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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文成县黄坦中学座落在水云峰麓原黄坦“文昌阁"旧址，是县直属的一所

完全中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学校的占地面积有59．97亩， 建筑面积

7972平方米，教学班有32个，在校学生1781人，教职工106人。建校至今，

已有四十年历程。

黄坦中学创办于1958年，当时定名为文成县第四中学，学校领导由区小

校长方宗文兼任。招收初中新生两个班，110人，专任教N--人，借用王宅门

前蝉民房上课。年冬，建平房七个教室(土泥隔墙)，583平方米。1959年，文

成县并入瑞安县，1960年瑞安县任命张国清为副校长，夏志中为党支部副书

记同年县府拨款又建平房教室7个，计493平方米。教师寝室、厨房、办公室

全设在教室内。1961年，文瑞分县，学校改名为文成县黄坦中学。60年至66

年，先后由张国清、陈体波、钱淳钧、任天佑任校长，学生递年招收一个班，

学生最多130余人。教师由四人增至十五人。61年6月第一届初中生毕业。

同年又建房三间(木质楼房)，120平方米，作为教师寝室和图书室。至66年，

学校初具规模， 可是设备简陋，尚未达到教学要求。此段时间是学校艰苦创

业初步发展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学校财产损失较

多，实验室数度被打开，校长任天佑等仗义力争，忠诚监护，学校大部分财产

才得保留。任天佑校长挺身护校之功，永辉校史。1969年9月恢复招生，初中

改为二年制， 招收66年至69年小学毕业生四个班，200人，使用省编教材。

1971年秋创办二年制高中，招收二个班，100人。1972年建大礼堂、教工宿

舍、厨房，计352平方米。在校东由黄有河设计浚井一口。文革期间，学校受

到冲击，进入衰落时期。但文革后期，由于广大干部师生力排干扰，学校也得

到一定的进展。如创办了普高，建成大礼堂、宿舍，学校体育工作jrj：展活跃等

等。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年张国清复任校长，

开始重建校风教风，力图振兴。教学质量逐年迅速提高，中考成绩，在全县名

列前茅。79年初中改为三年制，有学生700人，设15班级。1977年建师生寝

室807平方米于操场西侧。1980年在礼堂右侧建教学楼一幢四个教室，302平

方米。于西南建教学仪器室三层楼一幢，302平方米。同年，在西左侧建学生



寝室一幢739平方米，同时把校东水井加深，并在井侧另浚一大井。1982年下

半年起金坚如、张世优、周运懿递任校长，继续提高教学质量，成绩卓著。1984

年包才准任校长，在学校东南面先后建三层教学楼18个教室，1413平方米。

84年王宅村赠送学校水塘边茶山一座，面积约5000平方米，并开始平整大操

场。至83年，由17个班增至20个班，有学生一千余人。1986年9月，设在

雅梅乡严钵村的文成县黄坦职业中学，并入黄坦中学， 原二年制的普高改为

职业高中。学校发展趋势，蒸蒸日上，这段时间是学校全面恢复迅速发展时期。

1988年7月，县教委对黄坦中学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张翔波任校长，

学校不断改革，大胆创新。黄中职高开始使用统编教材，并在全县第一个建立

劳技教研组。1989年4月，学校聘任镇农技站站长叶飞为科技副校长。1990

年春成立区“扇形教育"领导小组，并设立职教处。1991年lO月6日， 温

州市教委批准创办文成县农业技术学校。学校初步形成普教、职教、成教统

筹，农业、科技、教育结合的新格局。学校面向农村，开门办学，取得良好效

果。“扇形教育"的论文，先后在《职教论谈》、《教育科研信息》、《浙江教育

报》、《温州市教科论文集》等多家报刊发表。黄坦中学的“扇形教育”受到李

德葆副省长的赞赏。张翔波、陈碎亮、叶飞等老师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

县职教研讨会，交流经验，学校多次被评为省、市级职教先进单位。李德葆、

郑祖煌、吴祖熙等领导曾先后来校视察。88年建设石后村引水工程，89年在

王宅村杉树坦建设大水井。1990年在下店征地10亩，建立了毛猪、蔬果、茶

叶、糕点等实验基地。1990年省烟草公司资助7．5万元， 学校征地建设实验

楼(原名香草楼)。又在校东北角建教室三个，征地744．8平方米， 同时在下

店建实验猪场一幢，200平方米，并继续平整大操场。93年，张玉斋任校长，

学校继续发展，在体制改革方面，推出普职两教“V”型教育实验(该课题

95年获省级科研课题三等奖)。94年，学校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班级增加到

30个，教职工94人，学生增至1971人，同年建教师宿舍620平方米。95年

省二轻总公司和进出口贸易公司捐助新建教学楼1420平方米，同年建学生寝

室1467平方米，继续平整大操场，建成200米跑道，筑一道500米长的围墙，

建成一个24米宽的别致校门，建成一片长100多米，宽23米的绿化区，配套

厨房设施等，优化学校环境， 改善了办学条件。94年台胞张植先生及夫人倪

永彬女士捐台币400万元建立黄坦中学“清寒子弟教育基金会”。95年下半

年、创办了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学班，学校树起了普中、职中、中专的

三块牌子。1996年被评为温州市文明学校，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达标单位。

11997我校“普九”通过县级验收。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赢得了群众的好

评。97下半年陈碎亮任校长，他面对现实，扬长补短，调动教师积极性，狠

抓素质教育，通过省级’“普九”验收，对校园建设更具雄心壮志。’本学期在操

场周围征地413平方米，继续平整大操场，完成了250米的环形跑道，并新建



厕所一座。承叶金如先生资助10万元，建造黄中大桥，公路直通校南。并在

校南征地5亩， 另建一大门。在暑假期间拨平新大楼前凸出之地面。又承奥

地利华桥李尧良王素丽夫妇捐资10万元，准备建造图书楼。学校1998年被命

名为市级文明单位，市级绿化先进单位。学校实验基地被评为“九五"期间首

批科技示范基地。此段时间，是学校改革创新，兴盛发展时期。

在四十年中，学校培养了75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自1978年至1998年

输送文中重点班300多人，校友中大中专毕业460多人，其中有全国科普先进

工作者叶飞，全国绿化造林奖章获得者朱隆良、博士研究生蒋庆堂、全国优秀

教师卓东健等，至于县局及各界骨干，则不胜枚举。

学校四十年的历程，概述如斯。回顾我校的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在

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在县教委的领导下，努力探索“素质立校、科研兴校、

文明治校"的新路子，坚持为国家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我们信

心百倍，更加努力，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向二十一世纪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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