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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筹建，1968年 12月 1日
招收第一批学生……平顶山市第四高
级中学（以下简称市四中）已走过53个
春秋，校史馆也在2016年10月11日正式
对外开放。

近日，记者探访了市四中校史馆，
校史馆位于笃行楼二楼，馆内图文并茂
地展示了学校53年的发展历程。

●老照片再现
上世纪70年代校容校貌

在校史馆的开篇位置，有一张黑白
毕业照十分醒目，上面写着：“平顶山四
中欢送七〇年冬光荣入伍同学留影”。
校长杨全军介绍说，学校建校之初招生

是每年12月开始，当时是初中，那时候
学生入学称之为“入伍”，第一届学生
1968年入校，新生约200人，采用的是部
队编制，4个排，两年一届，一个排相当
于现在的一个班级。照片上第一排学
生胸带红花，虽然是黑白照片，但是着
装整齐，校史馆里一起展示的还有几张
1970年左右毕业的合影照。

在学校建筑演变记录中，记者看到
一张保存较好的教学楼照片。照片中
的建筑为三层砖瓦结构，二楼三楼有砖
制的围栏。红砖垒砌的走廊上，学生们
三五成群，或倚着栏杆说笑，或在操场
玩耍，学生的服装也充满了年代感。

据杨全军介绍，这是 1976 年建起
的教学楼，最初是两层，占地1080平方
米。随后，因学校发展需要又在此基础

上加盖了一层。“2014年，我来学校担任
校长，就在这个教学楼的二楼办公。当
时，三楼还有一个服装厂，那是职业教
育服装设计专业的练兵场。”

2015年底，新教研楼竣工后不久，
这个三层建筑就被拆了，成了现在的三
元广场。校史馆还收藏了一张第二职
业中专时期的大门照片，只有两扇简易
的铁门，院内还有一处砖瓦平房。

近几年，学校办公楼、宿舍楼、实验
楼拔地而起，1994年建成的6层教学楼
也旧貌换新颜。学校建筑和大门等都
焕然一新，建筑名字也赋予了浓厚的文
化气息：笃行楼（办公）、求真楼（实
验）、明德楼（教学）等传承了求真务
实、奋勇向前的校园文化。

●传承下来的茶艺课程

从1966年最早的平顶山市第四中
学到平顶山市第二职业高中、平顶山市
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平顶山市理工
学校，再逐步过渡为现在的平顶山市第
四高级中学，该校经历了初中、完中、职
业高中、职业中专、综合高中、高中等多
个发展阶段。虽然校名累更，校貌全
改，但有一项传统项目保留至今。

在校史馆里，有一组学生表演茶艺的
照片。该校业务副校长范登河告诉记者，
这些是近几年学生社团的茶艺展示，但茶
艺的传承要追溯到职业教育阶段了。

范登河说，1991年，为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学校更名为平顶山市第二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后根据市场需要设置专业，
让学校在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其中，旅

游专业的茶艺课一直深受师生喜爱。
“学习茶艺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

操。职业教育阶段，茶艺是一门正式课
程，学校配有茶艺室及专业教师负责教
学。后来，茶艺课以兴趣小组、第二课
堂的形式传承下来。2015年，学校成立
了茶艺社团，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学习茶
礼仪、传承茶文化，该社团还经常举办
活动，汇报学习成果。”范登河说。

●开学第一课参观校史馆

每个学校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
的。近几年来，我国加快了高等教育
的发展步伐，普通高中热逐年升温，职
业教育招生越来越困难。为了找到发
展出路，教师们不惜赶往江浙一带招
生。当时办学条件和周边环境差，不
少教师靠着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四
中精神”，克服困难把学生培养成才。

校史馆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篇
章展示了历届校长、优秀教师的风采。
杨全军说：“优秀教师就是我们的凌烟
阁，做得好的都会被校史馆记录，让更
多人学习传承。”

据介绍，2016年10月11日是该校50
年校庆。2015年时，学校就开始收集资
料、编辑校志、筹建校史馆。2016年 10
月 10日晚，赶在校庆前一晚，该校史馆
建成。“建立校史馆的意义就是提醒师
生不要忘记历史。学校这条路走得很
艰辛，回首过去，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激
励。如今，学生每学期入校第一课就是
参观校史馆。”杨全军说。

（本报记者 刘世超/文 耿剑/图）

平顶山市四中校史馆：

建校初期学生采用部队编制

学生在校史馆参观学习

1970年入校学生合影照（翻拍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