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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三十年前，第一批二中人抡起了手中的锄镐，在当年偏远、狭小而又略显凄

凉的坟地上开垦出了育才的苗圃。紧随其后，一批又一批的二中人在这块土地上

不断开拓，辛勤耕耘、播种，凭借二中人“特别能战斗，特别会战斗，特别有责

任，敢为人先”的精神，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参天大树，把当年那块不起眼的土地

经营成了今天的沃土、热土。这就是高安二中!历经三十年风雨，她的宽广度不

断翻番：二十亩一一四十亩一一八十亩；她的知名度不断翻番：高安县普通中学

一一宜春地区(市)重点中学一一江西省重点中学；她的可信度不断翻番：家长

关心一一社会放心一一人们倾心。如今的高安二中，学校环境是花园式的，教学

管理是现代化(数字化)的，育人思想是人性化的，发展规划是前瞻性的；教师

队伍不乏高层次的，学子素质不乏高水平的，⋯⋯二中人热爱她，留恋她；社会

各界敬重她，倾慕她。

高安二中能发展到令人刮目相看的今天，其中的奥妙是什么?留给人们的启

示是什么?2008年6月，学校成立了高安二中三十年校庆办公室，组织人员搜集、

提炼、整理办学史料，试图给人们探秘揭疑提供一些历史线索。经过一年多时间

的艰苦努力，终于拼凑成了本册《江西省高安二中三十年史志》。从文字史料中，

从校友回忆中，从宾朋言谈中，编者顿悟：高安二中的腾飞，正如美丽蝴蝶的形

成，她经历了黑暗中的蛹化的寂寞，经历了破茧时的艰难痛苦的挣扎，最终迎来

了清风和阳光，在绚烂的花丛中翩翩起舞。高安二中的发展壮大，是“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最好诠释。

本书的编写，我们以尊重史实为原则，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力

图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面貌，抒发切身感受，尽可能地发挥其保存史料、

教育师生、资鉴办学等作用。书中所收录的资料，时间范围从1978年始至2009

年7月止。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四章，下编两章。上编：第一章概述学校

发展历程，大体以时间为序，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总务后勤，党群工作等方

面，就制度、措施、成效、启示等角度加以概述，力争突出不同年份的特别之处，



体现办学三十年的大致脉络。第二章列表反映学校自开办以来的学校机构设置和

党政领导、基层组织负责人任职情况。全部相关人员任职按时间先后为序排名。

25名校级领导任职时间均以人为本相对集中。高安教育集团时期二中相关人员任

职汇合编写。79名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任职按八个部门顺序展开。工会、共青团、

妇代会作为群团组织单列为第四节。近500名人员任职情况几乎都经资料核实、

个人见面、集体讨论而认定。第三章收录了部分在高安二中工作、学习过的师生

简介，按照法人校长、先进教师、校友分会会长、博士后和博士校友、其他知名

校友，名校学子的类别顺序，辅之以资历先后、先校内后校外的顺序，反映人物

的基本情况，展示师生的风采。各类人物中，身属多类的不重复介绍。第四章收

录了在高安二中工作的历任和现任教职工名录，历任教职工名录按(一)退休教

工和(二)曾在二中工作过的教师两块编写。历任教工均以入校时间先后顺序排

名。现任教职工名录，参考2008年学校办公室的教工花名册编制。历任教职工

中有个别教师的一些情况，因历史资料欠缺和通讯困难，仅靠间接访问得知的情

况编上。上编第一、三章由金贵云执笔，第二、四章由高明光执笔。陈卫国修审。

下编共两章，主要收录高安二中办校以来的部分师生的诗文作品，也有少量高安

二中友好人士的作品。第一章收录诗词赋类，作者们放亮歌喉纵情歌咏二中变化

历程，抒发对二中热爱之情。第二章为回忆录、散文类，作者们通过对往昔工作、

学习、生活的回忆，表达对母校生活的眷恋，对老师、同学的怀念，反映二中的

风貌。通过这些作品，从另一个角度反映高安二中的办学情况，揭示高安二中在

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下编由王士信编辑，吴建华修审。全书由金贵云统稿，

陈卫国审定。

在《江西省高安二中三十年史志》的整个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

和一些单位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鉴于我们水平有限，

加上史料不全，收集渠道不宽，以及公众参与度有限等因素，书中一定存在不少

的缺憾，难以达到人们的期望值，恳请广大师生和朋友倾注热情和善意，不吝指

正，我们定将不胜感激。

本书编者

2009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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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往事如风——记我的中学老师们⋯⋯⋯⋯⋯⋯⋯⋯⋯⋯⋯⋯⋯⋯沈芳

55、年轻真好⋯⋯⋯⋯⋯⋯⋯⋯⋯⋯⋯⋯⋯⋯⋯⋯⋯⋯⋯⋯⋯⋯⋯⋯沈芳

56、往事和旧人⋯⋯⋯⋯⋯⋯⋯⋯⋯⋯⋯⋯⋯⋯⋯⋯⋯⋯⋯⋯⋯⋯⋯邓嫒

57、二中·记忆片断⋯⋯⋯⋯⋯⋯⋯⋯⋯⋯⋯⋯⋯⋯⋯⋯⋯⋯⋯⋯⋯谢庆

58、纪念曾经的忘却⋯⋯⋯⋯⋯⋯⋯⋯⋯⋯⋯⋯⋯⋯⋯⋯⋯⋯⋯⋯⋯兰婉倩

59、二中往事⋯⋯⋯⋯⋯⋯⋯．．，⋯⋯⋯⋯⋯⋯⋯⋯⋯⋯⋯⋯⋯⋯⋯⋯陈永飞

60、感君漂母惠⋯⋯⋯⋯⋯⋯⋯⋯⋯⋯⋯⋯⋯⋯⋯⋯⋯⋯⋯⋯⋯⋯⋯陈帅

61、关于高中的点点记忆⋯⋯⋯⋯⋯⋯⋯⋯⋯⋯⋯⋯⋯⋯⋯⋯⋯⋯⋯刘婷

62、校园的回忆⋯⋯⋯⋯⋯⋯⋯⋯⋯⋯⋯⋯⋯⋯⋯⋯⋯⋯⋯⋯⋯⋯⋯杨发军

63、献给恩师黄功佐⋯⋯⋯⋯⋯⋯⋯⋯⋯⋯⋯⋯⋯⋯⋯⋯⋯⋯⋯⋯⋯刘美花

64、那一份情⋯⋯⋯⋯⋯⋯⋯⋯⋯⋯⋯⋯⋯⋯⋯⋯⋯⋯⋯⋯⋯⋯⋯⋯杨建江

65、三年班长情，百年母校恩⋯⋯⋯⋯⋯⋯⋯⋯⋯⋯⋯⋯⋯⋯⋯⋯⋯罗星光

66、二中忆⋯⋯⋯⋯⋯⋯⋯⋯⋯⋯⋯⋯⋯⋯⋯⋯⋯⋯⋯⋯⋯⋯⋯⋯⋯陈淑荣

67、怀念我们的青葱岁月⋯⋯⋯⋯⋯⋯⋯⋯⋯⋯⋯⋯⋯⋯⋯⋯⋯⋯⋯毛萍萍

68、那些逝去的日子⋯⋯⋯⋯⋯⋯⋯⋯⋯⋯⋯⋯⋯⋯⋯⋯⋯⋯⋯⋯⋯陈亮

69、我们的宿舍管理员⋯⋯⋯⋯⋯⋯⋯⋯⋯⋯⋯⋯⋯⋯⋯⋯⋯⋯⋯⋯雷彩华

70、难忘那一年⋯⋯⋯⋯⋯⋯⋯⋯⋯⋯⋯⋯⋯⋯⋯⋯⋯⋯⋯⋯⋯⋯⋯王婷

71、那段岁月⋯⋯⋯⋯⋯⋯⋯⋯⋯⋯⋯⋯⋯⋯⋯⋯⋯⋯⋯⋯⋯⋯⋯⋯刘永刚

72、春天的怀念⋯⋯⋯⋯⋯⋯⋯⋯⋯⋯⋯⋯⋯⋯⋯⋯⋯⋯⋯⋯⋯⋯⋯曹永清

73、流年⋯⋯⋯⋯⋯⋯⋯⋯⋯⋯⋯⋯⋯⋯⋯⋯⋯⋯⋯⋯⋯⋯⋯⋯⋯⋯聂思洁

7：4、那一份情⋯⋯⋯⋯⋯⋯⋯⋯⋯⋯⋯⋯⋯⋯⋯⋯⋯⋯⋯⋯⋯⋯⋯⋯杨吉林

75、那些年，那些事儿⋯⋯⋯⋯⋯⋯⋯⋯⋯⋯⋯⋯⋯⋯⋯⋯⋯⋯⋯⋯伍芳芳

76、可爱的人⋯⋯⋯⋯⋯⋯⋯⋯⋯⋯⋯⋯⋯⋯⋯⋯⋯⋯⋯⋯⋯⋯⋯⋯宋心瀚

77、突然很怀念⋯⋯⋯⋯⋯⋯⋯⋯⋯⋯⋯⋯⋯⋯⋯⋯⋯⋯⋯⋯⋯⋯⋯吴晓梦

78、记忆中的母校⋯⋯⋯⋯⋯⋯⋯⋯⋯⋯⋯⋯⋯⋯⋯⋯⋯⋯⋯⋯⋯⋯方琪

79、那一份情，永不会忘⋯⋯⋯⋯⋯⋯⋯⋯⋯⋯⋯⋯⋯⋯⋯⋯⋯⋯⋯胡智杰

80、收获⋯⋯⋯⋯⋯⋯⋯⋯⋯⋯⋯⋯⋯⋯⋯⋯⋯⋯⋯⋯⋯⋯⋯⋯⋯⋯邓嫒

81、那一份情⋯⋯⋯⋯⋯⋯⋯⋯⋯⋯⋯⋯⋯⋯⋯⋯⋯⋯⋯⋯⋯⋯⋯⋯张亮

82、原来那不是我⋯⋯⋯⋯⋯⋯⋯⋯⋯⋯⋯⋯⋯⋯⋯⋯⋯⋯⋯⋯⋯⋯朱丹

83、乘风破浪⋯⋯⋯⋯⋯⋯⋯⋯_⋯⋯⋯⋯⋯⋯⋯⋯⋯⋯⋯⋯⋯⋯⋯邹帆

84、那一份情⋯⋯⋯⋯⋯⋯⋯⋯⋯⋯⋯⋯⋯⋯⋯⋯⋯⋯⋯⋯⋯⋯⋯⋯陈露

85、学校的树⋯⋯⋯⋯⋯⋯⋯⋯⋯⋯小⋯⋯⋯⋯⋯⋯⋯⋯⋯⋯⋯⋯⋯饶伦彰

86、高安二中，我心仪的校园⋯⋯⋯⋯⋯⋯⋯⋯⋯⋯⋯··：⋯⋯⋯⋯⋯罗伯昌

87i香留人间⋯⋯⋯⋯⋯⋯⋯⋯⋯⋯⋯⋯⋯⋯⋯⋯⋯⋯⋯⋯⋯⋯⋯⋯罗来福

88、回忆我的母校——高安二中⋯⋯⋯⋯⋯⋯⋯⋯⋯⋯⋯⋯⋯⋯⋯⋯龚爱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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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发展历程弟一早 仅展J刀往

第一节艰苦创办篇

高安二中的创办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1976年l 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

结束，各行各业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我

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新生。1978年4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

会上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

的教学水平，努力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

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

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尊重

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次会议犹如j

一阵和煦的春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大力

发展教育的热情，为以后的尊师重教社会风气

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大地从此迎来

了教育的春天。

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将闭幕的时候，

1978年5月9日，经高安县革命委员会(县革

委)研究，决定成立高安二中。筹建小组人选

几经挑选、变换，最终确定由王辉明任组长，

万景熙管总务，成员有徐节祥、甘石榴、罗鹤

鸣，刘明光等人。

高安二中也是为方便县城学生就学而创

办的。

当时高安城区只有一所高安中学，校舍在

锦河北边的彭家山，由于学校偏于一方，学生

(特别是当时县城锦河南边工商业繁华区的学

生)上学很不方便。当时锦河县城一段只有一

座石桥一仁济桥和一座木制浮桥。石桥位处
县城的下游，主要供车辆行驶；浮桥位处县城

的上中游，把锦河南岸的工商业区和锦河北岸

的政治、文化区域连通起来，是行人的最主要

的交通咽喉，遇上洪水季节，浮桥拆了，无法

通行，学生过河极不安全，家长不放心，教师

也担心，有时根本无法上课，影响教育质量。

另外，由于高安中学拟面向全县招收学生，而

容量有限，适应不了形势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

的要求。因此，在1978年3月8日，高安县

文教局向县革委递交请示报告，拟在县城锦河

南边增设高安二中。

高安二中选址最初报批为县城朝阳门旁

边的东方红公社东方红中学，拟在东方红中学

的基础上再在其东南拨土地五亩左右加以扩

建。后来，由于文教局与东方红公社协商无法

达成协议，文教局只好于1978年4月2日又

一次向县革委递交请示报告，拟在筠阳镇一小

范围内扩建、改建，实行中小学分家。县革委

经研究，于1978年5月11日正式批复同意了

这个报告。

高安二中筹建小组成立以后，坚持从实际

出发，运用发展的眼光，与县文教局和筠阳镇

政府几经交涉，反复磋商，经过多次勘测，最

终决定将二中选址在城南郊区胜利路东侧地

势较高的坟山坡上，征地2l亩。

按照县文教局的构想，高安二中最初定为

初级中学，规模16至18个班，以后逐步扩大

到28个班。县政府在当年财政中拨出22万元

作为筹建经费。筹建工作正式启动以后，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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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绘制蓝图过程中，学校的建设规模成

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有的人认为，为了暂时应

付一下解决县城初中生就学困难的局面，在资

金紧、建材缺的困难条件下，规划不要太大，

房子不要太多，宿舍也不要那么好；有的则认

为，要用长远的发展眼光看问题，应该在一张

较大的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建设结果

表明，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筹建小组的同志

在资金紧缺、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

胆略和智慧，用仅有的22万元筹建经费办了

40多万元的事。他们先后寻求江西第二电机

厂、宜春齿轮厂、高安县农修厂等单位的援助，

获得大量的钢材、水泥、竹木材料等建筑材料，

人手不够就自己肩挑背扛，克服重重困难，在

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征

地、拆迁民房3栋、迁坟89座、打围墙、建

校门等任务，在昔日的坟地上，建起了拥有18

个教室的教学楼1栋，建起了当时号称全县一

流的、拥有24套宿舍的教工住宿楼，还建起

了电房、厕所，挖了水井，办了食堂，配备了

桌椅板凳，为1979年9月顺利实现招生上课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79年8月招生时，由于二中的领导班子

尚未成立，招生工作暂时由筹建小组负责。共

录取初一学生287人，编成5个教学班。因为

教学楼扫尾工程未完，学生暂时在借用的农修

厂大礼堂和学校买下的郊区仓库里上课。距离

学校一里来地的农修厂大礼堂内安排了4个教

学班，一个角上一个班；紧挨校门的郊区原仓

库安排了一个班。直到下学期，初一学生才搬

进了新教室上课。另外，筠阳一小“戴帽初中”

的4个班共222人转移N--中读初二，直接安

排到尚未完成扫尾工程的教学楼上课，以至于

“上面基建施工忙，下面教学很紧张”。

1979年9月，首任校长王光辉走马上任；

年底，共有20位教职工到位，他们是：王光

辉、王辉明、万景熙、徐节祥、甘石榴、罗鹤

鸣、罗时彬、刘明光、罗炳卓、徐义祥、朱家

骐、王寿青、张金庚、徐桂春、简清华、陈淼

香、王时炎、付爰卓、周自明、付兆云，他们

是高安二中办校历史上第一批拓荒者。他们初

到二中，没有宿舍，或者租住民房，或者住竹

棚，或者集体住教室；没有办公室，就随时随

地找地方备课、批改作业。他们领着学生，一

边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弋，一边在杂草乱坟中摸

爬滚打，用自己的双手平整起一块块土地，堆

砌起一片片砖瓦，种植起一棵棵花草，为二中

的艰苦奋斗精神写下了最初的一页，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

此时，文革时期散布的“读书无用论”余

毒未尽，一些学生认为读书是一种沉重的负

担；再加上二中是一所新建的学校，人们心存

疑虑。因此，有的学生接到入学通知后迟迟不

来学校报到；有的来了也逃学；更有甚者，有

的学生在学校小偷小摸，聚众赌博，上课吵闹，

损坏公物，谈情说爱，唱黄色歌曲，打架闹事

甚至行凶刺人。后来有人据此总结出了二中的

“十大特产”——打架闹事、行凶刺人、小偷

小摸、集体赌博、涂脂抹粉、谈情说爱、跳外

国舞、唱黄色歌、损坏公物、上课吵闹。到1981

年，从筠阳一小转移过来的学生初中毕业，初

升高考试成绩不理想，222名毕业生仅考取高

中74人，升学率仅为33．3％，全县倒数第一，

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一年开始的高中招生。这一

年高一计划招生150人，到开学时，13人未报

到，16人报到以后又转走了。此时的二中在人

们心目中是毫无位置可言，可谓是“家长不放

心，学生不安心，教师无信心”，学生出校门

不敢佩戴校徽，老师上街不好意思说是二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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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奋发图强篇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京举行，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

误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

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高安二中诞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踩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节拍点上降生。学校工作坚

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全校

教职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力争

为“四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合格人材，开

始了最初的办学尝试。

1979年，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首先加

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肃清“文革”

的流毒；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把重点工作转移到教学上来。在思想政治理论

学习过程中，每月都有学习内容安排，保证了

每周日晚上的学习时间，同时要求教职工保证

每周不少于五小时的自学时间，人人都有学习

笔记，学校组织人员对学习情况进行了检查、

交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正面教

育，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通过看电影和组织

参观活动等形式，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和优良

作风教育的活动；广泛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

习”、“向张志新同志(注：因批评“个人崇拜”

而在“文革”中1969年被判入狱，1975年被

残酷处死。后来被平反并追认为烈士。)学习

“、“向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2月17日一

3月16日)的英雄学习”等活动，用英模事迹

鼓舞学生；组织学生学习了《中学生守则(试

行草案)》，进行了“五爱”(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爱公物)教育，努力创造良

好的校风、学风；还在学生中进行了法纪教育

和遵守交通秩序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法纪观

念。

在教学工作方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坚决减轻课业负担，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学校每两周

召开一次校务会议，具体研究、指导教学工作；

每周星期三晚上组织教研活动，学习业务，研

究教材教法，组织观摩教学和示范教学；教师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制定教学计划，同学科的

教学做到了统一计划、统一要求、统一作业；

重视学生的自学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重视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教

育；对学生的教育既做到照顾全面，又能够因

材施教，耐心帮助学习较差的学生；考试、考

查要求不出偏题、怪题，不搞突然袭击，学校

每学期只举行期中、期末考试；要求学校领导

每月听课不少于4节，教师听课每周不少于1

节，总结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教

师备课、作业的布置和批改都有～定的要求，

并经常检查落实的情况；课堂教学提倡“读读、

议议、练练、讲讲”的教学方法，注重学习主

动性的培养；提倡学生有选择性地进行课外阅

读，扩大知识视野；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健康有

益的文娱体育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

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后勤服务工作坚持为教学服务、全心全意

为师生服务的宗旨。基础建设方面，广泛动员

各方面的力量，争取社会支持，千方百计配备

基建材料；严把基建项目经济核算关和质量检

查关。到年底，教学大楼等建筑工程全面竣工，

同时开始计划设想厨房、膳厅等急需工程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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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财经制度方面，制订了必要的规章制度，

坚持工作责任制，严格履行审批手续；财务开

支以节约为原则，做到合理开支；财务报账要

求手续合法，杜绝贪污挪用现象。坚持勤工俭

学、勤俭办校的思想，提出了有计划地开办校

办工厂的设想，以增加学校经费，减轻国家负

担。

经过1979年9月开始的办校一个学期的

工作实践，为了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学校工

作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首先，进一步明确了学校领导的工作任

务。如，校长除抓方针政策外，应保证有六分

之四的时间参加教学和领导教学工作；教导主

任是协助校长抓好教学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应

全面负责学校教学工作，并兼任一门主要学科

的教学；校务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应在各自的

岗位上“蹲好一个点，带动一个片”，实行责

任制，种好“试验田”。

其次，建立学校领导成员教学业务日的制

度，规定星期二、五下午为教学业务活动时间，

研究制订教学计划，分析各科的教学动态，总

结教学经验，检查教学效果，搞好“教学会诊”。

同时建立了学校领导成员每周星期三上午的

集体听课制度。

第三，学校领导坚持每月组织召开师生座

谈会一次，了解师生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

方面的意见、建议：坚持一学期两次的“开门

纳谏”活动，发动师生给领导提意见、建议。

第四，狠抓教师的基本功锻炼，对教师课

堂教学的“读”、“讲”、“写”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如，“讲”的要求是：语言精练，要言不

烦，富有启发，讲究形象，讲普通话：“写”

的要求是：字迹清楚，书写工整，合乎规范，

正确迅速。要求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具有“三

心一劲”，即：教好学生的信心，做好后进生

转化工作的耐心，反复做学生思想工作的恒心

和“不提高质量誓不休”的一股“牛劲”。提

出了在三五年内逐步使初中教师达到大专、高

中教师达到本科的学历达标目标。

第五，充分发挥教研组、备课组的团结合

作作用，以老带新，以新促老，互教互学，共

同提高。开展集体备课活动，要求每次集体备

课都要有中心发言人，并作好简明记录。组织

了语文、数学、英语观摩示范课，总结教改经

验。组织部分教师外出观摩，开展校际交流活

动。

第六，明确提出了上好一节课的要求，即：

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新旧联系，环环扣紧；

启发诱导，触类旁通；讲练结合，形式活泼；

语言板书，讲究艺术；当场消化，一课一得；

科学安排，不得拖堂。提出了各科教学的总体

要求——以大纲为准绳，以教材为依据，从学

生实际出发，紧扣“备课——讲课——调动学

生主动性、积极性——作业和课外辅导”几个

环节，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教师备课要

求——吃透两头，狠抓“双基”；重点难点，

心中有数；教学目的，单一具体；讲授内容，

有条有理；选择范例，典型实际：教学方法，

精心设计；作业布置，落实“双基”；教学仪

器，充分准备。并在1980年3月份开展了“向

四十五分钟要质量”的教学质量活动月活动。

第七，对学生进行了学习常规的教育，引

导学生按教学规律学习。学校把常规教育的内

容概括为：对待科学，老老实实；学问学问，

不懂就问；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理解记忆，狠下苦功；循序渐进，

融会贯通；“三个能力”，积极培养；举一反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