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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编纂志书，古来被称为善举。

一所小学能出版一部像这样的校志，完成一项工程，值得祝贺!

据我所知，第七小学所在地，原始一片荒凉。建校初期，由于房

舍不足，仅有四班学生，尚且是露天上课。随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

展，经过几任领导班子和教师员工的连续数十载艰苦创业，校园发生

巨变。今昔对比，何止鸟枪换炮，简直翻天覆地。巍巍壮观的现代化

教学大楼，宽阔平坦、功能齐全的操场，景色雄奇的搪瓷壁画，名人

荟萃的文化长廊，银花飞溅的假山喷泉，绿荫如盖的葡萄藤架⋯⋯构

成一座绚丽多彩的世纪乐园。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自然为众多学子

提供一个精心读书的最佳场所。且不论教学质量优劣，也不谈校风学

风好坏，单凭学校在省市和全国获得的上百项荣誉称号，无需定论，

就可说明一切o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校志全面、系统、翔实、科学地记述反

映了七小的历史与现状，既是一部创业史，也是一本好教材。愿能传

诸后世o

遗憾的是j本人一非研究志书专家，二非教育界的权威，由我作

序，实属班门弄斧，滥竽充数；草成拙文，贻笑大方。

兰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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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客观真实地反映南阳市第七小学教育教学等各个历史时期的

面貌。

二、本志反映上限1960年2月，下限2000年12月，共40年，

以80、90年代为重点，详近略远o

三、本志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学校内部结构为纬，分立章节，横

排竖写。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法，数量用阿拉伯数字和通用公制单位。

五、对人物直写其姓名，不加褒贬，有官职者按所任官职称呼。

六、凡简介之人物，均为历任主要领导及在教育教学等方面有突

出贡献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省劳模、特级教师、

天十佳优秀校长李彦虎

南阳市第七小学始建于1960年，位

于温凉河之滨，红卫村l 2号，占地面积

1．5万平方米。

建校四十年来，历任领导及职工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创一流名校，

育一流人才”为目标，以“人的发展为

本，弘扬学生个性”为理念，

坚持以德立校，以法治校，以

科研兴校战略，外树形象，内

强素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学校环

境、师资、条件建设等方面

齐头并进，现已发展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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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微机教学

▲轻松葫快的活动课

▲自然实验课

可暮舅，0+‘■磅-⋯

▲乒乓球训练

劣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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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爱国教育

▲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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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专年教师宜传教育法规

●家长评孜活动
◆绘一曲兴趣小组



中华古侍文经典请j耋工程全国塑鲠■融

：j．■-J_J_

全国学习科学实验学校

中国学习科学学会学习指等蒹}l弼究中心

千所学习辩学实验擘经总拉

国家教委c学情调查私学习指导研究’重点最题组

一九九五年九满制

l翟

一

示范性学校
Sm FANG XING XUO XIAO

帝教育局



目 录

概述⋯⋯⋯⋯⋯···⋯⋯⋯⋯⋯”⋯⋯⋯⋯⋯⋯⋯⋯⋯⋯⋯“⋯⋯⋯⋯⋯“⋯⋯l

南阳市第七小学校大事记⋯⋯⋯⋯⋯¨⋯⋯⋯⋯⋯⋯⋯⋯⋯⋯⋯⋯⋯⋯⋯⋯3

第一章学校管理⋯⋯⋯⋯⋯⋯⋯⋯⋯⋯⋯⋯⋯⋯⋯⋯⋯⋯⋯⋯⋯⋯⋯⋯⋯lO

第一节教育宗旨⋯⋯⋯⋯⋯⋯⋯⋯⋯⋯⋯⋯⋯⋯⋯⋯⋯⋯⋯⋯⋯⋯⋯10

第二节管理机构⋯⋯⋯⋯⋯⋯⋯⋯⋯⋯⋯⋯⋯⋯⋯⋯⋯⋯⋯⋯⋯⋯⋯ll

第三节管理体制⋯⋯⋯⋯⋯⋯⋯⋯⋯⋯⋯⋯⋯⋯⋯⋯⋯⋯⋯⋯⋯⋯⋯12

第二章教学工作⋯⋯⋯⋯⋯⋯⋯⋯⋯⋯⋯⋯⋯⋯⋯⋯⋯⋯⋯⋯⋯⋯⋯⋯⋯16

第一节培养目标⋯⋯⋯⋯⋯⋯⋯⋯⋯⋯⋯⋯⋯⋯⋯⋯⋯⋯⋯⋯⋯⋯⋯16

第二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17

第三节教学管理⋯⋯⋯⋯⋯⋯⋯⋯⋯⋯⋯⋯⋯⋯⋯⋯⋯⋯⋯⋯⋯⋯⋯20

第四节教学活动⋯⋯⋯⋯⋯⋯⋯⋯⋯⋯⋯⋯⋯⋯⋯⋯⋯⋯⋯⋯⋯⋯⋯21

第五节素质教育⋯⋯⋯⋯⋯⋯⋯⋯⋯⋯⋯⋯⋯⋯⋯⋯⋯⋯⋯．．．⋯⋯⋯23

第六节教学成果⋯⋯⋯⋯⋯⋯⋯⋯⋯⋯⋯⋯⋯⋯⋯⋯⋯⋯⋯⋯⋯⋯⋯24

第三章教研教改科研⋯⋯⋯⋯⋯⋯⋯⋯⋯⋯⋯⋯⋯⋯⋯⋯o⋯⋯⋯⋯⋯⋯·．28

第一节教学研究⋯⋯⋯⋯⋯⋯⋯⋯⋯⋯⋯⋯⋯⋯⋯⋯⋯⋯⋯⋯⋯⋯⋯28

第二节教学改革⋯⋯⋯⋯⋯⋯⋯⋯⋯⋯⋯⋯⋯⋯⋯⋯⋯⋯⋯⋯⋯⋯⋯29

第三节教学科研⋯⋯⋯⋯⋯⋯⋯⋯⋯⋯⋯⋯⋯⋯⋯⋯⋯⋯⋯⋯⋯⋯⋯30

第四章德育工作⋯⋯⋯⋯⋯⋯⋯⋯⋯⋯⋯⋯⋯⋯⋯⋯⋯⋯⋯⋯⋯⋯⋯⋯⋯33

第一节德育工作的领导与管理⋯⋯⋯⋯⋯⋯⋯⋯⋯⋯⋯⋯⋯⋯⋯⋯⋯33

第二节德育教育的内容及德育活动⋯⋯⋯⋯⋯⋯⋯⋯⋯⋯⋯⋯⋯⋯⋯33

第五章体育，卫生，艺术⋯⋯⋯⋯⋯⋯⋯⋯⋯⋯⋯⋯⋯⋯⋯⋯⋯⋯⋯⋯⋯39

第一节体育工作⋯⋯⋯⋯⋯⋯⋯⋯⋯⋯⋯⋯⋯⋯⋯⋯⋯⋯⋯⋯⋯⋯⋯39

第二节卫生工作⋯⋯⋯⋯⋯⋯⋯⋯⋯⋯⋯⋯⋯⋯⋯⋯⋯⋯⋯⋯⋯⋯⋯41

第三节艺术教育工作⋯⋯⋯⋯⋯⋯⋯⋯⋯⋯⋯⋯⋯⋯⋯⋯⋯⋯．．．⋯⋯42

第六章教 师⋯⋯⋯⋯⋯⋯⋯⋯⋯⋯⋯⋯⋯⋯⋯⋯⋯⋯⋯⋯⋯⋯⋯⋯⋯“

第一节教师的管理⋯⋯⋯⋯⋯⋯⋯⋯⋯⋯⋯⋯⋯⋯⋯⋯⋯⋯⋯⋯⋯⋯44

第二节教师的继续教育⋯⋯⋯⋯⋯⋯⋯⋯⋯⋯⋯⋯⋯⋯⋯⋯⋯⋯⋯⋯45
—1一



第三节教师的待遇及福利⋯⋯⋯⋯⋯⋯⋯⋯⋯⋯⋯⋯⋯⋯⋯⋯⋯⋯⋯47

第七章学 生⋯⋯⋯⋯⋯⋯⋯⋯⋯⋯⋯⋯⋯⋯⋯⋯⋯⋯⋯⋯⋯⋯⋯⋯⋯57

第一节学生的管理⋯⋯⋯⋯⋯⋯⋯⋯⋯⋯⋯⋯⋯⋯⋯⋯⋯⋯⋯⋯⋯⋯57

第二节招生与毕业去向⋯⋯⋯⋯⋯⋯⋯⋯⋯⋯⋯⋯⋯⋯⋯⋯⋯⋯⋯⋯58

第八章党的建设与群团组织⋯⋯⋯⋯⋯⋯⋯⋯⋯⋯⋯⋯⋯⋯⋯⋯⋯⋯⋯⋯62

第一节党组织建设⋯⋯⋯⋯⋯⋯⋯⋯⋯⋯⋯⋯⋯⋯⋯⋯⋯⋯⋯⋯⋯⋯62

第二节工会工作⋯⋯⋯⋯⋯⋯⋯⋯⋯⋯⋯⋯⋯⋯⋯⋯⋯⋯⋯⋯⋯⋯⋯63

第三节共青团组织⋯⋯⋯⋯⋯⋯⋯⋯⋯⋯⋯⋯⋯⋯⋯⋯⋯⋯⋯⋯⋯⋯66

第四节少先队⋯⋯⋯⋯⋯⋯⋯⋯⋯⋯⋯⋯⋯⋯⋯⋯⋯⋯⋯⋯⋯⋯67

第九章后勤工作⋯⋯⋯⋯⋯⋯⋯⋯⋯⋯⋯⋯⋯⋯⋯⋯⋯⋯⋯⋯⋯⋯⋯⋯⋯69

第一节教育经费⋯⋯⋯⋯⋯⋯⋯⋯⋯⋯⋯⋯⋯⋯⋯⋯⋯⋯⋯⋯⋯⋯⋯69

第二节基本建设⋯⋯⋯⋯⋯⋯⋯⋯⋯⋯⋯⋯⋯⋯⋯⋯⋯⋯⋯⋯⋯⋯⋯71

第三节仪器图书⋯⋯⋯⋯⋯⋯⋯⋯⋯⋯⋯⋯⋯⋯⋯⋯⋯⋯⋯⋯⋯⋯⋯75

第四节财务财产管理⋯⋯⋯⋯⋯⋯⋯⋯⋯⋯⋯⋯⋯⋯⋯⋯⋯⋯⋯⋯⋯76

第五节校办产业⋯⋯⋯⋯⋯⋯⋯⋯⋯⋯⋯⋯⋯⋯⋯⋯⋯⋯⋯⋯⋯⋯．．．76

第十章社会工作⋯⋯⋯⋯⋯⋯⋯⋯⋯⋯⋯⋯⋯⋯⋯⋯⋯⋯⋯⋯⋯⋯⋯⋯⋯78

”、’第一节学校与社会协调⋯⋯⋯⋯⋯⋯⋯⋯⋯⋯⋯⋯⋯⋯⋯⋯⋯⋯⋯⋯78

、+第二节家长工作⋯⋯⋯⋯⋯⋯⋯⋯⋯⋯⋯⋯⋯⋯⋯⋯⋯⋯⋯⋯⋯⋯⋯80

第十一章人 物⋯⋯⋯⋯⋯⋯⋯⋯⋯⋯⋯⋯⋯⋯⋯⋯⋯⋯⋯⋯⋯⋯⋯⋯82

’’第一节简 介⋯⋯⋯⋯⋯⋯⋯⋯⋯⋯⋯⋯⋯⋯⋯⋯⋯⋯⋯⋯⋯⋯⋯82

5第二节名 表⋯⋯⋯⋯⋯⋯⋯⋯⋯⋯⋯⋯⋯⋯⋯⋯⋯⋯⋯⋯⋯⋯⋯88

附 录⋯⋯⋯⋯⋯⋯⋯⋯⋯⋯⋯⋯⋯⋯⋯⋯⋯⋯⋯⋯⋯⋯⋯⋯⋯⋯⋯⋯⋯90

一七小学校目标管理实施方案(1988年)⋯⋯⋯⋯⋯⋯⋯⋯⋯⋯⋯⋯90

’二教职工考勤制度⋯⋯⋯⋯⋯⋯⋯⋯⋯⋯⋯⋯⋯⋯⋯⋯⋯⋯⋯⋯⋯⋯96

三1教职工办公制度⋯⋯⋯⋯⋯⋯⋯⋯⋯⋯⋯⋯⋯⋯⋯⋯⋯⋯⋯⋯⋯⋯98

四政治业务学习制度⋯⋯⋯⋯⋯⋯⋯⋯⋯⋯⋯⋯⋯⋯⋯⋯⋯⋯⋯⋯⋯99

’‘五安全管理规定⋯⋯⋯⋯⋯⋯⋯⋯⋯⋯⋯⋯⋯⋯⋯⋯⋯⋯⋯⋯⋯⋯100

六教师上课质量要求及规定⋯⋯⋯⋯⋯⋯⋯⋯⋯⋯⋯⋯⋯⋯⋯⋯⋯101

一七教学制度⋯⋯⋯⋯⋯⋯⋯⋯⋯⋯⋯⋯⋯⋯⋯⋯⋯⋯⋯⋯⋯⋯⋯⋯102

八南阳市第七小学校财务管理制度⋯⋯⋯⋯⋯⋯⋯⋯⋯⋯⋯⋯⋯⋯104

九治校规范⋯⋯⋯⋯⋯⋯⋯⋯⋯⋯⋯⋯⋯⋯⋯⋯⋯⋯⋯⋯⋯⋯⋯⋯106

后记·⋯⋯⋯⋯····⋯⋯⋯⋯⋯⋯⋯···⋯⋯⋯·⋯⋯··?⋯⋯⋯⋯⋯⋯⋯⋯⋯⋯112

—2一

●F

}；：}

f
，女0l。_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南阳市第七小学校始建于1960年2月，位于南阳市城区东北部，红卫村12

号，东与温凉河毗邻，南与建设路直通，北与光武路相连。学校在历史上曾拥

有较大的面积，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四邻们占去一部分。解放前原为荒野，人

迹稀少，人称“北大荒”o建校初，无足用教室，四班学生露天上课，房舍不

足，设备条件极其简陋，教职员工备受艰辛，但元一怨言。解放后城市日渐发

展，居民增多，此处划为居民区，特别是1962年建设路修通后，此处人口猛

增，延至目前已是人烟稠密，车马喧嚣。学校也由建校初的四个班，发展到

1975年至1976年的二十七个班，在校学生达到1478名。至2000年，学校发展

为六级二十七班，在校生达二千四百六十余人，成为南阳市城区窗口名校。

七小为解放后新建校，教职员工统一由上级调派，“文化大革命”前教育经

费由上级拨款，“文化大革命”后仅发放教职员工工资，每年拨一部分修建款。

因学校校舍、经费严重不足，教职员工奋力自筹，集资修建校舍，添置桌凳o

1975年至1978年上半年由王富玉同志负责开办校办小工厂搞创收，又向企业单

位求援资助，始使学校初具规模o

1973年以前，学校为六年制，后改为五年制。1984年秋，从一年级起复改

为六年制。 ＼

七小于1969年增设初中班两班，于1970年冬停办o 1976年又增设一个初

中班，1978年停办。1982年，应群众要求，学校增设育红班两班，解决了部分

家庭儿童缺乏教育的困难。

学校原有设置不足，仅四班有桌凳，其他皆以土台、水泥板代替，后虽陆

续添置，但经“文化大革命”后损坏不堪，少数仪器及一些珍贵资料亦所存无

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风气好转，学校亦日趋安定，房舍及设置日臻完

整。

领导班子于1982年进行调整，学校设书记、校长、正副教导主任、少先队

辅导员、正副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各一人Q各项工作分工负责，日常工作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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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规。

在1986年10月，学校工会进行改选，召开了首届教代会，完善了学校的

各项规章制度，解决了一些学校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平息了一些不必要的纠

纷，增强了民主团结，发挥了教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教学改革的步伐。

1994年，经过几任领导班子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七小已发展成为一所规模

较大、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建筑面积达13000平方米的市级花园式学校。学

校由建校时的4个教学班，发展到24个教学班，教育教学成绩在市区小学中崭

露头角，连续多年名列前茅，教职工人数及教育教学水平与日俱增。

1994年南阳撤地设市后，学校划归宛城区，学校领导班子也发生重大变化，

李彦虎同志担任学校校长。新领导班子在全校师生髓鼎力配合下，以“创一流

名校，育一流人才”为目标，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学校的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o 2000年底，学校有教职工80余

人，27个教学班，学生人数达2460多人。校园地面硬化、绿化、美化，学校大

门光彩熠熠，高标准的教学大楼宽敞明亮，功能齐全的操场宽阔平坦，校园花

圃内绿树红花，郁郁葱葱，众多楼群错落有致，大型搪瓷壁画“江山多娇”，画

面景色雄奇，“华夏之光”德育教育文化长廊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有葡萄藤

架、青松玉兰、绿荫如盖，假山喷泉点缀其间，相映成趣⋯⋯学校先后被授予

市级花园式学校、市文明单位、市百佳校园、市电化教学先进单位、市科研基

地、市师资培训工作先进单位、省乒乓球传统学校、区文明单位、学校管理先

进单位、教学质量评估先进单位、全国学科学实验学校等上百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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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第七小学校大事记

1960年

2月建校，调入副校长李天定、教导主任褚金太o

1961年

调入副校长李汉实，教导主任李九菊。

调入副校长吕书亭、魏玉娥o

1962年

1963年

8月1日起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大水滚滚冲人校院，水深达1米，一片汪

洋，持续三昼夜水始稍退。经此大水，土坯墙倒塌，桌凳等物随水漂没，教育

局长杨连台及朱真均亲临现场，并组织人员到校救灾。市一中支部书记王怀让

亲自带领该校教师到七小救灾，并给七小教师送茶送饭三日整。七小教师全部

返校进行自救，保证学生按时开学。灾后组织教师沿河修筑一道土河堤。
’’、。

1968年

2月，吕书亭受市革委派遣带领知识青年下乡，地区印刷厂工宣队、蔡庄贫

宣队进驻学校，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同年吕书亭调出到五小主持工作。

1969年

开设二个初中班，1970年毕业。
一3一



1970年

8月5日，学校第二次受水灾，虽有防范但仍造成地道塌方。

市革委派马文章主持工作。

1972年

七小获男子乒乓球赛第三名，女子团体赛第三名o 3月，学制由六年制改为

五年制。

为了解决学校因地势低凹，每遇暴雨四周临近地域流水皆汇集校院，河水

上涨，水排泄不出的灾情，由市政府拨款在校门口往南处铺设了排水管道。

学校领导马文章调出。

1974年

1975年

7月6日，学校第三次遭受水灾，学校院墙全部被水泡倒o

1976年

调入转干军人邢君章任七小党支部书记，魏玉娥任校长。9月，学校开设1

个初中班，1978年6月毕业。

1977年

组织部正式任命邢君章为七小党支部书记，魏玉娥任校长。

市财政局拨款17500元，市教育局拨款7500元，由本校党支部书记邢君章

同志央求其战友车辆运石，由靳立本同志负责修建河堤长100米，高5米，加

强防范能力o

1978年

七小获东风公社女子篮球赛第一名。
·-——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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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七小获东风公社田径运动会第一名。

7月17日一，学校第四次发生水灾，院内水深没膝，地道塌方，教室墙垣严

重裂斜，教师住室及厨房倒塌。灾后，领导陆续到校视察，并拨款救助，校舍

得到及时整修，按时开学。

东风公社任命米连成为教导主任。

七小获市歌咏比赛第一名。

调入副校长武松林。

1980年

1981年

出资12000元征用蔡庄大队紫竹林生产队的农耕地2133平方米(合3．2亩)

建成操场，并允许紫竹林、小北关南fit--队的学生今后在七小上学。

调入教导主任靳振林，市教育局任命靳立本为副教导主任。

1983年

建成两幢三层共12个教室的教学楼。

1984年

9月，学制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12月，七小获市档案工作先进单位第二

名。 、

1985年

9月lO日召开首届教师节庆祝会，吕廷芬、王传英、孙玲彦、许世贞、魏

云华老师被授予模范教师。
一5一



1986年

10月17日，召开首届教代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邢君章致开幕词，校长魏

玉娥作了学校工作报告，会议选举靳立本任工会主席，张国成任副主席，孙玲

彦任组织委员，庄身仁任财务委员，刘凤玲任妇女宣传委员。

1987年

建成二层16户的东家属楼(1999年改为校职工幼儿园校舍)o

1989年

春，镇平县柳泉铺乡教办室领导及教师80多人到七小听课学习。

1990年

3月，学校举行“学赖宁、迎亚运”活动，并捐款3000多元o

5月，市教育局举行五年级读写算竞赛，学校获团体第二名o

7月，学校派六年级老师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考察学习。

8月，学校在市教育局举行的中招质量评估中，学校语、数双双获得市直小

学第一名。 ．

10月，学校组织教师参加治理白河工程建设，并捐款1000多元。

11月，学校建成四层16户的东单元家属楼。硬化校园主干道和部分地面及

操场2000平方米，建设了假山、喷泉、花坛、常青树带等多个校园景点。

1991年

3月，学校积极进行愉快教育实验，愉快教育汇报课荣获市一等奖o

5月，在中南六省数学竞赛中，学校获集体二等奖o

8月，市教委任命靳立本为副校长，任命李彦虎为副教导主任，袁翠芝为政

教主任。

9月，学校在市直小学中招质量评估中，语文获第三名。

10月，学校在南阳地区电教优质课竞赛中，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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