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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宜阳县城关镇中街学校，记者看到，大课间时，很多
学生在教学楼屋檐下和仿古长廊里认真读书，校园内一座红墙灰
瓦、民国时重修的城隍庙在冬日的暖阳中格外显眼。这里没有了
烟火，只剩浓浓书香。

宜阳县城关镇中街学校，自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办学规模，
还是办学条件都有了很大变化

昔日烟火城隍庙，如今书香满校园

“我经常用投影仪讲课，这样可以更
好地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今年25岁的
焦雅楠是该校五年级的数学老师。虽然
今年才来到这个学校任教，但她对教学有
很多新的想法。

焦雅楠说，她上小学时，老师能拿个
录音机到教室辅助教学就已经让大家感
觉很新奇了，后来有老师用幻灯片讲课，
到现在她供职的这所学校的每个教室都
配备了投影仪，教学手段越来越先进，知
识的呈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焦雅楠善于使用

电脑，她会通过各种内容丰富的课件来丰
富教学内容，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在她
看来，中街学校的设施相对完善，各种辅
助教学活动也很多。

该校教导主任贾会晓说，如今学校
在校学生已有 2600 多名，有 113 名在
职员工。在建设书香校园方面，他们建
设了“一亭、一廊、一台、一角”的“四个
一”开放书吧，让学生们随时都可以在
校园一角或教室里取阅书籍，以培养学
生们的阅读兴趣，进而让书香浸润他们
的心灵。

陆润月说，1973年，她开始读
小学一年级，当时这里有小学和初
中，一共8个年级。上小学时，每个
班只有二三十个人。改革开放后，
她读初中，那时候学校的学生人数
一下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学生多了起来，
我们初中一个班人数一下子增加
到了50人。”她说，父亲在自己很小
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条件一直不
好，上初一时她连学费都交不起。
当家里终于凑够学费时，一位姓蔡
的老师告诉她，以后有困难就说出
来。也就在那个时候她才知道，原
来父亲曾经是这位老师的老师。

在陆润月的印象里，学校是城

隍庙改造的，正中间的大殿被作为
老师的办公室，东西两侧各三间厢
房，就成了教室。20世纪七八十
年代，教室房顶的瓦片经常会掉
落，遇到下雨天“小下小漏，大下大
漏”。后来，土坯房陆续换成了楼
房，阴暗的教室也装上了明亮的大
窗户。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校的教学
条件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陆
润月上小学时，学生们都要从家里
带小凳子到教室上课，后来有了水
泥桌椅，再后来学校办起了校办工
厂，换成了木制桌椅。如今，孩子
们都是一人一套铁制的课桌椅，看
起来既美观又结实耐用。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中街学校
采访，刚一进校门，就看到东侧的
仿古长廊里，摆着一排排书架。此
时，正值大课间，一些学生来到这
里，从书架上取下书，认真读了起
来。

三年级四班的张舒涵和赵林
鑫是好朋友，她们每天大课间都来
这里看书，这已经成了习惯。张舒
涵说，她喜欢读《一千零一夜》，赵
林鑫喜欢读《经典故事》，如果她们
想把这里的书借走，可以去旁边的
办公室签字，借走一天半后归还。

除了这个仿古长廊，一栋教学
楼的屋檐下也摆着长长一排开放
式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书。在学
校操场上，一座大殿十分醒目，大
殿前也摆着一排书架。

“这座大殿属于民国时就有的
一座城隍庙，也是宜阳县县城仅存
的一组古建筑群。”该校一年级语
文老师陆润月说。今年52岁的陆
润月出生在该校所在地中街村，她
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这所学校读
的，后来又当了32年小学教师。提
起这所学校，她有很多故事要讲。

一座城隍庙和一所学校的不解之缘1

时代在发展，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都有了很大变化2

教学手段越来越先进，书香校园建设成效显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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