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站镇中心校校志

全一册

二站镇中心校编著
粜

谢



二站镇学校脯图



鞠
懑



高毒夏
霉 黎i—畸 峭、

概述。。。。。。。⋯。。。。扎。⋯。⋯⋯。．。．
第一章事业发震．⋯⋯．。⋯。⋯⋯．。

第一节建国京孑办学情况⋯⋯⋯一⋯．
王、私 塾⋯。。⋯。．。⋯。
2、官 学⋯⋯⋯。⋯。：

第二：青建国后。⋯。。。。⋯⋯⋯⋯。。。

i)

．1，￡

i4j

l茹

i6；

20j

上、1949—1957年三年恢复与。五一”

计划期间。。。⋯⋯⋯⋯o(20)
2、1958至内{jj§辱太跃进．三霉皇

然灾害与调整时麓，。o．。⋯。：i盟、

3、1966年至1976军文他犬草案孵潮

， ⋯。。．。。．⋯。．⋯。。．，。．(2 3j

4、_：i977一19S曩年伟大翳转折对裳

⋯。。⋯⋯⋯⋯⋯。。i25j
5、．1986年至200C年改革发展对鬣

。。。。。，。⋯。一⋯。。。。．。：2Sj
感谢信，：一一。。⋯，⋯。。⋯⋯⋯。。⋯。(36，
二站中心小学篱介⋯⋯⋯。，⋯⋯⋯；f55’，

曙光学校筒介。．，磊≯≤1l誓o、≮⋯⋯。。；。i60)
丰收学校简介／：j；0：．h。。■‘．、。。。。。。。。《64，



丰产学校概述⋯⋯．，⋯⋯⋯．⋯⋯．．．(69)
莲花小学概述．。．．。。⋯⋯⋯⋯⋯i。．，06)

文化学校概述。⋯⋯⋯⋯一⋯⋯⋯．(80)
小城子学校简介．．⋯。。⋯⋯⋯⋯。⋯(83)

民主学校简介⋯．．⋯．⋯⋯。。j．。■一．(8B)
新发学校简介。．．。。。．。。⋯⋯．⋯．．∥．‘。(9 1)

平原学校简介⋯。。。。⋯⋯。⋯．⋯．‘。。．(96)
五星学校简介⋯⋯。。⋯⋯⋯．⋯⋯。(10 1)

第二章教学⋯⋯⋯。一⋯⋯⋯⋯(103)
第一节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103)

(一)课程设。置。⋯．⋯⋯。。．．。(103)
】L、清朝、民国时期⋯⋯⋯(1 03)

2、东：i匕沦陷时期。。．．．．．⋯。(1 03)
8、解放后⋯⋯⋯。。．。．。．。(1 04)
4、瓤I¨一冒成立后⋯。。。⋯。。(104)

(二)数学讣剐．⋯。。．。．．。。。．。(105)
(教制)⋯⋯⋯⋯．．。⋯⋯(1 I 8-》

l、解放油．⋯。⋯⋯⋯．。．(I I踟

筇．■IIJl- 教学，乃‘浊jit蚺宇窭骗⋯⋯⋯，(I加1}
第．气节 课外活动卜：f艾化科学豢胍的教学

与培1 1-．托vi-,．．⋯⋯⋯．，．。。．。．，。．(I 22)

q刚l诲教学硼‘；御i毙．飘～。．。。。。．。．，。．。《1 2：!!；)

一．-0～．，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二、教师优秀课评选情况．：⋯．(129)
三、师生学科竞赛及各项展览情况

．．。．．。．⋯．．．．．．．．⋯．．(129)
三室建设和使用．．。。．。。．⋯．。。(t29)
电化教育工作⋯⋯⋯．．⋯．。(132)
德育工作．．⋯⋯⋯．．．⋯⋯(134)
解放后不同时期的德育工作⋯．(134)
政治课教学各科教学及学生思想

品德素质的教育与培养．。．．．．．．(137)

班主任及其团队工作⋯；⋯．．(圭37)
课外活动⋯⋯⋯⋯⋯⋯．(1 38)

文体卫生．⋯⋯．．⋯．．．⋯．(140)

体育教学一．⋯．．．⋯．．⋯．．．(143)
一、课程设置及教材⋯．．⋯．(143)
二、体育课教学．．～⋯。．．⋯(146)

课外体育活动一．⋯．_．．．．⋯(146)
小学健康教学．一．．．．j⋯⋯．．(147)
卫生保健工作．．．．⋯⋯．．．。．．(148)
劳动教育。．．．．⋯．．．⋯．．．．．(149)
劳动技术课教学．．．．一．‘．．．⋯．。(149)
学生劳动技熊素质的教育与培养

⋯⋯．．．．．．．．．，⋯．(149)
—-3一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七誊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九章

劳动实践和社会公益劳动⋯⋯(150)
勤工俭学工作。．．．，．．．．．．．．．．．(152)

教师．．．．．⋯．．．．．．．⋯．．．．．．(t58)
教师队伍⋯．．⋯⋯⋯⋯．．．(158)
l、清代、民国、东北沦陷时期

．．．·．．．．⋯．⋯⋯．．(158)
2、解放以后⋯⋯．⋯．．．⋯(158)
8、建国后⋯．⋯．．⋯．。．．．．(1 58)
教师培训⋯⋯⋯⋯⋯。．⋯(160)
教师待遇．．．。⋯⋯．．．⋯⋯．(164)
教jf万管理⋯。．⋯⋯⋯⋯⋯(167)
教龄三十年教师名录．⋯⋯⋯(172)
学校管理⋯⋯⋯．．．．．．．．．．。(195)
领导体制变化情况．．．．⋯⋯．．(195)
学校建设与环境管理⋯⋯．．．。(羔95)
师生管理⋯．。．⋯．．⋯⋯⋯(196)
经济管理。．．⋯⋯。．⋯．．⋯．(196)
先进学校与优秀学生简介⋯⋯(208)
一个充满生机的农村下伸点小学

⋯⋯。．．．．．．．．．．．．(208)
小城子二队下伸点校简介⋯．．．(208)
一、艰苦创业、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208)

一一



二、精心耕耘、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209)

三、充分利用学农基地，深入开展

勤俭学活动．⋯⋯⋯⋯．(2lO)
创办校办农场，提高办学效益⋯⋯。(211)
二站镇丰产学校校办农场⋯。。⋯。．(211)
优秀毕业生名录⋯。．⋯．。⋯⋯⋯(2 14)

第十章幼儿教育⋯⋯．⋯⋯⋯⋯．(226)
第十一章 工农教育⋯⋯⋯⋯⋯．．(230)
第一节扫除文盲。⋯⋯⋯．。⋯。⋯。(230)

1、识字运动⋯⋯⋯⋯⋯．．(230)
2，第一次扫盲运动⋯⋯⋯，．(23 1)

3、第二、三次扫盲运动⋯⋯．(232)
．4、1978筚以后的扫盲情况⋯．．(233)

第二节农民教育⋯⋯⋯⋯⋯。。⋯(237)
l、50年代各村民校情况⋯⋯．(237)
2、农民夜校情况⋯⋯⋯⋯。(237)
3、科技之冬开展情况⋯⋯⋯(237)
4、文化知青夜大⋯⋯⋯⋯．(238)
5、二站公社。五七干校”⋯．．(239)
6、农广校．．⋯．⋯。．一⋯⋯(239)
7、成职联校⋯．⋯．．．⋯⋯。(240)

第十二章大事记⋯⋯⋯⋯⋯⋯．。(241)
后 记 ．。。．．．．．．．．．．．。⋯⋯(253)

一5一



概 述

二站镇位于肇源县东部，地理座标北纬45

度31分，东经125度17分。距县城18公里。东邻

薄合台乡，北接裕民乡，西连兴安乡， 南与吉

林省扶余县的长春岭镇隔江相望。面积169．38

平方公里。居民4，800户，总人口25，370人，其

中男14，ooo人，女11，370人。金镇设11个行政

村，管辖34个自然屯。。『1『远近闻名的莲花湖旅游

区位于全镇的腹地。这里水草资源丰富， 又是

全县粮食的主产区。

二站中心校位于镇内西南角，辖ll所村小

学和17处下伸点小学，均为合格和基本合格小

学。各校都是砖瓦校舍。现有教职工224人，在

校学生2，370人。

二站小学教育事业，历史上极不发达。 自

清朝设驿站之后开始有教育。当时， 只是一户

或几户人家联合办私塾， 也有的是读书人为自

谋生计自行办私塾，实行奴化教育，生员极少。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镇所在地开办官学。

民国建立之后，在军阀统治下，兵痞横行，

匪患不断，加之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劳苦大众

--I—·——·——



无力供子女上学读书，学校一直发展缓慢， 且

生员极少。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1)年，。九。一

八”马寇入侵东北，沦陷后， 各地治安状况欠

佳，学校自行停办。

1932年，曰寇建立伪满洲国时， 正适逢洪

水泛滥，土匪猖獗，直至1935年， 学校才相继

恢复。 学校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

取缔不合格私塾(不开日语的)。1940年改二

站初级小学为初高两级小学。

解放后，学校恢复起来，1947年，郭后旗

政府根据老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

吸收其中可行的方面， 制定了全旗小学要。培

养新民主主义社会青少年一代， 准备为人民服

务， 当前培养为解放区建设和自卫战争服务的

本领”的办学方针。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 教育在全

国范围内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这是

中国教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 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教育进入了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的伟大历史时期。由此，教育也揭

开了继承国内传统与借鉴国外教育经验的崭新

的一页。 丽继番与借鉴始终是作为推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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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育事业发展的两股动力，而贯穿予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努力的伟大历程之中。

同年底，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

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的教育方针， 从而使老解放区的教育传统在新

时期获得了新生。 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民办

公助，办速成识字班，兴办简易小学。这时，

三区有初高级小学一处，筒彝小学25处。教师44

人，学生3，094人。

建国以后的二三年南，教育经历了重大的转

折和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教育性质的关键时期。

从1952年开始。垒面借鉴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学校实施“五年一贯制”改为秋季始业，学生

成绩考核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等。 在教学理论

方面一个突出表现在教育思想上是凯洛夫教育

理论。这在传播马列主义理论， 总结社会主义

教育经验以及全面发展人才方面， 作出过历史

性的贡献。1957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教

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

方丽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

的劳动者。”同年秋，江水猛涨， 国堤决口。

二站被洪水淹没小学校9处，倒塌校舍63间。灾

一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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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家拔了部分款，兴建新校舍。

1958年，教育战线大力宣传”三面红旗”，贯

彻4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方针。 县委提出：。依靠群众，。

自筹自办，加速普及小学教育”的口号，在大

跃进气氛的影响下， 教育事业开始盲目发展并

陷入困境。不仅村树办学，而且屯屯办学。幼

儿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学校有整日班、

半日班和巡回教学等。民办教师出现。两种劳

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制度的采用，

在校学生全年劳动时阀增多，大办耕读小学。

1 9 6 5年县制定《耕读小学教学计划试行革

案》，学制改为。四二”铹，这一时期学生的

劳动过多。

1 9 6 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二站教育

几乎被彻底摧毁，学校秩序乱了， 部分教l带遭

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学生参加红卫兵或红

小兵组织，走出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

年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农村小学下放

到大队来办，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 师生回校

复课闹革命。当时，受极。左”路线的予扰，

授课极不正常，加之教学上又不重视双基， 只

—卅——



是形式主义的联系实际，造成只救生，不巩固；

只升级，不长进。 这场运动⋯宜持继到粉碎。

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 恢复了

教育事业的正常发震。

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以后， 教育面临最大

的问题是解放思想， 冲破“两个凡是”．和。两

个估计”的恩想束缚；肯定崔文革”前1 7年

成绩与迸发，对极。左”思溺进行。了批判。 明

确社会主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教育要面

向蕊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来来”。正确贯彻知

识分子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随之

《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予同题的决定》的公布，

普及tj-,学义务教育有了新进展。 各校制定普及

规划、措旎和具体步骤。 1 9 8 3年小城子学

校率先。四率”达标(入学率、巩固率、 及格

宰、毕业率)， 被县政府授予“合格小学”。

1 9 8 5年，二站中心校的所辖各小学均4图

率”达标，通过检查验收， 实现了普及小学义

务教育。

1 9 8 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受定》正式颁布。1 9 8 6年的《义务教育法》

和1 9 9 3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5一



上图为1 008年．娶数耍，镇，村及中心校领导，

中学领导，兄弟村学校领导到重灾区文化学校，在

帐篷里同教师共庆第}四十教师节



上图为1 908年，受洪水兜寄的文化学校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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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发布后。镇、村两级政府和

广火群众集资办学的积极性很高， 加快了改善

教学条件的步伐。1 9 9 o年一。站中心小学、
新发小学被大庆l；：『授予。合格小宴妒。 上9 9

1年， 一场洪水淹没r囤堤外两处树小学和7

处下体点学校。灾后， 经让会抒方面的支援，

受灾树的努力，受灾学校很快得以恢复。1 9 9

8年：二站民堤再次决口， 国堤外学校被洪水吞

没，国堤内多处学校内涝。此时， 二站中心校

投入到救灾保学，灾后重建的工作中。 国堤外

成立了帐篷小学3处，巡回小学4处， 保证了

灾区学校按期开学。网堤内4处村小学和3处下

仲点学校转移到村’里或农户家里上课。

晨年秋，县救灾办拨物资折合人民币4 8万

元。!照建1，民主、新发、五星、文化学校校舍69

问。拨上3．8 8万元维修了曙光、二#产、平原

学校校舍7 o间。黑龙江省农业银行捐款20万

元重建了丰l{叟学校舍32问。大庆光人锻行捐款5

了了元，维修了平原学校校舍。．羹此?-仝镇小学垒

是砖瓦校舍。实现了县政府提出了的当年受灾，

当华恢复的目标。

自1986"<F以来，二：站镇备利‘投入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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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躅为县教委领导在检查中，fi,，j、学躅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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