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

年代!是知识开始渐渐流行的时

代!又是一个被人誉为"文化复兴#的时代$ 知

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既新奇又时尚!同时又

是内涵和深度象征的名词! 各色各样的书籍开

始在书店的书架上出现!

知识的流行也引起了人们对高考的重视$

上世纪
!"

年代!高考已经如常进行!成了中国

内地高中生必经的人生洗礼和重要考试$ 考得

好的!将有成为"社会栋梁%&享受国家分配的权

利!没考好的!进不了大学的象牙塔!也将有另

外的一种出路$ 但无论如何!在上世纪
!"

年代

的学子心中!高考!依旧是最重要的考试!没有

扩招! 录取率很低! 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

校! 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

源和有限的招生名额! 用 "千军万马齐挤独木

桥%来形容那时的高考考生!毫不过分$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 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声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 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
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
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

这是上世纪
!"

年代风行的一首歌
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歌曲把年
轻一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踌躇满志的
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年轻人中引起
了共鸣% 这首歌被广为传唱$成为当时高
中&初中甚至小学经久不衰的经典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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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高中教育继续向前发展$越来越
多的学子涌进了高中的校门$ 城市孩子
把她当成出人头地的途径' 农村孩子把
她看作(跳农门)的机遇% 他们用这首歌
来激励自己$累的时候唱它$苦的时候还
唱它$高兴的时候更要唱% 有的人实现了
自己的大学梦$有的人却不幸落榜了% 那
段岁月是他们心中最美好的梦$ 当斑驳
的岁月渐行渐远$ 回忆那让人无法忘怀
的时光$又有多少人不感怀&不留恋呢*

毕业于郑州师范学校的王春喜 $从
教至今已有

#$

个年头了% 现任郑州市聚
源路小学校长$虽然从事小学教育$但他
一直关注着高中和高中教育的发展% 他
说$两年的高中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
活和命运%

王春喜来自农村$ 他和同龄人一样
渴求知识$但更希望知识改变命运$他比
同龄人更珍惜上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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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春
喜升入郑州市一所高中$ 成为最后一批
两年制的高中生$谈到自己的高中生活$

王春喜的话多了起来% 他说$当时高中教

育正处于恢复期$每个学校都缺教师$教
师的水平与教学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
距% 学校办学条件也不太好$很多学校是
建在文革的废墟之上% 王春喜说$那时老
师的专业素质虽有提高$ 但授课的 (火
候)还很欠缺% 他说$当时大部分的老师
都是(以工代干)$有的老师是留校生$有
的老师是挑选出的代课老师$ 他们充其
量也就是高中生$但那时正推行(题海战
术)$ 谁肚子里的题多$ 谁就是好老师%

(为了把我们教好$ 老师也在不停地学
习&充电$当时的氛围就是+师生共同成
长,% )说到教材$王春喜说$那时的教材
还没有系统化$版本很混乱$教材传递的
信息量很小$ 而辅导资料更是 (稀有产
品)% 由于正处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大学
不多$也没有扩招计划 $所以

!(

年代大
学的录取率很低$据王春喜介绍$他参加
高考那年大学录取率仅为

$)

$ 如此低的
录取率使许多人被拒之大学门外%

录取率虽然很低$ 但并没有阻挡学
生的学习热情$王春喜回忆说$那时候的
学生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的$基础差&整体素质不高是那时候学生
的特点% (但我们学习的劲头很大$从来
都没有感到过累- )王春喜激动地说% 为
了考上大学$ 他们一般早上

*

点就起床
背书$ 每天学习的时间都能超过十几个
小时% 但面对老师的(满堂灌)的教学方
法$他们学起知识来$还是相当的吃力%

王春喜说$为了提高升学率$老师和学校
大搞(题海战术)$当时奉行分数(一统天
下)% (为了提高分数$我每天都要作大量
的题$有时候看书看得头疼$真想把书放
下$但一想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就觉不
得有什么苦了$苦并快乐着吧- )

王春喜说$有时候实在很累的话$就
唱歌%那时候他最喜欢的歌曲就是"年轻
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陪我走过了高
中生活$我一直用它来激励自己&鞭笞自

己- )说到兴起处$王春喜当场清唱了起
来$他眼睛盛满了深情$仿佛自己又回到
了那段岁月$置身于那个环境% 谈到自己
的学习方法时$王春喜感慨颇多$他说自
己除了死记硬背外$ 还有一个致命弱点$

他们那一代的学生对老师有一种敬畏心
理$ 有时候碰到难题也不敢向老师请教$

能和同学讨论的就讨论讨论$讨论也解答
不出的问题$常常只有(烂)在肚子里了%

经过两年的努力$王春喜最终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看到现在有些孩子不
好好学习$他会忍不住说上两句$跟他们
讲自己的高中故事% 王春喜说$他一直很
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中老师% (恢复高考
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他给许多有为的青年
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要是没有高
考$我都无法想象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
子$要是没有老师的辛勤培育$我也不会
很顺利地考上大学$应该感谢他们% )

本报记者 李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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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郑州铁一中，３０岁以上的郑州人都知道，“那是一
所名校，上世纪 ８０年代就是省重点高中，很多人以到郑铁
一中上学为荣”。然而，当时这所学校只对铁路职工子弟招

生，许多心仪铁一中的学子与之擦肩而过。２００５年，郑州铁
路一中正式移交地方政府管理，更名为郑州市 １０１中学，
２００６年开始第一次面向全郑州市初中招生。这所 １９２９年
建校，１９８１年成为省重点高中，２００５年被命名为首批省级
示范性高中的老牌学校，以她广阔的胸怀迎接全市有志学

子。新的平台，新的高度，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打造

精品名校的梦想也在每一个１０１人的心中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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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１０１中学，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映入眼帘，这就
是被称为“智慧之光”的文化墙。这面墙上，刻满了古今中

外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浮雕像。在众人眼里，这是１０１
中学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可在 １０１中学校长钱锋看来，这
不仅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更是激励学生不断进取的精神

源泉。受这些名人激励，那些有着无数奇思妙想，设计出

“木牛流马”、“计毂离车”的同学，立志要让这些名人的思

想智慧在自己身上延续。更有不少学生在学科竞赛、科技

创新大赛上屡有斩获，为自己的成长绘出一笔笔美丽的色

彩，为学校的发展争得一项项辉煌的荣誉。

这面“智慧之光”文化墙，为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特

色做了最精准的阐释。每天从文化墙前面走过，老师的

脚步变得更坚定有力，学生们的信念变得更明确具体。

于是，２００５年以来，李子汨、高阳、王寅、徐竟欧同学在全
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国家三等奖。陈旭

旭、王俊，周夏冰、周伟同学在全国信息学联赛中获河南

省赛区一等奖，其中陈旭旭同学获河南省第一名。于是，

安源、陈海龙同学在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中，荣获河南赛

区一等奖。李昊、付宇、宗远、张菲同学在河南省高中学

生化学竞赛中荣获省一等奖。李辰、刘卿在第 ２３届全国
中学生物理竞赛中荣获河南赛区一等奖。于是，周妍在

河南省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决赛中，荣获省一等奖。周

妍、董昱辰、闫显达同学在郑州市首届中学生英语语言

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看到这喜人的成绩，我们分明感到，文化墙上那些科

技名人的脉搏在１０１中学许多学子身上强烈地跳动着。
钱锋告诉记者，１０１中学从１９８３年就开设了计算机课

程，常达、李鸿老师在信息学竞赛辅导方面，潜心钻研，积

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优异成绩，自 １９９１年
以来，他们培养的选手连年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比赛，其

中安兴华同学代表国家队参加了在瑞典举办的第六届国

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荣获国际铜牌。多年来，学校的

数、理、化奥赛成绩喜

人，也造就出武丹、申

建忠、柴志纯、冯连福

等一批中青年骨干教

师，他们培养出了许

多优秀学生。学校奥

赛获奖人数，连续多

年居郑州市第三位，

荣获郑州市学科竞赛

先进单位。学校高度

重视学生科技创新活

动，六年来，有 １７项
课题在全国荣获一、二

等奖，２３项荣获河南
省一等奖，在郑州市名

列前茅。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１年以来，１０１中学
在省级学科竞赛和科

技创新大赛中，有 ３４８
人次获奖。其中有 ６７

人荣获河南省一等奖，３０余人在全国学科竞赛中获得佳
绩。２００１年，学校成立河南省唯一一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批准的生源基地班，每年为清华美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美院、天津美院、湖北美院、西安美院等重点院校输送一批

批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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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０１中学的教学楼上，“今天我以郑铁一中自豪，明
天郑铁一中为我骄傲。”格外醒目。学校培育出了无数优秀

人才：世界飞碟射击冠军巫兰英、深圳万科集团公司老总

王石、原省政协副主席姚如学、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阎

海旺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王

永汉等老一批优秀学子都曾在这里就读。１９９７年河南省
理工科状元袁海、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３三年郑州市总分状元
杨松林、康乐、徐惊蛰也出自这所人才辈出的校园。学校

对毕业生跟踪调查显示，走入各级高校的毕业生，绝大多

数能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热情真诚的人生态度、和睦

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综合素养赢得高校的广泛好评。每

当有人问他们毕业于何校时，他们都会自豪地说：“郑铁

一中（１０１中学）！”１０１中学也因培养出一批批优秀学生感
到无比骄傲。

１０１中学要求教师 “关爱每一个学生，帮助每一个学

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几十年来，学校一直传承着“尊师

爱生、真诚相待、循循善诱、教学相长”的优良校风。学校不

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学生，而是尊重学生的基础差

异，以“综合素质层次教育方案”，让学生选定管理目标进

行自我管理，并以“学生成长记录”的形式，记载学生在校

三年的成长足迹。学生生活在这样的校园里，处处可以感

受到集体的温暖，人人都能自信、健康、快乐地成长。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和欢乐，让每

一个学生的个性、特长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钱锋

一语中的，点出了学校的教育理念。在 １０１中学，每年有
一次科学艺术节，“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发布会”、“音乐

欣赏与演讲”、“学生自编自演的校园剧”、“英语口语交

际能力展示会”、“校园系列专题讲座”、“音乐联欢”、“摄

影与艺术作品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每一个学生都

能找到展示自我、张扬个性、领略成功的机会。“在学校

我们感到学生是被尊重的，被欣赏的，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为能上这样的学校感到自豪。”高二（３）班一位同学
深有感触地说。

１０１中学高度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创新性的开展多
种形势的德育活动。从日常小事到升国旗仪式、成人宣誓

仪式、主题班会、校园主题调查教育活动，都是德育工作的

主阵地。１９９１年创办“中学生党校”以来，更是对一大批学
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钱锋告诉记者，中

学生党校的创办，让校园里产生一种浩然正气，同学们更

加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校园的发展，许多学生课外阅读的

兴趣也从武打、言情小说转到反映现实的作品上来，探索

做人的道理。不少学生，积极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提出合

理化建议。更多的学生把上网打游戏的时间用来搜集名人

警句和学习有关的信息，校园内的学习氛围更加浓厚。不

少家长专门打电话、写信给学校，盛赞学校德育工作给学

生带来的变化。自中学生党校建立以来，已有４５位学生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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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１０１中学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该校腾飞
的脉动。２００１年，高考升学率达 ９３．４％，其中康乐同学以
５５２分获郑州市高考总分第一名；２００２年，６００分以上人
数 ３５人，居郑州市第二位，升学率达 ９６．８％；２００３年，高考
升学率达 ９７％，其中徐惊蛰同学以 ６７７分获河南省第三
名、郑州市第一名；２００４年有八位同学升入清华、北大，创
近五年最好成绩，高考升学率达９８％以上。２００５年升入清
华、北大 ３人，考入重点大学 １０３人，高考升学率为
９６．３％。２００６年有 １０人被保送入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
重点大学。考入重点大学 １０８人，高考升学率达９７％。２００１
年以来，共有 ３２名同学升入清华、北大。学校连续荣获郑
州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德育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研先

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展望未来，钱锋激情满怀地说：“目前，学校已基本解

决了新、老教师的过渡和衔接问题。优质的师资队伍架构

更加牢固，学校有特级教师 ２人，高级教师 ５０人，河南省
郑州市学科带头人 ５人，省级兼职教研员 ５人，在职研究
生和已有研究生学历的 １７人，教师本科以上学历者达
１００％。有多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带头把关，有一批年富力
强、积极能干的中青年教师分布在教学一线的重要岗位

上。钱锋校长坚定地表示：学校坚持既不办分校，也不扩

招，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优质的教师队伍和严格科学的管

理，充分保证教学质量。重视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进

步，打造一流“精品学校”。

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１０１中学一定会成为一
所“管理科学、教师过硬、教学丰富、学生优秀、文化厚重”

的百年名校。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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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力! 原郑州一中校
长%

%&*!

年毕业于新乡师范
学院.现河南师大/数学系

+

先
后在郑州师范& 郑州师专和
郑州十一中任教%

,&!$

年
$

月担任教研室主任兼党支部
书记% 创办了数学爱好者讲
习班 .即后来的数学竞赛辅
导班/%

,&!'

年
!

月调任郑州
市第一中学校长% 任职期间$

带领郑州一中朝着(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
阔步前进$迅速进入全国名校的行列% 发表论文
-(

多篇$与他人合著"中学生科学词典#&"高中
数学解难#&"高中数学竞赛试题汇编# 等

,,

本
书%

,&!&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

年
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和河
南省优秀专家% '据(郑州市教育志)*

田星灿! 原郑州外国语
学校校长% 中学高级教师&省
特级教师& 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专家%

,&.$

年毕业于郑州
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

%&!$

年调任郑州外国语学校副校
长$后改任校长%领导办学

%*

年$ 把郑州外国语学校办成
了 (省内一流 $国外知名 )的

名校%出版专著"教育学新探#&"新世纪教育理念
探究#

/

部$主编或参与编写专业书&课本
%*

本$

发表文章
$(

多篇% 多次受到表彰$"人民日报#&

"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河南日报#&"河
南卫视#等十多家媒体报道他的事迹%

'据(郑州市教育志)*

张时今!中共党员$研究生
学历$数学特级教师$现任郑州
一中校长% 曾荣获市优秀教育
工作者&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省优秀教师&省优秀专家&省十
佳中小学校长和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曾担任郑州市第十一届人
大代表& 第七届河南省党代会

代表$现为河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所辅导学生王劲松&张钢&杨保中三人四次
荣获全国数学奥赛河南赛区的冠军$杨保中还获
得第

--

届国际中学生数学奥赛的金牌%

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多本论著%

高高高考考考
!

!!

"

"" 年年年 功功功勋勋勋校校校长长长

#$

高考结束后王春喜#左$和同学在公园合影留念

史记高考 !"年系列报道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