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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洛阳教育
20个记忆闪回（下）

被淹没在城市森林里的西下池小学，通过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课
堂改革、课程开发、大阅读活动、校本培训等工作，每天都在聆听生命
拔节的声音。与此同时，该校还开创并完成了“心教育”理论体系构
建，在省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被评为“全国十佳现代学校”。

东升二中社团活动丰富多彩，为学生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2010年，艺术特长生陈雅枫在2010全球生态旅游小姐世界总决赛中
荣获季军；体育特长生王菲曾荣获亚运会沙滩排球冠军、全运会“三连
冠”；机器人社团曾荣获全国机器人比赛一等奖；围棋选手曾获全国比
赛第六名；舞蹈《草原，我的家》曾获国家舞蹈最高奖荷花奖；经典诵读
《少年中国说》曾多次展示。

2000年10月，在全国少年儿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全
国总决赛中，市二十三中学生司玉淼等12人获得金牌，获奖人数位列
全市第一，市二十三中被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年科学院联合授予“全国
少年儿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示范学校”称号。此外，该校在
我市第十二届“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中获团体、个人双第一，1
人在国家总决赛中获银奖。在2007年全国初中物理、化学竞赛中，13
人获市级以上奖励，2人获一等奖，3人获二等奖。在2008年全国数学
竞赛全省前10名中，该校有3人榜上有名。

2003年6月4日，当代诗人、著名散文家、小说家魏巍，和该校结
缘，对市五十六中给出了较高的评价，并为该校题写了校训：教真知卓
识之书，育报国可爱之人。学校一直不负老人对学校、对教育的期盼，
多年来，以科学精细的管理、敬业实干的队伍、潜心育人的理念，在河
洛大地迸发激昂的活力，在涧西这片名校林立的沃土上熠熠生辉。该
校先后获得“河南省校园文化艺术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示范家长学
校”等荣誉称号。

2004年，市二十六中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取消重点班，实行平行分
班。此举遵循教育规律，极大地调动了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班风和
学风建设得到稳步提升，学习效果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该校还
创办家长学校，成立教师发展学校，注重教师的理论学习和业务水平
的提高。2007年，在全市中招考试中，该校第一届平行分班的毕业生
中突破洛阳一高分数线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2002年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正式成立，是洛阳市第一所以“双语”
命名的小学。2008年，市双语实验学校被洛阳市教育局确定为“洛阳
市首批双语教学试点学校”。2009年在“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
决赛中，该校荣获一等奖的人数在小学组中排全市第一，此后连续五
年该校在小学组中一等奖获奖人数都是全市第一。2013年，该校被河
南省教育厅评为“河南省优秀民办学校”。

2012年8月，洛阳国际学校竣工并举行开学典礼，同时举办以“21
世纪的人才需求与国际教育”为主题的洛阳国际教育研讨会。洛阳国
际学校是洛阳市第一所高规格、高等级、成规模的国际学校建设项
目。2013年4月，洛阳国际学校顺利通过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的
实地考察，被批准成立洛阳首家“剑桥国际中心”，并成为洛阳市首家
会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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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中因改革而闻名于全国：从1982年起，以全国特级教师朱
慈源为代表的市五中语文教师开始了“听、说、读、写、议”五字教学法
改革，效果显著；1988年以“校长责任制、全员聘任制、岗位责任制、
业绩考核制、结构工资制”等五制改革为核心，率先在全国进行教育
管理改革，成效卓著、影响深远。1993年李岚清副总理亲临该校考
察，向全国推广这一改革成果，并题“洛阳五中”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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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洛阳建中实验学校被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科学技
术协会评为全省35所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学校之一。2011年寒假，
洛阳建中实验学校受洛阳市科协委托成功举办洛阳市青少年科技冬
令营，全市101所中小学的1202名学生参加。洛阳建中实验学校校长
田建中也被河南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评为河南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带头人。

2010年，市实验小学把“在体验中快乐成长”作为学校的核心办学
理念，并围绕核心内容开始了学校体验式的课堂研讨，强调以学生为
主体，突出学生的质疑和探究、分享和感悟，逐渐总结出包含情景、质
疑、探究、分享和拓展五个环节的体验式的课堂模式。这种课堂模式
强调多元分享，从教师独语到师生群体对话，思想在交流中碰撞、流
动，形成智慧的共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