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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教育科学

第+八篇教育科学

第一章教育

1986 年以来，凤阳县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学校布局、师资配备、管理体制逐步优化升

级。逐年增加教育投入，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学校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有较大改善。

1998 年通过省政府"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并接受

教育部扫盲工作检查，2∞0 年通过省"两基"复查。高中学校和多数的初中、部分小学建

起了计算机教室，并开设信息技术课。 2004 -2005 年，县实施"农村远程教育"工程，为

256 所小学配备了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为 53 所小学配备了卫星接收设备、光

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为 24 所初中配备了计算机教室、多媒体教室、卫星接收以及

电子教室、教师备课室、教学资源库等教学设备。到 2∞5 年底，全县中等职业学校 2 所、

普通中学 49 所(其中高级中学 9 所、初级中学 40 所)、职业初级中学 3 所、小学 292 所、幼

儿园 40 所。教职工队伍 1986 年 4112 名，2005 年 5733 名，其中专任教师 5418 名。教学

质量逐步提高，在历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本科上线由 1986 年 106 人上升到 876

人。 20 年来，全县 28164 人参加高考，累计向高等院校输送学生 11383 人，其中本科 5240

人、专科 4668 人、高中专 1475 人。另外，其他职业、成人教育为凤阳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

批各类专业人才。

第一节学前教育

一、发展概况

1986 年，全县有 12 所幼儿园，教职工 71 人，其中专任教师 62 人，在园幼儿 2093 人，

年龄 3-7 周岁。到 1988 年，幼儿教育出现管理空档，仅有 3 所幼儿园 17 个教学班，在园

幼儿 1731 人。 1989 年，幼儿教育由教育主管部门管理，要求乡镇中心小学附设幼儿园，村

小学开设学前班。当年幼儿园增到 40 所，学前班 184 个。是年底，地区在凤阳召开幼儿

教育工作现场会，对凤阳"县有示范园，乡有校中园，村有学前班"的幼教发展格局予以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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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991 年，全县幼儿园 12 所，在园幼儿4552 人，教职工 181 人。 1995 年，幼儿园 64 所，

在园幼儿 18880 人，教职工 226 人。 2000 年，幼儿园 73 所，农村学前班 318 个，教职工 383

人，在园幼儿 20615 人，人园年龄大多在 2.6-6 周岁。 2∞2 年。幼儿园 68 所，在园幼儿

6434 人，教职工 350 人。 2005 年，全县共有幼儿园 40 所，在园幼儿 5631 人，教职工 253

人。其中公办 6 所，在园幼儿2400 多人，教职工 80 人;民办 34 所，在园幼儿3200 多人，教

职工 173 人。民办园绝大多数建在各乡镇的主要集镇上，共占地 35570 多平方米，建筑面

积 12680 多平方米，固定资产达 770 多万元。公办园和 60% 以上的民办园有大型玩具，公

办园教师全部达到合格学历，民办园教师 95% 以上具备合格学历。至 2005 年底，全县有

4 所幼儿园被评为市一类园。

二、教育教学

学制和课程 1986 年，全县幼儿教育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纲要} ，幼儿园

学制三年，按年龄结构分大、中、小班。教育内容包括体育(日常生活、卫生习惯、体操、游

戏、舞蹈等)、语言(谈话、讲故事、歌谣、谜语等)、认识环境(日常生活环境、社会环境、自

然环境等)、美术(包括图画、纸工、其他手工材料作业等)、音乐(表情、唱歌、昕音乐、乐器

表演等)、计算(认识数目、心算、度量等)。小班不开认识环境和计算科目。 1996 年始，幼

儿课程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5 个大类。 1986 年，各幼儿园体育课活动有滑滑

梯、转盘、秋千、压板，后增加了小篮球、小足球、跳床、少儿操等项目 o 2'∞1 年开始设健康

课，日常体育课活动有幼儿体操、幼儿广播操、眼保健操、椅子操、棒球、攘球等。

教育方法 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县幼儿教育主要通过游戏、上课、观察、劳

动、体育活动、娱乐活动和日常生活等方法寓教于乐。各园都能把各领域的教育内容融合

于一日单元活动之中。教学方式以游戏和活动为基本形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坚持保育和教育并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同时以教研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研，教育研

究水平不断提高O 各幼儿园体育课在重视幼儿身体健康的同时，高度重视幼儿的心理健

康。教学以游戏为主，寓教于乐。课外时间，借助园内大中型玩具进行体育活动。为激发

幼儿参加体育活动，每年举办一次有家长参与的小小运动会，以及参加各级举办的少儿

操、少儿拳运动会。

三、幼儿园选介

县示范幼儿园 位于县城花铺廊街中段， 1980 年名为县直幼儿园。 1985 年在原址建

教学楼，仅开设 2 个班。 1986 年， 654 平方米新楼建成使用，增到 8 个班。其中小小班 1

个、小班 2 个、中班 2 个、大班 3 个。教职工 20 人，在园幼儿 380 多人。 1990 年，设 11 个

班。其中小小班 1 个、小班 3 个、中班 3 个、大班 4 个。教职工 24 人，在园幼儿 420 人。

1991 年，命名为县示范幼儿园。同年，添置电化教学设备对全省开放电化教学观摩活动，

获省电教先进集体称号。 1996 年，获省幼教先进集体称号，翌年被评为市一类幼儿园。

2001 年，刘锦兰获省幼儿教育先进个人称号。 20创年来，张俊霞《浅谈幼儿早期阅读识字

活动的"三级跳"}论文获省级二等奖;王菌辅导的幼儿美术作品《我爱锻炼身体好》获省

级园丁奖;王洪丽和郭晓星辅导的《可爱的小蜗牛》、俞静和成祖秀辅导的《千于观音》等

. 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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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幅作品分获省级一、二、三等奖。 2005 年，该园占地面积 17511 平方米，有 12 个教室、

1 个多功能活动室，设备齐全;室外活动场地亦较规范。在园幼儿 450 人，设小小班 1 个、

小班 3 个、中班 4 个、大班 4 个。教职工 29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16 人。是年，被市教育

局评为市级示范幼儿园。

府城镇三府幼儿园 位于县城火巷子， 1986 年人园幼儿 5∞人， 1988 年 560 人。

1995 年，购置了"海洋球"、"蹦蹦床"、"爬山坡"等大型玩具和大量桌面玩具，建立了综合

活动室。 1996 年，成功举办了全园师生化装游行庆"六一"活动。 1997 年，被定为市一类

幼儿园。 2001 年，李莉、原增勤制作的玩具"熊猫碰碰车"获省幼儿教师自制教玩具比赛

二等奖。 2∞5 年，在园幼儿 420 人，教职工 24 人，开始珠心算教学和英语教学尝试。是

年，省妇联选定该园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感觉系统训练教学示范基地"被市教育局评

为市级示范幼儿园。

长胜幼儿园 位于县城南长胜街，为 1988 年建的一所民办园。当年招生 63 人，设

大、中、小各 1 个班，教职工 4 人。 1999 年，该园代表县民办教育单位参加省"民办教育研

讨会"并发表论文《浅谈民办学校聘用人员的管理> 0 2∞0 年，开大、中、小各 2 个班，在

园幼儿百余名，教职工 10 人。实行"双语教学"大、中班每周各开两节口头英语。 2∞2

年增设托儿、学前 2 个班，人园幼儿增加一倍。 2003 年，被市教育局评为一类幼儿园。至

2∞5 年，发展到 11 个班，教职工 21 人，在园幼儿 340 名。

体育局幼儿园 1993 年初民办的一所幼儿园，原名县体委幼儿园 O 当年 9 月招生

145 人，编成大、中、小 3 个班，有教职工 4 人。 1999 年，参加市二届运动会获幼儿体操、幼

儿舞蹈两个奖杯。 2002 年 12 月，经市教委评估为市民办幼儿园一类园。 2003 年 9 月，更

易今名 o 2005 年，教职工 14 人，在园幼儿400 多人。

第二节小学教育

一、发展概况

1986 年，全县小学 336 所。 1987 年 365 所，在校生 81116 人，毕业生升学率为 72.

2% 0 1992 年在校生 67708 人。 1995 -1999 年，小学规模基本保持 340 多所，在校生 7 万

多人。 1998 年，县"两基"工作通过省政府验收，20∞年通过复查。此后，小学工作重点由

普及转为实施素质教育。同时对中小学进行布局调整，撤并 25 所小学，集中力量办好乡

镇中心小学和部分村落集中、办学条件较好的村级小学。 2∞1 年，全县小学 3∞所，在校

生 78768 人，教职工 2752 人，其中专任教师 2705 人。 2∞2 年，全县小学 304 所，在校生

83458 人。 2∞5 年全县小学 292 所(实验小学 1 所、乡镇中心小学 29 所、村级小学 262

所) ，在校生 71449 人，教职工 2636 人，其中专任教师 2589 人。

1986 年初，全县·小学校舍紧张，且有危房 1300 间。是年，集资用于危房改造和新建校

舍。并添置电化教学设备，县实验小学电化教学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次年，凤阳被评为

全省危房改造先进县。 1990 -1992 年， 46 所中心小学配备了投影仪电教器材。 2∞4 、

2∞5 年，全县 256 所小学配备了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53 所小学配备了卫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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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设备、克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至 2005 年，全甚小学校舍总面和、 236650 平方

米，生均 3 平方米多。

20 世纪 90 年代相，县内开始办私立小学。至 2005 年，有官塘大文1]

二、教商教学

学制 1986…2000 年，风阳县九年摇义务教育阶段学制执行的是"五兰"过渡学剖，

即小学五年、初中三年。为了与全国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接轨，2001 年，全县九年制义务

教育阶段由"五四"学制改为"六兰"学剖，郎中学六年、初中气年。同年 9 丹新学期开始，

全县韧中、1]、学正式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六王"学制。

课程设置 1986…2000 年，小学带黠开设思想品德、语文、数学、社会、自然、体育、音

乐、美术等 9 门课程。 2001 年起，全县小学陈设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课外，还没综

合课(一至二年级设品德与生括漾，兰至六年级设品德句社会课)、科学琛和结合实践谍。

此外，全县，中，心小学和部分村小从三年级开设英语课和借息技术谍。

教学 1986 年，教育局或立学科中企教研组，推行"尝试"教学法，开展" 1]、学中青年

教师汇报谍"活动，并于 1990 年创办《凤阳教研> ，推介新的教学方法，选手j中小学教师教

育教学论文。 1990 年到 1994 年，全县每年举办中小学教师"住贯课评选"活动 1995 年

开始在全县施酣内开展"教坛新星"评选活动。 1999 年起，全县每年 3 8 月定黯开股巾

小学教师敬学论文评选活动。各小学每年还开展爱国主义读书和演讲比赛活动。 2003

年以束，县实黯小学以"裔人为根本，教学为中心，创新为过程，培养合格却特长的跨世纪

人才，壳、适合学生发攘的教育"为办学目标，逐步形成"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京

政教育"的办学特色。

1986 年以来，县教?守主管部门黯t夺得两年举行…次全芸小学生体育运动会 O 大多数

乡镇小学率业生还需要通过统考升入初中，不少学校少开甚，至不开音体美谍。 1998 年，

全县小学毕业生免试升入初中，楼解了学校和教辩的升学压力，音体美课教学得以正常开

展。 1999 年以来，中心小学和部分村小陆蟆配各专职体黯教捕。备中心小学每年举办片

小学生体育运动会。各校都能认真贯彻学校体宵、J工立1卫1辽J 生辫个工竹作:条条}倒，坚持"两操一课

严格控辅小学生在校时间。很多小学经常科月课外摇过i开艇羽毛球、乒乓球、拔湾、跳掩

比赛活动c 全县各小学除日常上好音体美漾，中非小学和一部分村小还

乐、体育兴理小组，设置绘画、书法是壁或展援，结织小型歌晾活动。大部分中心小学都成

立文体浩功表演队，在重大节日期间租三主墙举办的重要活动中演出。

招生 1986 …2000 年，执行的是适龄儿童 6 期岁就近入小学学习，条件不具备的地

黑可推迟到?周岁入学。 1986 年，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 979毛 o 1991 年，全县小学招生

10320 人，滔龄儿撒入学率99.49% ，升学率 75 .49% 0 1992 年，全县招生 10373 人，适龄儿

童入学率 99.88% ，升学率 75.67% 1993 年招生 13332 人，入学率 99.92q毛，升学率 77.

68% 0 1994 年，全县 35 个乡镇实施五年制义务教宵的荒草树工作，适龄JL童→持按县或乡

镇划定的义务教育革臣就近入学。是年据生 127ω 人，入学泉 99. 锦%，升学率 93.95% 。

1995 年招生 14245 人，入学率 99.74% ，升学率 99.00% ; 1997 年招生 14603 人，入学率

99.88% ，升学率 93. 15% ; 1998 年招生 15245 人， 99.91% , 引 .7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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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招生 14568 人，入学率 99.149毛，升学率 94.85% 0 2001 年以来，全县九年制义务教育阶

段，儿童入学年龄由 7 周岁提前到j 6 周岁。是年，全县小学招生 15703 人。 2005 年，全县

小学招生 11863 人。

三、特殊教育

1997 年，经县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在府城工人子弟小学成立县特教中心，县政府及县

残联曾拨专款支持。同年，府城工小投资 20 万元建特教班 1 个。特教班创办以来，先后

招收各类残疾学生 18 名，其中男生 12 人、女生 6 人。每年的助残日，县政协、县教育局、

关工委、残联及府城镇领导都来校视察，给特教班学生送来温暖和帮助。学校还减免学杂

费和书本费。每年都给孩子们添置新的活动器材、教学器具等，使特教班教学能高质量的

运行。特教班开设课程有: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常识、游戏等。使用人民教育出

版社全日制聋哑弱智学校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由两名女小学高级教师任课。授课时针

对儿童的兴趣分别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要求的各方面素质教育，巧妙地融入他们

感兴趣的活动中。此外，还请家长协助教给孩子必要的生活技能，放手让他们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家务事。至 2005 年，特教班培育的学生已有 4 人毕业，7 人随普通班就读(其中 5

人转人其他学校、2 人在工小普通班学习) ， 7 人继续在特教班学习。

进入 21 世纪，县政府将救助残疾儿童、残疾女童、盲童入学分别纳入"希望工程"、

"春蕾计划并规定"对残疾儿童和残疾人子女人学可减免学杂费"0 2001 年以来，盲、

聋、弱智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人学率稳步上升，至 2∞5 年，全县共有 629 名残疾儿童少年在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86 名"三残儿童少年"得到救助，3527 名贫困残疾儿童少年和残疾人

子女获减免"两费" (学费、杂费)。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1017 名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

与培训|。并采取阵地、社区、家长三结合的方法，对聋儿听力语言进行训练。

四、学校选介

实验小学 位于县城三元街，创建于 1908 年，后几经易名， 1951 年改为现名 o 1986 

-1993 年，学校有 20 个教学班，在校生 14∞人左右，教职工 75 人。教学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办法，与国内一些名师、名校密切联系，广泛交流。 1994 一 1997 年，建成两幢

教学楼、1 幢宿舍楼，基本保持 27-28 个教学班，在校生 1900 人左右，教职工 79 人。此

间重视素质教育，实施电化教学，并与乡村小学开展"手拉手"活动。 1997 年 11 月，获省

小学数学竞赛先进集体奖， 1998 年获省小学数学竞赛市"优胜学校"称号。 1999 年，核定

教职工 85 人。 20∞年来，建成两幢宿舍楼、 1 幢 4 层综合楼及操场等。 2001 年有教职工

88 人，在校生 1872 人，其中学前班 118 人。至 2005 年，学校占地面积 19620 平方米，设有

24 个教学班，共有学生 1355 人，教职工 79 人。

小溪河镇中心小学 始建于民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校舍系草房，5 个班

级 150 名学生。 1985 年新建一座 8 个教室近 600 平方米的教学楼，班级达 15 个。 1986 年

学校参加地区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获第二名，被定为地区体育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1987 年

获地区和省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团体第一和第三名。 1988 年、体育教师沈贤利分别被省和

国家授予"农村优秀体育教师"称号。 2∞4 年，该校被定为市"语言规范"学校。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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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占地面积近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5000 平方米。教职工 46 人，其中本科 1 人、本

科在读 5 人、专科 22 人。教学班 28 个，在校生近 14∞名。

刘府镇中心小学 建于 1949 年，时为民办。 1952 年改为公办，名为车站小学。 1964

年成为完小。 1986 年 8 个班级，学生 500 人，教职工 20 人。 1992 年撤区并乡，易名为刘

府车站小学。 1997 年学生突破 800 人。 1999 年，各班配用幻灯机教学。 2000 年，学生近

9∞人。 2003 年更易今名。 2005 年，占地面积 12290 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40∞平方米。

在校生 1200 人，教职工 38 人(其中本科学历 8 人、大专 17 人)。是年，获市级"语言文字

规范化示范学校"称号。

黄湾乡中心小学 位于黄湾乡黄湾村，建于 1947 年，原校址已没人淮河大坝内。

1966 年迁至现址。 1986-1992 年设 13 个班，学生 600 人左右。 1993 年建成 1470 平方米

主教学楼，其中教室 15 个，图书室、实验室、电脑室各 1 个。另建一栋 600 平方米的教师

宿舍楼。 1993 -1997 年，有 15 个教学班，学生 700 人左右，教职工 28 人。 2∞3 年，建成

一栋 200 平方米的教学楼和一栋 700 平方米的教师宿舍楼。 2005 年，设 12 个班，学生

630 人，教职工 24 人。有图书 6∞0 余册，电脑 33 台和能满足教学需要的实验和体育器

材，使用农远工程模式 II 。

武店镇中心小学 位于武店镇老街，建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时名武店小学。 1946

年， 8 个班(其中一、二年级均为两个班) ，学生 300 多人，教职工 13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 1956 年选择现址建校，次年 9 月建成。 1961-1972 年，在校生 500 人左右。 1986

年，开办 15 个班，在校生 8∞多人，教职工 28 人。 1993 年，撒区并乡始称今名。 2∞5 年，

学校占地面积 3.2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含教职工宿舍)3943 平方米，26 个班级，在校

生 1771 人，教职工 70 人。设有微机室、多媒体教室、会议室、体育器材室、心理咨询室、实

验室，装备了农远模式 E 。配备计算机 45 台、电子琴 2 架、钢琴 1 架、大型体育器材单杠、

双杆、爬杆、山羊等 20 多件(套) ，图书1. 4 万册。 2005 年通过省示范学校初步评估。

小岗村小学 建于 1993 年，初在小岗村委办公楼下开-个班，30 多名学生。 1997

年，县教委与宝洁公司共同出资 80 万元在小岗村友谊大道南侧征地面积 96∞平方米，建

两层约 550 平方米的教学楼，翌年 10 月建成使用，命名为"小岗宝洁希望小学"。是年调

人 5 名教师，招生 90 多人。后因宝洁公司出资没有全部到位，2∞0 年学校改为现名。是

年，严岗小学、石马小学和韩赵小学的高年级学生并人，学生增至近 300 人，教师增至 7

人。 2001-2004 年，开设 6 个班(其中 5 年级 2 个班) ，在校生 260 人左右，教师 8 人。

2∞3 年，省体育局捐助一套价值 4 万元的健身器材。 2∞5 年，开 5 个班，学生 220 多人，

教职工 8 人。

海尔希望小学 位于宋集街西部，原名宋集小学，始建于 1964 年，当时占地 2∞0 多

平方米，草房 20 间。 1986 年宋集乡出资 2.4 万元，增建 12 间瓦房，占地 3035 平方米，开

设5 个班，学生 2∞多名，教师 12 人(其中公办教师 7 人、民办教师 4 人、代课教师 1 人)。

1996 年，占地 8700 平方米，新建教师宿舍 23 间，在校生近 400 人，教师 11 人。 2002 年，

县、乡和海尔集团共同出资 65 万元兴建海尔教学楼(其中海尔集团 30 万元，22 万元用于

建楼、8 万元用于购置电脑)0 2004 年新楼建成，面积约 600 平方米，改为现名。 2005 年，

学校占地 97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26 平方米。有 7 个教学班，276 个在校生，教师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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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1 人、专科5 人，小学高级教师5 人才、学一级教师4 人)。拥有教室 27 间、办公室4

间、多媒体教室 2 间、微机室 3 间、图书室 3 间，配备电脑 18 台，装备了农远工程模式皿。

2∞5 年在第三届省希望小学作文竞赛中，学生陆清正、贾培阳、成信分获一、二等奖和鼓

励奖。

上海利华希望小学 坐落在大庙镇西孙村，占地 7000 平方米。 1996 年 9 月，由上海

利华责任有限公司捐资 20 万元兴建，故名。随之县教委拨款 5 万元、大庙镇筹资 35 万元

共建 1 幢 3 层 24 间 958 平方米教学楼。次年9 月 1 日，西孙村小学，叹儿湾村小学和三杨

小学并人，9 月 3 日举行教学楼落成庆典，利华公司员工募捐 5 万元建立希望小学基金会，

当场赠送学校电脑 2 台、投影仪 1 台和价值 1 万元书籍，并向首批 10 名贫困生每人捐助

2∞元。是年，该校共设 8 个班级，在校生 480 人，教师 16 人。 2∞5 年，有 6 个班级，在校

生 260 人，教师 10 人。现代化教学设备有电脑 20 台及投影仪、打字机等。体育设施器材

有高低杠、单双杠、爬杆、篮球、排球、羽毛球等。

大庙镇树荣小学 位于大庙镇三河村，前身是 1966 年建的三河小学。 1998 年，回乡

办企业的原省直机关离休干部三河村人李树荣，见村小学瓦房破旧，教学设施简陋，捐助

学校 12∞元;1999-却02 年捐助 9∞0 元;2∞4 年春捐助 70∞元，8 月慷慨解囊捐赠 36

万元，动工兴建三河小学教学楼，并严把工程质量关。至 11 月底， 1 栋二层 20 间共 600 平

方米教学楼竣工。同时，围砌院墙，新建电脑室、图书室、运动场、教师宿舍、食堂等，添置

电脑、文娱体育器材、课外读物等。经县政府批准三河小学更名为树荣小学，并树立"功德

碑"以示后人。 2∞5 年将附近常庄小学并人，在校生超过 300 人，教职工 11 人。 12 月 29

日举行更名和揭碑仪式。是年，树荣小学又接受捐助 4.2 万元。其中市教育局 3 万元、李

树荣 4∞0 元、孙启君 20∞元、新世纪电脑公司 3∞0 元。

第三节 中学教育

一、发展概况

1986 年，全县有初中 46 所，教学班 424 个，在校生 33897 人。 1992 年，有初中 50 所，

教学班 447 个，在校生 240∞人左右。 1993 -1999 年初中基本保持在 42 所左右。由于

普及初中教育力度加大，办学条件改善，在校生由 1993 年的 23231 人增加到 1999 年的

37774 人。 2∞0 年以来，初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在校生逐年增

加。 2∞1 年全县初中 41 所，在校生 38303 人。 2∞2 年 40 所，在校生 39718 人 ;2∞3 年 39

所，招生数达到 15864 人 ;2004 年 38 所，在校生 44539 人 ;2005 年全县初中 40 所，在校生

43225 人，毕业班学生 13944 人。

1986 年，全县有凤阳中学(简称风中)、临淮中学、武店中学、小溪河中学、总铺中学、

板桥中学和大庙中学 7 所普通高中(简称普高) 0 1988 年武店中学、小提河中学、总铺中

学、板桥中学和大庙中学改办职业高中，实行一校两制(即普通班和职业班并存) 0 1993 

年，凤中和临淮中学 2 所普高在校生 2908 人， 1995 年降到 2420 人。 1996 年普高增加 1 所

凤阳县第二中学(简称凤阳二中) 0 1997 年，恢复武店中学、小提河中学、总铺中学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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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001 年，全县普高毕业生 1481 人，招生 2110 人，在校生 5465 人，毕业班学生 1431

人。 2005 年，全县 6 所普高共有 187 个班，毕业生 2665 人，在校生 11441 人，毕业班学生

3100 人，专任教师 619 人。教学设施共拥有实验室 3718 平方米，图书 127320 册，微机室

959 平方米，微机 611 台。

县民办中学教育，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1985 年 7 月开办洪武少林武术体校(后

改名洪武少林武术学校) 0 1994 年创办江山私立中学，2002 年并入江山中学。 2004 年，

建成皖北文武学校。 2005 年，博文国际学校建成，兴华双语学校开始兴建。

二、教育教学

课程设直 1986 年，全县初中课程标准执行的是教育部颁布的初中教学计划。初一

年级开设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植物、体育、音乐、美术等科目;初二开设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政治、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等科目;初三开设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体育等科目。 20∞年以来，各年级增设信息技术课。 2004 年

开始，执行教育部颁布试行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1986-2∞5 年，高中学制为 3 年。全年教学时间 40 周，实行一周五天授课制。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开始从高二起实行文理分科。文科开设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 6

门课程，理科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6 门课程。 1986 年开设语文、数学、

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等课程。 1995 -21∞0 年，生物、地理、物理、

政治为会考科目，高考不再考试。 2000 年，普通高中的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必修

课有政治思想、信息技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

术、综合实践活动等。 1999 年开始，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于每年 6 月进行。科目为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高二会考历史、生物、化学、英语、物

理、地理 6 科，高三会考语文、数学、政治 3 科。 2001 年，政治调到高二、历史调到高一、外

语调到高三会考。 2002 年，信息技术列入高中毕业会考。 2∞5 年，高三会考语文、英语、

政治 3 科，会考试题由省统一命题，市教育局组织阅卷，本县组织考试。会考期间，省、市

派检查组督察。会考不及格者允许补考 1 次，补考有一门学科不及格者，不发毕业证，但

可报名参加高考。

教学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县初中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教学方法基本上为

"应试教育"服务。为提高中专升学率，教师加班加点，搞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学生疲于

昕课、做试题。 1996 年以来，初中教育向素质教育方面发展。 2004 年各初级中学实施农

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简称农远工程) ，有 24 所初中实现现代化教学。同年，将全

县 36 所初中和 10 所完全中学初中部分成 7 个片统考。以设有初中部的完全中学为龙

头，组织本片初中各年级进行期末统考。学生在本校考试，外校教师监考，集中阅卷、统

分。最后分科统计成绩，按参考学生总平分由高到低排列学校和任课教师的名次，并汇编

成册上报教育局。统一试卷、统一时间、统一阅卷、互相监督，保证了成绩的真实性，有效

地检测出各校的教学水平。

1986 年，全县中小学校继续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87 年后，各中学实施《全日

制中学体育教学大纲) ，均能保证每周两节体育课教学时间。体育教师上课有计划、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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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次，注重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1986 年以来，县教委得年召开一次中小学体育工作会

议，恙结研究改进体宵教学方怯;每两年在萨付一次全甚中学生体育运动会。

1986 年开始，县普通高中普遍采用"黎世法"教学挠。 i忡98部8 年提出废除强填硬塞的

"大濡灌

以学牛生净为主体转化o 1995 年开始，风中、临淮中学、岚陆二中等学校推广"日林教学法

教辉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吃透教材，明确教学吕栋，在课堂教学中阻挠目标，选择适当的方

法，将教学过程变成达标过程。普丸后，在县教研室摇号李F各中学转变观念"务求实敖，强

h推进集体提课活动，以期达到合作交泣，集思广益，缩短新老教师之间的差距，

目的。 1999 年，由应试教育向素摆教育转变，把思想品德、文住与摔药、

实践均创新、生袖手n实际能力等与文化器等民列为教学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素盘;在教学

过程中，提倒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各校实施"培统

种差"工程，在"培忧"的两时，每校教蝉集资 5 一→ 10 位后进生的"补差"。武店中学实路

《教师教学责任制}，把对层次不剖学生培拉补聋的任务承包到每个教婷，教部为每个学

生制定"学习目标"、"导学方案并阳最睁学过程，评价导学成果。另外，还采取"走出去

引进来"、学习借鉴、建呈长补短等举擒，提高敏学教研水平。

招生 1986 年跃前，郭中招生由主皇统一命腿，考试科目为语文( 100 分) ，数学(100

分)和常识(30 分) ，考试由县教育局组锁，各镇具体集资监考、部卷工作。并提据招生计

划，划定录取分数线，从高分到保分择优录取。 1987 -2005 年，韵中招生考试与小学毕业

考试合二为一，也县统一命题，考试科目及分值未变。各中学韶娱垮试i海卷， }L参加考试

的小学平业生全部升入初中，考试成绩作为县教委扭.IJ评小学教学建立衰的手在据。间一乡镇

有两所以上中学的起片招生，就近入学。凤中和i搞淮中学部中部窍 1986 一 1993 年，根据

招生踊标在驻地镇革围内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其余升学学生就近升入挤在销其他中-r

1994 年开始，甚教委改革府城、临淮两镇初中捂生办法，将招生揭标按比例分配到各小

:黑中主人费城各小学招生 40% ，风工中 60% ，将涯中学从!在淮各小学招 60% ， 1临淮工中

招 40% ;各小学截据学生平时成绩和最后考试成绩决定输送生摞c 同时规定，上年已被

岚陆工中、辑推工中录取米报酬返阳小学复习的，不得录取岚阳中学和1临淮中学。

1986…2005 年，普通向中招生考试与中等专虫学校考试(以F简称中考)一次性进

行，使用省命题的中考试卷，由市教委(r督教育玛〉组织考试阅卷。其间， 1986 年到 1998

年实行预选考试，与初中毕业考试一次'除进行，先海汰部分韧中毕业生。预选由县统一组

主究，统一试卷，统一时间，接参加中考考生数的1. 5 倍将旗边指标分配到各区镇(1992 年

后分配到各中学)具体负责考试揭巷、确定蛮选学生工作。预班上的学生参剧中考n 1999 

年取消预选考试。

1986 年，中考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 1988 年将英语列入中考。 1996

，凡报考省重点普高的考生必2莫如试体育〈考 100 米跑、原地推铅球、立定镜远兰项，

项 10 分，共 30 分) ，成绩诗人中考恙分。 1998 年中考科目增加历史，体育始试扩大到市

2004 年凡报考省、市重点普高的考生必须加试理化实验操作，摸分 10 分，计

入中垮总分。 1998 年棋来，中考语文、数学电英语各 150 分，理化合卷 150 分〈辑理 90 分、

化学 60 分) ，政史合卷 150 分〈政治部分、历史 70 分) ，报考省、市重点普真如体菁、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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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操作，总分 790 分，报考中专和一般普高总分 750 分。

1986一 1993 年普高招生录取，凤中按志愿在全县范围内择优录取，其他学校划片招

生。 1994-2001 年，凤中在全县范围内(临淮中学、凤阳二中毕业生除外)统招，临淮中学

向小摸河、板桥、临淮、总铺统招，凤阳二中面向武店、刘府、凤城区统招(统招有指标限制，

1994 年临淮中学统招 2∞人、凤阳二中统招 100 人) ，其他学校在原区镇范围内招生。

20∞年始，各完中普高招生均按志愿在全县范围内择优录取。 2∞3 年以来，凤中将一定

比例的招生指标定向分配到各农村初中，当年计划招生 550 人，其中 138 人定向分到农村

初中。

1990 年开始，部分学校招收自费生，当年凤中招 100 人、临淮中学 40 人、凤阳二中 30

人。 1996 年凤中招 124 人、临淮中学 70 人、风阳二中 62 人。 2000 年后，普高均招自费

生。各校招收自费生的人数、分数线、收费标准各不相同。

1987 年开始，县教委规定，复读两年以上的历届生不得报考中专和省、市重点普高，

复读生的预选指标不超过 20% (1 994 年降到 10% 以内) ，风中录取历届生不超过招生指

标的 5% ，临淮中学不超过 10% 0 2∞3 年，将历届生录取市重点普高的比例降到 3%

以内。

1986-2∞2 年，中考考点设在府城和临淮两镇。 2∞3 年适逢非典，根据省教育厅

"不得把学生集中到县城考试"的规定，中考考点分设在有完中的各乡镇。 2004 年以来，

考点设在府城、临淮、武店、总铺 4 镇。

升学 1986一 1993 年，全县年均向高等院校输送学生 200 多人，其中本科每年 70 人

左右。 1994 年输送达 378 人，其中本科 135 人。 1995 一 1998 年每年输送学生均超过4∞

人，其中本科每年均在 170 人左右。 1999-2002 年，年均输送 7∞人左右，其中本科 1999

年 238 人、2000 年 360 人、2∞1 年 413 人、2002 年 482 人。 2003 年开始，输送学生突破

1000 人，其中本科占 60% 以上 ;2004 年 1736 人，其中本科 826 人 ;2005 年 1795 人，其中本

科 876 人，为全县历史上考取高等院校和大学本科最多的→年。

凤中 1986-2∞5 年，共向高等院校输送学生 3509 人，其中唐兵、鲁国吕、陈成、陆伟、

陈鹏飞先后被清华大学录取，吴孝娟、费维琦、杜轶、李博洋先后被北京大学录取，徐彬、胡

玉新、如刘l团结、邵雷鸣

吴穹先后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另有 300 多人被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等大学录

取。临淮中学 1986一1995 年，每年向高等院校输送本科生 15-19 人; 1996一 1998 年，每

年 20 人以上; 1999 年 35 人，2000 年 45 人。 2∞2 年达 119 人，2003 年 179 人，2∞4 年 346

人，2005 年 302 人。 2002 年，该校刘超以 636 分的成绩名列全县理科应届第一名，被天津

大学录取。小溪河中学 1986-2005 年共 1307 人参加高考，有 370 人考取高等院校，其中

本科 28 人、专科 77 人、高中专 265 人。总铺中学 1986-2∞5 年有 1333 人参加高考，341

人考取高等院校，其中本科 28 人、专科 281 人、高中专 30 人。武店中学 2∞3-2∞5 年，

共有 25 人考取本科院校，专科达线率高达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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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2005 年凤阳县高考学生录取大中专院校情况表

表 18 -1 -1 

参加高 录取人数 参加高 录取人数
年份

考人数
年份

考人数本科 专科 高中专 本科 专科 高中专

1986 820 106 57 36 1996 1474 178 193 83 

1987 756 71 90 52 1997 1556 166 220 60 

1988 827 76 115 39 1998 1506 178 231 59 

1989 808 62 109 39 1999 1803 238 1999 95 

1990 881 68 91 20 2仰。 1803 360 306 ∞ 
1991 902 71 106 35 2001 1407 413 153 41 

1992 891 78 102 33 2002 1583 482 176 58 

1993 891 89 1993 44 2003 1930 624 408 116 

1994 1236 135 1994 l∞ 

;二γ
826 723 187 

1995 1358 143 1995 76 3199 876 717 202 

三、学校选介

凤阳中学 位于县城府东街，其前身淮南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元年( 1736 年) ，在明代

凤阳府衙署前。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改为官立经世学堂，二十九年易名凤阳府中学

堂。民国 3 年 (1914 年)改为省立第四中学， 17 年与省立五师、游县八中、Df胎九中合并为

省立第五中学，迁人今址。民国 23 年，改称凤阳中学。抗战胜利后，改为县立中学。民国

37 年秋，南迁泾县、南陵后，一度停办。民国 38 年 10 月，复建为县第一初级中学。 1956

年，增设高中部为县属完全中学，改名为安徽省凤阳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曾更名红

旗中学，后称凤阳县凤阳中学，21 世纪初改为现名，2005 年 4 月被省教育厅命名为省示范

高中 O

1986 年，该校有 27 个班(初中 13 个班、高中 14 个班) ，比 1985 年 33 个班减少 6 个

班;在校生 1559 人(初中 778 人、高中 781 人) ，比 1985 年 2050 名学生减少 491 人;教职

工 131 人(初中教师 54 人、高中教师 61 人 )0 2000 年，教职工 170 人(其中教师 150 人、职

工 20 人)。至 2005 年，学校占地 64490 平万米，其中运动场占地1. 92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24120 平方米。拥有教室 60 个(主教学楼 30 个、前教学楼 19 个、实验北楼 11 个)、

实验室 12 个(含电脑室、语音室)、阶梯教室 1 个、多功能厅 1 个、多媒体教室 4 个、微机教

室 4 个;学生生活区有男女生公寓、餐厅和洗浴室，总建筑面积 7200 平方米;教职工生活

区有 1 幢 6 层和 2 幢4 层住宅楼，总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全校共设48 个教学班，在校生

近 3000 人:教职工 194 人，其中专任教师 169 人、高级教师59 人、中级教师 74 人。专任教

师中大学学历 151 人、大专学历 15 人。

20 年来，该校先后被授予安徽省体育传统学校、南京军区招飞工作先进单位、安徽省

花园式学校、游州市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惊州市德育工作甲等学校。据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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