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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 育人为本(代序)

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学校

是培养人才的摇蓝，承担着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重任。为国家经济建

设服务的各类栋梁之才。 ．

学校白五十年代初建校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程，从南师

附小到地区实验小学、南阳市第十三小学，都是在上级党、政领导

的关怀下，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壮大发展的。

我1974年至1984年曾在这块园地沃土上耕耘，担任校长工

作。回顾几十年的办学历程，学校历届领导都能在以德育领先。

育人成才的目标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形成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他们的有效做法我概括归纳为：“五个带头、五个规范、五个坚持、

五个育人、五个结合”o

五个带头：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学习政治业务带头．

遵守规章制度带头，深人教学一线带头．改革实验带头。

五个规范：管理规范，招生计划规范，教学规范，收取费用规

范．规章制度规范。

五个坚持：坚持从严治校，坚持名师任教，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坚持高质量育人，坚持创办名校。

五个育人：管理育人，教学育人，环境育人，活动育人，服务育

人。

五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运用相结合，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

外活动相结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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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了上述做法，学校的教学质量总是较高的．毕业生

升学率高，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成才的多，有的当上了厂长、书记，

有的成了作家、记者，有的成了名医，还有的成为驾驶员等等。这

些学生回校时，总是说：他所以能够成才是与在小学时打的好基

础分不开的。在一次我校与兄弟学校交流办学情况时，竟有同志

称赞说：你们真是“办学有方、育人有术，硕果累累，桃李芬芳”。

几十年来学校受到过很多表彰和奖励。我总觉得我们办学不辱

使命，为国家培养了有用人才，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现在我虽然

退休了，也感到欣慰。

我衷心祝愿学校越办越好，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2·

刘芳广
2004年6月20 El

(作者1974—1984年任南阳市第十三小学校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作指导，坚持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实

的原则，客观地反映学校各个时期的面貌。

二、本志上限1951年2月，下限2000年12月，凡49年。

三、本志结构为横排竖写，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学校内部管理

结构为纬，分章立节。

四、本志按公历纪年。

五、全志采用记、志、传、述、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六、以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必要时冠以职务。

七、坚持生不立传。选介人物为学校党政领导，为学校教育

教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在师生中享有威望的教师、先进模范

人物、优秀教师、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按到学校工作

的时间先后为序。

八、本志采用记述文体，采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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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校名改革： ．

1951年1月一1953年7月，南阳师范附属小学。
1953年8月——1957年7月，南阳地区教育行政干校附属小

学。

1957年8月--1968年6月，南阳专区实验小学。
1968年7月——1969年，南阳地区第一实验小学。

1969年--1971年，南阳市八一厂“五七”学校。
1971年——南阳市第十三小学。

二、校史概况：

南阳市第十三小学位于中心城区民主街西端，座北朝南。南

依规划建设中的商业住宅区，西依中心广场，毗邻为南阳修复开

放中的“南阳府衙”。学校环境优美，景色怡人。

1951年，学校建校时，学校建筑面积为600多平方米，招收新

生100人，教师15人。学校全称为南阳师范附属小学，学校归南

阳师范领导，业务上归南阳地区教委指导。1954年学校更名南阳

地区教育行政干校附属小学．归属地区教育局领导。1954年秋．

南阳地区教育局搬出所属房产移交学校，学校面积增加6600多

平方米，学校设有图书室、仪器室、阅览室，修建操场o 1956年，初

具规模，学校拥有15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650多人，教学成绩

裴然，学生全面发展。

良好的开端仅维持几年，极“左”路线即打破学校宁静、和谐

的局面o 1958年，全国上下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学校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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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灾区，多名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学校一度让右派边劳动边上

课，采取找人代课等o ：

1961年，学校深入贯彻中央颁布<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

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学上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堂

教学以教材为主，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主导作用，学校教学秩

序恢复正常，教育与生产协调发展，学校班子团结务实，全体教职

工同心协力．认真学习，深钻教材，掌握重点，授课深入浅出o

1962年——1966年，学校教学成绩突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也在劫难逃。1966年停Jt招

生o 1968年，南阳八一厂派代表进驻，学校更名为南阳八一厂“五

七”学校。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已荡然无存，部分教师流失。值得

庆书足学校财产保存完好。

1969年学校建立了“革委会”，所谓“大老粗要管大老细”，教

学秩序大乱。1970年南阳地区电影公司搬走所属房产移交学校，

学校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学校购置部分图书，添置一些课桌。

“文革”10年，教育事业损失惨重，这既是学校悲哀，亦是整个教

育悲哀。

1977年学校为了勤工俭学，成立了校办印刷厂。进入八十年

代，南阳市第十三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拥有25个教学班，

1300多学生，50多名教师，教职员工任劳任怨，团结奋斗、教书育

人，教学成绩突出o 1980--1989的，升学率在南阳市名列前茅。

并连续9年被评为质量评估先进单位。

1983年，由学校修建一号办公楼14问。1983年学校修建一

号教学楼有教室6个o 1987年，修建二号教学楼有教室6个。为

了改善教师住房条件。1992年建。三三制”一号集资楼16户o

1995年修建二号教职工宿舍楼10户。1988年学校对校园进一步

进行规划，并将前院活动场所全部硬化，校园绿化、硬化达到标

准。1996年综合教学楼动工兴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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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德育为主，五育并

举，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狠抓常规，学校加强实验室、仪器室建

设o 1982年一1990年连续被评为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1983
年在王永民先生及两位北京专家支持下，地区教育局确定在学校

办实验班。实验班1983年9月向全市招生，实验班最后一届是

1996年毕业，实验班注重幼儿早期智力开发，对学生进行。直呼音

节，提前读写”，效果很好。主教实验班教师李靖教师多次被评为

劳动模范。

1988年获南阳市的拔尖人才奖。1985年学校实验成果获南

阳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3年9月至1987年8月，学校班额减少每年有教学班18

个，截止1987年有学生1008人。教职工51名，教师学历全部达

标．成为南阳首批学历达标学校。

1989年9月，学校正常教学班减为16班，学生人效1000人

左右。1989年9月，学校开设聋哑班。1990年9月聋哑班从学校

迁出．独立成为南阳聋哑学校。1989年受南阳市教育局秕准委托

开设启智班，启智为九年制，面向全市招生。1999年5月，宛城区

启智学校挂牌成立，南阳市副市长李天成、市区教委、民政局、残

联等领导参加挂牌仪式。

进入九十年代，南阳经历了撤地设市改革进行划区调整，南

阳市十三小学由宛城区接管，学校借改革东风，放开手脚，各方面

工作发生着巨大变化，学校进行改建、美化、硬化、绿化、校容校貌

发生巨大变化，修建旗座、旗杆、德育墙、七彩笔德育长廊，配备了

微机室，拥有3栋教学楼，2栋教工宿舍楼；有微机室、图书室、仪

器室、电教室、档案室。教学设备精良，仪器设备齐全，档案管理规

范．学校主要机构校委会、党支部、教代会、工会、教导处、政教处、

少先大队部、总务处等。
。

从1995年以后，先后购进录音机25台，彩电2台．影碟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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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投影机17台，购进电脑32台。打印机一台，钢琴一架，电教

音响一套，电教设施达市一级标准，将改变师生工作学习条件为

经常化行为。1996---2000年，学校先后购置桌凳一百多套。其余

的全部油漆翻新。2000年为微机室装上柜式空调，添置图书仪

器。1987年，小学毕业生会考位居第三名o 1994年一1999年学

校年年被评为区教学工作先进单位。1995年，在质量评估表彰会

学校做典型发言。1996年，小学生质量评估先进单位。1987年．

小学毕业生考位居第三名。1997年—∞00年，学校先后获区“文
明单位”，“标兵文明单位”、“花园式单位”、“百佳校园”、“先进党

支部”、“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教育教学工作先进单位”、“综

合治理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师德师风建设先

进单位”、“卫生工作先进单位”、“教学教研先进单位”、“合格家长

学校”、“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全国红领巾助残先进集体”、。助

残先进单位”、“治安模范单位”等三十多项称号。在宛城区举行

各项活动中，均获得奖项。

而今，十三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遵循教育方针，按照新世

纪时代的育人要求。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终生发展——努力实

施人生基础教育”的办学宗旨，提出了“培养提高学生的思想道

德、文化科学、身体、审美、劳动和心理等方面的基本素质，并促进

学生个性的发展，为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好准

备，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奠定基础”的素质教育总体目标

和“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用正确的教育思想全力培养人格健全、

基础厚实、善学上进、体魄强健、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

的育人目标；采取。以德育工作为灵魂，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现

代化教学设备为保证，以课堂教学改革为契机，以全面提高师生

素质为目标，追求和谐中的竞争，竞争中的和谐”的工作思路；形

成了“勤奋学习、求实创新、文明守纪、团结向上”的校风和自己的

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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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十-tJ,学为祖国的基础教育培养了一批批合格的

小学毕业生．有着辉煌的昨天．在跨进新世纪的素质教育工作中，

十三小学的今天是灿烂的，十三小的明天将是更美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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