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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太阳的地方

一一《东阿县实验小学校志》序

王圣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序言中说到编写史书的目的时说"鉴前世之

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憨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

至治，悼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东阿县实验小学这条美丽的河流历经岁

月的沧桑，流过了六十个春秋，如今更加儒雅大气、意蕴丰厚，从根本上

实现了对家长、对学生、对社会的承诺 : 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奠基。

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所小学来说确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历 。 在东阿县实验小学即将迎来六十周年大庆

的日子里，我们编写这部校志的目的就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

得失"让实验小学更加健康、更加苗壮地成长，为社会培养更加优秀的

人才 。

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历程中，实验小学却有许多值得我们铭记的故

事，值得我们去回味，去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03 年以来，实验

小学快速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更值得我们讴歌、赞扬 。

东阿县实验.小学创办于 1953 年，位于县城中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

学校。 在六十个春秋里，自 1982 年被命名为东阿县实验小学至今，历届

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精诚合作、团结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值得我们骄

傲的荣誉。 先后被评为"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山东省教学示范校""山东

省少先队工作规范化学校""山东省优秀交通安全校""山东省优秀家长

学校""省级绿色学校"等荣誉。

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新生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人类总是不断进

步的，艰苦不懈的努力，定能赢得光明的前途，实验小学的发展历程就是

很好的证明 。 实验小学的发展是东阿教育发展的见证，是一个时代变迁

的缩影 。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我们新一代实

验小学人对社会的承诺，更是我们不断的追求。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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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回顾发展的历史，可以宽慰前人，鞭策今人，启

迪后人。 为让实验小学的故事永远流传，让实验小学的精神永远传诵，

让曾经的实验小学人骄傲和自豪，让今日的实验小学人奋斗和拼搏，让

未来的实验小学人创造新的辉煌，我们特编撰东阿县实验小学校志，以

飨实验小学师生、校友及各位教育同仁。

~宇←



凡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客观、详细地记述了东阿县实验小学在不同时

期办学的历史和现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自 1953 年创校之始，下限一般至 2012 年，少数内容延至

2013 年。

三、全志采用记、述 、志、转、传、图、表、录等，横分门类，纵述史实，以横为

主，纵横结合，行文使用语体文、记述体。 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 记述时，

立足校情，面向师生，突出办学特点和时代特色。 全书共二十章，图片、序言、大

事记为卷首，附录、后记为卷尾，均不列入编次。

四、人物章主要包含校长风采、教学精英和桃李芬芳三章，收录本校历任

校长、获县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教职工及优秀毕业生等。 人物简介按拼音为序，

特载不同岗位的代表人物的先进事迹，以树典型。

五、文中专有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如"文化大革命"下

简称"文革文中"新中国成立"是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

六、本志行文均采用第三人称，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校各处、室现存档案和采访收集的大量书面、

口碑资料，均查考后人志，除个别注明出处外，余不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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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3 年

年初 学校成立，取名城关高小，又称铜城高小。

本年 成立共青团组织，曲绪延任团支部书记，当时支部有团员 20 名 。 其

中教师团员 7 名，学生团员 13 名 。

本年 成立学校少先大队，全校为一个大队，每个教学班为一个中队。 少

先大队辅导员先后为曲绪延、张明达、孙广春。

本年 汝传芳参加省地先进单位表彰大会。

1954 年

秋 学校首次招生。

1955 年

本年 学校按学科设语文、算术两个大教学研究组。

1956 年

年底 新建 18 间教室，6 间教师宿舍。

本年 在"肃反运动"中，查出部分老师有重大问题或历史问题，后来得到

纠正。

1957 年

本年 曹庙初小学生迁入，学校变成完全小学。 学校易名城关完小，又称

铜城完小。

春 在"反右"运动中，学校一位老师，当时画了一张漫画，漫画内容大致

告诉人们当时苏联是老虎。 因这张漫画，被划成右派。 后来得到了纠正。

1958 年

秋 东阿、在平合县，当时归属在平县，学校易名"东关完小" 。

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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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为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方针，学校先后办起了饲养场、编织厂等。

本年 本年开始教师在上完课后，晚上包村帮助村民扫盲，参加"办夜校" 。

秋 全校师生参加大炼钢铁和秋收秋种运动，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

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开门办学。

本年 学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师生实行同学习、同劳动、同食宿。 当

时，学校有十几口大锅，学生在校吃饭，学校租赁东关民房让学生在晚上住宿。

1959 年

本年 学校开展"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批判右倾思想。

1960 年

本年 刘子珍出席了省模范教师群英会。

1961 年

7 月 1 日 恢复东阿县原建制，成立东阿县教育局，学校归东阿县教育局

直接管理，学校易名为"城关完小"也称"东关完小学校开展生产救灾

运动 。

1962 年

本年 进行校舍改造，新盖青砖瓦房三排，把原有的土房教室拆除，学生

搬进了瓦房。

1963 年

3 月 学校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

本年 学校成立工会组织，隶属铜城工会领导，刘子珍任工会组长，共有

会员 15 名 。

1964 年

本年 学校组织师生与东阿一中师生联欢。

本年 举办第一届运动会，比赛项目有 :60 米、跳高、跳远、投掷(手榴弹)、

跳绳等。 每年一届，此项活动延续到 1976 年。

本年 为全面贯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诸方面都得到全面

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音乐教师苏道礼

全面负责，先后成立了乒乓球、篮球等兴趣小组，组建了腰鼓队、鼓号队。

、ι~



本年 学生放学开始实行站队放学离校。

1965 年

1 月 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开展"四清"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6 年

下半年 "文化大革命"在全县中小学展开，学生走向社会"破四旧停课

闹革命，学校小学毕业生未能按时毕业。

1967 年

3 月 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学校师生相继返

校，但未能复课。

1968 年

本年 学校成立革委会(学校革命委员会) 。 学校革委会主任韩广会，革

委会成员有贺书常、王子盛、鲁秀仙、王忠昌、吴金兰、桑玉珍、赵广申、苏道礼。

1969 年

年初 学校公办教师团原籍任教，学校招人民办教师充实教师队伍。

本年 全县教育系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学校有部

分教师成为清理和打击的对象。

1970 年

本年 学校学制改四二制为五年一贯制。

6 月 学校少先大队提出"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号召，组织四、五、六

年级学生步行到建设中的平阴黄河大桥，慰问参加建桥的解放军官兵，同他们

进行联欢。

1972 年

春 学校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本年 学校建立了粉笔厂、草帽辫厂等 13 个校办工厂。 其中，粉笔厂每年

盈利 2000 余元。

1973 年

本年 学校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真校生学习时间延长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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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 学校男女少年排球队代表东阿县在冠县参加聊城地区第一届

少年排球比赛，获得较好成绩。

8 月 10 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加按语，

说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 学校组织师生学习，广大学生深受影响，学校教学

秩序一度混乱。

1974 年

春 学校组织师生学习《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以及河南马振扶公社《 中

学情况简报~ ，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教育第一""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浪潮 。 学校一段时间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

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春 学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8 月 学校男女少年排球队代表东阿县在聊城参加聊城地区第二届少年

排球比赛，获得较好成绩。

10 月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5 周年，学校组织合唱团，在东阿剧

院参加全县文艺演出活动。

1975 年

本年 学校学习"朝农经验继续大办两厂(场) 。

1976 年

1 月中旬 学校组织全校师生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学校开追悼会进行

悼念。

本年 体育教师李继东来校任教后，先后组建了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

队、排球队。

9 月下旬 学校组织全校师生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学校开追悼会进行

悼念。

1977 年

本年 学校首次举办春、秋季田径运动会和越野赛。 以后每年举行春秋

两次大型运动会，每年举行一次越野赛。

1978 年

本年 恢复工会组织，学校工会仍为工会小组，刁植坡任组长，隶属铜城

公社教育工会领导。 共有 31 名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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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本年 学校 1 -5 年级均实行包班制，学校按年级设立 5 个教学研究组，从

事教学研究活动。

本年 在聊城地区组织的小学排球比赛中，学校男女排球队均获第四名，

并为地区排球队输送了周春红、王立平两名排球队员，学校被确定为聊城地区

排球训练点。

本年 李继东被评为"山东省体育工作先进工作者" 。 学校被评为"聊城

地区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并获 1000 奖金。

1980 年

本年 全校师生自己动手制作教具 163 件，既服务教学，又节省了经费开

支，被聊城地区命名为"制作教具先进单位" 。

1981 年

本年 学校和县教育局联合开办文具店。

1982 年

1 月 由县教育局行文，学校更名为"东阿县实验小学" 。

本年 学校成立教育工会，黄金荣任工会主席，隶属县教育工会领导 ， 共

有会员 60 余名 。

本年 学校按年级设立 12 个教学研究组，每个年级设语文、算术两个教学

研究组，另外设有艺术、体育教学研究组，每周用一下午的时间进行教学研究

活动。 教学研究的内容有 :学习外地经验、交流教改经验、研究教材教法、组织

听课、评课等。

1983 年

本年 徐淑英、苏桂兰所教的五年级一班，有 36 名学生升入重点中学，这

一年的全校升学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12 月 学校荣获"聊城地区教育工会 1982 年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

1984 年

本年 在聊城地区举行的年会上，数学教师刘继红、陈爱莲撰写的数学论

文均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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