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雷永锋

序

放飞思想的翅膀，绽放生命的灵性。积累教学的火花，燃起绿色

的希望。

值此十周年校庆之际，我校教师论文集付梓，可喜可贺！十年光

阴虽短暂，但教育教学这块充满希望的沃土，却也硕果颇丰。学校自

诞生之日起，就沐浴在课程改革的春风中，立足于“科研兴教，名师

立校”的办学方略中，全校上下拼搏创新，积极探索教育教学的新思

路，教师们在实践中研究，在探究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出现了一

批素质高、业务精的教育教学骨干，学校也在这块坚实的基石上得

到了持续稳步的发展。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散发着浓浓油墨清香的论文集，就是由教师

们在各级各类学术研讨中交流获奖的论文编辑而成。内容涉及到课

堂教学艺术、实验教学、班级管理等多个方面，虽算不上鸿篇巨制，

但它凝聚着耕耘者辛勤教育、潜心研究的点点心血和智慧，是我校

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深深足迹，体现了教师求真务实、不懈求索、奋进

创新的感人风采。

当我们捧读这一篇篇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时，一种鲜明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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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便会油然而生———我们的教师是那样自信、执著和睿智，那鲜活

的素材、生动的描述、鲜明的见解，源自于教师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

热爱和在教育实践中的无比执著。收获于斯，奉献于斯，快乐于斯，

熔教师的聪明才智、丰富经验于一炉的这册论文集，恰是我校教师在

专业化成长路途上守望探索的结晶，也是学校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

“路漫漫其修远兮”，教学境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学校将秉承

持续发展战略，努力培植优良文化沃土，力争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

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以我们的勤勉和进取，让智慧之树长青，

共同铸就学校明天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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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在宁教育始于 1969年，是长庆油田在宁夏灵武、盐池等沙
漠腹地展开石油大会战的背景下，为解决油田职工子女上学问题而
兴办的。初期的石油矿区学校，以地窖做校舍，家属任代课教师，条
件极其简陋。上个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先后开
办了初中和高中。到 80年代，中小学相继分离，原大水坑、马家滩和
九公里学校分别更名为长庆石油勘探局第四中学、长庆石油勘探局
第五中学和长庆石油勘探局第六中学三所完全中学（以下简称长庆
四中、长庆五中和长庆六中），其间，石油人战天斗地、改变生存境遇、
追求优质教育的决心与日弥坚。90年代以后，油田各办学单位：钻井
三处、采油三厂、物探处等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积极支持学校建设，重
视学校领导班子的配备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大经费投入，保证了教
育教学质量的提高。领导的重视催开了矿区尊师重教之花，长庆在
宁教育得到大发展，油田学生频频荣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高
等学府的录取榜，油田在宁教育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长庆四中简史

1974年，长庆石油勘探局在宁夏大水坑办起第一所学校，命名
为运输处中学。

1975年，全校师生勤工俭学打土坯，盖起了干打垒教室。
1977年，更名为采油三厂子弟学校。

长庆在宁教育三十年
（1969—1999）

学校历史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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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学校分为小学和中学。
1982年 4月，新校舍建成启用，中小学分离。
1984年，学校更名为长庆石油勘探局第四中学。
1999年 8月，搬迁至银川，合为长庆银川高级中学。
历任校长（按任期排序）
梁作泰 田跃虎 王绪福 张汉镒 闵 琪 申宝善
高 昆 张国梁 陈金龙
办学成果
1986年至 1999年，长庆四中被评为中国石油教育先进学校，长

庆局综合督导评估一级学校。在历年的高考中，张戈同学考入中国
科技大学少年班，杨玉冰、谢良智等同学考入清华大学。学校在油田
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得田径 100米、200米全局第一及足球冠军等。
学校毕业的学生余豪杰现任采油二厂厂长，唐鑫为采油五厂厂长，
高春宁为长庆局油气开发处总工程师等。

长庆五中简史

1969年，马家滩矿区开始办学。
1970年，开办初中部，命名为玉门石油管理局银川石油勘探指

挥部子弟学校。
1971年 1月，学校更名为长庆石油勘探指挥部第三分指挥部第

三子弟学校。
1972年，迁新校址，设立高中部。
1974年，成立十八公里农场子弟学校。
1979年，第三子弟学校更名为长庆石油勘探指挥部第三钻井指

挥部马家滩中学。

1982年，十八公里学校高中部撤并马家滩中学。
1987年，学校更名为长庆石油勘探局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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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小学部从长庆五中分离，成立长庆石油勘探局第三钻
井工程处子弟小学。

1998年 9月，学校高中部迁至银川东郊燕鸽湖石油基地。
1999年，长庆五中与长庆四中、长庆六中合并，成立长庆银川高

级中学。
历任校长（按任期排序）
沈书俊 吕 正 石继贵 卢云绗 孙 伟 侯元志
雷永锋
办学成就
长庆五中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评为先进单位，排球队代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加全国中学生排球运动会。学生参加各学科竞赛，
获国家级个人奖 295人次，集体奖 2项；省部级个人奖 50人次，集体
奖 17项；地局级个人奖 133人次，集体奖 20项。
恢复高考以来，有 756名学生被普通高校录取。顾文娟同学考入

北京大学，后留学美国，郑静琳同学考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都
有学生学习、深造。

长庆六中简史

1968年 9月，银川石油勘探指挥部第二职工子弟学校筹建。
1969年 3月，新校舍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学开始招生。
1971年 9月，学校由油建指挥所代管交三分部后勤管理，随后

交地调处管理。
1987年，更名为长庆石油勘探局第六中学。
1989 年，物探处中小学分开，成立物探处中学（长庆六中）和

物探处小学。
1999年 8月，搬迁至银川，合为长庆银川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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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校长
谭明龙 武 进 杨园珙 王 琳 陆文兴 沈风金
办学成就
1983年，学生参加长庆油田初一数学竞赛获总分第二，1984

年，在长庆油田初中毕业会考中英语获第一、化学第二、语文第三，
1985年，在长庆油田初中毕业会考中语文、英语均获第一、化学第
二、物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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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银川高级中学
（1999—2004）

20世纪 90年代，长庆油田进入大发展时期，生活基地快速调整
建设，大规模向大中城市发展，西安兴隆园、银川燕鸽湖、延安何庄坪
住宅小区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1998年，随着油田在宁基地的重组
搬迁，长庆五中高中部随之迁入银川市燕鸽湖石油基地。1999年 8
月，按照《长庆石油勘探局关于成立银川高级中学的通知》（长局发
[1999]154号）精神，在宁的长庆五中与长庆四中、长庆六中高中部及
长庆银川子校整合，组建长庆银川高级中学。2002年 8月至 2003年
8月，长庆局在宁教育二次整合，原大水坑子兼学校、马家滩子兼学
校、九公里子兼学校、十八公里子兼学校相继撤并到长庆银川高级中
学，原校舍移交当地政府管理、使用。2003年 12月，长庆石油勘探局
下发《关于银川高级中学机构升格的通知》（长局发[2003]241号），长
庆银川高级中学机构升格为处级，领导职数设 6人，其中校长 1人，
书记 1人，副校长 4人。下辖长庆银川高中、长庆银川初中和长庆银
川小学三个办学单位。新建的长庆银川高级中学，在长庆石油勘探
局的正确领导下，校党委和学校充分利用油田在宁各校优质教育
资源、依傍首府银川良好教育环境，整章建制，严细管理，广泛开展
交流活动，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迈入了长庆在宁
教育的辉煌时期。

一、明确办学理念谋划学校发展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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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相关政策，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新世纪，新机遇，新
挑战，长庆在宁学校的整合兴建吸引着来自社会各界的目光。学校
领导班子正视现状，充分利用学校毗邻首府银川，信息交流频繁和
整合带来的教育资源优势，分析银川市重点中学之间竞争日趋激烈
所带来的新挑战，从学校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制定了《长庆银川高
级中学三年发展规划》，确定了“站稳脚跟、创造优势、跻身名校”的
发展目标，树立了“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办学思想。
随着学校快速发展，2001年，学校又制定了《长庆银川高级中学

五年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以育人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
德育目标和“培养学生态度、知识、能力、智力等综合素养，提升学生
学力水平”的教学目标，切实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2003年 7月，
雷永锋校长又提出了紧跟“全国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努力实践新课
程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教学改革”的总体工作思路，对长庆银川高
级中学“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让学生主动和谐发展”，“学有特长、

校有特色”，“科研兴教、名师立校”等办学理念、策略等做了全面科
学的阐释。
二、抓队伍建设，促稳定发展
学校整合组建后，由于师生来自不同学校，做好领导班子、职工

队伍及全体学生的团结融合工作成为特定条件下保证学校稳定发
展的突出问题，学校领导高瞻远瞩，将凝聚思想，团结融合作为头等
大事来抓。校长雷永锋要求，把建设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作
为工作重点，整章建制，狠抓团结和谐，加大奖惩力度，促进班子成
员和干群之间坦诚相待，彼此尊重和信任，增强全体教职工教书育
人的责任感。党委书记王占龙倡导教职工发扬五种精神，即恪尽职
守的敬业精神，爱生如子的园丁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为人师
表的自律精神，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学校针对移交地方政府的新
形势，为了保持稳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向教职工讲清上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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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国家的大形势，积极引导大家转变观念，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
求；抓教学，保稳定，使教职工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教育教学工作
中，立足本职，搞好工作；制定工作预案，确保学校大局稳定；广泛听
取教职工的意见，反映教职工的心声，不激化矛盾；开展暖人心、聚人
心、稳人心系列活动，增强集体的凝聚力。经过扎实有效地工作，班子
协调，队伍和谐，顺利实现了平稳过渡，学校快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
轨道。
学校建立和完善了领导干部分层负责、逐级管理的工作机制，班

子成员之间既分工负责，又相互协作，形成了协调统一的工作局面。
学校实施目标管理，每年初都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作会，逐层
签订管理及经营责任书，年终考核兑现。学校建立了领导干部值周总
结讲评制度，加强检查督促，及时处理管理及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帮助有关部门制定改进措施，督办落实，促进了作风建设，提高了
管理水平。

1999年，学校确立了“科研兴教、名师立校”的发展战略，提出了
培养一流教师队伍的工作目标，促进教师队伍建设。2000年 4月，学
校正式启动“名师工程”，同年 6月，承办长庆局首届学科带头人评选
活动，我校有 1人被确定为局级学科带头人，5人确定为骨干教师、8
人为教学能手。2001年 6月，学校成立了校级学科带头人评定领导
小组，并举行了首届学科带头人评选活动，按照教学成绩与竞赛成绩
相统一的原则，经过严格的程序，确定了校级学科带头人 9人、骨干
教师 15人、教学能手 9人。2003年，在抗“非典”期间教育厅组织的
送课下乡活动中，徐燕、刘建民老师高尚的师德、精湛的技艺受到好
评。自治区教研室开设空中课堂，徐燕、陈华等老师被聘授课，蔺晓
林、陈华老师等 4人成为自治区教育专家组成员。同年 11月，长庆局
第二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评选活动再次在我校举办。
到 2004年底，学校共有高级教师 83人。学校十分重视名师在教育中

学校历史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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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引领作用，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坚持上示范
课制度，促使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学校一直将安全管理作为头等大事，常抓不懈。2003年底，学校
整合基本完成，又遇上“非典”疫情的传播，安全和稳定成为学校管
理工作的重头戏。学校建立了安全总监制，各年级设安全监督员，完
善了安全管理体系。主管安全的副校长陈金龙担任学校的安全总
监，提出了“安全工作以预防为主，且必须防住，必须把安全工作放
在优先思考的地位”的安全管理理念，倡导“十自一确保”的安全管
理方法，即“自我树牢安全意识；自我制定安全措施；自我预防安全
事故；自我消除安全隐患；自我检查安全行为；自我尽到安全责任；
自我校正安全违章；自我救助避免伤亡；自我总结安全工作；自我把
握安全命运；确保自身一生平安”。学校将每月的第一周定为安全教
育周，周一作为安全教育日，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每逢节假日放假前
都要召开法纪安全教育大会；聘请银川市和小区警务人员担任法制

副校长定期举办讲座；建立了值班巡查制度，到网吧、街道巡查；对
住校生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做好季节性传染病防治和安全教育；
与小区携手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工作，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校园
环境。

2003年 4月 17日，宁夏境内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学校领导
高度重视，及早安排部署防治工作。4月 20日长庆油田召开预防“非
典”电视电话会议，学校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迅速行动，按照“沉着应
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构”的工作要
求，成立了学校防控“非典”领导机构，做好每日宣传、消毒、检查体
温等防预工作。在银川市区各校普遍放假的情况下，学校广泛调研，
征求广大职工家属及各单位领导的意见，从油田生产的实际出发，
坚持组织学生上课，保证了黄金时段学习和生产两不误。高考期间，
学校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对学生的饮食、住宿等作了周密的安

008·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