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校。

志

Q黍第一申学校志__编辑委员会编



嬲?8戳 “、商



创校时间：1 925年

校庆日：4月7日

校 训：严·勤·实·活

奋斗目标：努力办成省内高质量、第一流、有特色，能起一
定示范窗口作用的一所中学!



福清一中校园平面图1：3000
I门 房 14食 堂

2办公楼(功荣明大楼) 15学生浴室

3图书馆(学善楼) 16教工宿舍

4跃进楼 17教工宿舍

5融侨教学楼 18教工宿舍

6．新生楼 19校办厂办公楼

7实验楼 20校办厂车间

8初中教学楼 21校办厂车间

9教工之家 22厕 所

10礼 堂 23厕 所

11女生宿舍楼 24厕 所

12友爱楼 25配电房

13男生宿舍楼(元洪楼) 26贮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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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第一中学校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周继光

委员：黄献荣 陈道端 林世甲 魏公庆

总纂：魏公庆

校订：林世甲 魏德光

《福清第一中学校志》初稿撰写者

魏公庆：第一章第十一章(部分) 第十二章i部分) 大事记

唐超：第二章

魏德光：第三章第十一章(部分)

黄献荣、吴继斌：第四章

林修轩：第五章

邹国宝、林茂翔：第六章

俞昌连、吴宗法：第七章

林敦良、林心煌：第八章

倪国梁：第九章

陈台棋、陈厚文：第十章

林孝金：第十二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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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一中(含县中、文光、闽海)校志

目 录

序

凡例
’

第一章概述·：⋯⋯⋯⋯⋯⋯⋯⋯⋯⋯⋯⋯·⋯⋯⋯⋯⋯⋯⋯(1)

第一节校史沿革⋯⋯⋯⋯⋯·⋯⋯⋯⋯⋯⋯⋯⋯⋯⋯··(1)

第二节基本情况⋯⋯⋯⋯⋯⋯⋯⋯．⋯⋯⋯⋯⋯⋯⋯⋯⋯．(2)
一、领导体制与机构⋯⋯⋯⋯⋯⋯⋯⋯⋯⋯⋯⋯⋯⋯⋯⋯⋯⋯⋯⋯⋯⋯(2)

二、师资配备与待遇⋯⋯⋯⋯⋯⋯⋯⋯⋯⋯⋯⋯⋯⋯⋯⋯⋯⋯⋯⋯⋯⋯(2)

。三、办学规模与生源⋯⋯⋯⋯⋯⋯⋯⋯⋯⋯⋯⋯⋯⋯⋯⋯⋯⋯⋯⋯⋯⋯(2)

四、校园校舍与设备”一“”“””一””一””一”“一”⋯”一⋯”(3)

第三节办学经验⋯⋯⋯⋯⋯⋯⋯⋯⋯⋯⋯⋯⋯⋯⋯⋯⋯．(4)
一、加强党风和班子建设⋯⋯⋯⋯⋯⋯⋯⋯⋯⋯⋯⋯⋯⋯⋯⋯⋯⋯、⋯⋯(4)

二、有效实施行政管理⋯⋯⋯⋯⋯⋯⋯⋯⋯⋯⋯⋯⋯⋯⋯⋯⋯．⋯⋯⋯⋯(5)

三、重视开展德育工作．．．··⋯⋯⋯··⋯⋯⋯⋯⋯⋯⋯⋯⋯⋯⋯⋯⋯⋯⋯”(5)

四、认真探索教学法改革⋯⋯⋯⋯⋯⋯⋯⋯⋯⋯⋯⋯⋯⋯⋯⋯⋯⋯⋯⋯(6)

五、狠抓师资队伍建设⋯⋯⋯⋯⋯⋯⋯⋯⋯⋯⋯¨一⋯·⋯⋯·⋯⋯⋯⋯⋯(7)

第四节办学成果⋯⋯⋯⋯⋯⋯⋯⋯⋯⋯⋯．．．⋯⋯⋯⋯⋯·(7)
一、“五育”并举⋯⋯⋯⋯⋯⋯⋯⋯·⋯⋯⋯⋯⋯⋯一v⋯⋯⋯⋯⋯⋯⋯⋯·(7)

二、先进典型⋯⋯⋯⋯⋯⋯⋯⋯⋯⋯⋯⋯⋯⋯⋯⋯⋯⋯⋯⋯．．．⋯⋯⋯⋯(8)

第二章、领导与管理⋯⋯⋯⋯：⋯⋯⋯⋯⋯⋯⋯⋯·⋯一⋯⋯”(10)

第一节机构设置⋯⋯⋯⋯⋯⋯⋯⋯⋯⋯⋯⋯⋯⋯⋯⋯“(10)
一、学校隶属关系⋯⋯⋯⋯⋯⋯⋯⋯⋯⋯⋯⋯⋯⋯⋯⋯⋯⋯⋯⋯⋯⋯(10)

二、学校领导体制的变化⋯⋯⋯⋯⋯⋯⋯⋯⋯⋯⋯⋯⋯⋯⋯⋯⋯⋯⋯(11)

[附录一至附录四]⋯⋯⋯⋯j⋯⋯⋯⋯⋯⋯⋯⋯．．．⋯⋯“⋯⋯⋯⋯(12)

三、学校行政机构和职能部门的设置、变化⋯⋯⋯⋯⋯⋯⋯⋯⋯⋯⋯⋯(14)

[附录五至附录七]⋯·⋯⋯⋯·⋯⋯⋯⋯⋯⋯⋯⋯⋯⋯⋯⋯⋯⋯⋯·(15)

四、党团组织、工会、民主党派的建立与发展⋯⋯⋯⋯⋯⋯⋯⋯⋯⋯⋯(17)

[附录八至附录十]··⋯⋯⋯⋯⋯⋯⋯⋯⋯⋯⋯⋯⋯⋯⋯⋯⋯⋯一．．(19)

第二节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21)
一、党员和教工的思想政治教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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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党建的首位，⋯⋯⋯⋯⋯⋯”：⋯⋯⋯(22)

三、健全民主生活会制度⋯⋯⋯⋯⋯⋯⋯⋯⋯⋯⋯⋯⋯⋯⋯⋯⋯⋯⋯(24)
、

四、校风、师德建设⋯⋯⋯⋯⋯⋯⋯⋯”“⋯⋯⋯⋯⋯⋯⋯⋯⋯⋯⋯⋯”(25)

[附录十一]⋯⋯·⋯⋯⋯⋯⋯．．．⋯⋯⋯⋯⋯⋯⋯⋯⋯⋯I．．⋯⋯⋯“(26)

五、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厶⋯⋯⋯⋯⋯⋯⋯⋯⋯．．．⋯⋯⋯⋯⋯·(27)

六、党组织的管理⋯⋯⋯⋯⋯⋯⋯⋯⋯⋯⋯⋯⋯⋯⋯⋯⋯⋯⋯⋯⋯⋯⋯(30)

第三节行政领导与管理⋯⋯⋯⋯⋯⋯⋯⋯⋯⋯⋯^⋯“(31)
一、学校主要会议制度⋯⋯⋯⋯⋯⋯⋯⋯⋯⋯⋯⋯⋯⋯⋯⋯⋯：⋯⋯”(31)

[附录十--]⋯⋯⋯⋯⋯⋯⋯⋯⋯⋯⋯·⋯⋯⋯⋯⋯⋯⋯⋯”：⋯⋯“(33 j

二、岗位职责和规章制度⋯⋯⋯·”⋯⋯⋯⋯⋯⋯j⋯⋯⋯⋯⋯⋯⋯⋯一(33)

三、教职员考核与奖惩⋯⋯⋯⋯⋯⋯⋯⋯⋯⋯一⋯⋯⋯⋯⋯⋯⋯⋯⋯·(34)

四、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一“⋯⋯⋯(38)

第三章教学⋯⋯⋯⋯⋯⋯⋯⋯⋯⋯⋯⋯小⋯⋯⋯⋯⋯：⋯”(40)

’第一节教学管理⋯⋯⋯⋯⋯⋯⋯⋯⋯：⋯⋯⋯⋯⋯⋯⋯·(40)
一、教务处人员的分工与职责⋯⋯⋯⋯⋯⋯⋯⋯⋯⋯⋯⋯⋯⋯⋯⋯⋯(40)

[附录一至附录--]⋯⋯⋯⋯⋯⋯⋯⋯⋯⋯⋯⋯⋯⋯⋯⋯⋯⋯⋯⋯(44)

二，教学常规管理⋯⋯⋯⋯⋯⋯⋯⋯⋯⋯⋯⋯⋯⋯⋯⋯⋯⋯·⋯⋯⋯”(45)

三、发挥教研室的作用⋯⋯⋯⋯⋯⋯⋯⋯⋯⋯⋯⋯⋯⋯⋯⋯⋯⋯⋯⋯(49)

四、教师的检定、进修学习⋯⋯⋯⋯⋯⋯⋯⋯⋯⋯⋯¨⋯一⋯⋯⋯⋯⋯“(50)

五、抓好青年教师建设的“六招扎⋯⋯⋯⋯⋯小⋯”⋯⋯⋯⋯⋯⋯⋯⋯⋯(51)

第二节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52)
一、教务处计划⋯⋯⋯⋯⋯⋯⋯⋯⋯⋯⋯⋯⋯⋯⋯⋯⋯⋯⋯⋯⋯⋯⋯(52)

[附录三]⋯⋯⋯⋯⋯⋯⋯⋯⋯⋯⋯⋯⋯⋯⋯⋯⋯⋯⋯⋯⋯⋯⋯⋯(53)

二、教研组计划⋯⋯⋯⋯⋯⋯⋯⋯⋯⋯⋯⋯⋯⋯⋯⋯⋯⋯⋯⋯⋯⋯⋯(54)

三、课程设置与课时安排⋯⋯⋯⋯⋯⋯⋯⋯⋯⋯⋯⋯⋯⋯”⋯⋯⋯⋯·(55)

第三节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58)
一、民国时期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58)

+二、建国后教学方法的改革⋯⋯⋯⋯⋯⋯⋯⋯⋯””⋯⋯·⋯⋯⋯⋯⋯·(59)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试验⋯⋯⋯⋯⋯⋯⋯⋯⋯⋯⋯⋯⋯⋯⋯⋯⋯⋯⋯(62)

、 ， 四、考试方法的改革试验⋯⋯⋯⋯⋯⋯⋯⋯⋯⋯⋯⋯⋯⋯⋯⋯⋯⋯⋯(62)

五、物理实验室的改革⋯⋯⋯⋯⋯·：⋯⋯⋯一⋯⋯⋯⋯⋯⋯”“⋯⋯⋯·(64)

六、电教方面的改革⋯⋯⋯⋯⋯⋯”⋯⋯⋯⋯⋯⋯⋯⋯⋯⋯⋯⋯一!⋯·(64)

七、图书馆的改革⋯⋯⋯⋯⋯”⋯⋯⋯⋯⋯⋯⋯⋯·⋯⋯⋯⋯⋯⋯⋯⋯(66)

第四节学制改革⋯⋯⋯⋯⋯⋯⋯⋯⋯⋯⋯⋯⋯⋯⋯⋯(66)
[附录四至附录五]⋯⋯⋯⋯⋯”⋯⋯⋯⋯一⋯⋯⋯⋯⋯⋯“⋯⋯⋯(67)

第五节课外科技与学科活动“⋯⋯⋯⋯⋯⋯⋯⋯⋯⋯”(68)
一、民国时期的课外活动⋯⋯⋯⋯⋯⋯⋯⋯⋯⋯⋯⋯⋯·⋯⋯⋯⋯⋯”(68)

二、建国后的课外科技活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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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生动活泼的艺术周、科学周活动⋯⋯⋯⋯⋯⋯⋯⋯⋯⋯⋯⋯⋯(70)

[附录六至附录十一]⋯⋯⋯⋯⋯⋯⋯⋯⋯⋯⋯⋯⋯⋯⋯⋯⋯⋯⋯(71)

第六节教学设备⋯⋯⋯⋯⋯⋯：⋯⋯¨⋯⋯⋯⋯⋯⋯⋯．(83)
一、建国前的教学设备⋯⋯⋯⋯⋯⋯⋯⋯⋯⋯⋯⋯一⋯⋯⋯⋯⋯⋯⋯(83)

二、建国后的教学设备⋯⋯⋯⋯⋯⋯⋯⋯⋯⋯⋯⋯⋯⋯’．．．⋯⋯⋯⋯⋯(83)

[附录十--]⋯⋯⋯⋯⋯⋯⋯⋯⋯⋯⋯⋯⋯⋯⋯⋯⋯⋯⋯⋯k⋯⋯(84)

第四章德育⋯⋯⋯⋯⋯⋯⋯⋯⋯⋯⋯⋯⋯⋯⋯⋯⋯⋯⋯⋯(88)

第一节德育机构、领导和制度⋯⋯⋯⋯⋯⋯⋯⋯⋯⋯。(88)
[附录一至附录三]⋯⋯⋯⋯⋯⋯⋯⋯⋯⋯⋯⋯⋯⋯⋯⋯⋯⋯⋯⋯(89)

第二节德育目的和内容⋯⋯⋯⋯⋯⋯．⋯⋯⋯⋯⋯⋯⋯(92)
一、+思想政治教育⋯⋯⋯⋯⋯⋯⋯⋯⋯⋯⋯⋯⋯⋯⋯⋯⋯⋯⋯⋯⋯⋯(92)

二、道德品质教育⋯⋯⋯⋯⋯⋯⋯·⋯⋯⋯⋯⋯⋯⋯⋯⋯⋯⋯⋯⋯⋯“(94)

第三节德育途径和方法⋯⋯⋯⋯⋯⋯⋯⋯⋯⋯⋯⋯⋯．．(95j
一、班主任工作⋯⋯⋯⋯⋯⋯⋯⋯⋯⋯⋯⋯⋯⋯⋯⋯⋯⋯⋯⋯⋯⋯⋯(95)

二、政治课教育⋯⋯⋯⋯⋯⋯⋯⋯⋯⋯⋯⋯⋯⋯⋯⋯⋯⋯⋯⋯⋯⋯⋯(97)

三、寓于各科教学⋯⋯⋯⋯⋯⋯⋯⋯⋯k⋯⋯⋯⋯⋯⋯⋯⋯⋯⋯⋯⋯·(98)

四、课外活动⋯⋯⋯⋯⋯⋯⋯⋯⋯⋯·”⋯”⋯⋯⋯⋯⋯⋯⋯⋯⋯．．．⋯·(99)

五、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100)

第四节德育教育效果⋯⋯⋯⋯⋯⋯⋯⋯⋯⋯⋯⋯⋯⋯(101)．
一、1951至1956年⋯⋯⋯⋯⋯⋯⋯⋯⋯⋯⋯·．．．⋯⋯⋯⋯⋯”⋯⋯⋯(101)

二、1957至1966年．．⋯⋯⋯⋯⋯⋯⋯⋯⋯⋯⋯⋯⋯⋯⋯⋯⋯⋯⋯⋯·(101)
一---_,1967至1976年⋯⋯⋯⋯⋯⋯⋯⋯⋯⋯⋯⋯⋯⋯⋯⋯⋯⋯⋯⋯⋯(102)

四、1977至1992年⋯⋯⋯⋯⋯⋯⋯⋯⋯⋯⋯⋯⋯⋯⋯⋯⋯⋯⋯⋯⋯(102)

[附录四至附录五]⋯⋯⋯⋯⋯⋯⋯⋯⋯⋯⋯⋯⋯⋯j⋯⋯⋯⋯⋯”(104)

第五章总务工作⋯⋯⋯⋯⋯⋯⋯⋯⋯⋯⋯⋯⋯⋯⋯⋯⋯(106)

第一节机构与人员⋯⋯⋯⋯⋯⋯⋯⋯⋯⋯⋯⋯⋯⋯⋯(106)
一、总务机构的设立及其沿革⋯⋯⋯⋯⋯⋯⋯⋯⋯”⋯⋯⋯⋯⋯⋯⋯·(106)

二、总务负责人任职情况⋯⋯⋯⋯⋯⋯⋯⋯⋯⋯⋯⋯⋯．，．⋯⋯⋯⋯⋯(107)

三、当前总务处系统设置及人员配备图”，⋯⋯⋯⋯⋯⋯⋯⋯⋯⋯“⋯(108)

第二节校园与校舍⋯⋯⋯⋯⋯⋯⋯⋯⋯⋯⋯⋯⋯⋯．(108)
一、校园变迁⋯⋯⋯”⋯⋯⋯⋯⋯⋯⋯⋯⋯⋯⋯⋯⋯⋯⋯⋯⋯⋯⋯⋯·(108)

二、校园建设⋯⋯⋯⋯⋯⋯⋯⋯⋯⋯⋯⋯⋯⋯⋯⋯⋯⋯⋯⋯⋯⋯⋯⋯(109)

三、校舍建设⋯⋯⋯⋯⋯⋯⋯⋯⋯⋯⋯⋯⋯⋯⋯⋯⋯⋯⋯⋯⋯⋯⋯⋯(110)

[附录一至附录五]⋯⋯⋯⋯⋯．．．⋯⋯⋯⋯⋯⋯⋯·：?·⋯⋯⋯⋯⋯”(111)

第三节、经费与设备⋯⋯⋯⋯⋯⋯⋯⋯⋯⋯⋯⋯．⋯·⋯(112)
一、教育经费⋯⋯⋯⋯⋯⋯⋯⋯⋯⋯⋯⋯⋯·⋯⋯⋯⋯⋯⋯⋯⋯⋯⋯”(112)

二、设施设备⋯⋯⋯⋯⋯⋯⋯⋯⋯⋯⋯⋯⋯⋯⋯⋯⋯⋯⋯⋯⋯⋯⋯⋯(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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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第四节管理与制度⋯⋯⋯⋯⋯⋯⋯⋯⋯⋯⋯⋯⋯⋯⋯
一、总务管理⋯⋯⋯⋯⋯⋯⋯⋯⋯⋯⋯⋯⋯⋯⋯⋯⋯⋯⋯⋯⋯⋯⋯⋯·

二、总务制度⋯⋯⋯⋯⋯⋯⋯⋯⋯⋯⋯⋯⋯⋯⋯⋯⋯⋯⋯⋯⋯⋯⋯⋯

[附录七至附录A．1⋯⋯⋯⋯⋯⋯⋯⋯o⋯．．．⋯⋯⋯⋯⋯⋯⋯⋯⋯

第六章体育卫生⋯⋯⋯⋯⋯⋯⋯⋯⋯⋯⋯⋯⋯⋯⋯⋯⋯
第一节体育工作⋯⋯⋯⋯⋯⋯⋯⋯⋯⋯⋯⋯⋯⋯⋯⋯．

一、体育课教学⋯⋯⋯⋯⋯⋯⋯⋯⋯⋯⋯⋯⋯⋯⋯⋯⋯⋯⋯⋯⋯⋯⋯

二、课外活动¨⋯⋯⋯⋯⋯⋯⋯⋯一⋯⋯⋯⋯⋯⋯··⋯一⋯⋯⋯⋯⋯”

三、课余体育训练与成果⋯⋯⋯⋯⋯⋯⋯⋯⋯⋯⋯⋯⋯⋯⋯⋯⋯⋯⋯

[附录一至附录五]⋯⋯⋯⋯⋯⋯⋯⋯⋯⋯⋯⋯⋯⋯⋯⋯⋯⋯⋯⋯

第二节卫生工作⋯⋯⋯⋯。．⋯．．⋯⋯⋯⋯⋯⋯．j⋯⋯⋯⋯．．
一、‘人员与设备⋯⋯⋯⋯⋯⋯⋯⋯⋯⋯⋯⋯⋯⋯⋯⋯⋯⋯⋯⋯⋯⋯⋯

二、三个时期⋯⋯⋯⋯⋯⋯⋯⋯⋯⋯⋯⋯⋯⋯⋯⋯⋯⋯⋯⋯⋯一_⋯

[附录六至附录九]⋯⋯⋯⋯⋯⋯⋯⋯⋯⋯⋯⋯．．＼．⋯⋯⋯⋯⋯⋯⋯

第七章美育⋯⋯·⋯⋯⋯⋯⋯⋯⋯⋯⋯⋯⋯⋯⋯⋯⋯⋯”
第一节音乐⋯⋯⋯⋯⋯⋯⋯⋯⋯⋯⋯⋯⋯⋯⋯⋯⋯⋯⋯

一、音乐课堂教学⋯⋯⋯⋯⋯⋯⋯⋯⋯⋯⋯⋯⋯⋯⋯⋯⋯⋯⋯⋯⋯⋯

二、音乐课外活动⋯⋯⋯⋯⋯⋯⋯⋯⋯⋯⋯”⋯⋯⋯⋯⋯⋯⋯⋯⋯⋯·

三、重大文艺演出⋯⋯⋯⋯⋯⋯⋯⋯⋯⋯⋯⋯⋯⋯⋯⋯⋯⋯⋯⋯⋯⋯

‘二 四、培养文艺人才⋯⋯⋯⋯⋯⋯⋯⋯⋯⋯⋯⋯⋯⋯⋯⋯⋯⋯⋯⋯⋯⋯

五、音乐作品创作⋯⋯⋯⋯⋯⋯⋯⋯⋯⋯⋯⋯⋯⋯⋯⋯⋯⋯⋯⋯⋯⋯

第二节美术⋯⋯⋯⋯⋯⋯⋯⋯⋯⋯⋯⋯⋯⋯⋯”．⋯⋯⋯
一、美术课堂教学⋯⋯⋯⋯⋯⋯⋯⋯⋯⋯⋯⋯⋯⋯⋯⋯⋯⋯⋯⋯⋯⋯

二、美术课外活动⋯”⋯⋯⋯⋯⋯⋯⋯⋯⋯⋯⋯⋯⋯⋯·⋯⋯⋯⋯⋯···

第八章劳动技术教育与勤工俭学⋯·、··⋯⋯⋯⋯⋯⋯⋯⋯
第一节劳技课及课外教育⋯⋯⋯⋯⋯⋯⋯⋯⋯⋯⋯．

一、解放前⋯⋯⋯⋯⋯⋯⋯⋯⋯⋯⋯⋯⋯⋯⋯⋯⋯⋯⋯⋯⋯⋯⋯⋯⋯

二、五十年代⋯⋯⋯⋯⋯⋯⋯⋯⋯⋯⋯⋯⋯⋯⋯⋯⋯⋯⋯⋯⋯⋯⋯⋯

三、六十年代⋯⋯⋯⋯⋯⋯⋯⋯⋯⋯⋯⋯⋯．．⋯⋯⋯⋯⋯⋯⋯⋯⋯⋯·

四、七十年代⋯⋯⋯⋯⋯⋯⋯⋯⋯⋯⋯”⋯⋯⋯⋯⋯⋯⋯⋯⋯⋯⋯⋯·

五、八十年代以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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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展翅七十春

(代序)

福清第二中学前身之一是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创办于1925年。1949年夏

季，福清私立闽海初级中学并入“县中”}1951年4月7日，县中与福清私立文光中学合并，定

名福清中学。1955年，更名福清第一中学。1958年，、曾并人福清大学，三个月后恢复原校名至

今。1963年，列为省41所重点中学；1980年秋，确定为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

学校座落于著名侨乡福清融城北隅凤凰山麓。校园面积134亩，有各类植物近五十科100

种，花卉约1600盆，绿化覆盖面积达93％。校园内，春花似锦，秋桂飘香，三角梅红艳，夜来香

浓郁。地势得天独厚，高低错落，新生楼、实验楼、教学楼、学善楼、元洪楼、功荣明大楼与融侨教

学大楼，娇姿纷呈、交相辉映；又有三百米田径场、篮、排、羽、乒球类场，坦荡宽广、铺陈其中，问

有百年老榕树、喷泉假山、纪念亭等，因势两成，点缀得体。凡此种种，使偌大校匿既成为布局合

理、颇具气派的学府，又成为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花园。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及省、市有关领

导视察校园时莫不表示赞赏。 ，

学校现有四十个教学班，学生近二千人。教职工186人，其中高级教师30人(含特级教师

2人)、一级教师60人。中共党员60人(其中福：}}I市人大代表1人、政协委员1人；福清市人大

常委1人、政协委员1人；中共福清市委委员1人)，民主党派成员20人(其中副校长1人、副

主任1人；省政协委员1人；福州市人大代表1人；福清市政协副主席1人、政协委员1人)。领

导班子团结合作、坚强有力、勇于开拓。前任校长林友来，以校训“严、勤、实、活”规范全体师生，

教风好、学风好，获得社会好评。他富有探索精神：先是制定系列配套的教育教学管理规章，引

起轰动效应，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兄弟校前来取经；继则实施以年级负责制为核心内容的校内

管理体制改革，获得教育界众多同仁的认同。林校长本人曾荣获省庄重文优秀校长称号表彰。

。现任校长周继光，在前任夯实的基础上带领师生继续奋进。他重视德育建设i紧抓教学改革；在

改善办学条件方面取得了明显效益：配置语音室，建立业余电台，争取日产旅行车，引进侨资五

百余万元兴建图书馆大楼、教育管理中心和新教学主楼。周校长本人曾荣获省“五·一”劳动奖

章表彰。学校教职工素质良好，敬业乐业，许多人评为先进。近十二年来，荣获全国优秀班主任、

全国优秀体育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中小学实验室仪器工作先进工作者等称号6人次；荣

获省劳动模范、省优秀教师、省优秀共产党员、省最佳德育工作者、省优罗睛年教师等称号27
1 ，



人次。

“以德育为首位，以教学为中心，以体育为根本”，已成为全体师’{三的共识，孜孜砣砣，硕果

累累，颇引人瞩目。

学校要求人人都成为德育工作者，即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并把“爱国教育”、“道

德教育”、“成才教育”、“文明礼仪”当作主要内容来抓。敢于实行德育工作的“三倾斜”(思想、组

织、经费)，提倡象抓教学那样去渗透校训“四字经”。由一位副书记(副校长)直接抓德育工作，

全校建立“三结合”教育委员会，初中部建立“家长委员会”。通过多渠道、采取多形式开展德育

工作：如学校领导渠道，有“校长信箱”咨询，“升旗仪式”讲话，“主题班会”谈心；学科教学渠道．，

有“两史一情”教育，既发挥文科主阵地作用，也发挥理科侧翼配合作用。如开展“岗位学雷锋，

校园树新风”活动：既校内，又校外；既本职，又份外；既律己，又劝人。加强法制教育活动；拉出

去参观“劳动教养所”，请进来接受“法制观念”教育，组织参加法制征文竞赛，等等。从而，形成

了一个组织健全、有战斗力的德育网络，变教育管理为管理教育，班风好，正气上升，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学生干部，进人大学后多数担任系、班学生主干。涌现出1990年12月16日高一年学

生施文清、刘麟为抢救落水的实习老师而英勇献身的事迹，被追认为烈士，校园内建“文麟亭”

以示纪念；培养了1992年福州市雷锋、赖宁式青少年——高一年学生吕秋云，她的事迹上了福

建省电视台。

学校认真探索教学法改革，先后有语文科的作文三级训练实验，数学科的目标管理试点，

政治科的三段式教学，体育科的跨年级男女分班专项上课，等等。鼓励教师撰写学术论文，其中

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生物、体育等学科及教育管理论文多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或在省、市年

会论文评选中获奖；物理、电脑学科多篇论文荣获全国年会优秀奖；还有业余美学专著在大型

出版社出版。学校结集出版《改革十年教育论文选》、《教育教学探索文集》，近70篇文章，32万

字。积极培养学生尖子，曾荣获福建省数学竞赛一等奖、华东六省一市征文一等奖、全国电脑小

报编辑一等奖、全国十省、自治区交际英语竞赛一等奖，等等。近十年来，学校保持较高、稳定的

综合率、升学率；初中综合率平均为90％以上，高考升学率保持在70％以上；1994年，应届最

后录取率达91．3％。高考最佳成绩频频出现：面对全省，有1986年地理卷名列榜首f有1988

年数学卷获得满分}有1989年英语、物理两卷均占第一；有1994年以文科总分624分摘取福

建省状元桂冠j

学校历来重视体育，落实在坚持上好体育课、踊跃开展群体活动、积极培养体育尖子等三

个方面。体育课规范化，对师生都有课前、课内、课后等三项要求，定期举行公开观摩课；两操两

活动不问断，每年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已经历三十届；田径传统项目保持优秀成绩，从1976

年起荣获全国、省、市体育项目先进单位称号二十多次，其中两次评为“全国先进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一次评为“福建省先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并在福州市田径传统项目考核总评中保持

“十连冠”。近十多年来，学校运动健儿在全国和省中学生田径项目比赛中夺得金牌有30枚。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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