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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柳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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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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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 ．史
十年浩劫，海龙二中(完中)被肢解成多所四年制中学和带帽中

学，使海龙县朝鲜族中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o

1978年2月，县委、县革委会根据全县广大朝鲜族群众和干部的

要求，决定在县所在地梅河口集中办一所朝鲜族完中o

1978年3月，以梅河口朝中师生为基础(教员21名、学生355

名)，从海龙县二中、九中、平等校调进7名教师和90名学生，从其它

学校调进5各教师后组建了海龙县第十一中学。县委任命朴哲燮为

、校长、李兑星为书记。县委、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刘德春、顾问高非、县

教育局王林局长为十一中的组建给予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o

1978年4月19日举行了建校庆祝大会(校庆日)o

1980年被确定为吉林省重点中学o
。

艰苦创业(1978．3—1981．7)
建校初期，学校只有七个教室和两间办公室，办学条件极为困

难。学校领导一方面带领师生把仓库和刷胶棚改作教室，自建草房

作宿舍；一方面争取上级领导和家长的支持建校舍4564m20 1981年，

初步缓解了校舍紧张的局面。

建校初期，彻底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澄清是非，树立以教

学为中心的观点，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广

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努力，学校建立了较正规的教学秩序，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o

1979年首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考取本科6人、专科2人o

1980年140人应试，考取重点大学4人、一般本科2人、专科11人。

创业的成绩，鼓舞了师生的斗志，提高了学校的声誉。从此全县

朝鲜族中小学生的流失率明显减少，生源大量增加，办学之路越走越

宽，开创了海龙县朝鲜族教育的新纪元。

加速发展(1981．8—1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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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到1985年7月，学校事业有了较快发展o

1981年9月，高中学制由二年改为三年o

这四年，办学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o 1983年5月，省委书记强晓

初来梅视察工作后不久，省财政厅拨专款14万元，当年续建了教学

楼第三层(1330m2)o 1984年，副县长黄吉庆、政协副主席徐判权等领．

导来校视察，建议当年完成教学楼第四层的结尾工程o 1984年5月， -

县委副书记朴在龙，副县长戚连福、郭振启，县财政局长杨明久，县教

育局长孙殿文、副局长韩德春，县民委副主任许文吉等来校现场办 ·

公，决定拨款6．1万元，并争取省民委1．5万元，1984年10月完成教

学楼的全部工程o 1985年，在市财政局杨玉清和市教育局领导的关

怀下，由市财政拨款7万余元，建宿舍和住宅573m2；自筹扩建厂房

162m2，家长资助修建住宅180m2和围墙230延长米。同时充实了实

验室，购置了大量教学设备。至此，教学、生活、安全、就业等方面的

基本设施初具规模o

这四年，开展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各种试验活动。举行三次

省级、三次地级大型三语课教研活动，为省和地区朝鲜族三语课教学

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四年，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活跃。广大教师深入学习十

二大文件和《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文明教学活动，

使教师思想更加解放，心情更加舒畅。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了爱国主
。

义和文明礼貌教育活动。张海迪、老山战斗英雄的感人事迹激励学

生刻苦学习，发奋进取，涌现出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o
’

这四年，学校制定了“校规"等必要的规章制度。学校管理工作

进一步强化，教师队伍进一步充实，教师学历层次进一步提高。学生

来源不断增加，总数达960人o
‘

198：4年2月，金晓旭接任校长，金基德接任书记。

这四年，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o 1982年吴京植考入清华

大学o 1983年金昌杰考入北京大学o 1985年金文光考入清华大学，

其总分名列全省第14名，全地区第一名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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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柔道队在申德出健将的辛勤教练下，多次代表吉林省参加

全国比赛，获金牌15枚、银牌2枚。张仙花等学生多次出国参赛。

张仙花五次获得52公斤级全国冠军，一次击败前世界冠军，1986年

被命为吉林省“十佳运动员”o

这四年，学校获得多次荣誉o 1982年12月被通化地区评为先进

学校，1983年4月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先进单位，1983年12月被省教

育厅和财政厅评为勤工俭学先进单位，1984年5月被省教育厅卫生

厅和体委评为体育卫生优秀学校，i985年‘5月被国家体委评为体育

传统项目优秀学校。涌现全国先进1人、省先进1人、地区先进5人

次。

这一时期的事业成就为今后教育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o

改革创新【1985．8—1988．7)

．
1985年7月，提出《1985——1988年教育改革方案》o 8月16日

经教育局党委批复，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和岗位工作责任

制，并制定一系列配套制度。从此，简化了决策层次，增强了管理机

能，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竞争，提高了效率。

这三年，教学工作有较大改革。总结提出“三主"教学原则，每学

期举行一次教法改革大型公开课，促进青年教师业务素质提高o 65

岁的老校长多次上以练为主的复习方法示范课，青年教师心悦诚服，

交口称赞。学校根据学生理科成绩偏差的实际，将三语课的周总授

课时数由15课时减到12课时，增加理科教学时数；停用统编语文教

材，改用汉语文教材；加强实验课教学，提高学生的实验知识及技能。

针对初中生因数学基础差出现流失的实际，成立了三所朝中初中数

学中心教研组，由孙昌善组织多次数学教研活动o 1986年11月，由

金晓旭倡议在十一中首次召开了吉林省散居地区七所朝鲜族高中校

长会议，决定每年召开两次校长会议，并轮流举行公开课和开展学术

论文交流活动。这一横向联合的教研活动，达到了交流经验、沟通信

息、取长补短、促进竞争、增进友谊、提高质量的目的。



这三年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抓了两项工作：一抓法纪教育，要求

教师讲师德、爱学生，要求学生遵规守纪、言行规范；二抓理想前途教

育，要求教师献身教育培育良才，要求学生勤奋进取打好基础。

从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起，规定每年9月份集中进行尊师爱生

和文明礼貌教育。为了给上级学校和社会输送合格的毕业生，突出

加强了毕业生教育和中差生的提高工作。

这三年，勤工俭学工作有较快发展o 1987年对机带厂的旧设备

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年利润稳定在，3—5万元，固定资产增值到30万
●。一
兀0

．

这三年，扩建厂房、炉房、库房、食堂512．8m2，修建围墙140m，投 ．

资8．95万元。

体制改革以来，教师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教育质量有新的提

高，事业有了新的发展o

经过三年的改革实践，初中学额巩固率达到96．5％，体育达标率

达到92％，患病休学率降到O．51％，升学率进一步提高o 1985年考

人大专以上34人，1988年猛增到100人o 1986年在高师考试中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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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各项管理工作，走止了正规化、规范化、现代化的道路。

经过多年实践总结，1993年6月制定了“四制”实施方案，1994年3月

制定了《特长生培养和奖励规定》，1995年修定了《教职工工作量、工

作考核、工作津贴及奖罚规定》，1997年3月制定了《依法治校实施方

案》o这些措施对学校管理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学校教学工作主要抓了四件大事。一是抓课堂教学

遵循“三基三主"的路子。即在教学内容上讲清基础知识、练好基本

技能、渗透基本观点；在教学方法上贯彻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练习主

线。学校以“三基三主"为标尺要求和评估教师的课堂教学，特别强

调课堂教学德育主渠道的作用，没有德育渗透的课视为不合格的课。

二是抓了青年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工作。根据多数老教师退岗和大

量青年教师新上岗的实际，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培养提高青年教师，

取得重要成绩，一批青年教师成为教学骨干或尖子。三是抓了中差

生的提高工作。根据生源基础普遍差的实际，采取“包保定标”施教

措施，对中差生进行了十分有效的提高工作。近几年考上大学的学

生中有三分之二在高中一年级时是中差生。在1997年高考中，32名

自费生16人考入本科院校。四是抓了教学手段改革工作o 1995年

起，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要求教师逐步摆脱黑板加粉笔的单一的传

统教学手段，逐步适应了电脑化教学的需要o 1997年8月学校明确

规定：凡50岁以下的教师必须在一年内能用微机打字、出题：计分，

并熟练掌握录像教学。现有72名教师已经达标o 1989年9月试办

高中英语实验班。从1995年9月开始初中部分班级开设英语课。

1995年9月试办二年制职高班一个，1997年7月全部毕业自谋职业。

这一时期，学校花大力气抓了教师队伍的调整、充实、优化和规

范工作。制定了《教职员工作细则》、《教师教学工作常规》和各种评

优条件o，调出一批不称职教师，退养一批病老教师，吸收一批有培养

前途的青年教师。学校树立了师德标兵、教学成绩突出的典型和学

科带头人，表彰了一批优秀任课教师o

目前，班主任全是42岁以下的教师，42岁以下的教研组长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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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o在136名在编教职员中有本科学历者84人，占61．8％；有专

科学历者42人，占30．9％；有中专学历者(非专任教师)10人，占

7．3％o年龄在50岁以下的教职员占89．9％，35岁以下的教职员占

58．1％o 1997年8月，为强化对教师的督导工作，单独成立了督导教

研室，配备督导员4人(高级教师2人，一级教师2人)o教师队伍的

专业、学历、年龄结构合理，大都安居乐业，发展潜力很大。

这一时期德育工作主要抓了爱国主义教育、理想前途教育和行

为规范教育。为此，学校严格执行升国旗制度、晨训制度和家长会制

度；制定《“三德"规范》、《学生奖惩条例》o开展了节日教育活动和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发展了学生的个性特长，陶冶了学生的高尚情

操。每年4月20日(校耻日)组织犯罪案例报告会。学生的纪律、卫

生、礼貌行为习惯大大增强，劣迹行为大大减少，优秀学生不断涌现。

近几年在高中生中培养党员4名。勤奋求实进取的学风已经形成。

这一时期，办学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o 1990年至1993年扩建

锅炉房175m2，投资6万元；1993年全额集资建住宅楼4725m2，全校教

师人均住房达到16．1m2；1995年小学搬出，学生宿舍扩充700m2。

1997年以来对教学楼、宿舍、食堂进行较大维修，自．筹投资42．5万

元。仅在1995年以来自筹购进教学设备价值74．5万元，自筹购“三

供一排"设备价值35万元。近两年学校教学设备的添置，品种全、数

量多、档次高、投资大。

这一时期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一部分中青年教

师提拔到校级和中层领导岗位o 1990年4月，学校党支部升格为党

总支o．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12人中，有特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2

人、一级教师7人、党员7人，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4．3岁。

这一时期，高考成绩稳定上升。从1994年起，每年考入大专以

上超过100人，1993年姜光文获吉林省高考文科状元，1997年金学

哲、姜明文分获通化市高考文、理科总分第一名。

这一时期，学校多次获地、市各种荣誉o 1989年9月被命名为梅

河口市模范学校，多次获通化市高中教学先进学校荣誉。同时涌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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