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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飞扬
一一宛东中专校歌

1=F 2／4朝气蓬勃地 张满词
英剑曲

岁月 悠悠， 书声朗朗， 宛 东中 专，在 水

点燃 青春， 放飞理想， 宛 东中 专．名 扬

方。 美丽 的校 园，

方。 进取 的号 角，

洒满了阳 光．
校园中激荡，

莘莘 学
宽广的 前

子， 希望在飞
程。 今天来开

创。 啊! 开创、 开创、 开创，

奋 发
奋 发

向 上。
图 强。

告诉祖国
告诉未来

我们在成
我们在成

长。 告诉未来我们在成 长!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书反映宛东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发展状况，

上限1955年7月，下限2004年12月。内容突出时代特

点和专业特点，详近略远，详异略同o

二、本志书采用章节记事的方法，横排门类，纵写

史实，科学分类，排列记载，不漏大事。概述、大事记

之后，分章记事，后加附录o“章"下设“节”，“节”

下设“条目”o

三、本志书以述、记、志、传、照、图、表、录等

形式，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以第三人称客观记事的笔

法，寓观点于记事之中。行文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

实、结构严谨、文辞规范。

四、本志书在行文中，凡组织机构、会议、文件、

著作等名称一般用全称，过长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后用简称，但均需注明。机构、职务按当时称谓记

述。对于本学校名称，每章节开头均书全称。为避免行

文累赘，文中一般用简称。如“唐河师范”、“南阳三

师”、“学校”，对于跨1989年、1994年、2003年(关系

学校更名)的内容，在涉及本学校名称时，一般用“学

弓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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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称呼。

五、本志书涉及人物时，均直书其名，必要时在姓

名之前冠以职务。

六、本志书文中的数字，除习惯用语、专用名词用

中文序数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书多位数的表示法为：4位和4位以上的

数字一律用国际通行的三位一空分节法。

八、本志书中的照片在志首集中。“图”一般置于

相关文字的后面或附近。所有“图”、“表”均随文走，

不在“图”、“表”之前标“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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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斗转星移，白驹过隙。值此

共和国第2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宛东中专豪迈地走过了

50载风雨历程。在这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

《宛东中等专业学校志》告竣付梓，恰可作为献给学校

50华诞庆典的一份珍贵礼物。

作为志书，这本《校志》唯实是求，质朴无华。它

不但记载了宛东中专为振兴南阳培育两万名英才的杰出

贡献，也折射出职业教育为中国教育大业建立的卓越功

勋；它是宛东中专半个世纪来光辉历程的真实写照，也

是职业教育在天地之间的坚实缩影；它象一棵蓬勃向上

的参天巨木，凝聚着宛东中专尚德崇文、求实创新的经

验和智慧；犹如一座崇高的丰碑，镌刻着宛东中专50年

艰苦创业、铸就辉煌的光荣与梦想。这本校志所昭示的

宛东中专的优良传统和进取精神，象一面鲜艳的旗帜激

励着我们在时代改革与发展的浪潮中同心同德，奋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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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从胜利走向胜利。虽然这本校志在浩翰纷繁的社会

史志书林中，只不过是一片小小的叶子，但我相信，对于

每一个为宛东中专的发展洒过辛勤汗水、爱校情结难释

的校友来说，它史存与励人的珍贵价值是毫无疑问的。

值此《校志》问世之际，我谨向不负学校重托，呕

心沥血、勤奋笔耕、终铸成卷的校志编修人员表示崇高

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指导过本志编修的各界人

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段间隔较长，资料收集不便，再加上编修人

员力量不足，冗务多劳，致使本志缺漏舛误，难免遗

珠，祈盼读者劳神指正，以备再版修正臻善o ，

谨献此言，以示庆贺，是为序o ．
．

南阳市宛东中等专业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张满

200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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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1955．7—2004。12)

南阳市宛东中等专业学校，位于豫西南的唐河县城

关，创办于1955年7月，始称唐河师范学校o 1962年5

月，因教育规模调整停办，1977年11月恢复招生o 1989

年8月更名为南阳地区第三师范学校，1994年12月更名

为南阳市第--N范学校o 2003年5月，为适应国家教育

结构调整的战略需要，经省、市两级政府批准，南阳三

师更名为南阳市宛东中等专业学校。经过半个世纪的发

展，学校为国家培养出近两万名优秀人才，现已成为办

学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综合性中等专业学校o

1955年7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批准兴建唐河师范

学校，面向唐河、桐柏、泌阳、新野、方城五县招生，

普师学制为3年。学校下设教导处、总务处o 1955年

秋，学校占地面积27，000m2，校舍57间，55级学生4

班160名，教职工16人。1956年，唐河县城关三小划归

唐师成为附小；1957年，方城师范的1个班与唐师合

并；1958年，学校增设中小学、幼师短训班o 1961年，

，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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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幼JI,N范划归唐师；至1961年底，学校房舍增至

227间，学生14班640人，教职工56人，图书资料5万

余册。至1962年停办，学校共培养学生1，718人。

1955年秋期，唐河师范相继成立了学校党支部、工

会、团总支和学生会。1956年6月，学校开始贯彻执行

《师范学校规程》。从1955年开办到1962年停办的7年

间，学校虽然经受整风反右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三年

自然灾害的冲击，正常的教学工作时断时续，但始终没

有脱离正确轨道。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严

格按照省教育厅制定的教学计划开设课程，每一学科的

教学都有比较详细的要求和措施。并且还结合学校实

际，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

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教学研究、教育实习也都尽量按

计划进行o 1960年，为迎接省统考，学校开展了群众性

的大整、大考、大补、大总结、大评比的“五大”教学

红旗竞赛。
’

1958年11月，学校被中央爱卫会评为“全国卫生

先进单位”；1959年lO月，学校试验田玉米获丰收，样

品被送到北京农业展览馆；1960年4月，59级学生高其

申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并获得一支步

枪的奖励o

1962年5月，因教育规模调整，唐河师范学校停

办。在校学生返乡参加生产劳动，教职工、图书资料、

教学设备分散到南阳境内有关学校，党组织自行停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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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校舍由唐河县管理使用o

1977年11月，唐河师范学校恢复招生，属地直副

处级单位。下设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学校恢复之

初，校舍仅有229问，教职工43名，(另外从外校借调

一部分教师)o 1978年3月，中共南阳地区唐河师范总

支成立o 1978年4月，学校随1977年“文革”后全国首

次高招，招收应往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300名，共

6个班级，分文理专业o 1978年至1981年，招生成份来

源多样，包括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职民师、社会青

年等。课程开设也有偏文兼理、偏理兼文等形式o 1982

年以后，招生对象基本为初中应届毕业生o

1979年，学校根据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和省中师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教材的调整和改革，加重了

教育理论和教材教法的份量o 1981年2月，学校开始贯

彻《中等师范学校规程(试行草案)》，1983年秋期，学

校建立了教学质量考核制度。
’

1985年3月，中共唐河师范学校委员会成立，学校

健全了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初步制定了学校各项工

作的规章制度。学校领导和教师开始注重探索师范教育

教学规律，教学质量不断提高o

1986年12月，经市政府批准，学校由副处级升格

为正处级。这时的唐河师范，以改革为动力，以“三个

面向”为指针，思想政治工作把握针对性，渐呈网络

化；学校管理注重科学性，逐步制度化；常规教学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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