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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外国语学校于1983年建校，学校的培养目标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调整和
变化：“外语突出”——以外语特色取得突破；“文理兼长，外语突出，全面发
展”——学生素质全面提升；“强化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理性思维”——学生创新
意识培养；“中西文化融合，智慧人格并重，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兼备的高素质
预备人才”——顺应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多元文化融合日益扩大的趋势，
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复合型预备英才。

注重新课程的设置与开发
郑州外国语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在此前提下，学校还特别注重以下

课程的设置与开发。
一是工具类课程，它包含外语和母语两大类。在外语类课程上，突出“多元文化，思维

表达，语言技能”三位一体的外语教学新特色，开设多个语种，选用多种教材，实行小班授
课，聘请外籍教师，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外语交际运用能力。

2010年，郑州外国语学校开设了美国AP、澳大利亚“优飞”等国际课程，不仅把语言技
能训练和学科知识学习相结合，使学生的语言学习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也为学生进入国外
名牌大学开辟了新的通道，拓宽了人才培养途径，丰富了教育供给。同时通过利用境外教
育资源，借鉴境外教育发展经验，也增强了办学活力。

二是国际交流性课程，它包括中外学生交流互访、国外语言夏令营、中学生模拟联合
国活动、中美学生领袖峰会等国际交流。

三是校园文化活动课程，它包括诸如校园学生百家讲坛、重大节日纪念日活动、中西
文化艺术节、学生社团等系列化、制度化、常态化、普及化的学生活动。

学校利用寄宿学生在校时间长的条件，开展五彩纷呈的活动。学校目前有爱心社、模
拟联合国等近30个学生社团，通过学代会、团代会、学生党课等为学生的心智发展、特长
培养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机会，有利于养成学生“自理、自制、自觉”的习惯，为学生“做人”打
下坚实的基础。

四是地方文化与社会资源课程，它包括实地考察、专题调查、红色之旅、实习基地及成
功人士、专家教授的拓展讲座等实践活动。

28年时间，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在正确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的引领下，郑州外国语学校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仅用

了28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拥有9000多名学生和600
多名教职工的知名学校、热点学校。学校中高招成绩优异，首位度不断提高。不仅是河南
省首批示范性高中，而且是全国外国语学校工作研究会理事学校，是2001年国家教育部
首批确定的全国13所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学校之一，每年有200余名学生被保送到
全国名牌大学。2011届有 208名学生被保送到名牌大学，其中清华大学 14人，北京大学
10人，浙江大学21人；高招一本上线755人；王语晨、程霖、张然等42位同学被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国外名校录取。

有人说郑外是教育界的一个奇迹，这可能是溢美之词。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郑州外
国语学校的毕业生普遍受到国内著名高校的认可和欢迎，正在逐步迈入世界常青藤大学
的校门。清华、北大等高校评价郑外的学生“视野开阔、思维灵活、积极上进、富有爱心、责
任心和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和宽容心态
2007届毕业生，现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王子寅同学，在2009届毕业生自编的电子书

《毕业生眼中的郑州外国语学校》序中说：“‘大师大爱，依依郑外’，这八个字恐怕是很多郑外
人心中对于母校的一种感觉。有一种更为显性更为深厚的精神力量，构成了郑外的气质与
内涵。”2009届毕业生，被全额奖学金录取到耶鲁大学的李文博同学，在汶川地震期间，心系
祖国和同胞，在美国发起捐款活动，让人感动。他说：“在郑外的六年时间，让我更多地看到
了自我，看到了世界，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使命感。”

实践证明，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兼备是理性的教育选择。郑州外国语学校努力在世界多
元文化的碰撞、消长、融合中，在内化固化本土情怀的前提下，去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全球意
识和宽容心态，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优势整合，为完成我们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造就大批能成
功参与国际竞争、国际合作的预备英才。一所建校只有28年的学校在继续书写着她的辉煌。

2011年2月，郑州外国语学校交响乐团在河南艺术中心
音乐厅举办新春音乐会

著名学者季羡林题写校名的磐石大门

外国语学校肩负着培养“文理兼长，外语突出，多元

融合，全面发展”的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复合型预备英才

的使命，这个使命要求我们培养出的人，必须是一个“现

代人”，更是一个“中国人”。因此，坚定地提出了学校的

办学使命——培养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兼备的高素质

预备人才。

实现这一培养目标的教育行为要成为学校教育的

常态，要惠及学校的每一个学生，就必须避免教育内容、

教育手段的随机性、散漫性，为此就必须使实现这一培

养目标的教育行为课程化。

——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 毛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