期中和期末两次

考试.

１９５７年后,改提问评分单元或阶段书面考试,并举行期中、期末

两次书面考试.
“文化大革命”复课阶段,学校采取一卷考试,教师在考前分发

(或公布)考试题目和范围,学生按题复习备考,考试时,学生可以看

书作答,交头接耳,学习质量明显下降.

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为全面考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些学科采取了书面考试、口试和实验操作结合的

形式进行,过程大致如下.

１口试:围绕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设计出若干试题,考查学生对

基础知识的理解、记忆和运用情况.考试时,学生抽签,经规定时间

２３１



准备,向教师回答问题.

２实验操作考试:实验包括考试范围内所有演示实验,学生分组

实验和实验作业的内容,考查学生对实验原理、方法、现象和结论的

掌握情况.教师将实验题提前三天分发给学生,同时开放实验室,让

学生课余到实验室观察仪器并操作练习,让学生互相研究,从正确选

用器材、组装无误,步骤正确,正确说明实验现象和结论的因果关系,

正确回答问题等四个方面来考查和评定成绩.

３笔试:由任课教师命题,或备课组命题,或各年段交叉命题,

或采用市统考试卷进行考试.评卷采取流水作业法,坚持试卷质量分

析,向全班学生讲评.

１９８８年以后,学校全面推广标准化测试,试卷覆盖面大,既起到

核查作用,又给学生创造了复习的机会.

七、教学质量管理

(一)教学常规

教学工作包括备课、讲课、布置和批改作业、课外辅导和对学生

的学习质量进行考查等几方面的常规工作.完善这些常规工作的质量

管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与保证.我校自创办以来就重视教学的

常规管理,提出明确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遭到严重破

坏,教学无要求,管理无制度,加上在 “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下,

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学校

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并建立了符合本校实际情况的教学管理

制度,教学质量有明显的提高.下面就上述几个教学常规工作的具体

管理要求分述如下.

１备课.学校要求教师在开学前要做好 “三备”工作,即全书备

课、单元备课、课前备课;开学后要提前一周做好储备,即要求教师

提前一周在个人充分备课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备课,做到不上无准备

的课.

集体备课要做到 “三定”,定时间、定内容、定中心发言人; “四
备”,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备作业; “五统一”,统一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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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教学进度、统一教材内容、统一作业要求、统一考查标准.允许

教师不拘一格、自由选择适合班级具体情况的教法.

集体备课要有记录,记录好所探讨的问题、建议、改革措施及课

堂反馈上来的信息,以期获得集体备课的效益.

学校采取下面措施,检验检查教师的备课以不断促进集体备课质

量的提高:教务处定期抽查,时间定在期初、期中、期末进行,检查

后要向教师反馈意见;委托教研组组长检查,发现优点,予以推广;

在储备之前,在储备小组中互相交流、取长补短.

２讲课.重视 “双基”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教学,注意理论

联系实际,化抽象为直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习能力.

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数学管理,１９６２年９月,学校对

教师的教学工作提出十点要求,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贯彻执行.１９７８
年秋季,学校制定了教师 (课堂教学制度)七条.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８年

在要求教师讲课做到明确、讲授正确、重点突出、语言生动、板书工

整、组织严密六点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分别作了补充修改,并发动教师认

真讨论、统一认识,制定了 «教师十条堂规»,要求教师认真贯彻执行.

教师十条堂规

１９８８年修订

一、要遵循教学大纲、钻研教学, “吃透两头”,精心设计课堂教

学,写好教案,不上无准备的课.

二、要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之中,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科

学的世界观.

三、教师要提前三分钟进入教室,组织学生做好课前准备,不迟

到、不早退、不拖课.

四、上下课学生起立,教师要致意请学生坐下.教师上课要认真

点名,对缺席学生要热情关怀,课后给予补课.

五、上课不讲与课堂教学内容无关的话,不做与课堂教学内容无

关的事.

六、对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要进行教育,但不能停课训斥、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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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学生学习.

七、板书 (作图)要准确,书写要工整,不写错别字.板书 (作
图)要选好适当位置,照顾学生的视力.

八、注意教学语言艺术.讲课语言要生动、精炼,音量要适当,

符合科学性,富有启发性、趣味性.

九、下课时,不在正面黑板留作业或书写其他内容,以免影响下

节上课.

十、上午第三节和下午第一节课后,应认真督促学生做好眼保

健操.

３布置和批改作业.学科作业一般有课外作业 (家庭作业)和课

内作业.课外作业大都是布置书面作业,有时也布置学生看书自习或

完成实验报告;课内作业则是常有检查性的课堂独立练习或完成实验

报告.学校要求教师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布置作业,在布置作业之

前应先做一遍,并要精心选择,分量适宜,避免学生负担过重.同时

规定各科作业总量,每天不超过２小时,但时重时轻,很难控制.

１９８２年学校要求各科教师从高一新生入学开始就要抓好 “作业规范

化”训练,并提出按班级学生不同程度布置不同要求的作业题,采取

基本题全班必做,提高学生可以选做的办法,要求教师要善于指导学

生完成作业.学校根据完成作业过程的五个环节,编成 “作业五步骤”

的顺口溜,帮助学生更好记忆.即:

作业之前先看书,掌握概念不含糊.

审题对了想解法,讲求行款和作图.

做完习题想一想,找出规律记牢固.

发回作业详细看,订正错误不马虎.

学校对作业批改也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如语文科的作文,要求

每学期写８篇,再面批２５人次,给每个学生详批详改３篇,其他几篇

可以略批略改,但要评定成绩;数学作业一般要求全批全改,但允许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批改半数,轮换进行.学校强调批改作业要重效率

和质量,要有利于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及时反馈,有利于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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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质量和教师的教学质量.允许教研组对批改作业的方式和数量

进行研究改革,提出新方案,报教务处审批.

教务处每学期抽阅两次少数学生的作业,借以了解学生完成作业

和教师批改作业的状况.

４课外辅导.我校工农速中的学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经历

的工农干部,他们觉悟高,学习认真热情,但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悬

殊较大,这给正常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学校采取措施,除

安排教师利用每天下午自习和晚自习时间进行下班辅导外,还动员师

生寒暑假留校每天补课两个小时,进行主科的补缺补漏和个别辅导.

我校改为高级中学后,为了解决学困生面大和因学习跟不上而产

生激动情绪的现象,要求教师对以下情况的学生有计划地进行积极的

个别辅导.
(１)干部或工农子弟,学习发生困难、功课跟不上者.
(２)因病因事缺课,不及时补课,继续学习有困难者.
(３)基础较差,课堂教学接受不了,或因思想波动影响学习者.
(４)对学有专长、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应贯彻因材施教原则进

行特别教育,以培养出色人才.

市委及上级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为解决我校生源困难问题,１９８５年

批准我校向福州八县招生,但这批来自１００多所学校的学生,学习进

度不同,要求不一,习惯各异,生源素质与其他重点学校相比,仍然

偏低,差生面不小.为改变这种状况,学校加强了内向管理,要求教

师要把辅导学困生的工作列入教学计划,关心学困生的学习变化情况,

对他们的知识缺漏要及时热情地给予辅导,使他们提高信心,逐步赶

上.１９８８年学校提出加强学困生课外辅导的几点具体措施:
(１)教师要按教务处、年段规定的时间下班辅导,帮助学生解疑.

但只能个别辅导,不能用来讲课.
(２)高一、二年段的数、理、化、英语等科可以根据学生自愿,

组织该科基础知识补习辅导班 (组),分别由学校统一规定的课外科技

活动时间 (每周一次两节课)为这些基础较差的学生集体补课.
(３)学困生的作业要全批全改,尽量做到当面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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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要细心、耐心、诚心地做好学困生的思想工作,不能要求过

急,可以以鼓励为主,注意及时发现学困生的点滴进步,树立他们的

学习信心.
(５)对帮助学困生学习取得较显著的进步且提高面较大的教师,

学校给予表扬和奖励.

５学习质量考查的常规管理.全校性举行的期中考、学期考由学

校统一安排,对学生平时学习情况的考查,如课堂提问、小测等可由

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自行安排在课内进行.课内小测可以在讲新课前或

新课结束后,用１０~１５分钟进行,要评定成绩,载入教师记分册,进

行分析讲评.用整节课 (４５分钟)进行单元测试,教师要事先列出计

划,经教务处批准后才能举行.各科考试次数根据每学期的具体情况

由教务处控制,避免单元考试次数过多、集中举行,加重学生的学习

负担,影响学生健康.每次单元考后,教师都要认真进行质量分析,

并要排出一定时间作讲评补充.半期考、学期考的成绩和省市质检、

毕业考、高考的成绩都要输入计算机,进行数据的分析,掌握学习质

量的动态并反馈给教师,为教师提供改进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

资料信息.教师个人也要在考后对所教班级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具体

分析研究,找出影响学习质量的原因,记录考试中发现的问题,采取

具体补救措施,控制学习质量差异的发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加强教学工作的检查考核,不断完善教学责任制

学校对教师的教学工作实施必要的检查与考核,增强教学质量责

任制是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手段.１９８０年以来我校

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学检查考核工作,增强教师的教学责任感,促

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１检查教师执行教学进度计划状况,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弥补

措施.

学校要求任课教师在开学前要根据大纲、教材的要求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制订出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教学目的要求、

教学进度表、主要教学措施等三个主要内容,任课教师拟定的教学计

划经备课小组集体讨论,统一进度和提出补充意见修改后送教研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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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审阅,由教务处主任审批执行.教研组组长在每学期的期中和期末

对本组教师执行计划和完成教学进度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向教务处

主任汇报检查结果.

２听课制度化,经常化,有要求,有检查.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学校对教师的听课活动,做了如下规定:(１)教

龄未满五年的青年教师,每周听课２节,全学期听课不少于３０节,其

他教师每周听课１节,全学期不少于１５节.(２)教研组组长每学期听

本组教师的课不少于２０节,教务处正副主任听课不少于３０节 (有兼

课的酌减). (３)教师、干部听课要记好听课笔记,互相交换教学意

见.任课教师的听课笔记由教研组组长每月检查一次,教研组的听课

笔记由教务处主任检查.

学校实行校内课堂开放,领导、教师进班听课可以不必事先与开

课教师打招呼.

３ “优质课”公开教学观摩.

为推进课堂教学方法的研讨,我校每学期都要举办优质课教学观

摩周 (１９８８年定在１１月至１２月,１９８９年定在４月至５月,为 “优质

课教学活动月”),历时一至二周,由教研组推荐一两位教学经验丰

富、教法有特色的教师上 “示范课” “研究课”,组织同科教师、教研

室成员和领导干部进行听课,参加评课座谈,共同探讨最优化的教学

方法,以推动各组教材教法的研讨.同时为督促检查和提高青年教师

的教学水平,每学期也举行 “青年教师优质课课题教学观摩汇报周”,

为时二至三周,由每位青年教师在其辅导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材内

容和教学进度选定一节教材内容,由青年教师本人作充分准备,再经

集体备课小组研究补充,然后按排定的时间上 “汇报课”,学校领导、

教研室教师、该教研组全体教师及其他学科的青年教师都参加听课,

评议 (有时也邀请外校教师、市教师进修学院教师来听课指导参加评

议)并在此基础上选拔优秀青年教师参加福州市 “教坛新秀”的评选,

鞭策青年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更快成长.

４定期进行作业批改抽查.

我校学生来自１００多所学校,不但学习习惯不同,而且作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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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很不规范.为培养学生学习的良好习惯,１９８３年学校向各

教研组提出,学生作业要搞规范化,１９８５年高一新生入学训练时,各

学科分别都向学生宣讲了作业规范要求,做到教师有规可循,培养了

良好的作业习惯.

为巩固作业规范化的要求,教务处通过学生作业的抽查 (每学期

抽查一至二次),或举办作业展览,进行检查了解或表扬批评,又促进

了作业规范化的进一步要求,做到格式统一、安排合理、卷面清洁、

书写工整,可以装订成册.

抽查作业的做法是由教务处在期中、期末考前对各班随机抽查三

至五个学生的各科作业,被抽查的学生要把各科作业装订成册交班级

学习委员送教务处待阅.教务处主任查阅时要记下情况,然后发还学

生.教务处主任在作业本上发现的问题,包括教师和学生的问题,都

要在教研组组长会议上作具体的反馈,然后再由各组长反馈给教师,

以期达到巩固取得的成绩、改进存在的问题、促进教学改革的目的.

５加强教学责任制,落实年段过关要求.

年段过关是学校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加强教师教学责任制、

保证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学年我校建立实行年段过

关、期终总结、学年检查验收的教学责任制.把两个学期的成绩和学

年质量检查的结果,运用概率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并绘制成相应的图表

进行分析比较,以便发现问题,改进教学和做好交接班工作.１９８６年

又采取以下措施落实年段过关.
(１)制定各学科年段过关的基本要求.由教研组组织该科的几个

骨干教师,在钻研大纲教材的基础上,按大纲教材的要求,结合学生

素质实际,拟出年段过关的基本要求,发动全组教师讨论修改补充,

最后完稿油印,供教师为执行依据.
(２)确定各学科年段过关的 “把关”教师人选,拟定 “把关”教

师的职责和 “过关”与 “验收”的措施.各科编写 “过关”检查题目,

拟出评估办法.
(３)执行 “交接班”规定.每学年 (或学期)结束时,交班教师

(包括跟班上去的教师)应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学习习惯、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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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进行分析,填好交接手册,认真负责地交给接班教师.
(４)制定教研组组长抓落实年段过关的职责和检查验收的要求,

并把这些列为评估教研组工作实绩的内容之一.

６开展教学评估,建立教师个人业务档案.

１９８６年学校将市教育局 «关于中学教学工作评估条例»印给全体

教师,组织教研组组长、教师学习对照,找差距.学校参照该条例制

定了本校教学工作的评估标准并印制教师教学情况调查评估表,先在

高三 (６)班、高二 (３)班和高二 (４)班采用问卷法,由学生评估教

师的教学,作为实行民主评教的试点,逐步全面铺开.

教务处还采取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书面问卷等方式反馈教学

情况,及时为教师提供改进教学的意见,还制定了课堂听课评价标准,

从教材处理、教学方法、学生活动、课内活动、课内练习、语言表达、

板书、教态、演示实验和教学效果等方面分成三个等级标准,供教师

听课评价之用,并确定先以高一物理科为进行听课评估的重点科.

１９８８年,课堂听课评价标准经过修订改为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分为

四个评价等级,由听课教师、干部根据听课情况评出等级.

１９８８年学校建立了教师个人业务档案,内容包括任课年级、任教

学科、工作量、任教班级的考试成绩、教学业务考核表、年终考核表、

经验总结论文以及获奖、表彰情况等,规定每学期末由教师本人填好,

交教务处集中管理.主管教学的领导要配合教务处根据日常考核、教

研组意见,在考核表上填写教师业务工作情况及学校考核意见.

福州高级中学教学情况问卷

请认真地考虑下列问题,然后从提供的五种答案中选出符合该科

教师教学情况的一个答案,将其代号填在该题后面的括号内.

五种答案是:A完全同意;B 同意;C 还算同意;D 不同意;

E完全不同意.

问卷共１６题:

１教师的备课是认真而充实的 (　　　)

２教师上每节课都有明确的教学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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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师能恰当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 (　　　)

４教师能有效地传授基础知识,切合学生知识基础和能力实际

(　　　)

５教师在讲课时善于发现学生的疑难和想法,能引起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 (在听、说、思考、动手等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




６教师能注意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　　　)

７教师能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教与学气氛活跃,并有良好的课

堂秩序 (　　　)

８教师能认真阅看或批改作业 (　　　)

９教师经常在课外解答学生的问题辅导学生 (　　　)

１０教师能做到不迟到或一般不拖课,上课时也不随便离开教室

(　　　)

１１教师所布置的作业适量,对我很有帮助 (　　　)

１２教师所作的学习评分或评语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我的学习成绩

和存在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　　　)

１３教师的教学语言清晰、有条理,而且速度、音量适中,生动

有趣,能吸引人 (　　　)

１４教师能有效地使用黑板,板书清楚,几乎不写错别字,布局

合理,对我复习有帮助 (　　　)

１５教师能适应地选用教具,实验中示范操作好,并注意指导观

察,对我学习很有帮助 (　　　)

１６综合以上各方面你对该科教师教学的总评价,请在以及下五

个答案中选出一个,将其代号填在这里的 (　　　)中.

答案是: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还算满意

D不满意　　　E很不满意

(三)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制定学生学习过程的基本要求

学生的学习过程包括预习、听课、复习、作业、小结等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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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管理学生的学习,我们还制定了 “学生六条堂规”并提出复习和

作业的规范要求,推广 “作业五步骤”,规定了考试规则.１９８０年为

进一步杜绝考试舞弊违纪不良现象,参照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违

纪处理规定,制定了本校学生考试违纪的处理规定,严格执行省颁布

的 «补考与留级制度»,培养学生遵守纪律、认真读书的良好习惯.

考试规则

一、学生必须于考前１０分钟到班,按指定座位入座,参加考试.

迟到超过２０分钟的,就不能参加这门科目的考试.考试开始３０分钟

内,无论完卷与否,不得离开考室.

二、除考试用具 (钢笔、圆珠笔、铅笔、圆规、三角板、直尺、

垫板等)外,所有书籍、提纲、练习簿等均应放在黑板下面.

三、答卷用钢笔或圆珠笔 (数学可用铅笔).答题前应先在试卷上

按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班级、姓名、座号.要按规格答题,字迹要

清楚,答题的标号要和试题的标号一致.

四、要细心思考,冷静作答,独立完成答案,不得夹带或偷看、

抄袭他人答案.作弊者,本次考试成绩以０分计算,并作检查,情节

严重或连续两次作弊的,要受纪律处分,并张榜公布.

五、监考教师不解答题意.如考卷字迹不清,须向监考教师提问

时,应先举手.
六、按时交卷.提早交卷的,应立即离开教室和教学楼,不得在

教室周围议论考题或搞其他活动.

第三节　教学方法

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注重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我校学生都是来自各地的工农干部,文化

程度参差不齐.根据当时学生的特点,１９５１年,教学上采取 “打好基

础,稳步前进”的原则,以课堂教学为基本形式,自学、自习及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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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辅导)为教学上的三个基本环节.在教师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下,

适当地开展学习小组互助的做法.在教法上采取形象实物教学与理论

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法.１９５２年秋季,学校提出 “教学法是教学上能动

的因素,是促进速成最有力的杠杆.在一定的教材内,要获得一定的

教学效果,教学方法往往便成为唯一决定的因素”的认识,要求教师

勇于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敢于打破保守的教学观点,从实际调

查研究入手,改进教学方法.学校为确保教学方法的提高,还规定了

下面几条制度以保证教学质量.

１切实执行集体备课,交换研究教案;

２采用单元观摩教学原则,举行各种教研组的座谈会;

３实行校长、教导处主任每日听课办法;

４定期检查教学效果,总结经验,交流经验;

５成立科代表制度,定期举行科代表及师生座谈会;

６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７经常与福大 (福建师范学院)等交流经验.

１９５３年５月,学校组织教职员学习凯洛夫的 «教育学»;６月,请

福州大学金树荣主任来校作凯洛夫 «教育学»中的教学原则的启发性

报告;同年秋季半期考后采用 “五级记分法”,贯彻五项教学原则,运

用五种课堂授课形式,掌握五个教学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提问,

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当时各科教学以学习苏联的课堂教

学经验为主,边学边巩固,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校还选择理

三甲班作为改进课堂教学的典型试验班.

速成中学重视备课,认真钻研教材,注意当堂巩固,适当布置作

业,克服了不从整体出发、互相挤占时间的现象.语文科着重培养学

生当堂作文、课堂笔记能力,并开展大量的课外阅读,培养学生的阅

读习惯.其他科目也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说理能力.

１９５５年贯彻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教师普

遍重视改进课堂教学工作,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重视直观

教学,应用直观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说理能力、分析

综合能力.学校提出课堂教学要能 “教懂” “教透”,给学生完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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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提出废除单元测验,要求多提问、少笔试,并规定一学期中

每科每生课堂提问不少于五次.

１９５６年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和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及

“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在教学方法上着重注意启发学生

积极思考和培养、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分析、综合、概括能力,使

学生获得牢固的系统的科学知识和必要的技能技巧.强调谈话式教学

法,掌握五级记分制标准,增加课堂提问次数.

二、１９５８年以贯彻教育方针为指导,强调教学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改进教学方法

１９５８年,在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方针指引下,开展了教育革命运动,探索为这个方针服务的途径和

方法,强调课堂教学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开展勤工俭学,使学

校教育同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结合起来,具体教法也进行了相应改革:

１强调课堂教学与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结合,增强教学的实践性;

２提倡现场教学,让学生实际观察和操作;３ 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工

人、农民到校讲课;４强调在教学中运用直观教具;５ 要求在教学中

做到抓住重点、难点,突破关键,少讲多练.

在 “解放思想”和 “教学只能尽可能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指导下,各科教学大胆革新,语文科强调联系实际,贯彻思想政治教

育和创作为生产服务;物理科重视现场教学,注意补充与生产有关的

教材,如高三补充电路常识、安全用电常识,高二讲水轮泵和水电站

的知识;数学重视直观教学,教师自己动手制作了教具几十件,这些

教具还在省教育展览会上展出,参观者很感兴趣;俄语科进行室外教

学,巩固效果很好;生物科教学重视为生产劳动服务,虽然一段时间

内把教材处理为只教小麦和包菜两个部分,但是后来随着校办农场的

发展,调整了教材内容,扭转了教材的单一性,还在农场举行了 “农
业八字宪法”等十几次现场观摩教学,有个学期中,生物课三分之一

的课程是在农场上的.

１９５９年初,根据上级 “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政治,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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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搞劳动”的精神,学校利用劳动基地,组织教师摸索教学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经验.物理、生物科利用学生每次劳动前１０分钟时间讲

授工农生产常识及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还在校办工厂的锻工场、车工

场、铸工场布置了各种思考题、挂图,结合劳动实践,指导学生研究

思考,以巩固所学知识.教师普遍重视教学环境的布置,教室外的走

廊有各科教学园地、数理化的思考题、语文习作园地、复习园地;在

实验室的走廊上也挂有大幅挂图,如元素周期表等.

三、１９６０年以确保高考红旗为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为

中心,加强 “双基”教学,革新教法

１９６０年２月学校明确地提出: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是学校一切工

作的中心,同时向高三师生发出 “树雄心、立大志,苦干、实干、巧

干、大战五个月赶上福州一中,夺取全国高考红旗”的口号,学校领

导在高三蹲点,集中全校有经验的教师到高三工作.市教育局也派来

了五个辅导员协助高三学生作辅导工作.半期考后,党支部书记杨国

华在毕业班作动员报告,向学生提出 “鼓足最大干劲,攻下难点,保

住高考红旗”的口号,动员全体师生员工要支援毕业班工作,组织高

一、高二年级教师支援高三复习工作,或者参加高三备课、到高二听

课,或帮助毕业班教师批改作业,或担任辅导员.高一、高二年级学

生提出,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高三同学,组织卫生突击组,

包干高三年级的卫生区,把自己的蚊帐、参考书让给高三同学使用;

女同学还组织了洗衣突击组为高三同学洗衣服等.为提高质量,在教

学上加强了 “双基”教学,进行 “双基”分析排队.语文科加强朗读、

背诵、词汇教学,在写作上重书写及错别字纠正,还规定每天下午第

二节课后用１５分钟时间练习毛笔字;数学科重视概念的形成,讲课中

注意新旧知识的联系,课后加强练习,对作业也提出严格要求;理化

科重视实验演示教学和培养学生读书习惯.同时,学校还根据各科情

况安排独立作业课,加强对学生作业的指导,培养独立作业习惯,此

外还举办讲座,开展作文、写字、数学等竞赛活动.

高三复习课要求按照省教育厅王于畊厅长的指示,做到 “四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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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求”,备好、上好复习课,各科园地要紧密配合.高三各班学生组

织了总复习的 “突击组”“战斗小组”,开展学习互助.学校还成立了

毕业班工作指挥部,每半月召开一次班主任与科任教师联席会议、学

生座谈会,定期对学生进行思想、学习、健康、经济四个方面的排队

分析,一学期排了三次队.领导还深入教室听课,检查教师的教学笔

记及工作计划;每周举行一次小型的学生质量检查;课内经常短测,

及时分析补缺.

毕业班在总复习阶段,教学方法采取 “一条龙”的措施,革新教

法要求在 “一条龙”教法中,体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

过程,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此,课程安排采取集中突击的做法,

即每半天或每天集中突击一科,如语文、政治采取集中安排,一天复

习一科,数理化等科则一天安排两科,穿插进行.每科每次突击过程

中,都要安排有预习、复习、讲解、小测及评讲扫尾等几个环节,在

复习过程中要了解、掌握学生的知识状况和疑难点,使复习课教学更

能抓住关键、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地精讲多练.

为保住高考红旗,各科大印复习提纲,在教室、走廊、实验室、

饭厅等处都张贴有各科总复习的 “大字报”.学生也提出: “猛攻个人

主义,火烧中游思想;猛攻基本训练,火烧粗枝大叶”, “头可断,血

可流、高考红旗不可掉”.保高考红旗压力很大,不少学生被 “保”得

头昏脑涨,学习生活十分紧张.

四、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 代 中 期,注 意 减 轻 学 生 过 重 负 担,
在教学上贯彻少而精原则和实行启发式教学法

１９６３年春节,学校强调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提出课堂教学要精讲

多练,要求教师要充分掌握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关键,充分发挥在教

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充分估计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积极性.要组织学生力所能及的和灵活多样的练习,以达到 “深刻理

解,牢固掌握,举一反三,熟练运用”的目的,但在实际教学中还达

不到以上要求.

１９６４年３月,我校组织教职员工学习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 “培

６４１



养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学习空气”和短评,党员和部分教学骨干积极分

子还学习了教育部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讨论稿,６
月,又进一步组织全体教职员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

党组 «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

告»,并对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除了课程门类多,教材

内容深、分量重外,我校学生反映:１ 补充课外教材多,要求偏高.

多数教师存在 “如果按课本讲授不补充一些课外内容,高考一定不行”

的想法,所以数、理、化三科补充课外教材多,如数学科经常根据高

考总复习提纲补充例题、综合题等课外材料.２ 课堂讲得多,练得

少.有的教师认为 “课堂要多讲,不讲不放心”,讲课多采取注入式.

有的学科为了加强 “双基”,教学上要 “精雕细刻”,嚼得烂烂地交给

学生.有的想将知识 “讲深讲透”,让学生一次把什么知识都掌握下

来,所以课堂臃肿,拖课现象严重,学生被动接受知识.３ 课外作业

多,读书思考少.各学科为了保证本学科质量,缺乏全局观念,不同

程度地 “争地盘、抢时间”———物理科的课外补充题多;数学科的思

考题不少;语文科的文言文要求学生全部翻译,并且除课本指定的背

诵段落或文章外,又另加背诵篇章;外语组也一度要求学生背诵全部

课文.如此加重学生课业负担,造成学生整天埋头赶作业、消极应付

作业的现象.４测验考试多,学生疲于应付.有的教师用考试督促学

生学习,教师 “不考不放心”,学生跟着考试跑,学习没有主动性,时

常处在紧张状态.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 (７)班全学期

除期中考、学期考各一次外,单元考试１５次,小测５３次,提问２８１
人次,课堂练习７次,其他 (写实验报告,绘图、学科比赛等)３６
次.５学习时间长,超出每天８小时规定.高三毕业班的学习时间就

更长,不少毕业班学生在晚自修下课熄灯后,还到教研组、膳厅、长

廊等有电灯的地方继续学习,或做作业,影响睡眠和健康.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９日学校领导和教师在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明确办

学目标、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造成学生课业负担重的

原因,为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提出控制学生每天作

业量,减少考试次数,改订考试成绩评定办法,增加学生自由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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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加强文体活动,坚持二操一锻炼等项措施,合理地减轻学

生的过重负担.

当年秋季,我校又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学生过重

负担、提高教育质量的批示和省数理化三科质量分析会议、语文教学

座谈会的精神,对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进行了回顾,教学改革

的积极性在增长,从起初的怀疑、信心不足到尝到甜头,积极改革教

学方法,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既克服了学生的过重负

担,又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开始出现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局面.

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是教学改革工作在形式上改得多,模仿工作

做得多,触及实质问题比较少;教学上按学生掌握知识的规律,采取

“先懂、再会、后熟”的方法进行教学, “吃透两头”做艰苦的研究工

作还不够.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我校根据福州市教育党委、市教育局为贯彻毛主

席的 “七三”指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和省教育厅 “毛主席教

育思想学习会”的精神,结合福州市的情况,提出 «关于减轻学生过

重负担,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 (草案)»,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获得一

定成效.

第一,控制了学生的活动总量.各科的教学时间和全学年应完成

的教学进度严格按校历、教学计划的规定执行,学生每天的课内外活

动总量控制在８小时以内,保证学生每天有８小时的睡眠时间,星期

六下午和星期天完全由学生自由支配,学校、教师不得占用.

第二,学生干部做到一人一职,减少了他们的事务性工作.

第三,按教学计划规定,严格控制了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间和劳

动量.

第四,课业负担有减轻,测试次数已减少,数、理、化作业大部

分能在课内完成,课外作业能在当天完成;教师 “争时间、抢地盘”

现象得到克服.

一年来,在改革教学方法方面做了下面几点:１ 实行启发式教授

法,教师认真处理教与学的关系,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双向的共同活动,

改变了注入式、满堂灌的现象;２ 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教师积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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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了讲与练的关系,各科教学目的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制订全学

期的每个单元的教学安排,分清主次,突出重点,详略分明,难易得

当,使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动口、动脑的实践,更好地理解知识和提

高运用知识的能力;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原则,注意克服

教学脱离政治、脱离生产的问题;４ 贯彻因材施教,教师对学生的学

习,既有统一的要求,又承认他们的差别,实事求是地分不同程度,
从课外作业和课后辅导等方面分别对待,做到有的放矢.

五、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政治代替业务、以干代学的

现象十分严重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打着 “教育革命”的旗号否

定学校工作要以教学为主,否定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否定教

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以政治代替业务、以干代学造成了严重后果.
学校取消了校长、班主任等职级,由工宣队、革命干部和革命师

生十一人组成的 “三结合”的革委会领导.１９６９年６月,我校在教学

内容上废除所有教材,由工农兵及革命师生结合编写教材,内容以阶

级斗争为主,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学产工艺校,实行开门办学,
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的时间比例为３∶７,师生要以三分之二的时

间参加 “三大革命运动”.我校在校革委会领导下,把教学班改为

“排”,年级改为 “连”,教学上实行 “连队包干”,取消教研组,由连

长、指导员负责本连队的教学工作,教学方法贯彻毛泽东 “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求知方式,搞大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兼学

别样运动.一个学期有几个月或整个学期到北峰大坂村的分校学劳动,
文化课的时间被大量挤占.教学上采取围绕中心进行单元教学,按日

排课表,以 “连”施教的做法,教学无计划,进度无统一,效果无检

查,又搞什么红卫兵上讲台,或请工农兵来校上课,教学质量严重

下降.

六、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拨乱反正,恢复和建立正常教学

秩序,教学上强调抓 “双基”,精讲多练,培养能力

粉碎 “四人帮”后,全校师生以揭批 “四人帮”为纲,整顿校风,

９４１



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开展教学改革.全校教师工作热情空前

高涨,钻研业务的空气更加浓厚.学校工作的重点和全体师生的注意

力都转移到迅速提高教学质量上面,学校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教学,

同时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钻研教学大纲和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

例 (草案)»,联系本校实际,认真总结和发扬福高的优良传统和 “文
化大革命”以来的正反经验,拨乱反正,迅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恢

复了教研组,健全了教研制度;恢复了年段备课组,健全了集体备课

制度,恢复了写教案定授课计划的要求,健全了检查督促和听课评课

制度;克服了自由主义教学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教学局面得到纠正.

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抓 “双基”教学,注意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文教研组根据大纲要求,加强集体备课,

狠抓 “双基”,重视词语教学,注意培养学生读写能力和自学能力.要

求学生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字要规规矩矩地写,练习要踏踏实实地

做,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完成.外语组认真贯彻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

教学原则,抓学生早读,取得成效;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在抓 “双
基”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灵活运用能力,精讲多练,加

强作业布置和批改,还根据教材和大纲的要求,适当补充了课内外的

练习.

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抓 “双基”和发展学生智力、
培养学生能力为中心,提倡讲练结合,教法多样

１９８１年,学校明确提出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必须认真研

究学生,特别要研究学生的 “学”,要相应地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又提出 “以本为本,以纲为纲”,扎扎实实地、注重成效地打好

“双基”.同年４月,组织教师学习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思

想.７月,召开教学方法的经验交流汇报会,汇编了 «教学经验集锦»
(第三集),还为推进教学手段的改革,举办电化教学周,开展电化教

学观摩,评选优秀教学幻灯片和投影器件.

１９８２年秋,学校提出要坚决贯彻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学生的 “两
全”方针,打破常规,把课内外统一起来,开展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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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校确定以高二 (４)班为点,点面结合,

就学生的学习状况及如何学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研究 “怎样才能做

到既抓 ‘双基’又培养能力;既抓面上又抓尖子,确保教学质量”.数

学组邓诗枫老师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上,总结了 “抓自学的三个步

骤”:扫清学生自学道路上的拦路虎;开 “天窗”、给 “钥匙”;因人而

异,分类推进,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化学教研组也打破常规,提出

“大胆调动教材为我用,精讲多练求实效,作业少改多评重效果”的

做法.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达后,学校根据决定精

神,结合我校情况,于１９８３年秋提出了 “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从实

际出发,以改革教学方法为重点,以发展学生智力、培养能力,提高

质量为目的”的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在 “改”字上下大功夫,提高

课堂４５分钟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１９８３年起,学校规定各科室教

研组要用教研活动时间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和各地教学经验,规定

每月至少用两次教研组组长例会时间,组织教研组组长学习研讨教育

理论和各地的教育经验.为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各地教改信息,学校除

印发国内外教改经验外,还编写 «教改动态»,印发给教师学习参考.

１９８３年春季,学校还派干部和骨干教师十多人赴上海、苏州向华师大

二附中、育才中学、苏州高中等校学习教改经验.

１９８４年,学校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三个面向”的指示精神和

当时教学上仍然存在的以课堂、教材、教师为中心的情况,为改革教

师 “满堂灌”、学生 “跟着转”、课后 “埋头练”的现象,提出了从实

际出发,努力按 “三个面向”积极改革教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

要求并决定以改革课堂教学为突破口,实现教学 “四变”:变 “要我

学”为 “我要学”;变 “课堂”为 “学堂”;变 “教学生会”为 “同时

教学生会学”;变 “一刀切”为因材施教,分类推进,逐步做到 “三个

统一”,即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统一,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

的统一,培养共性与发展个性的统一.课堂教学方法上以 “少、精、

活”为指导原则,在提高４５分钟效益上下功夫,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体

现在 “开发学生”的目标上.从１９８４年起,学校先后派出部分教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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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武汉、南昌和本省的厦门、龙岩、永定、三明及本市的

重点中学参观,学习教改经验.

１９８６年学校又组织教师学习和推广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

法,提出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注意

发挥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为推进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学校还选派了六位有经验的教师参加

“最优中学教学方式实验法”讲习班,学习武汉大学黎世法教授提出的

教学法,并向全校教师作了传达,为教师大胆探索教学规律、教学方

法提供理论依据,学校还举办了 “最优课堂教学法”的观摩研讨周,

通过听课、评课,推动教学方法的研讨,效果很好.

我校教师普遍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采取两个结合,

即采取原理指导 (总的方法指导)与具体运用 (各科特点和运用相结

合,教师指导和学生交流相结合).１９８４年起,新生入学时就由教务

处主任给学生上学习方法指导课,请数、理、化、英语等科教研组组

长或备课组组长给学生讲该科的学习方法.每学期期中考和学期考前

举行一次班级学生学习方法交流会;我校教师注意结合教学,除抓过

程性的学习方法指导外,还向学生介绍推广 “两先两后一小结”(即先

预习后听课,先看书后做作业,每个单元结束做小结)的学习方法,

指导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学校还为学生印发了北京八中龚正行校长

的 “五段学习法”和选印来自学生的谈学习方法的经验,以资参考.

教务处也利用全校集会时间推广来自同学之间的好经验、好方法,帮

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质量.

此外,学校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就和北京、上海、广州、黑龙江、武

汉、江西、河南等省的兄弟学校和本省的厦门、泉州、三明等地市的

二十多所兄弟学校进行长期的经常性的联系,互相交流教学经验、交

换教学资料和教改信息,在促进教改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幻灯投影仪已经进入教学领域,推进了教

学手段的改进.１９８３年我校为各间教室及理、化、生实验室配置了幻

灯柜幻灯、投影仪各一台,并挂上银幕和遮光窗帘,各科教师普遍运

用了幻灯教学形式,许多教师还自制幻灯片和投影器件进行教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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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设备也在语言和语音教学上广泛应用.１９８４年底学校还自筹资金添

置了录像机、彩电、摄像机和电子计算机、电影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和相应的器件,开辟了放像室、电影放映室、电子计算机教室和语音

室各一间,１９８８年增设语言实验室一间,１９９０年又添置摄录机一架,

为各科教学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新教学手段,音响设备也同时进入体育

教学.

我校教师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如下一

些教学特点:

１认真抓好备课环节,深入 “吃透两头”.

我校教师坚持吃透大纲、教材和学生实际水平,把备课与学习大

纲、钻研教材统一起来,做到全书备课学大纲、单元备课学大纲、课

前备课学大纲、考查命题学大纲,以大纲要求为准绳,以教材的内容

为依据,统率教学工作.每届新生入学,教师都自觉地熟悉学生名字、

基础水平和兴趣爱好,以便打好基础,培养兴趣,引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各年段各学科都制定有年段过关标准,严格上课制度,做到精

心设计课堂教学,写好教案,不上无准备的课,不讲与课堂教学内容

无关的话,不做与课堂教学内容无关的事,力求教学语言艺术、生动、

精炼、科学和有趣味性.

２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

我校教师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反对包办代替、满堂灌的教学方

法,认为尽管教师讲得条条是道也比不上学生自己思考、自己试验的

进步来得快.教学是师生双向活动,教师采取启发式教学方法,才能

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提高教学质量.我校教师长期以来积极推广

“扫除拦路虎,给钥匙,分类推进”的做法,学生能力得到较好提高,

是一条很有特色的经验.

３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有共性的提高,又有个性

特长的发展.
(１)上好每一堂课,重视教学的艺术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影响着学生的注意力、想象力、思维力、创造力和求知

欲的发展,是学生学习的自觉动力.我校教师除注意与学生之间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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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关系外,重视课堂教学的艺术性,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①重视上好起始课,先入为主,给学生留下好印象,启发学生的

求知欲望.

②重视教学的艺术性,创设教学情境,或设置教学悬念,让学生

进入 “角色”,展开联想,发展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③重视新旧知识的联系,让学生对教材内容感到 “熟而又新,新

而不难”,得到逐步的升华.

④重视直观教学手段的运用,帮助学生记忆,增强学习兴趣.
(２)做好课堂教学延伸工作,积极开展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活动,

促进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长期以来,我校坚持组织学科兴趣小组,

能者为师,充分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学以致用

的有益的课外教学活动.例如,化学组开辟化学馆,让学生在课余自

由进馆读书,做实验.学校每学年还举办一次学科智力竞赛,检查学

生掌握知识及能力发展的情况,让学生在用的过程中,巩固和进一步

去学.

第四节　教学改革与教学科学研究

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开展 “速成”教学研究

１９５１年,学校就提出健全教学制度,开展教学研究的要求.主要

研究当时的教育政策、法令,教育理论,教材教法,提高教学效率的

问题,以达到使在校学员在学习上既 “速”且 “成”的效果.教学研

究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集体备课,个人负责,分头研究,互相观摩”,

先集中力量于国文、算术两个主要学科,着重研究如何从学员的实际

水平出发,使教学内容结合工农干部的斗争经验及其特点,发挥有利

条件 (如政治觉悟高,学习热情,斗争经验丰富等),克服其不利条件

(如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等),使整个教学过程不但适应于学员的学习心

理,而且又适合科学的逻辑要求,达到 “速”与 “成”的目的.

１９５２年秋,针对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 “速中”课程标准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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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开展了精简教材研究,把教材既 “简易”又 “精要”和能否达到

“速”“成”的问题联系起来.各科认真开展教材研究,拟定课程总纲

与目的要求,以此为教学研究的中心内容.

１９５３年在 “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一切围绕教

学”“面向教学”的思想指导下,根据 “速中”的教学任务和培养目

标,教学上着重研究速成教学的特殊性质、特殊规律方法.学校组织

教师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和教学大纲,围绕速成任务,开展教学

研究,决定对语文、几何两科进行重点试验.语文科研究了如何消灭

错别字和扩大词汇量问题,几何科进行了分段学习证题方法与应用基

本定理解决一些简易问题的试验教学并研究如何提高学员的证题能力.

同年在教学上还对如何执行中央关于实行 “分类教学”问题进行了探

讨.课堂教学重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强调重点系统、精讲多练,做

到边讲边学边巩固,同时相应改变原有自习辅导制度,注意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１９５８年贯彻勤工俭学和党的教育方针,开展教学

改革

１９５８年我校扩建了校办工厂并创建了校办农场,积极开展勤工俭

学和教学改革运动.

当时教学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学术观

点和破除 “基础决定质量”的迷信思想,贯彻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

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校

师生除参加勤工俭学大办工厂、大炼钢铁、秋收、筑路等生产劳动外,

还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仅一个月时间,师生相继制造

出了尼龙Ｇ１１人造丝、氧化亚铁、无线电电子收音机等６０多种产品.

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贯彻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以教学为主,全面安排各项工作

２０世纪 ６０ 年 代,学 校 贯 彻 «全 日 制 中 学 暂 行 工 作 条 例 (草

案)»,认真组织教师学习,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先后召开的六次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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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经验交流会,统一了教师的认识,明确了教学方向和要求,在学

校工作中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建立了稳定的、正常的教学秩序.

学校工作根据安排的 “三表”(工作日程表、课程表、作息时间表)运

转,保证一学期有２０周的实际教学时间,每周有４８课时学习时间,

学生每天有８至９小时睡眠时间,每周有５至６课时的课外活动时间,

保证教师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工作.由于教学秩序正常,

教学工作也逐步得以深入.

这一时间,学校在教学领域开展了如下几个问题的研究,并且总

结了经验:(１)如何全面提高教学质量;(２)如何加强基础知识教学

和基本技能的训练;(３)如何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进

行教学;(４)如何培养和提高师资水平.全体教师在学习 «全日制中

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和大纲的基础上,明确了 “双基”范围和

加强 “双基”教学的重要性,学校还对主要学科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

本技能训练进行了调查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醒教师、教研组必须抓

好 “双基”教学,注意总结和推广教学经验.语文组吴端升老师的

«备课中的攻关、整浅、钻深»、数学组魏长庚老师的 «数学科的课堂

教学»、物理组杨奕初老师的 «物理学中新旧知识的联系»等经验都得

到了推广;学校还举行公开观摩教学、举办学校教育工作展览会,通

过这些活动,理科进一步明确必须抓紧 “双基”教学、实验实习和教

学结合生产劳动三个关键问题,文科教师认真抓好政治与业务的结合,

对知识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学校初步出

现教学研究的风气.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学年,学校根据省教育厅、市教育局的指示和省重点

中学校长会议的精神,以教学为主,开展各项教学工作,认真落实

“从基本功着手,从一年级做起”的措施,修订各种制度,提出了本学

年对教师教学的十项要求和对学生学习的七项要求,进一步巩固正常

秩序.教学工作得到稳步前进,“双基”教学比以往深入,各科都根据

本学科特点和目的任务,开展 “双基”研究,弄清什么是基础知识、

基本训练和什么是基本点、重点、难点、关键,进行 “双基”分析排

队.物理、化学两科对教材中的基本点、重点、难点、关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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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与三年教材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掌握,对基本技能训练与实验实

习方面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取得较好教学效果.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学改革和教学科学试验被迫

停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虽然１９６９年学校

开始 “复课闹革命”,但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无纪律现象十分严

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混乱,严重打击和挫伤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学校实行 “开门办学”,“以政治代替业务”,“以干代学”,学生上分校

搞劳动,或去学农学工.学校教师要下乡上山,或上分校参加劳动接

受 “再教育”,脱离教学时间长,业务受损失很大,教学无法正常进

行,各学科教研组又被取消,教学研究根本无法进行,只好被迫停止,

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五、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教 学 改 革 试 验 逐 渐 深 入,
教研成果显著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教育工作进

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我校的教学改革吹来了春风.１９７９年,我校最

先在初中尝试开设科技课,随后又在高中各年级开设了劳动技术教育

课和音乐欣赏课,扩大了学生的知识,丰富了学习生活,培养了人才.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学年,根据 “两全”方针,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面向

全体学生,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探讨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方法,

着重围绕课堂教学,坚持对 “质量、效率、方法”问题进行研讨,并

将优秀教学经验及论文汇编成 «教学经验集锦» (第三集).为更好指

导和推动本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１９８２年起学校从教师中抽选有丰

富教学经验、有志于教改的教师魏长庚、李江海、刘友德、陈龙川、

林尚卿、田浩泉、卢渊洵等七位成立了本校教科室,在教务处领导下

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系统地学习天津市教改经验,并以高二 (４)班为

重点,点面结合,就学生的学习情况及如何学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作

了初步的探讨.教科室成员也在各自学科上进行了教改试验以推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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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师的教改试验.１９８３年学校组织了教研组组长、教师学习教育

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同年秋,邓小平同志提出 “三个面向”的指

示,令我校进一步明确了办学方向,稳定地开展教学改革.各学科以

培养学生能力、发展智力为重点,向４５分钟要质量,进行教学方法的

改革,要求教研组把教改提上议事日程,在 “改”字上狠下功夫.两

年时间里各学科进行了以下十个课题的教改研究和总结:如何进行启

发式教学;如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如何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何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何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

如何开展因材施教、分类推进;如何结合教学进行爱国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教育;如何上好实验教学课;如何帮助后进生;怎样改革体育

课教学;如何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技能;等等.各学科教师都陆续写

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论文.

１９８３年秋,学校组织体育教师到厦门参观学习,在男女分班上课

的课堂教学改革的基础上,探究根据学生特点进行分类教学,以发展

学生体育专长,提高身体素质,还组织部分骨干教师、教研组组长到

上海、苏州等地学习先进教学经验,拓宽了视野,受到了启发.数学

组就课堂教学中如何启发学生的思维,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进

行试验.魏长庚老师总结出了 «培养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邓诗枫

总结出了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经验,在省、市数学年会上进行了

交流和推广.物理组开展了改革实验教学和实验考核的试验,效果良

好.杨奕初老师的 «高中物理教学的看法与体会»,张健德老师的 «牛
顿第二定律的实验的看法»也在省、市物理学科教学研究年会上发表.

化学组打破教学陈规,提出 “大胆调动教材为我用,精讲多练求实效,

作业少改多批求效果”的实施意见和教师带 “小研究生”的做法,都

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外语组还进行了如何缩小英语两极分化、全面

提高质量等问题的研究.教研气氛浓厚,教师业务进修的热情也空前

高涨.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学年,学校根据邓小平同志 “三个面向”的指示,结

合本校实际,提出要端正 “五观” (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质量

观、人才观),在教育教学内容、方法、模式和管理制度上进行大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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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认真探索,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决定以改革课堂教学为突

破点,努力实现教学面的 “四变”,做到 “三个统一”.同年,学校进

一步调整和充实教育教学研究室人员,教研室成员老、中、青结合,

建立教研资料室,由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选编 «教研参考»,更好

地为教师提供最新教学信息,开展教学研究.学校为教师订阅了有关

教育报刊资料７２１份,资料室全日开放.这个阶段教学研究的着重点

在于研究探索如何把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在 “开发学生”这一目

标上,根据 “少、精、活”的原则,加强基础教学,改革课堂教学方

法,提高课堂效率.当年还确定高一 (１)、高一 (２)两班为本校综合

教改试点班,目的在于探索 “减轻负担、主动活泼、打好基础、培养

能力、全面发展、学有专长”的途径与方法,由校长卢福来亲自抓这

项教改试验.语文组还开展 “标准化考试”的探索,由教研组组长陈

龙川和齐宗金老师担任这项试验工作.齐宗金老师的实验总结论文

«语文标准化测试例说»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征文比赛优秀论文奖,

１９８５年上海 «语文学习»第１１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全国语文界

引起很好的反响与重视.齐宗金老师多次受邀到江苏、辽宁、北京等

地讲学,并给本市语文教师作了专题报告.

１９８６年,学校继续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

“两全”方针,开展了以 “三个面向”为方针,以培养 “四有”人才为

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为重点的教育教学改革.

教务处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育理论,请福州市教育局吴亚俊局长来校

作教育方针的专题讲座,请张健德副校长讲 “教育统计学”等教育科

学理论,同时组织教研组组长先走一步,学习 “标准化测试问题”及

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法、市教育局颁发的教学质量评估条例,

并派教务处副主任庄才水到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学习 “中学教学

评估问题”,回校传达贯彻,又派六名骨干教师参加武汉大学黎世法教

授在本市举办的 “最优中学教学方式实验法”讲习班学习,在教师中

开展 “最优课堂教学方法”的教学研讨和教学观摩活动.

１９８６年秋,在高中一年级进行贯彻英语教材的改革试验.四个班

采用 «新概念英语»教材,另外四个班采用部编教材,比照结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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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新概念英语»教材的四个班的学生的英语词汇量、口语和阅读能

力都优于其他四个班的学生.林胜环老师总结的 «电教、教材与教法

的探讨»一文,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我省于永安召开的 “语言实验室教学

专题研讨会”上交流,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与肯定.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学年,教育教学着重抓中学生心理与品德方面的研

讨,在教学上开展了评估活动.学校教科室草拟了教师教学情况调查

评估表、福高教学情况问卷及课堂听课评估表等,并在高二 (３)、高

二 (４)及高三 (６)等班进行了评估的试验,显著地加强了教师的教

学责任感.在教改方面,各组教师都自定课题,做到 “组组有主攻方

向,人人有教改课题”.化学教研组组长杨松老师的 “适用人体生物钟

规律进行适时施教”,１９８８年在全国化学教学改革经验研讨会上作了

总结介绍,受到较高的评价.语文教师韩珍重编写的 «词海拾贝»一

书,获得了福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５年

以来,我校教师在国际性、全国性和省、市以上刊物上发表了教研、
科研文章５３篇,其中属教研类的４３篇,属科研类的１０篇,发表在国

际性刊物上的有两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的有５篇,发表在省级刊

物的有４１篇,在市级刊物上的有５篇,获得全国性优秀论文奖的１
篇,获省一等奖的１篇,二等奖的１篇,三等奖的２篇,获市一等奖

的１篇,二等奖的２篇,三等奖的２篇.
根据我校生源来自五区八县、学习程度参差不齐、学习习惯各不

相同和入学成绩偏低的特殊情况,教学改革和学科研究活动侧重研究

基础年级与高三年级的不同教学特点,抓基础年级教学和抓毕业班教

学并重,争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和确保高考取得更好成绩.英语组

仍在部分班级进行比照教学,探索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最优

效果.

第五节　教学设备

一、图书馆

我校领导重视图书馆的作用,早在１９５１年底,建校伊始,各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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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尚未完妥的情况下,因陋就简,首先就在学校旧大门左侧的石厝开

设了图书馆.石厝实用面积小,没有开放阅览室,再加上工农班学生

逐年增加,１９５５年秋,又增加了高一新生４个班,在学校规模不断扩

大的情况下,图书馆迁到新建的办公大楼第一层办公,并辟出一间阅

览室.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校被打成 “资本主义的试验田”,主要领

导干部被诬为 “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而靠边站.这一

时期,图书馆夜间被盗三次,图书损失一批.

粉碎 “四人帮”后,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图书

馆管理员在学校党支部和校长的领导、教育下,精神振奋,积极、主

动配合学校培养 “四化”建设人才,自觉地学习图书馆学、教育学、

心理学、人才学.深入师生,反馈信息,并了解出版动向,根据中学

生特点及师生的迫切需要,制订购书计划,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

书刊效益,科学、主动、有成效地搞好图书管理工作,是本市中学最

早向师生开放图书馆的单位.１９８３年,在省教育厅组织的清产核资大

检查中,以账目清楚、分类统一、编目完整、管理有序、服务良好、

物卡相符,受到赞扬,获得奖励.１９８４年福州市教育局还在我校召开

“中学图书馆工作现场会”,推广了我校图书馆工作经验,图书馆负责

人徐玉瑞同志于１９８３年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他先后主笔的 «努力

为学生课外阅读服务»«谈中学生的课外阅读的地位和作用» «对当前

中学图书馆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章,在省、市图书馆工作年会及有

关刊物上发表.河南、吉林、上海、宁德、莆田、厦门、闽清等八批

教育参观团６０多所省内外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也前来学习、取经,得

到广泛的赞扬.

几十年来,我校图书馆多次获得福州市先进单位称号,随着我国

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校原来图书馆阅览室因难于满足师生阅读的

需要,于１９９０年夏迁至新址.新址是一座欧美式的二层楼房,总面积

达８００平方米,其中有书库两间,学生借书室一间,教师的教学资料

室一间.学生的阅览厅面积达１８０平方米,可以容纳１６０个座位,库

存图书８３０００余册 (不包括课本、教学参考书及报刊装订本),图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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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超过当时国家教委规定的一类标准.

我校工作人员除本身工作的勤、精、熟外,还积极改进图书馆管

理方法,发挥多功能作用,总结有下面的经验要点.
(一)改进管理方法

１专人负责,开设图书馆开架阅览室,让学生到书库选书阅览.

开放时间为中午１２:１５到下午６:１５ (即晚自修前),学生在这段时

间,可以在书架上选择和翻阅自己满意的书籍,也可以拿到阅览室的

桌上翻阅,或者办理手续借出.

开架阅览对学生有较大吸引力,能密切图书馆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起到为教学服务的作用.

２聘请有一定工作能力、工作热情和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到图书

馆担任义务馆员,利用课余和寒暑假协助做管理阅览室、负责借还书、

整理架上图书、修补旧书破书及环境卫生等服务工作.

对培养学生当义务馆员,本校图书馆１９８８年总结了三点作用:能

培养工作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劳动观点;逐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感情;能为图书馆改进工作,起桥梁作用.图书馆十几项工作改革

措施,和义务馆员积极反映学生意见是有密切联系的,义务馆员还能

适当减轻管理员部分烦琐的事务性工作,管理员在人少书多面积大的

情况下,能集中精力,抓好主要工作.
(二)发挥多功能作用

学校图书馆不单纯是书刊进出的流通性场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前沿阵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第二课堂.我校图书馆在党、政领

导下,配合各职能部门,认真抓好下面工作.

１配合政教处,搞好宣传教育工作.图书馆辟有玻璃橱窗、宣传

栏两块宣传园地,结合国家形势和学校思想教育中心任务,定期或不

定期举办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图片展览、报刊剪辑,以帮助学生提

高认识和辨别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

２坚持抓好报刊发行工作.这虽然是学校领导委托的一项馆外任

务,但报刊本身肩负着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光荣使命,

它可以坚定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可以帮助学生吸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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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粮,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管理员每到预订报刊之时,总是动员广

大同学 “节约一分二分零用钱,订上一份工作报刊”,所以预订数年年

都有所增长,１９９０年学生订阅报刊１１５０份,全校师生订阅报刊金额

达２８万余元.尽管这项任务繁重,但是成果显著,从１９７８年起至

１９９１年连续十三年校图书馆被评为福州市报刊发行先进单位.

３配合教务处,组织科任教师举办阅读指导讲座.

我校图书馆十分注意图书效益,经常协助教师开好阅读指导讲座:
(１)结合学生课外阅读的倾向性,举办针对性的讲座; (２)结合学校

思想政治中心任务,举办引导性的讲座; (３)结合学科教学的特点和

需要,举办指导性的讲座.

图书管理员还经常了解各科教学进度,及时变更开架图书的种类,

以更好地服务教学.对参加兴趣小组或学科竞赛的学生,还给予特殊

照顾:借书可以超额也可以超时.
(三)图书馆规章制度

１书库管理规则.
(１)本校教职工可进入书库查阅,但应先与本馆工作人员联系,

离开书库时应打个招呼.
(２)在书库查阅书籍后,应按分类号码顺序归架.
(３)一律不带校外人员进入书库.进入书库,不带书包.

２阅览室借书规则.
(１)本室陈列书籍系供本校学生在室内借阅.
(２)凭学生证借阅图书,当天借当天还.不按时归还者除追回图

书和扣留学生证一个月外,要作书面检讨.
(３)借、还书时间:每天下午三时至五时.

３教职工借书规则.
(１)借书数量:每人最多３０本,其中,文科教师借小说限５本,

其他教职工小说限借３本.工具书一律限借１本.
(２)借出期限:

①教师借所教学科的参考书,职工借出业务有关书籍,期限一年.

②借小说的期限为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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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除上述两类书籍外,借出期限为一个学期.

④学期结束时,应将用毕的书籍整理归还.
(３)工作特殊,需要多借者,应经教务处主任批准.

４学生借书规则.
(１)凭本人借书证,每人可借两本 (其中小说类限一本),特殊需

要者,经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推荐,不在此限.学生借书,按规定时间

办理,要认真填写好借书证及书后卡的有关项目.
(２)借书时不要高声嚷,要互让互帮,自觉按先后顺序办理手续,

并要注意公共卫生.
(３)学生借书期限半个月,如需续用,应办理续借手续.学期结

束时,应按通知规定时间交还所借图书.寒暑假借用,另行通知.
(４)要爱护图书,做到不涂、不折、不卷、不撕.借到新书,提

倡用纸包封皮.破损或遗失,按本馆赔偿规则处理.
(５)为了提高图书使用率,规定学生借书期限超过半个月罚金一

角,一个月以上加至数倍罚金.

５图书赔款规定.

借出的图书、报刊,如有丢失,按下列规定办理赔款手续:
(１)馆存多年的一般书籍,照价赔款.
(２)馆存仅有一本的一般书籍,按书价的２至６倍赔款.
(３)贵重而且无法再买到的书籍,按书价的１０倍赔款.
(４)有分册的成套书籍,丢失单册者,按整套书价,并参照上面

１至３条规定赔款.破损严重者,要参照以上规定办理.
(５)丢失报刊属馆存正份的,按定价的６倍赔款;副份的,照价

赔款.

二、实验室

(一)仪器设备不断充实更新

１９５１年建校,校舍困难,没有仪器室和实验室,教学实验仪器也

很少,化学、生物仪器和数学、立体几何教具大多数是从原三民中学

接收来的,物理仪器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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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学校转属福州大学领导后,教学仪器逐年增加,但不齐

全,也不成套.有的实验仪器是实验管理员向福州大学 (后为福建师

范学院)借用,课后送还的.１９５３年起,实验仪器由上级政府拨给一

部分,学校添购一部分,腾出两间教室为实验室和仪器室 (物理一间,

生物、化学合用一间),安排两名职员和一名工友负责实验室和仪器室

的管理工作.根据１９６５年的统计,经过多年的不断充实,学校拥有物

理仪器室一间、实验室两间,化学仪器室一间、实验室一间,理化各

有专职实验室管理员一人,配备颇为齐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仪器设备受到破坏,再加被盗几次,

损失不少.１９６９年,经过清理,完好可用和经过修理可用的仪器仅有

少量.粉碎 “四人帮”后,学校恢复了实验教学,教师修整或自制了

许多教学仪器,开展了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教学.１９７８年,学校用

实验费购置了部分教学仪器,福州市教育局又陆续拨给一部分仪器

设备.

实验室仪器设备是实验教学的物质基础,关系到教学质量和人才

的培养.上级教育领导部门从１９８０年起每年都无偿拨给教学仪器.历

年充实更新的仪器设备,按上级规定标准,已初步配备齐全.
(二)科学管理,服务教学

为加强实验室的领导与管理,１９８１年起指定一名教务处副主任分

管,配备了实验室专职管理员３人 (１９８９年最多时达到４人),学校

还重新制定了实验室的管理制度.

我校化学实验室的两名实验管理员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熟悉业

务,工作出色,我校化学实验室多次被评为福建省实验室工作先进集

体以及福州市的先进集体,先后接待了多批省内外参观人员.柯璇治

和何长如两位老师撰写的 «怎样当好实验室管理员»一文在福州市教

育年会上还获得一等奖.教育部司局来校检查指导实验室工作时,肯

定了实验室的管理工作经验.柯璇治老师在职务评聘时,被评为高级

实验师.

此外,学校还发动教师自制教具和改进原有实验仪器、教具,以

更好地为教学服务,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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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教室

电化教育是教育手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提高学校教育、教学

的效率和质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的重视支持

下,１９８４年拨给我校电教器材一批,其中幻灯投影仪若干台、电影放

映机一架,我校电化教育从此拉开了教学手段现代化改革的序幕.学

校领导把电教工作列为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针的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逐渐有了新的发展.１９８４年学校成立了电教组,隶属

教务处领导,有专职教师３人、兼职２人,负责指导各科教师开展幻

灯投影教学,制作和供应投影器件、录音资料、幻灯片,管理电教器

材.１９８６年为适应学校电教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把计算机备课组并

入电教组,设组长一人,余旦教师为首任组长.电教设备室和计算机

机房各配备了一位管理人员,专、兼职人员最多时达到７人.电教组

负责和协助教师研制电教软件,开展电教试验,进一步推动了我校电

教工作的开展.通过不断改进提升,我校电教室被评为 “福州市电教

工作先进单位”,电教组组长余旦和王桐生老师也被评为 “福州市先进

电教工作者和积极分子”.
(一)电教设备及资料

１９８４年,我校在省、市教育领导部门及仪器公司拨给的电教仪器

设备、幻灯投影仪及１６毫米电影放映机等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充实了

电教设备,仅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学年度,就自筹资金添置了２０英寸彩色电

视机２台、摄录机１架、７２英寸反射放录机１部、录像磁带１０盘、录

音带１６盘、APPLE电子计算机２４台 (其中５台配有打印机和磁盘驱

动器)、IBMＧPC电子计算机１套.学校每年还按１５％的比例提取教

育经费用于电教开支,并在新建的实验综合大楼第五层辟出语音教室

１间,配备４台录音机,９５副耳机和高档次的收录机、投影仪各１台,

盘式录音磁带２０盘,盒式教材磁带３０盒,由英语教研组管理使用.

同时还开辟出放像室、电影放映室、电教器材保管室、电子计算机机

房和电教组办公室各一间,各室都配齐所需的器材、用具,机房拥有

计算机３７台.仅这一年,学校用于充实电教设备器材的经费就达十余

６６１



万元.
(二)电教室的管理工作

１落实电教工作岗位责任制,做到 “管而不死,用而不死,用而

不乱”.

２建立和健全电教器材的管理制度.

１９８４年学校建立了 «电教器材管理制度» «班级电教管理制度»
«录像放像的审批制度»,做到器材有保管、使用有条例、领用有手续.

每学期在期中、期末定期进行检查,及时维修,保证教学需要.

３服务教学,支持教改需要.
(１)建立和健全电教软件资料卡,及时复制、录制教学资料,并

把资料的目录造册通知各教研组以便选用.
(２)支持试点班进行电教试验.１９８４年,学校从英语科入手,在

各年级均确定有一个班进行电教试验.对于这些试验班,电教组在器

材配备上积极予以支持,创造了良好的语言听音条件,学生在英语的

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１９８６年厦门大学国际

新闻专业在高三 (５)试验班中就选招了２人 (该专业在全省共招收８
人).

(３)自己制作电教教具.

为满足教学需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利用课余自制了不少电教

软件.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７月,共自制了以下电教软件:生物科有膝

跳反射高级神经活动等幻灯片７片;物理科有热原 (蒸汽机工作原理)

１片,静电感应３片,电磁感应１片;英语科有绘图及文学幻灯片３００
片,«大人国与小人国»幻灯片１套,语法练习幻灯片１套,英语练习

幻灯片１套以及英语介词 (猫)等;数学科有三角函数线若干片;体

育科有支撑跳跃的基本技术分析１０片.这些幻灯片１９８２年参加省、

市幻灯软件展览,得到奖励.此外,电教组教师也自行研制各科教学

幻灯投影器件.

１９８５年随着录音机、录像机进入课堂教学和电子计算机课的开

设,电教组教师还配合各科教师录制教学录音带、配合思想教育活动

录制录像带若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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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教研组

速成中学起初只设国文 (语文)、数学、自然 (物理、化学、生物

和体育四科)和史地四个教学研究小组,在教导处的教学组组长领导

下,组织同科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学习教育理论和政治时事.速成中

学一、二年级没有开设政治课,１９５３年开始,三年级才开设每周一课

时的政治课.由学校党总支委员、校长等七人组成政治教研组,采取

单元分担 (即每人分担一个单元)轮流给学生上大课.１９５４年秋,国

文教研组改为语文教研组,汉语、文学分开教学;自然也分为物理、

化学和生物三个教研组.１９５５年秋增设俄语教研组.体育科由于只有

两位教师,没有建立教研组.至１９５９年秋,普通高中班级增多,从由

外校调来未从本校考取大学而体育素质较好的本校高中毕业生中挑选

了２人担任体育教学工作,体育教师增至５人,加上音乐教师１人,

才成立了体音教研组.后调来了一位美术教师,体音教研组又改为体

音美教研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又改名为体育教研组.１９８４年为适应电

教工作的深入发展及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需要,学校又建立电教劳

技教研组.至１９９１年,全校共有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

学、生物、史地、电教、体育等１９个教研组.

各科教研组是教师进行学科教学研究、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与政治

理论的集体,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教研组组长由学校领导选聘.

教研组设立后,教研组组长不仅按学校的要求,组织教师学习,钻研

大纲、教材,制订全学期的授课计划和教研组工作计划,还领导和指

导各年级各课小组发挥集体力量,开展集体备课,研讨教学方法,以

提高教学质量.各学科教研组除经常组织教师参加省、市教育学院的

教学研讨活动外,校内每周开展教研活动,注重大纲的学习和开展教

材教法的研究交流.对教学大纲,要做到 “四学大纲”,即制订计划学

大纲、单元备课学大纲、考试命题学大纲、总结经验学大纲.每学期

期终各教研组组织全体教师进行组内教学经验总结交流,并推选教师

参加全校性的教学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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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开始,学科教研组就根据学校的要求,重视青年教师的培

养,开展新老教师互帮互学的 “传、帮、带”活动,提高青年教师的

思想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１９８１年,我校继续发扬 “传、帮、带”的

优良传统,各教研组按年段教师具体情况确定新老教师的 “对子”,开

展 “传、帮、带”活动.１９８３年秋季,各教研组根据学校要求,修订

了教研组的文明公约,提出争创 “文明教研组”的措施,拟定了各科

“年段过关”的 “双基”要求和 “年段过关”的具体教学措施和验收办

法.１９８５年初,学校举行 “以老带新、拜师结对、改革创新、多作贡

献”大会.会上,全校３４名新老教师按照自愿的原则,在校长主持

下,签订了挂钩结对协议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研组停止活动.１９６９年复课后,学生

以连排编制,实行 “连自为战”,教研组的作用一度被忽视.至１９７４
年,学校撤销了连排编制,恢复教学班,才重新建立了各科教研组,
组长由学校领导指定.１９８４年秋,学校进行管理体制改革试验,教研

组组长由同组教师民主选举产生.１９８６年为加强教研组的建设,明确

职责,学校制定了教研组组长工作职责、备课组组长工作职责、任课

教师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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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体育、卫生保健工作

第一节　概　况

我校从１９５１年创办以来,体卫工作发展迅速,普遍开展篮球、排

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射击、田径、体操等体育活动.１９５２年

召开的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肯定了推行 «体育锻炼标准»制

度的经验,把它正式列为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内容,之后,体锻活动广

泛开展,课余生活十分活跃.１９５３年学校成立了体育委员会,１９５５年

春季学校原有的体育、卫生、膳食三个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保健委员会,

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检查督促全校体育卫生工作,克服了多头领

导、互不通气的弊病.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国务院批准劳动与卫生制度后,

本校开展体育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全校百分之百学生通过了 “劳卫制”

一级,福建省体委１２月５日发来贺信,祝贺我校实现 “四红”,学校

获 “福州市体育红旗学校”和 “劳卫制卫星学校”称号.１９５８年参加

福州市学联田径运动会,本校获得男子组田径总分第二名;羽毛球囊

括男子组第一至四名,获团体冠军、女子第二名;陈镜华同学还代表

福建省乒乓球队参加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任恩官同学

在省运动会上破世界纪录,为福州舢板一队立下一功.１９５９年全校达

等级运动员２５６人,其中一级运动员１人、二级运动员８人.羽毛球

队又蝉联福州市中学学联比赛男子团体冠军,女子第一名.乒乓球也

获男子单打冠军,男子篮球队在福州市学联举行的分团比赛中获得第

一名,足球队也获福州市学联青少年比赛第二名.

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２年,学校从师生健康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劳逸

结合,除体育课正常开设外,暂停了 “劳卫制”锻炼,对学校体育活

动强度和密度,虽然只要求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仍然取得较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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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１９６０年获福州市学联组织的高三学生田径比赛女子团体总分第

二名.

１９６３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身

体素质有了好转,学校组织师生继续开展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

活动,体育课按班级实行男女分组上课,运动量和活动强度相应增加,

学生的课外锻炼还增添了射击和手榴弹等军体项目,并开展了民兵训

练、刺杀课目,课余体育活动又趋活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体育卫生工作陷于停顿.１９６９年复课以

后,学生轮流上市郊北峰分校劳动,体育课和体育活动不正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学校体育卫生工作逐

步加强,纳入学校的重要议事日程,各项体卫工作制度得以建立和完

善,学校体卫工作又出现了新气象.１９８０年开始,学校就积极推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认真贯彻体育卫生工作的两个暂行规定 (即
«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 «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取得

良好成绩,全校学生体质和身体发育情况超过了福州地区青少年身体

发育的标准.为加强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领导,自１９８１年起学校就

采取了以下措施:１成立体卫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兼任组长,教务

处主任和体育教研组组长任副组长,总务处主任、卫生室医生和段长、

班主任代表参加负责指导和管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落实各项计划、

措施.２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确定了体育工作的 “四个为主” (以
课堂教学为主,增强体质为主,面向全体师生为主和经常锻炼为主)

和四个结合 (课内与课外结合,经常性与群众性结合,普及与提高结

合,平时和节假日结合)的活动方针.３ 设置体育宣传专栏,定期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和二操二活动的评比工作.４ 制定规章制度,推动和

保证各项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如制定了 «体育课堂教学基本规则»,

确定每年秋季召开一次全校性田径运动大会,规定体育学科是决定升

留级的主要学科之一,体育成绩是评选 “三好学生”的主要条件之一,

不达到良 (７５分)者不能评为 “三好学生”;把开展群体活动的好与

差列为评选 “先进班级”的条件.５ 学校领导、教务处主任经常深入

体育组参加备课,到操场看课,号召年段长、班主任关心支持体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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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动群体工作的健康深入发展.６ 改善体育工作的物质条件,保

证体育经费的开支,有计划地添置体育设备和活动器材,整修和扩大

体育活动场地.７加强体育师资队伍的建设,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参加

各项业务进修 (短期培训、听讲座),外出参观学习,支持他们担任全

国和省、市各级运动会或单项比赛的裁判工作,以提高体育教师的业

务能力和思想水平.１９８２年市教育局和市体委联合组织的体卫工作检

查小组来校检查,一致肯定我校体卫工作成绩,总评为优.

此后,学校体卫工作继续以 “四个为主”作为指导思想,坚持

“四重四抓”原则,进一步贯彻落实两个暂行规定.１９８４年５月,福

建省教育厅和省体委、省卫生厅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学校体卫工作复查

小组来校复查验收时,评价很高,认为我校体卫工作已经做出了许多

超出规定要求的很有价值的工作,验收总评成绩被评为优级.学校被

评为１９８４年福州市群体先进单位.上级的肯定鼓励了全校师生,１９８５
年学生的达标率又比１９８４年增长７６％,达到８２６％.此后每年有所

提高,１９８８年达标率为８７２％,同年高三毕业生达标率达到９１２％.

１９８９年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学生中推行 «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试行

办法»,学校成立了实施试行办法领导小组,由一位副校长任组长,具

体抓贯彻落实,该届高中毕业生百分之百达到合格标准,其中２３人达

到优,优良率达６０７％.１９８５年学生李秋平参加福州市第２５届中小

学生田径运动会,以１８４米打破保持十年之久的福州市中学生男子甲

组跳高纪录,同年,教师潘秀萍获省职工体育运动比赛女子全能第一

名;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学校体育代表队连续两年获得市中小学生田径运

动会精神文明奖;教职工连续两年获仓山区中小学教职工广播操比赛

团体冠军和全市教职工广播操比赛优胜奖;１９８７年福州市第２６届中

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我校有１１个运动项目榜上有名,５个项目获得第

一名;１９８８年福州市第２７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有７人获得１０个

项目的名次,１个项目获得第一名,学校群众性体育运动正常健康地

发展.

为促进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学校十分重视改善体育活动的物质

条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我校体育活动场地只有一块操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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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８平方米,现有三块室外场地,总面积８３２０平方米,按２４个班

１０８０人计算,平均每个学生的活动面积达７７平方米,超过上级规定

的标准,还整修室内健身房一间,３４５平方米,增设乒乓球桌１３台,

学校除缺少一条百米跑道,径赛活动要到校外借用市人民体育场或利

用校门口的马路进行外,其他各种体育器材基本满足体育教学和课外

体育活动的需要.

搞好师生的卫生保健,对于培养合格人才,提高全民族素质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建校初期,速中招收的学生都是有过三年以上工作

经历的工农干部,他们体质较差.学校从１９５１年建校开始就设立卫生

室,配备有专职医生、护士、司药等人员负责师生的医疗保健工作,

定期为师生体检,发现问题就及时采取医疗措施,１９５５年初学校为加

强保健工作,将原有的体育、卫生、膳食三个委员会合并为保健委员

会统一领导、统一计划,检查督促全校保健工作,校卫生室积极贯彻

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对影响学生健康的学习、生活、劳动、

环境、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１９５９
年学校提出要把卫生保健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贯彻,对经常性的卫生

工作提出要做到 “三抓”(抓死、抓紧、抓好)和 “三定” (定时、定

点、定人),使学校卫生工作走向经常化、制度化.学校把室内外场所

划分成若干个包干区,分班负责,定时打扫,定时检查评比,加强饮

食卫生管理,对炊事人员进行专业卫生训练,本校住宿生常年有五六

百人,有的年份多达八九百人,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食物中毒现象和

肠胃传染病.在１９５９年的一年内,福州市教育党委、教育局、教育系

统的干部、医护人员五次来校检查卫生保健工作,本校每次都评为

“优”,而且有两次还被评为第一名.

１９７９年卫生室为掌握学生的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建立和健全了

学生健康卡片.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根据福州市卫生防疫站公布的学生

体检的技术要求,我校与省军区门诊部配合对全校学生进行体检.卫

生室根据两年的体检结果,对１３岁至１７岁的学生的身高、体重、胸

围等项关系到学生身体发育状况的重要指标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

本校学生的生长发育情况不仅与福州地区基本一致,而且学生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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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胸围三项的均值还高于福州地区.本校学生１９８３年的发育状况

也比１９８２年好.
表５　１９８２年本校学生身高、体重、胸围三项均值与福州地区均值比较表

年龄

性
别

均
值项 目

男 女

福州 本校 均值差 福州 本校 均值差

１３岁

身高 (厘米) １５０５ １５３８ ３３ １４９９ １５５５ ５６

体重 (千克) ３７５ ４０１ ２６ ３７５ ４２２ ４７

胸围 (厘米) ７０２ ７８１ ７９ ７００ ７３３ ３３

１４岁

身高 (厘米) １５６３ １６１４ ５１ １５３１ １５６９ ３８

体重 (千克) ４２４ ４５４ ３０ ４１９ ４５２ ３３

胸围 (厘米) ７４０ ７８５ ４５ ７３１ ７５８ ２７

１５岁

身高 (厘米) １６２６ １６４６ ２０ １５６０ １５８３ ２３

体重 (千克) ４７８ ４９２ １４ ４４９ ４７０ ２１

胸围 (厘米) ７７８ ８０３ ２５ ７５２ ７６８ １６

１６岁

身高 (厘米) １６５９ １６７９ ２０ １５６６ １５９０ ２４

体重 (千克) ５１０ ５３０ ２０ ４６７ ４８０ １３

胸围 (厘米) ８００ ８２９ ２９ ７６１ ７８６ ２５

１７岁

身高 (厘米) １６６９ １６８１ １２ １５６７ １５９８ ３１

体重 (千克) ５３３ ５３３ ０ ４７９ ４９６ １７

胸围 (厘米) ８２３ ８４１ １８ ７６８ ７９２ ２４

备注
本年实际参加调查分析的对象为高一、高二年级学生８４７
人 (女生３５７人)

表６　１９８３年本校学生身高、体重、胸围三项均值与福州地区均值比较表

年龄

性
别

均
值项 目

男 女

福州 本校 均值差 福州 本校 均值差

１５岁

身高 (厘米) １６２６ １６６２８ ３６８ １５６０ １５９２０ ３２

体重 (千克) ４７８ ５０６１ ２８１ ４４９ ４６６３ １７３

胸围 (厘米) ７７８ ８３０３ ５２３ ７５２ ７８６３ ３４３

１６岁

身高 (厘米) １６５９ １６８１６ ２２６ １５６６ １５９７ ３１

体重 (千克) ５１０ ５２２７ １２７ ４６７ ４８０８ １３８

胸围 (厘米) ８２８ ８６１５ ３３５ ７６１ ７８６６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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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龄

性
别

均
值项 目

男 女

福州 本校 均值差 福州 本校 均值差

１７岁

身高 (厘米) １６６９ １７１７０ ４８ １５６７ １５９５４ ２８４

体重 (千克) ５３３ ５４６８ １３８ ４７９ ４７６２ －０２８

胸围 (厘米) ８５５ ８６３２ ０８２ ７６８ ７９０８ ２２８

备注
本年实际参加调查分析的对象为高一、高二年级学生５００
人 (其中女生２２５人)

为进一步巩固成果,继续搞好本校的卫生保健工作,１９８２年卫生

室进一步健全了各种制度,制定了 «教学卫生制度» «饮食卫生制度»
«卫生检查评比制度»和用眼卫生 “二要二不要”条例,医务人员下年

段指导检查学生眼保健操,下操场看学生体育活动,抓体育活动安全

管理,积极贯彻执行 «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１９８４年学校卫生

工作坚持 “三抓三结合”,即抓宣传,结合进行卫生常识教育,抓重

点,结合改善卫生条件,净化校园,抓队伍建设,结合累积资料,探

讨学生生长发育规律,全面建立各项卫生制度和师生健康卡片.１９８２
年市教育局和市体委联合组织的体卫工作检查小组和１９８４年５月省教

育厅、省体委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复查验收小组两次来校检查验收体卫

工作,对本校卫生工作都一致给予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两次都被评

为 “优等”.学校卫生室多次被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市教育局评为先

进集体.

第二节　体　育

一、体育课

(一)课堂教学

１９５１年速成中学开办初期,根据学校教学计划和工农速中学生的

实际情况,每周开设一节体育课,选择适合工农兵学员现有的体育运

动技术水平的项目为教学内容,按学期拟订计划进度进行教学,教材

内容以球类 (篮球、排球)为主,辅以田径、技巧项目.１９５５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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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本校第一届普通中学高一新生起,每周开设两节体育课,按部编

体育教材进行教学.１９５８年后,体育课教学内容主要围绕 “劳卫制”、

射击和等级运动员、裁判员的训练项目.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２年,学生体

质下降,学校停止了 “劳卫制”锻炼,体育课教学的活动强度和密度

维持在最低水平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１９６９年 “复
课闹革命”之后,体育课没有统一的大纲教材,课内教学偏重队列训

练.１９７８年起体育课恢复传统的教学内容和常规要求,根据教育部编

制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进行教学.

１９８０年以后学校重视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对体育课教学任务提出

了三点要求:一是要重视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

生身体和生理的健康发展;二是要正确传授体育基本知识,培养学生

体育运动能力和习惯,提高学生的运动技术水平;三是要重视对学生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守纪律、讲团结、重友谊和勇敢进取的

精神,体育实行男女分班上课 (即男女分两组合上),体育课堂教学的

活动强度密度相应提高.１９８５年下半年起,女生增加艺术体操课目.

自此,音乐和舞蹈动作随之进入了体育课堂,体育课出现了轻松活泼

的局面,体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深入,校内外教学观摩经常进行,在

１９８０年福州市举办校际体育观摩评比活动中,叶福森老师的一堂公开

观摩课,被评市 “一节好体育课”二等奖.体育教师为解决雨天室外

不能教学之困难,除安排学生观看体育录像外,还自制了 «体操中的

跳跃运动的理论知识»«支撑跳跃» «跑的基本动作»等四套电教幻灯

片,应用幻灯进行体育教学.
(二)体育成绩考核

体育成绩评定先是采用 “五级记分法”,后实行百分制. “复课闹

革命”期间,体育成绩评定没有明确的标准,采用 “优”“良”“及格”
“不及格”四个等级评定.１９７８年后,评分仍采用 “优”“良”“及格”
“不及格”四个等级.１９８５年体育评分恢复百分制,按省市规定的标

准分项目进行测验,逐项记录学生的个人运动成绩,评给分数,然后

再按标准每学期评定体育成绩.总评成绩一般按学生的运动能力、技

术水平、出勤情况和体育道德评定.学校教务处将体育成绩列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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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留级的重点学科之一,规定了体育不及格的补考制度,如学生因病

残等原因要求免修体育课或免除体育课考试的,必须持县以上医院证

明,经体育教师、班主任审查签注意见后交体育教研组集体研究审核

同意,并报教务处审查批准,还规定体育成绩达不到 “良” (或７５分

以上)者,不得评为校级以上 (包括校一级)“三好学生”.１９８９年本

省试行体育合格标准后,体育成绩合格被列为学生毕业参加升学考试

的必备条件,否则不能参加升学考试.
(三)体育课堂教学规则 (略)

二、课外体育活动

(一)实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 «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课外体育锻炼活动是体育课的延续,也是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锻炼身体的良好阵地.１９５１年度第一学期的学校教导工作计划提出

“试行劳卫制锻炼”,使工农干部学员成为有健壮体格的新型知识分子.

１９５３年在学校体育委员会下成立了由学校的行政、党、团、学生会代

表和体育教师、工会文体部及各班文体股组成的课外活动组,负责领

导开展体育锻炼活动,规定每天下午一小时课外文体活动时间,要求

学生百分百参加锻炼.１９５５年３月学校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在采取

积极稳步前进的方针、上好体育课的同时,要重点试行 “劳卫制”预

备级的要求.被列为本省试行国家体锻标准的重点学校之一.１９５８年

１０月２５日国务院批准实行 “劳卫制”后,我校体育锻炼活动广泛开

展,全校百分百学生通过了 “劳卫制”一级,获得福州市体育红旗单

位和 “劳卫制”卫星学校称号.１９５９年学校发动学生积极参加 “四
红”运动和 “劳卫制”锻炼,当年全校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的有２５６
人,其中一级１人、二级８人.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我校停止了 “劳卫

制”锻炼.１９６３年,学生健康状况改善,学校组织师生继续开展青少

年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校停止了达标

锻炼.１９７４年国家体委颁布了 «体育锻炼标准»,学校又开始推行.

１９７７年国家体委、教育部提出了体育教学与开展体锻达标相结合的方

针,并把达到锻炼标准作为评定 “三好学生”条件之一,我校把它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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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计划,认真执行并且以班级为单位组织锻炼小组,定时有组织、有

计划地开展锻炼.１９８０年起推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贯彻体卫工

作的两个暂行规定相结合,取得良好成果.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两年学

生的身体发育情况都超过福州地区的青少年身体发育的标准.１９８４年

学生的达标率超过国家重点中学提出的７０％的达标指标要求,全校达

到７５％.１９８５年春季为积极推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学校提出了

以下三个做法:一是把 “达标”和课内教学相结合,二是实行体育任

课负责制,三是 “达标”和课外竞赛结合.体育教研组根据学校的要

求采取了边练边测、测练结合、以测促练的方法,广泛开展 “达标”
活动,并在５月４日下午举行了一次全校性年度体锻 “达标”测验赛,

校长亲自担任本项比赛的领导小组组长,聘请了全校５０多名教职工担

任裁判工作,这次 “达标”竞赛测验活动几乎把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

不但起到了宣传和推动作用,而且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学生的年度

达标率比去年增长７６％,达到８２６％,此后每年都有所提高;１９８８
年达标率为８７２％,当年高三毕业生的达标率达到了９１２％.中央颁

布实行 «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后,根据上级的指示,我校即在学生

中推行 «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试行办法»,学校成立了实施试行办法领

导小组,由一位副校长任组长,具体抓贯彻落实.此后,三届高中毕

业生达标率是９９５％,其中４０人达到优,５３９人达到良.
表７　本校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达标人数统计表

时间 实测人数 达标人数 达标率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度 １１１１ １０３９ ９３５％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 １０８１ １００８ ９３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 １０９４ １０５６ ９６５％

表８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本校高中毕业生达到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情况

时间 毕业生人数
达合格标准人数

优 良 及格 不及格
合格率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度 ３７２ ２３ ２０３ １４６ ０ １００％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 ３６３ ３ ２００ １５８ ２ ９９４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 ３３０ １４ １３６ １７７ ３ ９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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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操、课间操

１早操.我校创校初期,工农班学生全都住宿,招收普通高中班

学生后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住宿.校内常年都有五六百个住宿生,达

全校学生数的一半以上.为培养住宿生的良好作息习惯和促进他们的

身心健康,学校规定住宿生每天早上起床后,必须用１５分钟时间做

操.由生管组教师召集,体育教师轮流值日,主持学生早操或早锻炼.

早操主要是做广播体操,冬季则广播操与环跑穿插进行.

２课间操.推行国家体委编制的广播体操,重视做操的质量.每

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做课间操,要求学生集合做到 “快、静、齐”.做操

过程三做到:要做到预备铃一响,迅速到操场站队;体育委员整理队

伍要做到 “快、静、齐”;同学做操要做到认真,姿势正确,动作一致

有力.具体措施分三点:第一,三个年段学生,分三场做操;第二,

体育教师分片包干并配合年段长、班主任分类检查、组织,开展评比

工作;第三,新生入学要集中训练广播操,迅速走上正轨.
(三)课余小型体育竞赛

我校开展课余小型竞赛活动,始终坚持小型多样、单项分数、年

段为主的原则,目的在于锻炼身体,加强团结,提高水平,为校争光.

竞赛活动采取定时间、定地点、定内容、定人员,做到周有班级自查,

月有班际比赛,学期有全校性的对抗赛.比赛项目繁多,有田径单项、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足球、踢毽、跳绳、广播操等等,改

办高中后每年还增加了长跑比赛. “文化大革命”前,为活跃课余生

活,规定每周星期五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为开展全校性班际友谊竞赛

的活动时间.１９８０年以后一般安排在星期三下午第三节或星期六下午

开展各项竞赛活动,此外还开展校际的篮球、排球、足球友谊赛、邀

请赛,穿插进行,形式多样,活跃了学生课余生活,促进了学生的身

体健康.
(四)学生体育代表队

１体育代表队的组建与训练.

１９５８年前我校组建有男子篮球代表队一队、女子篮球代表队一

队、男子排球代表队一队,由陈仁材老师等任教练.此外还组织有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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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球代表队和体操代表队,分别由陈仁材、林永煦老师担任教练.代

表队的组建是在普遍开展体育运动的基础上,选出水平较高、道德作

风好的学生组成.１９６１年还组建有游泳代表队,由叶福森老师担任教

练.代表队的训练采取平时课余训练,寒暑假集中培训和赛前集训的

做法,每年有计划地落实,效果较好.校体育代表队每周两次训练.

为解决锻炼与学习、场地等的矛盾,减少阻力,做到两不误,学校要

求做到期初有计划,期中有检查,期末有小结并采取了定人员、定时

间、定场地、定教练、定运动项目、定期检查汇报的六定措施和严格

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纪律的 “三严”要求,并坚持课余训练的做法,

使体育代表队的训练逐步走上正轨,取得一定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我校还没有始终保持下来的传统体育项目.

２本校学生体育代表队参加市以上比赛获奖纪录 (不完全资料).
(１)团体部总分.

１９５８年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福州市学联田径运动会获得男子甲组

田径总分第二名.

１９６０年高三学生田径运动队获福州市学联高三学生田径比赛女子

团体总分第二名.
(２)单项成绩.

１９６４年８月,学生陈于雨在福州、南昌、杭州三城市少年田径对

抗赛中,获１００米第一名,６０米、２００米第二名和４×１００米接力跑第

二名.

１９７９年,学生王世进获福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男子撑竿跳高

第三名,成绩２６米.林孟波获男子跳高第六名,成绩１３５米.

１９８２年,在福州市第２２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学生傅巧玲

获女子甲组８００米第一名;学生李彤隽获男子８００米第一名及男子

１０００米第一名;学生陈建英获女子甲组铅球第二名;学生李秋平获男

子乙组跳高第二名;学生林功蝉获男子青年组３０００米第三名及１５００
米第五名;学生王晓农获男子乙组铅球第三名;学生丁少英获女子甲

组标枪第四名及跳远第四名;学生张永军获男子青年跳高第四名;学

生陈奋明获男子甲组８００米第五名;学生曾飒爽获女子青年组跨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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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

１９８５年学生李秋平参加福州市第２５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获男

子甲组跳高第一名,成绩１８４米,破福州市中学生保持十年之久的

纪录.

３球类.
(１)篮球.

１９５６年学生篮球代表队参加福州市男子篮球比赛获福州市篮球甲

级队称号.

１９５９年校篮球代表队参加福州市学联举行的分区比赛获男子第

一名.

１９６２年学生篮球代表队参加福州市篮球等级比赛获男子甲级队称

号 (八队之一).
(２)排球.

１９７４年获福州市中学生男子排球比赛第一名.

１９８５年获福州市中学生男子组排球锦标赛亚军.

１９８６年获福州市中学生男子组排球锦标赛第三名.

１９８９年获福州市中学生男子组排球锦标赛亚军.

１９９０年获福州市中学生男子组排球锦标赛第四名.

１９９１年获福州市中学生男子组排球锦标赛冠军.
(３)足球.

１９５９年获福州市学联青少年足球比赛第二名.

１９５９年获福州市少年足球比赛冠军.

１９６３年获福州市少年足球比赛第二名.
(４)羽毛球.

１９５８年获福州市中学学联羽毛球男子组第一至第四名,获团体

冠军.

１９５８年获福州市中学学联羽毛球女子组第二名.

１９５９年蝉联福州市中学学联羽毛球男子冠军,女子组获第一名.

１９６２年学生蔡其昌获福建省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男子乙组第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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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学生郑则杰获福州市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男子甲组第

一名.

１９６４年学生蔡其昌获福州市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男子乙组第

一名.

１９７３年学生黄美玉、谢乐平获省羽毛球比赛女子甲组双打第

一名.

１９７３年学生杜珊获福州、杭州、南昌三城市少年羽毛球比赛女子

单打第一名.
(５)乒乓球.

１９５８年学生陈镜华获福州市乒乓球比赛第一名并代表本省乒乓球

队参加全国体育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１９５９年学生陈仰安参加福州市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

被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１９５９年学生□□□获福州市中学学联乒乓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

１９６３年学生林良韬获福州、杭州、南昌三城市少年乒乓球比赛第

一名.

４体操、游泳及其他项目.
(１)体操.(略)
(２)游泳.

１９５６年学生林知飞获福州市中等学校学生水上运动会游泳比赛男

子组５０米蛙泳第三名,成绩４４５秒.

１９７４年校游泳代表队获福州市中学生游泳比赛女子团体冠军.
(３)其他体育项目.

１９６３年学生□□参加福州市自行车比赛获中学生男子组第二、

三名.

１９６３年学生□□参加福州市自行车比赛获中学生女子组第一名.

１９６３年学生□□参加福州市次轻量级举重比赛获第三名.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学生叶华龙、郑敏文参加福州市马拉松比赛获二级

运动员称号.朱泳堂、刘必民、陈孝先、陈兴华、宁亨钗、林幸否、

陈扬铿等七人获三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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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学生任恩官被选入舢板一队,该队在省运动会上打破舢板

世界纪录.

在１９６０年福州市学联高三学生田径比赛上,获女子接力比赛第三

名,手榴弹投掷第一名.

三、校田径运动会

１９５４年５月４日至７日,我校在福建师范学院体育场举行首届田

径运动会.在开幕式上,开展了全校广播操比赛和体育技巧表演.女

子组举行铅球、铁饼、标枪和手榴弹等四个项目,男子组举行１００米、

２００米、８００米、３０００米、５０００米和１００００米跑以及铅球、铁饼、标

枪、手榴弹等十个项目.１９６２年起校田径运动会改在每年秋季举行.

到１９９１年已举行了２２届.
(一)工农速成中学１９５８年田径校纪录保持者

１女子.

项目 姓名 成绩 时间

铅球 庄元昌 ７１５米 １９５４年

铁饼 庄元昌 ２５米 １９５４年

标枪 孙　波 ２４５米 １９５５年

手榴弹 庄元昌 ３６５米 １９５４年

２男子.

项目 姓名 成绩 时间

１００米 黄　金 １１秒６ １９５４年

２００米 黄　金 ２３秒８ １９５６年

８００米 李凤祥 ２分１２秒 １９５６年

３０００米 陈金福 １０分８秒 １９５６年

５０００米 杨有法 １８分２０秒 １９５５年

１００００米 郭有顺 ３７分３５秒 １９５５年

铅球 (７２６公斤) 李宗龙 ９８米 １９５４年

铁饼 胡恩江 ２８５米 １９５５年

标枪 曹曰艮 ４１３米 １９５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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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姓名 成绩 时间

手榴弹 刘桐柏 ６０１米 １９５５年

(二)福州高级中学１９９１年田径校纪录保持者

１女子.

项目 姓名 成绩 时间

１００米 陈玉珍 １３秒８ １９８６年

２００米 陈玉珍 ３０秒 １９８５年

４００米 傅巧玲 １分１０秒２ １９８２年

８００米 傅巧玲 ２分４３秒９ １９８２年

６０米低栏 何长如 １６秒６ １９６２年

１００米中栏 曾飒爽 １５秒９ １９８２年

跳高 高丹红 １３米 １９８１年

跳远 陈丽丽 ４４５米 １９８２年

铅球 (４公斤) 王能慧 ８３１米 １９９１年

铁饼 (１公斤) 王能慧 ２４２８米 １９８９年

标枪 (竹) 丁少英 ２９５米 １９８２年

三项全能 何　礼 １２７２分 １９６３年

２男子.

项目 姓名 成绩 时间

１００米 周　祥 １１秒６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米 李志刚 ２５秒２ １９６８年

４００米 林晓鹏 ５４秒２ １９９１年

８００米 林晓鹏 ２分８秒 １９９１年

１５００米 林晓鹏 ４分２８秒 １９９１年

３０００米 林功蝉 １０分１５秒１ １９８２年

１１０米高栏 潘　亮 １７秒１ １９９１年

２００米低栏 林惠民 ２８秒８ １９６０年

４００米中栏 林惠民 １分１３秒４ １９６０年

跳高 李秋平 １８４米 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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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姓名 成绩 时间

跳远 陈宇平 ６４６米 １９９０年

三级跳远 李志刚 １２６５米 １９６４年

撑竿跳高 陈新兴 ８１０米 １９６４年

铅球 (７２６公斤) 肖　达 ９７米 １９８８年

铅球 (５公斤) 魏学军 １２５９米 １９８７年

铁饼 (２公斤) 陈　斌 ２４０米 １９８７年

标枪 陈　平 ４０２米 １９８０年

五项全能 张跃兴 １０８５分 １９８８年

第三节　卫生保健

一、卫生室

速中创办初期,学校为保护师生的健康,一开始就设了卫生室,
配有医生,担负本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医疗保健工作.１９５２年又调来李

景衡任校医,随后又陆续调整了医护人员.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６年,校卫

生室由原来２名医护人员增加到４名.卫生室定期为学生进行体检,
监测学生健康状况,并对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进行监督.卫生室在抓

学生常见病的防治的同时,还抓教室采光、课桌椅配套等有关教学卫

生条件的改善.卫生室初建阶段,医疗设备比较简陋,随着办学条件

的不断改善,在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医疗设备也逐渐得到充实.
至１９９１年,校卫生室有医疗室１间、医生２人,医疗器材、常用药品

比较充足.
校卫生室坚持以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在开展病治和卫生保

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配合学校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展计划生育的

宣传工作,认真执行计划生育的各项法规,取得良好成果.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学校连续十年被评为福州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红旗单

位,学校卫生室也连续被评为市卫生先进集体.１９８１年被评为福州市

教育局先进集体并出席福州市１９８１年度职工生活后勤工作先进单位

５８１



(集体)、个人表彰大会,被授予 “福州市先进医务室”称号.１９９０年

被评为福州市卫生红旗单位.

二、清洁卫生工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学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规定每周星期六下

午和星期天上午为爱国卫生大扫除时间,还建立了定期检查制度,开

展表扬批评,使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工农速中学生都积极利用

课余时间参加学校卫生大扫除.

１９５９年学校提出要把卫生保健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对经常的

清洁卫生工作提出要做到 “三定” (定时、定点、定人)、“三抓” (抓
死、抓紧、抓好),学校日常卫生工作走向经常化、制度化.室内卫生

采取分片包干、分班负责、定时打扫、定时检查评比的做法,学校还

要求师生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便丢纸张杂物.

学校卫生工作一直保持先进荣誉.

１９８２年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期间,全校出动搞卫生１万多人次,

上街劝导９５人次;疏通阴沟９６米,清除垃圾３０００多担,洗刷厕所１１
间,清除杂草５３０平方米,填平洼地６１１平方米.

１９８３年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期间,学校成立了文明礼貌月活动领

导小组并组织一支６７人的文艺宣传队,在卢福来校长带领下,在仓山

电影院、梅坞路口等处设立文明礼貌宣传活动点,开展宣传活动.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３日上午市教育局在我校召开文明月活动现场会.

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和对学生进行卫生知识的教育.

１通过生动活泼、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宣传教育,进行卫生习惯

的培养:针对时令,宣传流行性疾病的预防常识;针对流行性疫情出

现,宣传如肝炎、流脑等的三大处理环节与防治知识;针对学生存在

的健康缺陷和升学、就业的需要,如在考试前,用板报宣传考试与教

师、家长、营养的关系等,敦促有关方面注意学生健康.

２校医配合生物教师,每学期给高一、高三学生上一次卫生保健

教育课,女生另加一次青春期教育课.高二学生结合劳技课,每学期

上内科常见病防治和外伤防治课四节,并学习镜检技术,给本年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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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进行一次寄生虫普查工作.每个季度校医利用星期一升旗机会给学

生宣传流行性疾病防治知识.学校还统一安排举办保护视力、中学生

卫生常识、病毒性肝炎暴发流行疫情及预防等卫生知识讲座,组织学

生看 «消化系统»«保护牙齿»等九部卫生保健影片.

本校长期以来的卫生工作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做到每天有打

扫、有检查,每周有评比,月月有小结,不断促进学校卫生工作向深

入、细致、经常等三个方面发展.

第一,成立卫生领导小组.校医牵头,学生会生活委员为组长,

各班生活委员为成员,全面、合理地确定各班教室、宿舍和其他有关

包干区的范围.

第二,建立评比表彰制度.卫生领导小组成员每天上午课前轮流

对各班划定的卫生地区进行检查,采取１０分记分法登记公布.领导小

组每周作一次总评,评为 “优”者,给予流动红旗,并奖给搞卫生的

扫帚等工具,以资鼓励.

第三,办公楼会议室、走廊及学生宿舍的走廊由工人兼管,天天

打扫,保持清洁.

三、防病、治病

卫生室在开展防病治病卫生保健方面注意临时与经常结合,做了

大量工作.

１９５４年,门诊发现肺结核病例,校医李景衡积极向领导建议,并

与结核病医院联系,为全体师生进行肺部透视及x光线拍片,发现３
人有既往病史,２０多人系在校发病,立即进行隔离治疗,有效地遏止

了结核病的蔓延.

治病先要做好防病工作.卫生室在经常性的除害灭病中采取了有

效措施,全面消灭死性 (指阴沟一类)和活性 (指畜舍、厕所等)滋

生地.１９５８年在除害灭病运动中,我校经仓山区爱卫会等单位三次鉴

定,被评为 “基本无四害”单位.１９５９年全市进行除四害,据统计,

我校当年灭蚊３３６５７只、苍蝇７７２２４只、麻雀９５只,陈乾秀副校长带

头,扑灭蚊、蝇１０００多只.学校被福州市爱卫会授予 “除害灭病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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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先进单位.
每到夏季,卫生室还有专人到厨房负责饮食卫生的指导工作,学

校住宿生从来没有发生过肠胃传染病.１９５７年市区大面积发生流行性

感冒,卫生室反馈信息快,迅速发动师生戴口罩,人人喷射米帕林,
采用乳酸和甘油进行空气消毒,并配合市防疫站进行胚胎感染培育试

验,强调病人隔离,很快地把流感控制下来,米帕林喷射法还在全市

推广.
对学生中出现的多发病、常发病,如砂眼、寄生虫、龋齿等采用

药物治疗.有些病例还以书面 (或口头)形式建议家长配合做好保健

工作.对体弱多病,如平足学生,配合体育教师组织跳绳进行矫治.

１９７７年起,我校实行每年一体检的制度,建立了项目齐全的健康

卡和女生的月经卡.１９８２年建立了师生门诊医疗卡,１９８３年还建立了

女生初潮卡.根据学生存在的健康问题,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促进

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学生的胸围、身高、体重三项指标的正常值范围

均超过了福州地区.
表９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９年几种疾病发病情况统计表

年
份每天平均发病比率(％)病 名

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５９年

呼吸系统疾病 ０７２３ ０７２０ ０４０２ ０４１８

消化系统疾病 ０２４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７８

注:１ 呼吸系统疾病中最多的是上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疾病中最多的是肠道下泻症.

２１９５８年比１９５９年低,是因学生参加劳动统计不全.

表１０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９年急性传染病情况统计表

病　　名

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５９年

例数
占全校

人数 (％) 例数
占全校

人数 (％) 例数
占全校

人数 (％) 例数
占全校

人数 (％)

流行性感冒 ７４ １１６ ２６８ ３０４５ ６ ０５ ０ ０

痢　　疾 ８ １２５ ７ ０７９ １ ００９ ０ ０

急性肠胃炎 ３ ０３１ ４７ ４３６ ０ ０ １ ００８

四、保护学生视力

学校每个学期对学生进行两次视力专项检查.为防治近视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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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除改善教室采光、努力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坚持眼保健操外,还代

购了雾视镜,自配眼药水,采用梅花针、揿针、针灸进行治疗,并且

加强食堂营养搭配的指导工作,建议增加营养,宣传卫生用眼,学生

的近视眼得到了矫治和控制.例如,学生林长新在１９８１年下学期检查

双眼视力为０８,１９８２年上学期采用梅花针,自配眼药水,进行四次

针灸,左视力提高到１５;１９８０届毕业生王丹心双眼原来视力为０８,
采用针灸疗法,经过３０天矫治,毕业时,双眼均提高到１２并考上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

五、眼保健操与教学卫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学校推行国家颁布的眼保健操.校医务室抓

紧培训各班卫生委员学习准确穴位和按摩方法,然后回班推广,以后

又为各班提供眼保健操挂图,供学生随时学习.学生每日做操两次,
上午第三节课后及下午第一节课后,学校广播室按时播放眼保健操音

乐,上课教师负责督促学生做操,校医轮流下班看操指导,学生对穴

位掌握比较准确.

１９８２年校卫生室进一步抓卫生制度建设,制定了学生用眼卫生二

要二不要条例和教学卫生制度,以保护学生视力,有效地控制近视眼

的发展,如１９８８届高中班的正常视力保护率达８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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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劳动技术教育

第一节　劳动教育概况

劳动技术课是普通中学的一门必修课.加强学生的劳动技术教育,

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对于提高民族的素质

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时提出过综合技术教育

问题,但本校学生是来自各条战线的工农干部,他们具有一定的生产

劳动的实践经验,所以未把劳动技术教育当作一门必修课列入课程.

１９５５年改招普通中学高中班后,为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才于秋季开始,在高中一年级开设每周一课时

制图课,聘请福建师院教师林雅中来兼课.１９５６年学校根据当年４月

省第三次中教会议提出的 “必须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当前应

特别加强政治教育和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精神,进一步在高一

实施生产技术教育,每周安排一节实习课,由物理组陈孝滋老师自编

教材进行教学.学校还就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问题提出下面五条

意见:

一是各科教师要深入钻研大纲教材,认真发掘教材中的基本生产

教育因素.根据大纲教材的要求和规定的知识范围通过教学阐明科学

原理在生产实践上的应用,并通过实际操作使学生进一步巩固科学知

识和获得运用知识的技能.

二是各科要加强直观教学.演示工农业的技术、实物以及工具、

机器,企业车间模型和图表;组织学科小组活动,放映配合教学的幻

灯片等,并适当搜集和采用有关工农业生产的实际资料,充实教学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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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根据大纲教材要求和规定的知识范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课

外参观研究活动.

四是为适应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工作的开展,由仪器室统一领

导有关教师建立金工、水工、电工、无线电工、化工、航空模型、绘

图模型等工作和动物饲养、植物实验等园地,并着手筹建实习工厂

工作.

五是组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制图、生物六科教师认真学

习有关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问题,并于１９５６年３月上旬由有关教研

组订出１９５６年上学期具体实施计划,暑期订出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度具体

实施计划,上述园地的建立,为１９５８年我校创建机械厂、木工厂打下

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１９６９年复课以后于１９７０年在

福州北郊的北峰大坂大队创办了分校.学生分批上山耕田、放牧、种

番薯.后恢复了校办工厂,组织学生下厂参加劳动实践.

１９７９年在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学校认

真抓落实和培养迎接新技术革命到来的人才.校长亲自挂帅,教务处

具体负责,选配了四名专职教师,成立了科技课领导小组,在初中部

开设每周两课时的科技课作为起步,进而在全校开展科技课的教育

活动.

学校积极支持和认真组织任课教师学习国外的中、小学综合技术

教育,并参阅 «中学科技»«中学科技活动资料»,组织教师自编教材

进行教学,１９７９年校长在福州市第一届教育年会上介绍了本校开设科

技课的做法后,得到上级和兄弟学校的好评、肯定.１９８０年６月 «福
建教育»(第６期)发表了我校老师李朝和、卢渊洵的文章 «开设科技

课的尝试»,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中国青年报»和１９８１年１月８日

«福建日报»又分别作了专题报道.教师自编的 «航模舰模» «化工知

识»«生物标本»三本教材,获１９８１年 “福州市中小学自制教具、科

技作品展览”一等奖.

１９８２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 «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

的试行意见»和 «全日制普通中学劳动技术课教学大纲 (试行稿)»

１９１



的精神,调整了原科技课计划,在高中各年级每学年开设为期两周的

劳动技术教育课,采取集中和分散安排时间的做法,学校由一位校领

导负责,三处及校办工厂各一名负责人和一名劳技课任课教师组成劳

动技术教育领导小组,分工管理有关事项.另外,又由一名副厂长、
一名专职教师、一名工厂职工组成学工领导小组,具体指导学生在校

办工厂学工.
学校还对开设劳技课制定了五条原则:
一是着眼育人,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寓思想教育于劳技课教学

和实践之中.劳技课的课堂、场所要成为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品德教

育和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物、遵守纪律教育的苗圃.
二是课程设置要从实际出发,选择与各年级教学联系较密切或适

应面较广又符合实际水平能力、无危险的项目.条件具备的先上,逐

步建立与本校实际相适应的劳动技术教育体系.
三是教学内容安排要做到基本理论与动手实践结合,以实践为主.
四是师资配置立足本校,适当争取社会力量支持.任课教师采取

专职和兼职结合的方式,逐步建设好本校劳技课教学基地和师资队伍.
五是经费除从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中提取少量用于添置必需器材和

购买必要材料外,采取 “民办公助”办法,发动学生共同想办法解决

材料问题.
我校劳技课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做到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

目的地开展.１９８６年,在福州市勤工俭学劳动技术教育经验交流会

上,我校的 «我校是怎样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一文,被福州市教育

局指定为大会的发言材料.

第二节　劳动技术教育课的内容

本校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法是根据本校的

师资、设备及场所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安排.

一、１９７９年秋至１９８１年春季的初中班级教学

１９７９年秋至１９８１年春季,在初中各班开设的科技课 (劳技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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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是根据当时学生的知识状况、兴趣爱好来确定教学目的、教学

内容和方法的.
(一)教学目的

１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扩大视野,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

２培养学生思维、观察和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既善于动脑,又

善于动手,成为手脑并用的人才.

３丰富学生的知识,使他们从小学好自然科学,为将来专业深造

或参加生产劳动打下一定基础,发展能力,发现人才,因材施教.
(二)教学内容

初一上学期:五项制作,一种知识,两个实验.即制作竹蜻蜓、

纸竹直升飞机、万花筒、小电动机及测电笔;学习有关电学的知识;

配合做小灯泡串联、并联和安装白炽灯这两个实验以及组织学生到少

年宫参观天文馆和义序的飞机场,以增长科普知识.

初一下学期:七项制作,介绍晶体管的基本知识,即制作显微镜、

电磁铁、电铃、低阻耳机两管机、氢气球、简易日历、生物标本;学

习焊接技术,参观无线电工厂.

初二、初三配合数学、化学、生物、物理等科教学,进行物理科

的弹簧秤、比重计、水泵、浮沉子和直流发电机、继电器、太阳灶等

制作;化学科的黑火药制作、焰火的制作和漂白现象 (漂白粉与SO２

的作用)的观察,金属电镀;生物科的植物嫁接、光合作用的观察;

数学科的水准测量及简易水准仪、几何形体、放大尺制作等等.
(三)教学方法

采用示范与仿制结合、引导与独创结合的教学方法.

二、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度的高中班级教学内容安排

高一年段:参加校园整修劳动,到农村参观访问,校内卫生保洁.

按班轮流每班两周.

高二年段:开放４个项目,分成４个小组.每班两周时间,学生

参加２个项目,轮换学习实践.４个项目是:第一,安装收音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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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２名有专长的教师,设有可容纳２４名学生参加活动的专用教室,配

有１５架万用表,２６把电烙铁及焊锡等其他需用材料,安装好电源,

学生每人一套七管超外差收音机配件,在原有电学的基础上,学习其

原理、元件测试、检查技术和安装操作技术及简单的调试技术.第二,

学习化验技术.由一名教师指导学习、掌握显微镜的结构、调试和观

察技术.要求学生初步学会洋葱表皮细胞、口腔上皮细胞的切片技术;

解剖青蛙,学习解剖技术;同时学习人体寄生虫的镜检和血型检验技

术,开展寄生虫普查和血型普查活动,为医务室开展防治工作提供依

据.第三,花木栽培.配合学校花工,由生物教师综合传授植物、花

卉、土壤、施肥等知识,学习花的栽培、观察、治虫、嫁接技能,结

合美化、绿化校园.第四,下校办工厂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劳动观

点、态度,为学校创造财富.

高三年段:分散时间安排学生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并到工厂、

农村参加社会实践,搞社会调查等.

三、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度的高中班级教学内容安排

高一年段:每班分两个组,一组下工厂生产劳动,一组上实用美

术课.为期各一周,两组互相轮换.

高二年段:开设四个项目,即无线电收音机组装与调试技术、生

物化验、花卉栽培及常见病防治常识.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每人轮换

学习两项技术,时间共两周.

高三年段: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不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

参观,搞社会调查.

四、１９８４年秋至１９８７年春的高中班级教学内容安排

高一年段:开设装潢实用美术和下校办工厂参加生产劳动两个项

目.每学期安排两周,采取集中时间进行轮换的做法.此外,各班还

开设有每周一课时的电子计算机必修课学习BASIC语言,要求学生能

学会简单的编程技巧和掌握正确的上机操作规程.

高二年段:开设课目除了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学年度的内容外,增设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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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课一节.
高三年段:未确定有课目,学生以参加短时间的校内外公益劳动

为主.

１９８７年秋季以后,高一采用上海市编写的计算机课本,学习电子

计算机BASIC语言,学会编程并能上机操作.每周两节,列入课程

表.高二年段理科班学习制图和生物实验,每周各一节,列入课程表;
文科班学生则参观城乡有关单位,搞社会调查活动.高三年段未作具

体安排,但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增加了军训项目.

第三节　劳技课的管理、设备及经费

本校劳技课程设置确定后,学校在师资、设备、经费、场所等方

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教学活动正常地开展起来.

一、管　理

１１９７９年学校成立了科技课领导小组,由校长、教务处主任及科

技课专任教师共六人组成,加强对初中开设科技课试验的领导.

２１９８２年秋为加强对高中开设劳技课的领导管理,学校成立了劳

动技术教育领导小组,由一位校长、三处各一位主任、校办工厂一位

副厂长及一位劳技课专任教师组成,统抓劳技课教育教学工作安排与

检查落实.１９８３年又成立了校办工厂的学工领导小组,由一位副厂

长、一位劳技课教师及一位技术工人组成.

３建立劳技课的考勤考核制度.
日常考勤:设立点名簿,建立学生上劳技课或到工厂参加实践的

上下班考勤制度.规定该课的出缺勤与上正课一样对待,校办工厂还

设立学工卡片,建立班后讲评和学工结束进行个人小结的制度.
成绩考核:每学期劳技课结束后,都进行一次考评.评定成绩按

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记入学生成绩册和学籍档案并通知家

长.电子计算机课采用百分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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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备与经费

１９８２年开辟两间劳技课专用教室:一间用于实用美术课上课和习

作,一间作为电工、无线电技术课的专用教室.校办工厂还辟有一间

学工车间.两间专用教室都配有必要的设备、器材和专用课桌椅,电

工专用教室装有电源,配有电烙铁２５把、万用表１６架.学工车间还

为学生购有工作台和工作服.１９８４年把计算机列入课程后,开辟了机

房一间,配备了计算机３７台及课桌椅６０套.
劳技课需用材料较多,采用 “民办公助”办法解决.学校只为学

生提供活动场所、工具及必要的工料,而主要的实践部件,如七管超

外差收音机的部件,实用美术用的水彩、图纸等由学生出钱交学校统

一购买,学生组装的收音机或绘画作品检验合格后,成品归学生所有.
生物实验的仪器、药品,由学校实验室负责提供,不向学生收费.学

生在校办工厂勤工俭学的补贴收入则归班级集体所有.

开设科技课的尝试

李朝和　卢渊洵

１９７９年,我校择优录取了２２０名初一新生,入学后,我们进行了

全面的调查分析.这批新生语、数书本知识掌握较好,大部分能认真

读书,完成作业,但在科技知识方面,却存在许多问题.以情况稍好

的初一 (１)班５４人为例:

自然常识

授课情况

阅读科普

书刊情况

制作科普玩具

简易作品情况

参观科普

展览情况
兴趣爱好

上
过
二
年

上
过
一
年

上
过
半
年

上
过
五
节

没
有
上
过

有
阅
读

没
有
阅
读

做
过

没
有
做
过

参
观
过

没
参
观
过

美
工

音
乐 无

１１
人

１７
人

１８
人

１
人

７
人

７
人

４７
人

２３
人

３１
人

３
人

５１
人

２
人

２
人

５０
人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他们缺乏兴趣爱好,科技知识贫乏.他们

的观察、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都比较差,需要加强培养.
培养学生能力的渠道很多,各个学科要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我

们认为科技课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形式生动,可以课内外结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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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所以,决定试设科技课.
科技课的教学目的:

一、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扩大视野,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

二、培养学生思维、观察和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既善于动脑又

善于动手,成为手脑并用的人.

三、丰富学生的科普知识,使他们从小学好自然科学,为将来专

业深造或参加生产劳动打下一定的基础.发展智力,发现人才,因材

施教.

根据上述目的,我校在初一年段试设了每周两课时的科技课,配

备一名专职教师,实行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办法.我们学习了外国的

«中小学综合技术教育»,并参阅 «中学科技» «中学科技活动资料»
«少年科技制作»等书刊,自编了教材.

教材内容安排,大体如下:

初一上学期:五项制作、一种知识、两个实验.即竹蜻蜓、纸竹

直升飞机、万花筒、小电动机及测电笔制作;学习有关电学的基本知

识;配合做小灯泡串联、并联和安装白炽灯两个实验;参观增长科技

知识的场所.

初一下学期:七项制作、介绍晶体管的基本知识.即制作简易显

微镜、电磁铁、电铃、低阻耳机两管机、氢气球、简易日历、生物标

本;学习焊接技术,参观无线电工厂.

初二、初三密切配合数学、化学、生物等学科教学,进行物理科

的弹簧秤、杆秤、比重计、水泵、浮沉子和直流发电机、继电器、太

阳灶等制作;化学科的黑火药制作,焰火的制造和漂白现象 (漂白粉

与SO２ 的作用)的观察、金属电镀;生物科的植物嫁接、光合作用的

观察;数学科的水准测量及简易水准仪制作、几何形体的制作、放大

尺制作等等.

教学方法:

一、示范与仿制结合.由教师讲解,示范制作,然后学生仿作;

也可以让学生看样品,在教师指点下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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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导与独创结合.学生可以个人或几个人自愿结合,自行设

计,完成作业;也可以根据图纸说明,创造性地完成作业.此外,还

可以组织学生到校外去参观学习,或者邀请校外有关同志来校指导、

传授.

我校初一年段试设科技课已经一个半学期了.学生动手制作的有

纸竹直升飞机２１０架、万花筒１８２个、小电动机１８１台、简易显微镜

２１０台、测电笔６０多把,还掌握了焊接和安装白炽灯的技术.尤为可

喜的是,学生的观察、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经过一个半学期的试验,我们有几点体会:

一、开设科技课起了什么作用?

在科技课的熏陶下,学生们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 (一)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气氛浓厚起来了,整个初一年段７０％以上的

学生经常阅读科普书刊,有的还把零用钱节约下来订购刊物.如

初一 (１)班卓敏同学在 «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 “蜂鸣器”的制

作介绍后,根据图纸说明动手制作了一个;初一 (３)班游少健同学

和初一 (４)班林辉同学,向学校实验室借了两把电烙铁,利用寒

假,自己安装了二管收音机.(二)学生动脑动手的能力都有一定程

度的提高.初一 (１)班陈清同学在制作直升飞机模型时,认真阅读

讲义,掌握图纸上尺寸,注意机翼的角度,最后制作成功.在飞机

场参观时,他联系实际,虚心向机械师请教:“直升飞机的尾舵是怎

样控制转弯的?” “为什么其他型号的飞机还能够俯冲?” “直升飞机

为什么能停在空中不前进?”初一学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简单的.

同学们在制作科技作品的过程中,还敢于进行创造性的试验,初一 (１)

班谢路石同学在制作万花筒的时候,感到玻璃片的花纹呆板,她在教

师的鼓励下,用有机塑料扣子代替玻璃片,结果图案呈现立体感.这

些事实告诉我们:当学生的思维能力、操作能力提高以后,他们是会

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

今年,我们对初一 (４)班进行了一次综合考查,５１人参加,教

师当堂发给讲义图纸,不作说明,要求学生在两个课时内自己阅读讲

义,独立完成数学星期手表的小制作.这次考查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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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讲义理解情况 动手制作情况 完成情况

全理解 半理解 不理解 独立制作 半独立制作 按时完成 不能按时完成

１９人 ２７人 ５人 ３３人 １８人 ３９人 １２人

　　二、科技课需要的材料怎样解决?
科技课需要的材料很多,我们采用 “民办公助”的办法,发动同

学自力更生,共同想办法解决.今年我们还用部分实验费购置了６２套

二管机材料、２５套六管机材料,并发动同学自己购买了２０套二管机

零件.学校计划开辟科技课专用教室,配备用具,添置材料,积极创

造条件,提高科技课的教学质量.
三、开设科技课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我们每周给初一学生增加两节科技课,还把星期六下午列为科技

活动的时间.从表面看,的确是占用了学生一些时间.实质上,科技

课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坚定了他们学好科学知识的决心,他们能

够更好地利用时间,充实知识,增长才干,作用是积极的.我们认为

还可以利用 “兼学”时间下厂参观学习或解决某些高难度的制作.
四、普及与个性发展有无矛盾?
我们认为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展个性特长是没有矛盾的.当发现部

分学生对某些学科内容有了浓厚的兴趣,并确有专长时,我们便立即

因材施教,着手组织兴趣小组,继续培养,在兴趣小组发展的基础上,
又组织专业课.这形式发展的趋势是:普及———兴趣小组———专业课.
现在,我校初一学生的兴趣爱好已经开始分化.为培养学生的不同兴

趣,年段已经组织了美工、歌咏、生物、无线电、体育五个兴趣小组,

１２０多人参加.
由于我们实践时间短,一些问题仅仅在探索中,诸如开设科技课

的目的如何进一步明确,是不是把科技课列为课程,开到哪一年段,
教材怎样编选,师资如何配备、培养,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

研究.
(１９８０年６月刊于 «福建教育»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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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务工作

第一节　人员分工与职责

本校创办时,设教导、总务两处,以 “为教学服务”为中心,具

体管理各类财产,负责校园、校舍及教学设备的建设、添置与维修,

管理师生员工的生活、福利和卫生保健等工作.

当时,总务处设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采购、保管各一

人,基建一人,膳食干事两人,厨工□人,勤杂五人,还有校医、护

士、司药等三人.

１９５６年,正主任林日仁调出,会计王昌榕提为副主任,并调入薛

甦予任会计.随着学校教学班的增加,工作量加重,１９７２年宋福杰亦

被提为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成立革委会,总务处改为行政组,１９７８

年革委会撤销,行政组又改为总务处,１９７９年王昌榕退休,由副校长

佘智椿兼正主任,宋福杰为副主任,下设会计室、医务室、保管室、

基建办公室及食堂等部门.

１９９１年总务处由正主任徐玉瑞负责全面工作,副主任林清官协助

执行.处内的财会、保管、医务、采购、食堂、水电等部门,按其职

责,实行岗位责任制.

学校各处室是协助校长管理学校的重要助手.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我

校第一届教代会讨论、制定并通过了各处室的有关制度及岗位职责.

总务处主任的职责如下:

１负责教学用品的采购、管理和供应.按计划订购和发放教师办

公、教学及仪器、体育、医疗等用品.

２负责学校基建及管理、维修校舍、设备、教具和仪器,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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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爱护公共财物,建立必要的校产使用和保管制度.

３认真贯彻勤俭办学和民主理财的精神,严格执行国家财经制

度,合理使用各项经费,定期审核和公布账目,做好学生学杂费的缴

收工作.

４关心师生的生活,办好食堂,逐步改善教工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协同教育工会搞好教工的生活福利工作,解除教工后顾之忧.配

合政教处,发放人民助学金和奖学金.

５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做好师生参加劳动的组织安排和后勤保障

工作.

６领导医务室,并协助政教处,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做好学生的卫生保健工作.绿化美化校园,保持学校环境整洁,定期

进行安全检查,预防事故发生.

７加强总务部门职工的管理教育与考核工作,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和业务能力,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定期向校长汇报考核意见.
表１１　历任总务处正副主任一览表

职别 姓名 性别 任职起讫时间 备注

正主任 林日仁 男 １９５１—１９５６ 调出

正主任 佘智椿 男 １９７３—１９８３ 调闽江大学任职

正主任 徐玉瑞 男 １９８４—

副主任 王昌榕 男 １９５６—１９７９ 退休

副主任 宋福杰 男 １９７２—１９８９ 退休

副主任 吴永璋 男 １９７９—

副主任 林清官 男 １９８９—

第二节　经费开支

我校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坚持专款专用现金管理制度.学校

的经费开支由校长审批,财会人员掌管收支,上级主管部门直接或组

织各校财会人员不定期地互相检查经费使用情况.学校对内下达指标,

各组各处室提出计划,实行科目负责制,专群结合,共同理财,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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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经费在保证教学上发挥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费收支:教育厅按全校教职工数下拨人员

经费外,另按学生数每生每月１３元下拨公用经费,作学校办公、水

电、维修等公用经费.串连、接待站、寒衣等经费,由市文革办另拨.

１９７９年,我校恢复了省重点学校,经费由省教育厅根据学校的预

算直接下拨.１９８５年开始,教育经费下放,由省教育厅拨给市教育

局,由市教育局平衡使用,并规定学校不能超支,超支自理,结余上

缴.１９８０年起,上级对学校实行经费包干,结余归己,由学校自行

支配.

我校经费除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９年的学杂费归学校掌管,用于维修及

另行添置,校办工厂提取利润的４０％用于补充教学设备及教职员工的

福利费用外,主要是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用.我校坚决贯彻党的勤

俭建国、勤俭办事方针,使用好国家的经费,做到为教学服务,保证

教学.在管理经费上,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当家理财,让人人了解

家底,更好地使用经费,财会人员严守岗位,履行职责,把资金收好

管好用好,杜绝违法事件发生,为此,特制定会计人员如下职责:

１在总务处主任的指导下,编制好学校经费预算,预算要求每年

１月２０日完成,决算要求在每年结束后１０天内完成,在编制预算时,

应体现精打细算、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全面

安排、留有余地的精神,充分发挥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

２认真履行会计法所规定的各项职责和权限,克己奉公,忠于职

守,严守有关财务制度,维护财经纪律,对违反财经制度的一切开支,

要坚持原则,敢于提出意见.

３按预算计划管理好学校的一切开支,专款专用,按政策办事,

各项开支标准要按有关规定办理.经常了解各部门的经费需要和使用

情况,主动帮助和监督各部门合理使用好各项资金.

４认真审核一切收支凭证,如发现经费使用中的问题要及时向有

关领导汇报.做好记账、算账、报账工作,保证手续严密、完整,数

字有根据,账表准确、及时.每月应将有关收支执行情况向主管领导

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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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按照国家会计制度规定,保管好一切账务凭证,对账簿、报

表、单据要及时整理、装订、归档.

６负责学校财产总账,和总保管密切联系,及时做好固定资产的

增减手续.定期和总保管对账,做到账物一致,账表相符.

７要指导和配合出纳共同把好财务关,做到报销合规定,单据有

编号,内容有登记,存根有归档.执行现金管理制度,定期盘存,掌

握银行库存余款,不开空头支票.

第三节　校舍、校园

我校初创时期的校舍是以英华中学初中部的７座校舍为主体的,

具体安排如下:

１红砖楼,建筑面积１６８９平方米,底层为健身房,二、三层各４
间,共８间用作教室.

２卫生楼,建筑面积１２１４平方米,底层４间为教室,二层为处

室、教研组办公地点.

３礼堂,建筑面积９２７平方米,配有４座位靠背椅２００张,可容

纳８００多人.

４石□一间,用作理化实验室,可容纳一班学生进行实验.

５ 卫生楼右侧偏后一座三层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７７１平方米

(共２９个房间),用作女生宿舍;右侧偏前一座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

积１２７４平方米 (共３９个房间),用作男生宿舍.

６礼堂左侧一座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１４０２平方米.底

层用作学生饭厅 (４０桌,３２０人),二层除教室一间外,用于膳委会办

公室、保管室及厨工寝室,三层为教工宿舍.

７门房会客室一间,建筑面积６１平方米.

８红砖楼南面一座砖木结构两层半楼房 (即和平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作为男生宿舍和理发室、工具室等.

另外由上级拨款向私人购买或租用的附属建筑有:

１池后弄三层民房一座 (即华庐),建筑面积５４０平方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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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家属宿舍 (第二层为医务室).

２学校租用旧大门对面的乐群路１３号二层楼房一座,建筑面积

１２４３平方米,作为家属楼.

３麦园路２４号二层砖木结构楼房一座,建筑面积７１６平方米,

亦作为家属楼.

此一时期,上级拨款建筑有简便厨房两座,计５４３平方米.

１９５３年７月,用省教育厅拨的专款盖起了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层办公大

楼,含图书馆、办公室、教研组、会议室等,建筑面积１１３９平方米.

１９５６年,省教育厅决定将我校改为高级中学并要求办好省重点

校,又拨给专款,建筑砖木结构的双列式的４层２１间教室的教学楼一

座,后沿西向扩建单列教室三层６间,共２８２９平方米.腾出卫生楼二

层办公用地,改为学生宿舍,并把红砖楼的８间教室全部用作理化生

的仪器保管室和教学实验室.

教学楼课桌椅于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全部分批更新为铁架塑料板结

构,做到统一、实用、美观,每间教室还装有６盏日光灯,黑板不反

光,教学环境相当优越.

１９８１年１月,为适应现代化教学需要,省教育厅再次拨给专款建

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五层实验大楼一座,建筑面积２６１６平方米,内有

阶梯教室、电子计算机室、语音室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科设备齐全

的实验室等.

电化教室拥有放像机、监视器、电视机、电影放映机、多种型号

收录机、电唱机、扩音机、书写投影仪、自动幻灯机、耳机及语音室

的工作台等.

体育场地除原有大操场３４９８平方米及红砖楼底层的健身房外,

１９７８年在教学楼南面平整了一块３３９６平方米的操场,１９８０年又在办

公楼北面的小丘地上平整出１４８６平方米的一块方形操场.全校三块操

场实用面积共６６５６平方米,按２４班１０８０人计算,每人平均６２平方

米,达到规定标准,三块操场共有沙坑４口、单杠２架、双杠１４架、

篮球场７个、排球场２个、乒乓球桌１３张.

我校领导重视绿化美化校园,操场周围都有常青树木,绿树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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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遮阴面积达２亩.１９８７年教学区正门内还开辟了一口喷水池,每

逢节日,喷水池的水柱腾空而起,喷水池上的水珠从天而降.水池周

围,由花工设计,按不同季节做到月月有花观赏.在教学楼、实验楼

对面围墙边,有比例地种植有名贵树木.铺上草坪,排上石桌石凳,

为学生创造了课余散步、休息或谈论学习的幽静环境.

在校园建设方面,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与地形特点,把校园的绿

化、美化与环境净化结合,努力往园林化的方向发展.学校每年都从有

限的资金中拨出数千元,用于净化、绿化和美化校园.１９９１年,全校绿

化覆盖面已达１０３１４平方米,占校园面积的３５６２％,有乔木４７８棵,

灌木４５２棵,垂直绿化三角梅、迎春花７１５株,绿篱３４０平方米,盆花

１０００盆,苗圃３１９２平方米,草坪７００平方米.园林桌椅可容纳１００
人,初步形成了园林化的格局.１９８６年我校被评为省绿化先进单位,１９９０
年被评为福州市校园净化绿化美化工作先进单位,获得奖金２０００元.

第四节　生活福利

一、努力办好食堂,让师生安心工作和学习

我校１９５１年９月建立食堂,设有膳食干事工人、炊事员８人.当

时在膳师生２００多人,分大中灶与教工食堂.学生多是南下干部,享

受供给制待遇.１９５５年９月开始,学校向福州市和莆田、闽侯等地招

了２００多名普通中学高中学生.从此,食堂肩负着双重伙食任务.在

膳人数多达６００人,炊事员也增加到１３人.１９５８年７月工农班最后一

届学生毕业离校,高中班寄宿生在膳６００多人,１９５９年最多达９００
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食堂停办.１９６９年 “复课闹革命”,恢复

了食堂.１９８５年起,学校向五区八县招生,寄宿生由２００多人增加到

６００多人,除此之外,中午在食堂寄午餐的还有２００多人.

食堂建立以来,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始终不渝地把改进伙食、增

加营养、保证学生身体健康作为食堂的中心任务,做好 “三抓一坚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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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一抓炊事员的思想建设.明确做好炊事工作,对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作用.批判做炊事工作是侍候人的思想,要树立正

确的工作态度,发扬主人翁精神,精益求精地提高业务水平.二抓主

副食制作水平.刚办食堂时,学校曾组织厨工去参观学习烹饪技术,

搭配菜谱,克服单调、重复、无吸引力的毛病,讲究营养和口味,尽

量做到令大多数人满意.三抓食品、用具和环境卫生.校医经常进行

卫生检查,做到不购变质货,不进变质货,不煮变质货,不卖变质货.

建立卫生包干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做到天天有洗刷,每周一大扫,

重要厨具有消毒.
“一坚持”:办好食堂,提高服务质量,坚持既不盈利也不亏损的

原则.实行计划进货,计划销售,严格进出仓手续,执行好日清月结、

账目公开制度.

直至１９９１年,食堂没有发生任何中毒事故,炊事员勤奋工作,讲

究质量,严格遵守有关制度,１９８３年被评为福州市教育系统后勤工作

先进集体.

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改进食堂工作条件,１９８６年安装了锅

炉,实现了蒸饭烧开水蒸汽化;购置了三轮摩托车、电动和面机、搅

拌机,自制了蒸饭箱,实现了部分机械化;购置了大电冰柜.１９８６年

学生就餐,由包伙制改为食堂制.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经济情况和爱好,

选择可口饭菜,做到既节约,又吃好.为缩短教工做饭时间,食堂还

代购食品,代煮饭菜和面点等.

二、关心教工生活,解决教工住房难的问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教工住宅还不是生活中突出的问题.６０年代

以后,每年都增加有新教师,加之大多数教工子女长大成人,缺房户、

拥挤房逐年增加,住房便成为生活中的尖锐矛盾.为使教工无牵挂地

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学校前后开辟了教工食堂,加工盘菜、代煮面

食解决吃的问题,后又搭盖了１８户简便厨房,缓解了一些矛盾.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在上级教育党委的关心、支持下,拨给专款建立

了第一座教工住宅,４２个单元,紧接着在麦园路拆建地建了第二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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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住宅,３６个单元.按照条件,我校教工中的缺房户、紧房户全部搬

进新居.极大限度地调动了教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解除教工后顾之忧、帮助解决子女入托难的问题

速中时期,学校为解决女教工和女同学带孩子的困难,在办公楼

底层办起了托儿所.后来因教职工的子女少了,且社会也办起许多托

儿所、幼儿园,我校采取与健德托儿所教工幼儿园、麦顶幼儿园等单

位挂钩的形式,以解决教工子女入托入园的需要.

第五节　规章制度

１９７８年以前,我校总务工作没有成文的全面规章制度,１９７８年恢

复省重点中学后,虽然也制定了若干制度,但不够健全,而且贯彻不

力,总务工作也不见起色.１９８２年根据兄弟学校的经验及我校实际情

况,建立了总务处主任和职工的岗位责任制,取得较好效果.
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使总务工作人员职责分明,使全体师生员

工有章可循.工作好坏有明确标准,调动了积极性,加强了责任心,
提高了管理水平.

认真贯彻执行规章制度,防止了学校财产的丢失,损坏率大大下

降,重要的是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在全校形成了一个物物有人管、
损坏有人问、丢了有人找、大家都来爱护公物的好风尚.

总务处在为教学服务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取得一定的成绩.

１９８３年被教育厅评为清产核资先进单位、福州市教育系统后勤工作先

进集体;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９１年,据不完全统计,有３８人次被评为市教

育系统以上的总务后勤先进工作者.
相关规章制度有 «福州高级中学财务管理制度» (１９８５年修订)、

«福州高级中学食堂管理制度»(１９８５年修订)、«福州高级中学固定资

产管理制度»(１９８５年修订)、 «福州高级中学各项财产保管制度»
(１９８５年修订)、 «福州高级中学班级财产管理制度» (１９８５年修订)、
«福州高级中学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１９８５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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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勤工俭学

第一节　概　况

勤工俭学是马克思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对贯彻教育方针、培养

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及改变 “从课堂到课堂”的单

一教育结构旧模式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１９５８年２月福州市委扩大会议以后,我校在党支部领导下,根据

“宜工则工,宜农则农”的精神,建立了蔬菜种植组、畜牧饲养组和校

办工厂,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当时学校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场地,从育人的宗旨出发,

发扬了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艰苦奋斗精神.一面得到有关部门的同

意,在郊区拓荒有万里、塘池、杜坞、埔东等生产基地,组织学生轮

流参加劳动,在校内则利用边角地、圈栏饲养生猪、家禽;一面由教

导处副主任傅锦田负责,安排吴永璋老师及林玉正、严朝栋、王金铨

(留校毕业生)等同志筹办福州高级中学工厂,在机械、化工、木工等

项目上,进行简单的加工,并组织学生下厂劳动,学习工业生产技术.

１９５９年学校加强了农场、校办工厂的组织领导,进行农田基本建

设,为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创造了条件,安排了粮食耕作区、

蔬菜生产区、旱地作物区和实验田,适当扩大了畜牧业生产,重点解

决困难时期师生节日肉食问题.校办工厂初步发展,车床由原来的２
台增加到４台.

这一时期,师生劳动虽然偏多,但勤工俭学活动比较活跃.

１９６２年,根据福州市教育党委决定,我校将农场用地归还农民,

校办工厂也因供产销难解决于１９６４年５月下马.从此,学校暂停勤工

俭学活动,师生不定期地到郊区公社、大队、生产队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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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的一切正常活动处于停滞状态.１９７０
年,根据市革委会和市教育局指示,本校在北峰区大坂大队创建了学

农分校,师生一批一批轮流到分校垦荒种地搞劳动.结果,师生劳动

过多,学习质量严重下降.

粉碎 “四人帮”后,肃清了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在拨乱反正

中,根据中共福州市委的决定,撤销了北峰大坂分校,此时,学校又

重新建立校办工厂,开始了勤工俭学活动.佘智椿、吴永璋、严朝栋、

张健德、杨松等同志带领几名本校毕业的留城待业青年,又办起了有

机械、化工、木工三个分厂的福州高级中学工厂,１９７９年还增办了一

个福州市非金属电镀厂.

１９８０年以前,工厂经营方向不明确,贪多求大,造成产品滞销,

出现危机.学校根据中央 “关、停、并、转”整顿企业方针,于１９８３
年果断地停办了化工和电镀两厂,确定面向教学、为教学服务的生产

方向,集中力量,发展教学仪器产品,并经主管局批准,将木工厂迁

往郊区白湖亭,与郭宅大队联营合办.１９８４年１月双方又同意收回投

资,将该厂让给省半导体研究所,并由该所为我校安排１６个木工的

工作.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日,由于校办工厂趋于教学仪器的专业生产,福

州市委榕计劳 〔８３〕０９４号文件正式批准福州高级中学工厂改名为

“福州教学仪器厂”,吴永璋任厂长.

校办工厂肩负着 “育人聚财”双重任务.学校党支部认真把好办

厂方向,充分发挥学校的知识优势,组织教师和工厂职工大搞技术革

新和产品更新,提出 “以社会产品保教学产品”的生产方向,有力地

促进了校办工业的健康发展.校办工厂年产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４万元开

始,到１９８５年上升到３０３３万元,纯利润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４万元开始,

到１９８５年上升到５２４万元,产值、利润连续４年居本市校办企业的

首位,并且产品销向全国,还通过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销往中国香港

及东南亚国家.

福州教学仪器厂是本校的主体工厂.１９８０年开始,工厂就设有学

工管理组,辟有学工专用车间,为学生备有工作台、工作服.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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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俭学活动,安排学生下厂学工,学校配有一名脱产教师负责学生

的组织工作,工厂指定一名工人负责技术指导,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轮

流到工厂参加劳动,作为学生劳动技术教育课的一项内容,并建立有

学工劳动记录卡、学工鉴定表、学工个人小结,对学生进行学工考核.
校办工厂执行学工有价报酬办法,规定学工报酬归班级收入.学

生通过学工劳动,培养了爱劳动、爱科学、珍惜劳动成果、爱护公共

财物和讲文明、守纪律的优良品质.

１９９１年本校校办企业已拥有３００万元固定资产,为勤工俭学打下

了牢固的基础,影片 «勤工俭学在福建»反映了本校勤工俭学的面貌.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３日省电台播送了本校开展勤工俭学的新闻.１９８５年１２
月３１日 «福建日报»刊登 «福州高级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教学、办

厂互相促进,校风校貌焕然一新»,展现了本校勤工俭学不是简单地体

现学生参加劳动的形式,而是从教学内容出发,使学生感受到现代化

的气息,感受到劳动的美,给学生在劳动观点、劳动习惯上一种新

概念.
本校校办企业已经走上工贸结合的道路,在马尾经济开发区购有

一套写字台,租有一间９０平方米的店面,作为教学仪器经理部,开始

对外经营教学仪器.又在仓山区麦园路设立风华商场,经营教学仪器、
文化用品,兼营日用百货、食杂商品,争取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为学校充实更多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为师生提供更高的福利待遇.

本校校办工厂多次被评为福州市勤工俭学先进集体,１９８８年又获

“全国勤工俭学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厂长吴永璋连续两次被评为福州

市劳动模范.

第二节　校办企业

本校校办企业有福州教学仪器厂、福高汽车修配厂、马尾经济开

发区教学仪器经理部及仓山麦园路的风华商场.

一、福州教学仪器厂

该厂源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创办的有机械、化工、木工三个分厂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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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高级中学工厂,由于该厂产品不断更新、趋于教学仪器生产专业化

的缘故,福州市计委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日正式批准厂名改为 “福州教学

仪器厂”.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由于在 “育人聚财”任务上不断做出

成绩,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两次获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 “勤工俭学先进

集体”称号,市委还颁发了 “嘉奖令”.１９８８年国家教委、国家计委、

财政部、劳动部还联合授予 “全国勤工俭学先进集体”称号.该厂勇

于开拓、精心研制出的新产品———小学数学组合教具箱,１９８６年获国

家教委全国普教理科仪器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漆布暗射填充挂图

１９８７年获福州市科学进步奖三等奖;大屏幕双踪教学示波器１９９１年

获福建省发明金奖和第六届全国发明铜奖.

该厂１９８６年开始,自筹资金１５０万元,建成一座七层半的育才大

楼,面积３０７８平方米,有电梯、发电机设备.附属建筑有食堂、门

房、泵房、电房等,面积共５００平方米.厂区面积１５６４５平方米,工

厂拥有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货车５辆,车床、磨床铣床、冲床、

刨床、剪床塑料成型机等２０多台.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９年的五年时间,创

产值１２００万元,实现利润２２３万元,上缴国家税收５６万元,为学校

补充教育经费７０多万元.

该厂职工重视信息反馈、产品信誉,不断更新产品,扩大市场.

福州高级中学初建工厂时,主要靠附近工厂支援的两台四五千瓦

的电动机和一台四寸皮带带动的旧车床,自力更生,办起机械、化工、

木工三个小厂,由几名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学工活动.机械厂搞一些简

单的加工,生产一些简单的教具;化工厂由师生用板车到师院硫酸厂

运回硫酸渣来细磨加工,生产氧化铁;木工厂制作教室及办公室的桌

椅和鞍马跳箱等.工厂规模小,效益低,供产销难解决,于１９６４年５
月下马.

粉碎 “四人帮”后,恢复了勤工俭学活动,福州高级中学工厂的

厂牌重新挂了起来.木工厂自制的创床自动台钻投入生产,装备了电

动圆盘锯、制片刨平机电动车床,有效地提高了产量;机械厂除生产

原来的教学仪器外,扩大了业务范围,为市委、第一化工厂、第五机

器厂、林记糖果厂、手工业工厂、轮胎厂等加工、生产、制作有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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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部件和简单的机器等;化工厂生产出当时市场紧缺的碘化钾、酒精、

醋酸钠,并试制成功合霉素原料二氯乙酸甲酯.

１９７９年继而办起福州市非金属电镀厂.

１９８０年学校党支部为扭转校办工厂生产脱离实际、出现危机的局

面,组织工厂职工认真学习中央 “关、停、并、转”整顿企业方针,

于１９８３年在停办电镀厂、木工厂的同时,提出发展教学仪器产品,为

教学服务的生产方向,并加强领导力量,先后安排有副校长佘智椿、

卢福来、曾光华等分管工厂工作.

党支部把正生产方向后,全厂职工就设备和产品方面做了下述

革新:

１更新设备.

木工厂和机械厂的职工密切配合,大搞技术革新,先后制成虎头

锯木机、截锯机、平刨机、自动滚刨机、锯榫机、开槽机、斜边锯机、

细本带锯机等２０多台机械化设备,并添置有配套的跑车带锯机,每年

可处理１０００多立方米的木材,提高工效２０多倍,产品开始销向外省.

１９８２年,该厂设备经过更新和添置,已拥有多种机械设备５２台,

大小电动机１００台,还有运货汽车２辆.１９８４年,投资１１万元,又添

置有１２５克和３００克注塑机、平面磨床、万能铣床及摇臂钻床各１台

及有关模具６０多件.从此,工厂逐步摆脱了手工生产,开始机械化

生产.

２更新产品.

党支部在整顿校办工厂时提出 “工厂要生存,产品要更新”,并给

校办工厂指明 “以社会产品来保教学产品”的生产方向,工厂职工在

产品上进行了更新.
(１)教学产品.

①教学仪器:平板仪、绘图仪、两用气筒、长方体组、温度计、

地球填空挂图、万用物理支架、方座支架、小学教学组合箱、体育用

具等.

②教学设备:中小学课桌椅、幻灯投影仪立柜、儿童文娱活动用

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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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社会产品.

①利用塑料渣制造钙塑品,如水槽、水沟、水斗等.

②塑料电镀加工方面,除生产学生用的塑料圆规外,还为电子工

业、轻工业提供电镀加工服务.

该厂有重点地进行了产品革新:小学数学组合箱１９８０年仅有１４
件,１９８１年增加到３２件,１９８３年又增加到３９件;地理教具１９８０年

一套７幅,１９８１年增加到８幅,１９８２年又增加了３幅.

１９８４年再次进行产品革新,小学数学组合箱从选材、工艺、结构

到外表装潢等进行了１３次改革,教具３９件中,以塑代木改了１２件,

美观、质量好、产量高,又节省了木材.三角板、两用尺、量角器等

改绢印刻度为铜模刻度,刻度准确,线条清晰,颜色不褪,产品迅速

占领了全国市场.１９８３年小学教学组合箱销售３１４３套,１９８４年提高

到８８９３套,还拆整零售６０１４２件.漆布填充暗射图也做了八次革新,套

色效果好,产量有所增加,１９８３年销售２３５４套,１９８４年增加到８９０６套.

根据部颁教仪配备目录,又增加了５项新产品,扩大了经营.

１９８５年引进四种日本产生物显微镜,加以改造创新,深受全国

中、小学欢迎;引进的电子计算尺、电子琴、投影仪等也加以组装投

放市场.此外,还开发有六种民用产品———天线、自动牙签盒、幼儿

智力学习器、彩色画笔、晒衣链条、录像带盒等也很受青睐.

１９８６年６月小学教学组合箱被选送参加在京召开的、由瑞士巴塞

尔主持的国际教学仪器博览会,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普教理科仪器

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并选入１９８６年 «全国普教理科仪器优秀成果汇

编»一书,向全国介绍产品特点.地理、历史暗射填充挂图由省测绘

局、地图出版社审批出厂,亦被选送国际教学仪器博览会展出,１９８７
年被评为福州市优秀新产品,获得腾飞金马奖和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新开发的教仪产品还有地理等高线判读模型、桃花模型、小麦花

模型、立体几何模型、平面几何模型、初中物理活动示教板、幼儿积

木等.１９８９年根据国家教委配备目录,又开拓了大屏幕双踪教学示波

器,并被列为国家教委和福建省经委、科委的新产品研制项目.该产

品一投放市场,就取得订货合同,并获福建省发明金奖和第六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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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铜奖.１９８８年,与香港胜明实业公司联合试产一批现代化电子玩

具———家庭电子游乐器,１９８８年５月在京展销,获中国玩具协会、全

国少年儿童工作协会颁发的 “最受欢迎产品”奖.该厂发展迅速,变

化较大,产品逐渐从本省销向全国,走进国际市场.学校认真协助工

厂抓好下述工作,即办厂方向,班子建设,队伍形成,制度建立,产

品质量.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充分调动了生产积极

性,并且调整了机构,除保留原有机械、塑料、油漆、木工、装配五

个车间及生产、供销、财务三个组外,增加劳工、质检、储运、产品

研究四个组,还建立有职工守则、奖惩条例、岗位责任制及各部门的

基本职责等规章制度.在生产管理上环环扣紧,实行奖惩办法.一是

严密生产程序,做到职责分明,有章可循.全厂生产有计划表,车间

(班组、部门)生产 (工作)有安排表,根据任务开施工单,凭施工单

及产品工序、原材料消耗,有工时定额表.生产给领料单,加工半成

品有工序交换单,成品存入,有库存单.职工填好记录卡,凭单计算

完成任务情况.环环挂钩,程序清楚,加强了责任感,有力地提高了

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二是打破 “大锅饭”,实行浮动工资制.１９８４年

起,要求做到:遵守厂规,服从分配;出满勤,完成任务 (生产定额

或工量);团结友爱,文明礼貌.遵守政策法令和社会道德者,上升一

级工资,有特殊贡献者,另加奖金.违反上述规定者,下降一级工资

并取消当月奖金.工厂生产面貌大大改观,生产秩序空前好转.

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０日 «福州晚报»刊载 «坚持改革,讲究效益,福

州高级中学工厂越办越好»肯定了其管理办法,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６日

«福建日报»以 «集思广益,改革创新,立足国内,面向国外,福州教

学仪器厂产品畅销各地»肯定了办厂方向.１９８６年第９期 «人民教

育»以较大版面和篇幅刊载 «一个校办工厂的成长»,向全国介绍了本

校办工厂健康成长的事实.
表１２　教仪厂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产值利润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年产值 利润

１９８０ ２４ ４４

１９８１ ６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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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年产值 利润

１９８２ １１４４ ２０７

１９８３ １３３２ ２１４

１９８４ ３０１７ ５１１７

１９８５ ３０３３ ５２４

表１３　校办工厂历届厂长、副厂长或负责人一览表

年份 厂名 厂长 副厂长 负责人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福
州
高
级
中
学
工
厂

机械厂 陈题

化工厂
杨秉铸

(１９６３年９月调出)

木工厂
严朝栋

陈仁材

１９７５—１９８３

福
州
高
级
中
学
工
厂

机械厂
陈仁欣　杨久年

张健德　田浩泉

化工厂

(１９８３年下马) 杨松

木工厂

(１９８３年迁出) 吴永璋

福州非金属电镀厂

(１９８３年下马) 王宗惠
郑宗仁

(１９８３年王宗惠病休期间)

１９８３—１９９１ 福州教学仪器厂 吴永璋

游伯东

吴　健

郑　霖

二、福高汽车修配厂

该厂创于１９９１年,位于仓山施埔.厂长蔡家权,全厂职工２０名

(集体工３名),临时工１０余人,设有电焊、喷漆、修理、洗车等车间

(班组),拥有固定资产７万元.该厂生产经营采取独立核算形式,注

册资金５万元,创建当年学校补充教学经费１万元.

三、教学仪器经理部

学校为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校办企业创造新模式和发展勤工俭学

阵地,在马尾经济开发区购有一套写字台,租用一间９０平方米店面,
用作教学仪器经理部,对外经营教学仪器.１９９１年,经理部负责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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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职工２人.

四、风华商场

１９８９年在仓山麦园路教工住宅一层开设了风华商场,经营教学仪

器、文化用品兼营日用百货与食杂商品,商场负责人郭建华,职工共

１１人,其中集体所有制职工５人,临时工６人.商场固定资金２０万

元,流动资金５万元,全年营业额５０万元,１９９１年补充学校教育经

费１２万元.

第三节　校办农场

１９５８年２月市委扩大会议部署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后,本校在有关

公社、大队支持下,为师生提供了劳动锻炼的条件.从１９５９年春季开

始,先后组织师生在万里、金星、浦东、塘池、杜坞等地垦荒种植,

建立农场,共计拥有耕地７２亩.首批创业人有佘智椿、章若芝、张经

铭、陈永章、李忠泉等教职工.

学生参加劳动,由生产处统一安排,每次参加劳动的班级２~６个

班不定.除塘池农场离校较近,师生劳动早去晚归,午餐自备外,其

余食宿都在农场.班主任负责分配本班工作,并与学生同吃、同住、

同劳动,生活上自带口粮与菜金.

农场基本建设比较科学,做到按区筑路,实现车子化,按路挖沟,

实行灌溉系统化,并且开垦堆肥,改良土壤,为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

化学化创造了条件.

农场划分有粮食耕作区、蔬菜生产区、旱地作物区和实验田四个

部分.蔬菜生产区１５亩,安排种不同季节的不同蔬菜品种,以充实学

生食堂的菜食问题.旱地作物区栽种橘、梨等果树,其余土地按季节

变化,栽种水稻、大小麦、豆类及牛皮菜等,作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

饲料基地.粮食收成可提取□％,作为劳动师生的补贴.本校农场在

１９６２年根据市教育党委决定而下马,农场用地全部归还农民.

１９７０年,本校在市革委会教育组领导下,组织师生走 “五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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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遵照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４月２２日,本校第一批师生２００多人背上行装,徒步走出校门,到远

郊北峰创建大坂农场分校.
学校在大坂分校建有师生宿舍一座,膳厅一座,教室七间,平房

八间,还有操场、厕所、猪栏等,总面积１７５７６平方米,能容纳６００
名师生劳动和进行教学.分校建有治虫、育秧、田管、中草药 (自
种)、气象 (自建气象站)等科研项目,但在当时无政府主义和 “读书

无用论”思潮影响下,学生劳动过多,学业荒废,教育教学质量严重

下降.
粉碎 “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过程中,为恢复学校

的正常教学秩序,根据福州市革委会榕革 〔１９７８〕１７９号文件的通知,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起将大坂分校的财产全部移交给北峰油茶场,土地

归还当地生产队.从此,校办农场的历史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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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教职工

第一节　概　况

我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于１９５０年开始筹建,１９５１
年１０月正式开学.当时由省文教厅工农教育处处长李方曙兼校长,下

设教导、总务处,各有主任１人,全校教师１９人,职员１５人 (校医、
护士、药剂各１人),勤杂工６人,厨工８人.教职员工共计５５人.

随着工农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到１９５４年,全校共有１４个工农

教学班,学生６２５人.由兄弟单位调入和国家统一分配来校任教的教

师增加到４３人,全校教职工人数达到８８人.

１９５５年,学校改招普通中学高中班学生,于１９５７年后,学校实

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职能部门除办公室、总务处外,
教导处增设两名副主任.１９６２年秋季,我校增办初中４个班.这一时

期,教职工由１９５５年的８８人增加至１３１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被打成 “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圃”,领导

干部被揪斗,教师队伍５０％被调出,名之为 “掺沙”. “复课闹革命”
时,工人上讲台,在册教职员工９４人.

１９９１年,我校设校长１人,副校长２人,总支 (支部)书记１人.
三室一办,各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２人,教师７８人,职员２０人,勤

杂工９人.按实编１０３人计算,超编１９人,另外还聘请离退休教职员

６人,临时工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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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教师员工人数变动情况

表１４　本校教师员工变动情况表 (１９５１—１９８９)

时间
教职工

总人数

中层以上

干部人数

教师人数

男 女

职员

人数

工友

人数

党员

人数

团员

人数

民主党派

人　　数

１９５１年 ５５ ７ １３ ６ １５ １４ ７ ３

１９５２年 ７７ ７ ２３ ８ ２２ １７ ９ ６

１９５３年 ８０ ６ ２２ ９ ２０ ２３ １３ ２１

１９５４年 ８８ ６ ３０ １３ １９ ２０ １３ １６ ３

１９５５年 ９３ ６ ２８ １３ ２２ ２４ １２ ２０ ３

１９５６年 ７６ ５ ２４ １３ １５ １９ １０ ２３ ３

１９５７年 ８０ ６ ３１ １４ １６ １３ １４ ２６ ４

１９５８年 ８３ ４ ３６ １８ １４ １１ １４ ２９ １

１９５９年 ９５ ４ ３９ ２１ １９ １２ １５ ３３ ２

１９６０年 ８８ ８ ３４ ２２ １８ ６ １８ ２９ ２

１９６１年 ８５ ９ ３１ １８ ２１ ６ ２１ ３２ ２

１９６２年 １３１ ９ ４１ ２８ ２１ ３２ ２０ ３５ ２

１９６３年 １１０ ８ ４６ ２８ ２１ ７ ２３ ２９ ２

１９６４年 １１０ ８ ４７ ２８ ２０ ７ ２２ ２９ ２

１９６５年 １１９ ８ ４８ ２３ ２２ １８ ２４ ２９ ２

１９６９年 ９４ １２ ３７ １１ １６ １８ ２２ ７ ２

１９７０年 ８５ １１ ４４ ９ １３ ８ ２２ １７

１９７１年 １０２ １１ ４１ １７ １８ １５ ２５ ８ ２

１９７２年 １１６ １０ ４８ ２１ ２２ １５ ２４ ９ １

１９７３年 １１５ １２ ５０ ２０ １８ １５ ２０

１９７４年 １０８ ９ ４５ ２１ １８ １５ ２４ ９ １

１９７５年 １１５ ９ ４９ ２２ ２０ １５ ２２

１９７６年 １２４ ８ ４９ ２６ ２４ １７ ２０

１９７７年 １２２ ９ ５０ ２９ ２１ １３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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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教职工

总人数

中层以上

干部人数

教师人数

男 女

职员

人数

工友

人数

党员

人数

团员

人数

民主党派

人　　数

１９７８年 １１３ １１ ３７ ２９ ２４ １２ ２２

１９７９年 １２９ １０ ４９ ３０ ２８ １２ ２４ １

１９８０年 １１８ １０ ４３ ２７ ２６ １２ ２６ ３

１９８１年 １１７ １３ ４４ ２４ ２４ １２ ２６ ６

１９８２年 １２８ １３ ４２ ２８ ３４ １１ ２９ １２

１９８３年 １２７ １６ ４２ ２８ ３０ １１ ２９ ７ ２

１９８４年 １２８ １７ ４３ ２９ ２８ １１ ２９

１９８５年 １３８ １７ ４５ ２８ ３７ １１ ３３

１９８６年 １３６ １４ ４８ ３２ ２３ １９ ３２ ２２ ４

１９８７年 １２５ １４ ４６ ３０ １９ １６ ３４ １２ ３

１９８８年 １２２ １３ ４７ ２８ １９ １５ ３９ ７ ３

１９８９年 １２０ １４ ４７ ３０ ２０ ９ ４６ ２６ ３

二、１９５１—１９９１年１１月曾任教职工名录

曾任校长、党支部 (总支)书记名录 (含副职,按到职先后为序)
李方曙 高南非(女) 谢高明 郑奇方

宋　坚(女) 田　宏(女) 严检行(女) 王秉周

陈乾秀 杨国华 傅锦田 陈　题

柯全法 曾文攀 郭廷河 马星元

王清官 卢福来 陈景汉 汪　玲(女)
吴亚俊 佘智椿 曾光华(女)

曾任各处室主任名录 (含副职,按到职先后为序)
林日仁 康汉民 施效人 王秉周

李江海 王昌榕 李天松 程祖壁

张经铭 吴式锚 杨久年 魏长庚

董万强 宋福杰 黄泉桂 林　华

庄才水 李朝和 翁瑞仁 林荫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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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洁 徐玉瑞 柯翔武 卢榕飞

曾任团委会干部名录:
宋　坚(女) 王秉周 卢福来 曾光华(女)
高淑贞(女) 曾文攀 陈永秀(女) 陈凤钦(女)
张跃东(女) 张　魁 柯翔武 刘丽华(女)
林荫祖

曾任教师 (姓名前注 “△”者为曾任教研组组长)

政治教师:
林坤荣 △柯全法 毛振芳 傅锦田

陈铭鼎 林　鋆 陈　题 林其将

钱利壮 郭廷河 陈美丽(女) 吴式锚

倪仰孔 王长岭 △王任兵 周建兴

薛谋详 李　蔚(女) △赵学东 △王秀芝(女)
宋建新(女) 陈碧珠(女) 陈凤钦(女) 张跃东(女)
翁瑞仁 △陈杰生 庄金业 柯翔武

△黄秀容(女)

语文教师:
郭　烙(女) △薛有祺 陈本华 刘广复(女)
曾春辉 程世本 彭永叔(女) 罗纹波

黄吟军 刘绍书 游叔有 阮秀惠(女)
卢渊洵 萨亚超 △程祖壁 刘友德

李联明 林文秀(女) △郑飞龙 吴永璋

周雅丽(女) 林在池 △吴端升 黄四维

林新治(女) 陈雯珍(女) 方泉英 连永则

马世铭 章芝英(女) 陈清丽(女) 黄向明

庄闺宝(女) 何　□(女) 黄世连 程鹏芳

林淑华(女) 王东声 高玉莺(女) 林振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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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玲(女) 陈　健 陈海燕(女) 吴丹舟

△陈龙川 △齐宗金 魏君玉 △李行健

韩珍重 林桂鸿 林　育 △金宁静(女)

数学教师:

△李当春 郑銮图 周一谷 蔡圣琛

朱孟秀(女) 张海滨 彭国华 陈慧鹏

黄宣宪 罗绍钦 叶金清 吴德星

卓剑心 林国基 黄书勋 △侯恩赐(女)

△魏长庚 张兆建 叶若夫 黄泉桂

杨美媛(女) 刘梅金 △潘一民 △邓诗枫(女)

颜秀珍(女) 李宝玉(女) 江　柔(女) 丁敏如(女)

曾楚容(女) 周月英(女) 林章萱(女) 黄德南(女)

陈由光 林　眉(女) 游伯东 黄启萍(女)

林泽祥 连碧丽(女) 林晓楚 陈德康

邱若伦(女) 陈杨诚 蔡家权 肖贻兴

林尚卿 张炎宝 陈　寒(女) 朱　丹(女)

严可臻 张铭华

外语教师:

△林珍恒(女) 詹启民 黄家锥 郑丽华(女)

吴亚俊 陆　水(女) 赵华芳(女) 潘特立

梁富卿 △陈　宇 刘子冯 王纪是

谢聪敏 陈石山 江道平 陈庭训

邓远芬(女) 魏犹春 许绵绵(女) 张月珍(女)

△魏　明(女) 张永君(女) 苏育庭 许道锋(女)

张　柽(女) 陈金生 陈炳忠 许品辉(女)

李　玲(女) △赵文学 郑　晓(女) 林其容(女)

△谢小闽(女) 严　星 刘梓藩 △陈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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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传基 黄纪瑜(女)

物理教师:

△李江海 △杨奕初 陈孝滋 黄克伟

刘仁干 杨真才 王弑刚 陈淑贞(女)

郭振良 △曾国英(女) 李桂英(女) 黄劲松

余　旦 △田灏泉 陈仁欣 △张健德

李朝和 陈惟乐(女) 林锦秋 △林光亮

△刘国健 蔡忠良

化学教师:

洪燕冬(女) △龚美珠(女) △杨振声 蔡惠华(女)

马依清 杨秉铸 林慎言(女) 郑　回(女)

庄柏玲(女) 柯璇治(女) 郑定熙 △林功静(女)

△庄才水 苏新庭 李晚青(女) △杨　松

△刘琳增 丁琼玉(女) 何长如(女) 龚云屏(女)

蒋晓惠(女) 张　华(女) 李仙贞(女)

生物教师:

△林伯伟 △陈锡明 王育华(女) △许萍心(女)

△章若芝(女) 陈铁夫 张　魁 施传锌

△林　松(女) 陈兆春 黄东榕(女) △佘绿萍(女)

历史教师:
黄美英(女) △许祖麟 黄乃榕(女) 陈利盛

陈锺莹 △丘晋芳(女) 张连英(女) 蔡尔鸿

陈国英 唐　呜 方宝璋 陈木兴

蔡应钟 陈建平 梁敬党 陈秀琴(女)

地理教师:
叶献荛(女) 林彩端(女) 陈钦赐 △林德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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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白英(女) 徐明忠 △魏南杰 黄　敏

△黄　薇

体育教师:

△陈仁材 △林永煦 佘智椿 △吴美文

陈永璋 林惠民 郭端聪(女) 林美娟(女)
陈锦森 叶福森 张　立 △宋良琼(女)
黄知棋 潘秀萍(女)

音乐教师:

△陈　荣(女) 金秋蘋(女) 庄美芳(女)

美术教师:
陈贞美 陈渭水

电教劳技教师:

△余　旦 王桐生 △游建波 林　雯(女)
李　忠

曾任辅导员:
刘丽华(女) 张宛生 庄柏玲(女) 潘建飞

张发彬 吴锦样 林罗兰(女) 林岁享

李小敏 吴中夫

曾任工人教师:
方则录 陈丽清(女)

曾任医务人员:
李景衡 陈勤业(女) 刘湘如(女) 张路得(女)
吴森煊 马翰高 韩秀英(女) 陈肇芬

陈灵光(女) 董万强 谷秀华(女) 李恩荣(女)
方细琼(女) 黄　卫 张　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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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员:
卢　展 林家标 叶兆凤 陈宗诚

黄爱琴(女) 吴维嵩 陈勤乐(女) 谢良奇

林　峰 黄慧中(女) 陈秀华(女) 黄　岑

丁则蕙(女) 陕　亮(女) 程宗田 张朝彦

张有楼 苏兰阶 吴凤山 蔡　秋

刘　勋 徐修文 杨以芝(女) 苏秀莲(女)
陈　贞(女) 林秀英(女) 郭　骐(女) 陈淑华(女)
于素琴(女) 薛德土 苏家贞 林宝玉(女)
薛甦予 付茂树 丁蕴芬(女) 张经铭

林　光 林炳藩 林天应 梁敬德

陈　钰(女) 叶　林 翁肇平(女) 赵东荣

陈可健 陈　军 黄　宏 郑崇仁

郑田青 林秀卿(女) 林继武 王振桂

蒋允德 潘金忠 赵时宜 郑伟华

陈平嘉(女) 王宗惠

曾任工友:
林依珠(女) 王宜谋 卢依瑞 陈　顺

王依康 林玉正 郑依泉 万新民

刘楚观 郑新株 杨金俤 李祯钰

翁基妹(女) 林雄彪 黄宝源

曾任炊事员:
马振华 陈宜超 郑　宜 杨秀奎

郑　钦 郑长增 李忠泉 陈梨官

叶国金 唐宝银 黄秉金 倪金官

林国通 林昌明 王依品 张朝彦

张有楼 范吉清 周学锡 李克海

黄荣春 李秀清(女) 丁贱贱 陈利德

柯仁官 郑金弟

５２２



　　曾任理发员:
林俊仁 叶金钿 赵成章

第二节　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

一、教职工的政治地位

我校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人,参加学校的管理工作.学校教育工

会的组织成员都是由教工自己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不仅是广大教职工

的共产主义学校,而且工会主席还代表教职工参加学校校务会议,共

同讨论和决定各种有关重大问题.
在１９５６年的肃反斗争中,由于学校掌握材料不够确切,又没有做

好过细工作,导致若干名教师被停止工作.

１９５７年,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影响,７名教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
受到错误处理.

１９５８年,２名教师被错误地当作 “拔白旗”对象.

１９６２年３月,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简
称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指出,中央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同

盟内,放在人民队伍中,放在劳动者之中.同年□月,学校党支部对

在１９５８年 “交心”运动中被错划为 “资产阶级白旗”的教师进行甄别

工作,改正了错误的结论.
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校被诬蔑为 “资本主义的黑样板”,主要

领导干部被打成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批教师被打成

“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错误的批判.

１９７８年□月,学校为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 “四人帮”迫害致死

的黄爱琴、林玉正两名职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１９７９年２月,
为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４名教师落实了政策,撤

销了处分,恢复了政治名誉和原来的工作待遇 (另一名调福州师专,
由师专负责落实),对已经病故的２名教师补发了抚恤费,继而又为□
名在反右派斗争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教师恢复了政治名誉,其中

１名恢复了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并按党章规定转为正式党员.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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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 “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 ‘文
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

完全错误的现象,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

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

量”.教职工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１年间,党支部在教职工中发展党员１８人.１９９１年

教职工中有中共党员４８人,占教职工总数的３９％.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我校建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职工参与审

议学校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维护教职工的生活权益,行使民主

管理学校的权力.

１９８５年教师节,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省教育厅、市人民

政府、市教育局领导来校祝贺、慰问.学校向从事教育工作３０年以上

的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此后,每年教师节均举行庆祝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１９９１年为止,我校教职工中有省市

区人大代表、省市政协委员共４人,有民主党派成员９人.据不完全

统计,自１９８１年以来,教职工中获全国、省、市各级称号的有２１０人

次,获先进集体称号的教研组、处室等教工集体有３９个次.
表１５　１９８１年教职工先进集体

时间 组别 荣誉名称 授予单位

１９８１年 卫生室 福州市生活后勤先进集体 福州市人民政府

表１６　１９８１年教职工先进个人

时间 姓名 性别 职务 获奖名称

１９８１年 曾国英 女 物理教师 福州市先进班主任

１９８１年 曾国英 女 物理教师 福州市计划生育积极分子

１９８１年 刘友德 男 语文教师 福州市先进班主任

１９８１年 庄才水 男 化学教师 福州市先进班主任

１９８１年 李朝和 男 物理教师 福州市先进班主任

二、经济待遇

(一)工　资

１１９５６年第一次工资改革的工资报表 (略).

２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国家对教职工中工资级别偏低的人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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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资.

３１９６３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有关调整部分职工工资

的决定,对占全校教职工总数４０％的人员调整了工资.

４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职工的工资基本没有调整.

５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

府根据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的方针,从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１年

的５年中,先后四次调整了教职工的工资.

６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将工资制度改为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

工资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奖励工资四个部分组成,并

且对任教５年以上的教师实行教龄津贴.

７１９８６年２月,根据文件又对工资级别偏低的教职工调整了工资.

８１９８８年开始职称改革,实行中学教师基础职务工资制,应增工

资从１９８７年１月起补发.又从１０月起,按上级提高职工工资标准的

规定,凡在编教职工均按基础职务工资额增加１０％的工资.
(二)津　贴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我校教职员工除按国家统一规定实行副食

品、燃料价格补贴外,还实行下列各项津贴制度.

１中学特级教师津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决定在中小学、中等师范学校、

盲聋哑学校的教师中评定特级教师,并在全国工资改革前,对特级教

师采用补贴的办法.中学特级教师每月补贴３０元.我校从１９７９年１０
月起按此规定执行.

２中学班主任津贴.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全国公办中、小学试行班主任津贴制度.规定班

主任达到工作要求和完成一定工作量的,每月发放津贴６~７元.我校

发放标准在１９８４年□月前为每月３５元,１９８４年９月起为每月７元,

１９９０年９月起每月１４元.１９９１年９月起校教代会通过班主任每月浮

动津贴为２１元.

３教职工工作津贴.

１９８５年□月,为促进学校管理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调动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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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工作积极性,学校根据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量和学校的财力,
设立了 “一奖二津贴”制度.

１９８５年起,我校按上级规定进行工资改革,实行结构工资制,除

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外,增发工龄津贴和教龄津贴.标准如下.

工龄津贴:凡在编教职员工,自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起每年工龄津

贴为０５元,逐年累计,最高不超过２０元,计入月工资额中.

教龄津贴:凡任课教师,自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教学工作之日起计

算,满６年者为３元,满１０年者为５元,满１５年者为７元,满２０年

以上者为１０元,按月计入月工资总额.
(三)福利待遇

我校教职工享有以下国家所规定的福利待遇:女教职工享有产假

待遇;教职工伤病享有公费医疗待遇;教职工享有病假期间的生活待

遇;教职工享有离、退休和退职待遇;教职工享有牺牲、病故抚恤待

遇;教职工享有集体福利、生活困难等的福利补助待遇.

第三节　工作和工作量

一、教师的工作和工作量

１教学工作包括备课、授课、课外辅导、布置并批改作业,自习

课及早晚自习辅导,组织并指导课外活动,考试及试卷评阅与成绩评

定,实验指导,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及组织指导学生各项活动,辅导或

训练学生参加有关单项竞赛.

２班主任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组织工作,课外活动 (体
育、文娱、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的组织领导工作,家庭访问,课

间操组织工作,清洁卫生工作,劳动教育工作,节日活动及校外集体社

会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撰写评语和操行评定,寒暑假教育工作等.

３兼职工作包括兼任教研组组长、备课组组长、年段长、团委书

记、生管组组长等.

４其他工作包括:值班值日工作;体育教师组织课间操、体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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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队培训、校际体育比赛以及每年的校运动会;音乐教师组织文娱演

出指导工作等.

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在工作量大致平衡原则下,安排教师任课时数.

二、职员的工作和工作量

职员包括政治工作人员、教务工作人员、实验室电教室工作人员、

生活管理人员、总务工作人员、图书馆工作人员等,均在各自的工作

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工作.此外,还参与全校性的若干工作,如值

日工作、节假日值班工作、期末监考工作、来访接待工作等,学校规

定职员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寒暑假应轮流值班.

三、校医的工作和工作量

校医承担学生、教职工的疾病预防、治疗、校园校舍的清洁卫生

工作,教职工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学校安排的卫生知识课的教学工作;

参与学校爱国卫生组织的工作;经常深入食堂,检查与指导饮食卫生

工作.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

四、工人的工作和工作量

工人包括电工、门卫、收发、文印、采购、汽车驾驶等人员及炊

事员、花工、清洁工等,均按所在部门规定的岗位责任制承担相应的

工作.在学校性活动中 (节日庆祝活动、校运会、对外接待等)要承

担学校安排的临时性工作.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除法定休息日外,
应正常上班,寒暑假要轮流值班.

第四节　政治学习与业务进修

一、教职工的政治学习

(一)组织领导及制度

我校教职工政治学习,从１９５１年建校开始,均由党总支 (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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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领导,书记负责.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由工作组、工宣

队、军宣队主持.教职工的政治学习纳入学校工作计划并形成制度.

每周安排一次政治学习,每次二至三课时,一般安排在星期六下午,

有一段是安排在星期三下午第一节课后开始.遇政治运动或特殊需要,

则不受上述制度限制,每周政治学习也排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习单

位时间,并曾占用寒暑假组织教职工参加政治运动.
(二)学习内容

学校根据上级党组织和教育部门的指示,制订学年度或学期的学

习计划,作出具体安排,主要有几项.

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曾学习 «共产党宣言»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
«论人民民主专政»,５０年代末期至６０年代初,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

哲学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性运动,６０年代中期开展学习 “老三篇”及

«毛主席语录».

２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决议及有关重要文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及有关重要文件 (均于会后安

排学习一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等.

３中央及省、市报刊的重要社论.

４英雄模范人物的思想和事迹.曾组织学习黄继光、邱少云、刘

胡兰事迹,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事迹,学习云南边防前线解放军

指战员事迹.

５教育科学理论及国家颁发的教育工作条例.曾组织学习苏联凯

洛夫 «教育学»,学习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学习教

育心理学及有关教育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的文件等.

此外,学校的工作计划报告、总结报告、经验交流、评选先进等,

有时也放在政治学习时间内进行.
(三)学习形式

全校教职工按部门及教研组分为若干学习小组,组长分别由各部

门、各教研组负责人担任.学习形式以自学文件、集体听报告、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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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为主,辅以检查笔记、书面测验、互问互答.同时根据学习内容

与要求,组织大家看电视、电影、录像、展览,必要时,还到农村、

工厂去参观或劳动.

二、教职工的业务进修

我校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学校,要求通过速成的办

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并达到一定水平,再继续深造,以适应新中

国建设工作的需要.１９５５年,工农班停止招生,改为招收普通中学高

中学生.学校既要培养工农干部,又要培养青少年学生,这对我校教

职工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加强教职工的业务学习和积

极提高教职工的业务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学校始终肯定教职工在

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并按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在教育思想、教

育方法两个方面,认真组织教职工讨论、研究,并采取措施,努力提

高教职工的业务水平.具体做法如下.
(一)在职学习进修

这是结合教学工作的进修方式,学校提出下面的进修原则:

１要求教师根据教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少而精,讲

求实效地制订切实可行的业务学习计划.

２加强教师基本功的训练,要求教师板书工整清楚,不写错别

字,学会使用标点符号.提倡语文教师背课文,做作文,数学教师演

练习题,外语教师进行正音练习,理化生教师练实验基本操作技能.

３组织 “以老带新,以新促老”的传、帮、带活动.在师资配备

上,采用大循环、小循环和踏步的做法,做到年段都有把关教师,都

有帮带对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新教师的教学能力明显得到了

提高.

４开展听课活动,规定教师每周要听一节课.学校发挥老教师的

教学优势,上教学 “示范课”,为课堂教学提供样板模式,组织新教师

或经验不足的教师开设 “试教课” “验收课”;对有志教改的教师,鼓

励他们积极探索教改方向,开设教学研究课.借以促进教师认真备课,

积极改革教学方法,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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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校际教研活动.教无定法,但有规可

循,教师在校际教研活动中,既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能学习新的教

学理论,站在新的高度去研究教学,从不同角度去探索教学的共同规

律,担任各种教学试验工作,进行一些专题研究.我校教师担任省、
市各种学会的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的有１８人,中年教师担任教研

组组长的已有１０人.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我校中青年教师中的

骨干教师一直稳步成长,成为可以依靠的力量.
我校教师绝大部分都是福建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外语组青年

教师严星、刘梓藩、陈建南三人原来是福州师专毕业的,为了进一步

提高他们的外语素质,学校积极支持他们上夜大学,取得了大学本科

毕业文凭,业务水平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职员蒋允德、赵时宜、黄

卫等也通过业余大学专业学习,取得大专毕业文凭.
学校还根据工作需要,采用派出去学习的办法,不定期地对电化

教学人员、打字员进行了技术培训.
(二)离职脱产学习

校长吴亚俊,１９８３年１月至１９８３年８月赴北京中央教育行政干部

学院学习深造.
校长卢福来,１９８２年２月至６月到省教育学院教育行政干部讲习

班学习.
校长林瑞平,１９９０年４月至７月赴上海国家教委中学校长培训中

心第一期中学校长研究班学习.
副校长张健德,１９８５年９月至１１月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教

育统计理论.
学校中层干部根据市教委的安排,分期参加福州市教育行政干部

训练班学习,至１９９１年底,在职中层干部大都已参加过短期轮训.
英语教师黄纪渝,１９９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１年７月赴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立大学北岭分校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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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学　生

第一节　学生来源

在省教育厅安排下,我校工农班学生来自于由各地、市及部队推

荐的文化程度偏低的优秀工农兵干部及先进模范人物,他们经过学校

派员前往考试合格后,予以录取入学.他们通过三年学习 (１９５４年招

收的最后一届为四年),要求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直接输送到高一级学

校继续深造,以适应新中国建设工作的需要.

１９５５年秋,我校改为招收普通高级中学高一新生后,直至１９９１
年,均由市统一招生.按分数线由高而低,择优录取.我校的历年录

取分数线均低于本市 “省首批办好”的其他几所重点中学的统一划定

的录取分数线.

１９６２年经上级批准,我校于秋季招收首届初一新生４个班共１９１
人,他们初中毕业后,参加本市中学统一招生考试,大多数学生录取

我校高一继续学习,但学生来源仍很困难,择优范围很小,且上级又

决定本校不再招收初一新生,生源问题就更突出,福州市委、市政府

为解决我校生源问题,１９７８年第一次同意本校向闽侯县招收二年制高

一新生３０名.１９８４年秋,我校决定进一步扩大招生面,从郊区和八

县招收高一保送生.从１９８５年起本校奉命终止向本市郊区招收保送

生,每年从福州市辖的８个县招收６０名左右的高一保送生,生源问题

虽有了改善,但择优范围仍然很小,新生录取分数仍偏低.

１９６９年秋至１９７８年暑假,我校学生学习期限为两年.１９７８年秋,
初中改为三年,高中仍为二年.１９８１年秋,高一新生改为三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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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　班

工农班学生入学一学期后,根据其基础素质,第二学期按文、理

科编班,学习能力跟不上一般进度者,另编入文化班.

１９５５年秋季开始的高一新生,除考虑班级干部力量的配备,其余

按平均成绩,男女学生混合编班.

１９７８年秋,学制改变了,根据教育厅的教学计划,本校新生入学

后,从高二起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潜力,由学生申请,教务处

批准,按文、理分科编班.１９８０年秋学校排除一切阻力,以上、下三

类学生平均分配作为编班的基本原则,这种做法不仅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也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

师与干部的团结.这种编班原则一直保持到１９９１年.
表１７　本校招生、编班、毕业人数一览表 (１９５１—１９９１)

(以下数据根据学年初报表)

年份

全校 各年级学生人数

学生

人数
班数 一年 班数 二年 班数 三年 班数

毕业生

人　数
备注

１９５１ ３４８
速４

文４

１６１

１８７

４

４

“速”指速成中学班

“文”指文化主班

１９５２ ３５３ ９ ２００ ５ １５３ ４ ４

１９５３ ４１９ １１ ２ ５

１９５４ ６２５ １４ ４０１ ８ ９３ ２ １３１ ４ １１６

１９５５ ５１３ １２ ２０７ ４ ２６３ ６ ４３ ２ ６６

１９５６ ７０８
速４

高１０

３０７

　

６

　

２０７

　

４

　

１９４

　

４

　

１９５７ ９９２
速４

高１６

３４０

　

６

　

２８７

　

６

　

１８５

１８０

４

４

１７９

　

速中 三 年 级 即 速 中

四年级

１９５８ １０２７ ２２ ４６５ １０ ２９６ ６ ２６６ ６ １６３

１９５９ １０６４
２４

　

４０６

　

８

　

９０

３１４

２

８ ２５４

　

６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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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全校 各年级学生人数

学生

人数
班数 一年 班数 二年 班数 三年 班数

毕业生

人　数
备注

１９６０ １１３１ ２６ ４８８ １０ ３９２ ８ ２５１ ８ ３０６

１９６１ １０２５ ２４ ３２３ ６ ３８４ １０ ３１８ ８ ２４８

１９６２ １１３３
初４

高２２

１９１

３２０

４

６

　

３０３

　

６

　

３１９

　

１０

　

３１３

１９６３ １１０３
初４

高２０ ３５４ ８

１８４

３００

４

６ ２６５ ６ ３１０

１９６４ １１２９
初４

高２２ ３２９ ８ ３５３ ８

１８０

２６７

４

６ ２６１

１９７１
初９６２

高６７５

３２排

６连

３７

　

５８６

６７５

１９７５ １６６６
初１８

高１２

４６３

３３４

８

６

５７２

２９７

１０

６

１９７９
高７０８

初２２１

１４

４

２１０

２２１

４

４

４９８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３２

４４４

高中 二 年 级 包 括 二

年制４个班２０２人

１９８０
高５９０

初４３４

１２

８

０

２２４

０

４

２１４

２１０

４

４

３７６

０

８

０

１５

０

１９８１
高４８１

初４２１

１１

８

２７２

０

６

０

０

２２３

０

４

２０９

１９８

５

４

３６９

０

１９８２
高７６４

初２２１

１６

４

２７３

０

６

０

２７０

０

６

０

２２１

２２１

４

４

５４３

１９１

１９８３ ８３２ １８ ２９５ ６ ２６８ ６ ２６９ ６ ２６９

１９８４ ９２９ ２０ ３７２ ８ ２９８ ６ ２５９ ６ ２６７

１９８５ １０５４ ２２ ３８７ ８ ３８０ ８ ２８７ ６ ２５２

１９８６ １１３７ ２４ ３７９ ８ ３９１ ８ ３６７ ８ ２８７

１９８７ １１２６ ２４ ３７３ ８ ３７４ ８ ３７９ ８ ３５９

１９８８ １０８５ ２４ ３５４ ８ ３６５ ８ ３６６ ８ ３７８

１９８９ １０７５ ２４ ３７３ ８ ３４７ ８ ３５５ ８ ３５６

１９９０ １０６５ ２４ ３７５ ８ ３６３ ８ ３２７ ８ ３５２

１９９１ １０７４ ２４ ３６０ ８ ３７４ ８ ３４０ ８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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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生素质与学习

工农班学生受过革命锻炼,政治思想觉悟比较高,具有朴实的无

产阶级的优良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求

知欲望强烈,勤奋好学尊师爱校,积极要求进步,１９５６年２６名同学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１年９月至１９５８年暑假前后毕业４届,共培养了工农兵干部

８４０人,其中进入大学深造的有１９３人,直接输送到各条战线去工作

的有６００多人.许多毕业学生都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业

务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学校改为招收普通高中学生后,高中学生在工农班同学的优良传

统影响下,热爱祖国,勤奋好学.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学

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１９５８年至 “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年

高考,我校升学率均达到８０％左右,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届和１９５９届毕业

的４０２人中,升入大学的有３５９人.没有参加高考,或未被录取的学

生,都能积极主动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１９６３年未报考

或未考入大学的毕业生到崇安县四渡农场安家落户,绝大多数学生表

现积极,主动把知识献给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开展科学种田,多次受

到省、地、县的表扬,有好几位学生被评为积极分子,出席省、地、

县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和劳模大会.但由于学生参加劳动

过多,影响文化学习,打乱了正常秩序,学习成绩逐渐下降.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是停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后,学校

被下放福州贮木场领导管理.当时强调开门办学,开卷考试,文化课

“多讲少讲都可以,学好学坏都一样”.读书无用论泛滥,无政府主义

影响很深,学生中打架斗殴、旷课时有发生,或被坏人引诱干坏事.

这一时期,毕业留城当工人是多数学生的最高愿望.

粉碎 “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实现 “四化”的轨道上来.学校于１９７８年恢复了 “福州

高级中学”的校名,并列为省首批办好的十六所重点中学之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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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祖国光辉的未来.接着,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学生有了奔头,
经过精神文明和前途、理想的教育,积极要求进步,在文化科素质方

面,１９７８届、１９７９届两届高考成绩都名列前茅,１９７８届高考上线率

达４５％,为福州市第四名.１９８５届和１９８６届的高考达线率分别为

８７％和８４％.１９８８年,高二学生吴广兴参加全国首届中学生力学竞赛

获第五名,并参加国家教委在上海举办的决赛,获一等奖 (第二名),

被上海交通大学超前录取.高三学生林丽平、陈春航参加全国数学分

区竞赛分别获第二、第四名,获省教委颁发的 “庄采芳奖学金”.高二

学生林荫浓参加全国中学生征文竞赛,他的作品 «请记住那一片桃云»

获全国一等奖.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１年我校学生参加各学科竞赛,获全国

一等奖１人、三等奖１人,获省级竞赛一等奖２人、二等奖１人,获

市级竞赛一等奖３人、二等奖１０人、三等奖３６人.学生在政治上要

求进步也是十分突出的.早在１９６１年就有一名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１９８２年高中毕业班还组织有一个党章学习小组,１８人参加.１９８８
年秋季到１９９１年为止,历届学生中的团干、学生会干部及班委会中的

团员干部都积极参加党章学习小组,有６个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我校学生团员７００多人,占学生数的３％.１９８５年开始,团委健

全了团课制度,并积极配合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团员素质得到有效

提高.

第四节　学生中的组织

一、共青团

创校初期,本校工农速成班学生中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８１人,

教职工团员３人.学校成立了团总支,第一任团总支书记由宋坚兼任.

学生按班级成立团支部,团总支下辖４个学生团支部,１个教工团支

部.随着速中招生班级的扩大,１９５３年秋学校成立了团委会,党总支

副书记王秉周兼任团委会书记.１９５５年秋季学校停招工农班学生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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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招收普通高中学生之后,学生团员人数逐年增加.为加强团的工作,

福建省教育厅于１９５７年３月选派曾光华来校担任团的专职干部.１９５８
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团委会只配备专职

干部,没有任命团委书记.１９６２年秋上级任命本校政治处第一副主任

曾光华兼任团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团的一切活动停止.１９７１年学校恢复团

的组织并经团市委批准,成立了共青团福州高级中学委员会,领导全

校师生团员开展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团的组织活动正常

开展.

二、学生会

建校初期,我校成立第一届学生会,配合学校中心工作,发挥了

群众组织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会被取消,一切活动由红卫兵团负责.

１９７８年９月红卫兵团撤销,恢复了学生会组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先是未建立学生会,后又重新恢复学生会组织.

历届学生会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２人,学习部、宣传部、体育部、

生活部、联络部各设正副部长１人.

下为本校制定的学生会干部和各部的工作职责:

１主席.
(１)定期主持召开学生会执委会议,研究贯彻学校党支部、校务

会议、团委会和有关处室布置的各项中心任务.
(２)围绕学校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主持制定学生会月计划.
(３)指导学生会各部和各班班主委开展工作,并加以督促、检查,

定期评比.
(４)定期向党支部或政教处汇报学生会工作.
(５)负责总结学生会一年工作情况,并在下一届学代会上做学生

会工作报告.

２副主席.
(１)协助学生会主席全面开展工作,在学生会主席因事、因病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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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时,履行学生会主席的全部职责.
(２)分管学生会某一部的工作,协助治保会做好保卫工作.

３宣传部部长.

(１)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学校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２)定期出好黑板报、专刊.

(３)收集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同学中涌现的好人好事.

(４)检查各班级宣传委员的工作,并对各班级的黑板报进行评比.

４学习部部长.

(１)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对学生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和学习目的性的

教育.

(２)组织学习经验交流.

(３)反映教与学的情况.

(４)协助教师开展课余学科兴趣小组活动.

５文体部部长.

(１)协助组织文娱会演、科学游园晚会、诗歌朗诵会、演讲会和

学校田径运动会.

(２)抓好经常性的文体活动.

(３)组织同学观看电影并有重点地开展影评活动.

６生活部部长.

(１)协助学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抓好全校卫生工作.

(２)了解并反映学生的健康情况,医务室采取必要的措施.

(３)帮助学校学生指导小组抓好寄宿生宿舍的管理工作.

(４)协助学生做好各种公益劳动.

７联络部部长.

(１)协助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有关事项.

(２)负责校内年段之间、班级之间的各联欢竞赛活动.

三、班委会

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９１年,各班都设班委会,在班主任的领导和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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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班级团支部在本班级中进行工作,班委会设正副班长及学习、生

活、文体、卫生等委员,负责班级各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班委

会改名为 “排委会”,各排设正副排长,文体委员改为军体委员.本校

制定的班委会干部的工作职责如下.

１班主委.

(１)在班主任指导下,负责班级全面工作.组织全班同学深入开

展以 “学雷锋、创三好”和 “五爱、四有”为中心的各种活动.

(２)召开班委干部会议,研究落实政教处、学生会和年段布置的

工作措施,并结合实际,提出班级工作计划.

(３)检查班级工作计划的落实,注意了解工作的进度和效果,并

督促检查各班委和小组长的日常工作.

(４)协助班主任主持班会,经常向班主任和年段、学生会、政教

处汇报工作,表彰好人好事,纠正不良倾向.

２副班主委.

(１)协助班主委开展各项工作.班主委因病、因事请假时,负责

班级全面工作.

(２)负责班级保卫工作.

３学习委员.

(１)引导同学为早日实现 “四化”而勤奋学习,立志成才.

(２)抓好科代表工作,及时了解同学学习情况,经常向班主任和

教务处反映同学的情况,负责班级出勤工作.

(３)协助各科教师抓好兴趣小组活动.

(４)推荐和发动同学购买有关学习材料.

(５)组织学习经验交流.

４宣传委员.

(１)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及时开展宣传,并协助图书馆做好报

刊发行工作.

(２)定期出好班级黑板报,及做好通讯报道工作.

(３)及时发现和表扬好人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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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文体委员.

(１)协助体育老师上好体育课.

(２)组织好课外文体活动.

(３)组织好两操 (课间操、眼保健操)与课间唱,认真教唱歌曲,

积极排练文艺节目参加学校演出.

６生活委员.

(１)负责抓好本班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

(２)保管班级财产.

(３)负责登记电影和缴交其他费用.

第五节　学生的教育管理

我校学生的教育管理以教育部颁布的 «中学生守则»为准绳,学

生教育与管理并重,从教育着手加强管理,以严格的管理保证并促进

教学.在各个时期中,我校都制定有学生作息制度、门禁制度、考勤

制度、奖惩制度、宿舍管理制度等,由学校领导干部带动,全校教职

工、班主任、团的干部等共同配合,加强管理工作.绝大多数学生都

能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形成良好的校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校学生管理工作逐步实现了制度化、

科学化、系列化.１９８５年通过学代会、团代会制定了 «关于端正校风

校纪的若干规定» «寄宿生管理条例» «教师四要» «学生六条堂规»

«学生文明行为的五项要求»«寄宿生量化管理评分细则»以及实验室、

图书馆、学生食堂等各项管理规则,作为学生日常学习生活行为的准

则,使学生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我校为加强学生管理工作,除制定上述必要的规章制度外,坚持

每天指派行政人员２人值班,维护校园秩序,监督学生执行规章制度.

值日由全校１１个行政人员轮流担任,由校、处 (室)领导干部一人

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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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守则

１９５３年６月

为培养学生的自觉纪律和优良的品德,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下

列各项规则,全体学生都要遵守:

１顽强地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自己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

健的人才,以便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２提高纪律性,严格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坚决执行学校的

一切决定.

３按时上课,不旷课,不迟到或早退;上课时出入教室,先须取

得教师允许.

４上课时间,必须端坐,用心听教师讲解和同学问答,记好笔

记,不要谈话或做他事,严守课堂秩序.

５教师或校首长出入教室时,应起立致敬 (由课代表发令),等

还礼后才坐下.

６对教师回答或提出问题时,应先举手,得教师允许后起立发

言,发言时要有礼貌,未得教师许可,不得擅自坐下.

７尊敬校首长和教师,认真按照校首长、教师与工作人员的指示

进行学习、生活与社会活动;对待学校一切工作人员都应有礼貌.

８在校内外的行为都要端庄,态度要谦逊和蔼;在一切公共场所

都要遵守公共秩序和规则;不讲粗话和骂人.

９对老人、儿童和病弱的人要恳切照顾,在公共汽车上要让座,

在街上要让路,随处帮助他们.

１０在课堂、图书馆、实验室、大会场及其他不准吸烟的地方,

都不吸烟.

１１热爱劳动,实行节约,爱护公共财产.

１２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衣服、书籍和用具都要保持整洁.

１３同学间要团结友爱,互助互励,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１４经常佩戴校徽,携带学生证,不要转借别人或遗失.

１５本守则自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如有违犯上面的规则,就要受到批评或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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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先进学生名录

一、获省以上表彰的学生名录

省三好学生:唐于翔 (１９８２年)　　黄志辉 (１９８２年)
王孔辉 (１９８６年) 郭　宁 (１９８６年)

省优秀学生干部:张　聪 (女)(１９８６年)

二、获福州市表彰的学生名录

市三好学生:(名单略)
市优秀学生干部:(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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