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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反映郑州市第四中学教育发展状况的第一部资料性专著。

二、本志书上限为1938年建校，下限为2002年。

三、本志书按篇、章节和条目级次排列。第一卷包括：“解放前学

校的创建及其沿革”、“学校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中学"、“沿着社会

主义教育方向前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开创学校工作新局面"等五篇。第二卷包括： “体制"、“组织"、“教

学"、“科研”、“德育"、“后勤’’．、“藏班’’、“师生"、“荣

誉’’等九篇。“概述”、“大事记"、“后记’’等不入篇。

四、本志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地记述建校以来

各阶段学校的变化与发展。

五、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使用语文体。在体例上，继承了编年体、

记传体和词本末体。体裁上，则充分运用志、记、传、图、表、录等

形式，力求突出志书特点。

六、本志稿的质量，努力符合以下几项基本标准：

(1)政治观点正确；

(2)体例完备、符合要求；

(3)资料确切、真实可靠；

(4)内容体系完整，上下贯通：

(5)文字规范、简洁、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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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活动记录⋯⋯⋯⋯⋯⋯⋯⋯⋯⋯⋯⋯⋯⋯⋯⋯⋯208

教学篇⋯⋯⋯⋯⋯⋯⋯⋯⋯⋯⋯⋯⋯⋯．2 1 O

第一章教学指令⋯⋯⋯⋯⋯⋯⋯⋯⋯⋯⋯⋯⋯．2 1 O

第一节 教学计划⋯⋯⋯⋯⋯⋯⋯⋯⋯⋯⋯⋯⋯⋯⋯⋯⋯210

第二节 教学大纲⋯⋯⋯⋯⋯⋯⋯⋯⋯⋯⋯⋯⋯⋯⋯⋯⋯219
第三节 教材⋯⋯⋯⋯⋯⋯⋯⋯⋯⋯⋯⋯⋯⋯⋯⋯⋯．．219

第二章教学管理⋯⋯⋯⋯⋯⋯⋯⋯⋯⋯⋯⋯⋯．2 1 9

第一节 教学环节⋯⋯⋯⋯⋯⋯⋯⋯⋯⋯⋯⋯⋯⋯⋯⋯⋯220

第二节 实施细则⋯⋯⋯⋯⋯⋯⋯⋯⋯⋯⋯⋯⋯⋯⋯⋯⋯221

．第三节 教学评估⋯⋯⋯⋯⋯⋯⋯⋯⋯⋯⋯⋯⋯⋯⋯⋯⋯227

第四节 普通话教学⋯⋯⋯⋯⋯⋯⋯⋯⋯⋯⋯⋯⋯⋯⋯⋯．230

第三章素质教育⋯⋯⋯⋯⋯⋯⋯⋯⋯⋯⋯⋯⋯．230
第一节 提高认识⋯⋯⋯⋯⋯⋯⋯⋯⋯⋯⋯⋯⋯⋯⋯⋯⋯230

第二节 全面推进⋯⋯⋯⋯⋯⋯⋯⋯⋯⋯⋯⋯⋯⋯⋯⋯⋯231

第三节 深化改革⋯⋯⋯⋯⋯⋯⋯⋯⋯⋯⋯⋯⋯⋯⋯⋯⋯232

第四节 优化结构⋯⋯⋯⋯⋯⋯⋯⋯⋯⋯⋯⋯⋯⋯⋯⋯⋯233

第五节 成绩卓著⋯⋯⋯⋯⋯⋯⋯⋯⋯⋯⋯⋯⋯⋯⋯⋯⋯234

第四章体育工作⋯⋯⋯⋯⋯⋯⋯⋯⋯⋯⋯⋯⋯．234
第一节 常抓不懈⋯⋯⋯⋯⋯⋯⋯⋯⋯⋯⋯⋯⋯⋯⋯⋯⋯234

第二节 成绩斐然⋯⋯⋯⋯⋯⋯⋯⋯⋯⋯⋯⋯⋯⋯⋯⋯⋯235

第五章奖励制度⋯⋯⋯⋯⋯⋯⋯⋯⋯⋯⋯⋯⋯．236

第一节 奖励原则⋯⋯⋯⋯⋯⋯⋯⋯⋯⋯⋯⋯⋯⋯⋯⋯⋯236

第二节 考勤制度⋯⋯⋯⋯⋯⋯⋯⋯⋯⋯⋯⋯⋯．：⋯⋯⋯．236

第三节 教师工作量⋯⋯⋯⋯⋯⋯⋯⋯⋯⋯⋯⋯⋯⋯⋯⋯．237

第四节 教学成果奖⋯⋯⋯⋯⋯⋯⋯⋯⋯⋯⋯⋯⋯⋯⋯⋯．238

第六章桃李芬芳⋯⋯⋯⋯⋯⋯⋯⋯⋯⋯⋯⋯⋯．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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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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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O

．．．．．．．．．．．．．．．．．．．．．．．．．．．．．：：70

．．．．．．．．．．．．．．．．．．．．．．．．．．．．．．．．．．．．270

第二节 目标教学实验⋯⋯⋯⋯⋯⋯⋯⋯⋯⋯⋯⋯⋯⋯⋯．．27I

第三节 调节教学实验⋯⋯⋯⋯⋯⋯⋯⋯⋯⋯⋯⋯⋯⋯⋯．．271

第四节 。三环节探究式教学模式”实验⋯⋯⋯⋯．：⋯⋯⋯⋯⋯．．279

第二章调查研究⋯⋯⋯⋯⋯⋯⋯⋯⋯⋯⋯⋯⋯．289
第一节 调查研究活动⋯⋯⋯⋯⋯⋯⋯⋯⋯⋯⋯⋯⋯⋯⋯．．289

第二节 调查研究报告⋯⋯⋯⋯⋯⋯⋯⋯⋯⋯⋯⋯⋯⋯⋯．．292

第三章撰写论文⋯⋯⋯⋯⋯⋯⋯⋯⋯⋯⋯．⋯⋯297
第一节获奖论文⋯⋯⋯⋯⋯⋯⋯⋯⋯⋯⋯⋯⋯⋯⋯⋯⋯．297

第二节部分论文⋯⋯⋯⋯⋯⋯⋯⋯⋯⋯⋯⋯⋯⋯⋯⋯⋯．300

第四章成果奖励⋯⋯⋯⋯⋯⋯⋯⋯⋯⋯⋯⋯⋯．305
第一节学科竞赛奖⋯⋯⋯⋯⋯⋯⋯⋯⋯⋯⋯⋯⋯⋯⋯⋯．．305

第二节教改与教育教学科研奖⋯⋯⋯⋯⋯⋯⋯⋯⋯⋯⋯⋯⋯．305

德育篇⋯⋯．．⋯．⋯．．．⋯⋯．⋯．．．⋯⋯⋯．．．3O 6

第一章德育指导⋯⋯⋯⋯⋯⋯⋯⋯⋯⋯⋯⋯⋯．306
第一节 工作依据⋯⋯⋯⋯⋯⋯⋯⋯⋯⋯⋯⋯⋯⋯⋯⋯⋯306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工作条例⋯⋯⋯⋯⋯⋯⋯⋯⋯⋯⋯⋯⋯⋯⋯⋯⋯

实施方案⋯⋯⋯⋯⋯⋯⋯⋯⋯⋯⋯⋯⋯⋯⋯⋯⋯

管理系统⋯⋯⋯⋯⋯⋯⋯⋯⋯⋯⋯⋯⋯．

目标要求⋯⋯⋯⋯⋯⋯⋯⋯⋯⋯⋯⋯⋯．

德育措施⋯⋯⋯⋯⋯⋯⋯⋯⋯⋯⋯⋯⋯．

队伍建设⋯⋯⋯⋯⋯⋯⋯⋯⋯⋯⋯⋯⋯⋯⋯⋯⋯

学生委员会⋯⋯⋯⋯⋯⋯⋯⋯⋯⋯⋯⋯⋯⋯⋯⋯．

建章立制⋯⋯⋯⋯⋯⋯⋯⋯⋯⋯⋯⋯⋯⋯⋯⋯⋯

评先表优⋯⋯⋯⋯⋯⋯⋯⋯⋯⋯⋯⋯⋯⋯⋯⋯⋯

班组领导⋯⋯⋯⋯⋯⋯⋯⋯⋯⋯⋯⋯⋯⋯⋯⋯⋯

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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