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于漪老师

耄耋之年矢志不渝担纲国家教改先锋于漪

一辈子在讲台上唱响生命之歌
! ! ! !“我，一个耄耋老人，是改革开
放的亲历者、参与者，也是受益
者。”今年整 !"岁的于漪老师，昨
天在病床上通过视频为华东师大
“大夏教育高端论坛”作主题演讲，
讲述自己“一辈子当教师，一辈子
学当教师”的光荣与梦想历程。

她说!"教师最为关键

的是点亮生命的灯火#持

之以恒地燃烧$ %

“教师的人生是双重奏，不仅
需要明晰方向，走好自己人生的道
路，更要用灯火点亮学生，引领学
生走好人生的道路。”从教 #$年
来，于漪老师一肩挑着学生的现
在，一肩负起国家的未来，以“滴灌
生命之魂”的勇气和决心，矢志不
渝地行走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她
说，“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高尚，就
是选择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相
连。为人师表，就是点燃自己，照亮
别人。我们的教课，我们的育人，不
是一个技术问题，是要带着理想情
怀和责任担当。在传授知识的同
时，必须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在孩
子心中点亮一盏明灯。”
于老师喜欢用“站上讲台就是

生命在歌唱”这句话点睛教师工作
的神圣。近年来，于老师每年都准

备一本专用的挂历，几乎上面的每
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在许多个格
子里，她还要画两个甚至更多的
圈，这便是她的工作日程。退休后，
她逐字逐句审阅了全部 %&个年级
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至今，她
有时上午要听 '节课，下午开展说
课、评课。前不久，她腰椎骨折，卧
躺了 (个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学
校指导青年教师的课题和论文，走
进课堂听课评课，为推进教育综合
改革、为办好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倾注心血。她用不知疲倦的奋斗，
践行着“让生命与使命同行”的铮
铮誓言。

她说!"教师最难做到

的是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

的理念& 并在教育教学中

付诸实施$ %

“一个学生一个样，每一个学
生都值得被尊重。”于漪老师认
为，教育应当是有教无类因材施
教，而非一个模子的刻板教育；局
部相加并不等于整体，碎片化教
育组成不了框架；学生的个性是
教师的财富，对学生的尊重是起
码的教育前提。人生是单程票，每
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要把人放
在教育的第一位。教师要了解孩
子，这是教学当中的唯物观点。知
心才能教心，绝大多数老师讲的
话全是正确的，但学生能听进去
多少是要打问号的，有时候学生

认为老师讲的是“老古董”，那些
大道理或空洞说教他们不要听，
这就需要教师变换方法。
于老师举例说，学生常写错别

字，机械抄写多少遍往往会让他们
产生负面情绪。如果教师对字形结
构分析透彻，学生不仅易记，还会
产生探究的兴趣。她说：“曾经有调

皮的男生对我说，他看‘笑’字就像
人的脸露出高兴的神态，眉毛弯弯
的，眼睛眯成缝，一撇一捺就像笑
起来的腮勾勒出的线条。他看‘哭’
字，两只眼睛像两张嘴，水从里面
淌出来，很难看的样子。学生对字
的构成生发出想象与感慨，这不正
是创造性思维吗？”

她说!'教师最需锤炼

的是教书育人的基本功&

要有真本领$ %

“课堂教学是一名教师安身立
命之本，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有
兴趣。”于漪认为，教师要传播真理，
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作支撑，自
己首先要学有所得、学有追求、学有
方向。除了加强课堂教学水平，教师
还需要练好倾听的基本功，倾听学
生内心的需求和生命的呼唤。

于老师说：“我一辈子有个座
右铭，就是汉代刘向说的‘书犹药
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教了一辈
子的语文，至今没有脱愚，很多东
西若明若暗，说不清楚。举个例子
来说，比如诗歌，怎么教才能够打
动孩子？我大概最成功的就是教
《周总理，你在哪里》，教完后学生
一直记得，多年后还能给我背诵，
这是因为打动了他们的心灵，是以
情激情的结果，因为我充分利用了
诗歌的特点呼唤真情真心。所以，很
多文体的教学究竟怎么打动孩子的
心，在今天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因
为我们有的时候被知识点所俘虏，
丢掉了魂。把文章教得失魂落魄，
是没有办法感动学生的。”于老师
认为，教师不可能把文章的所有妙
处都教给学生，因为教学不是一次
完成的，它是不断完成的。在教语
言文字的时候不能把魂丢掉，动人
心者莫过于魂。 首席记者 王蔚

! ! ! !择一（医）事，终一（医）生。用
这句话形容王宏伟和王秀丽夫妇，
再合适不过。)$岁的王宏伟是复旦
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皮肤科主任，))
岁的王秀丽是上海皮肤病医院教
授、同济大学医学院光医学研究所
所长。夫妻俩同为中华医学会皮肤
科分会首席专家，合作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 *项科技大奖。他们的儿子
青出于蓝，国内外双博士毕业后，
也选择从事与父母一样的职业。

选择共同的专业
王宏伟一家三口分别来自于

复旦、同济、交大医学院，从事一个
共同的专业———皮肤科学。
上世纪 $"年代，王宏伟在河

南焦作皮肤科工作岗位认识王秀
丽，共同的志向、互补的性格让他
们牵手。之后两人又去武汉同济医
科大学读研和工作。“我们每天骑
自行车到实验室，早上路边买 +"

个豆沙包打发三餐，再带一个空的
塑料瓶灌水喝。经常在实验室里呆
一整天，外面刮风下雪都不知道。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没有丝
毫感到生活的苦，只有对皮肤科学
的热爱。”王宏伟说。

后来，夫妻俩双双来沪，逐渐
成为国内皮肤病领域学术界的领
军人物。

+!!,年，王秀丽在国内率先
开展光动力治疗皮肤肿瘤，之后她

又创新性地将光动力技术应用于
治疗良性增生性疾病，通过大量科
学实验，完成机制和治疗参数研
究，制定出适合中国人皮肤的“中
国标准”。
接着，王秀丽用光动力治疗攻

克又一个难题———重度痤疮，成果
被《&"+,年美国痤疮治疗指南》引
用。目前，有上千家医院开展了光
动力治疗，有近百万人次患者受益
于这项新技术。光动力治疗已作为
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载入皮肤病
治疗学，被誉为“转化医学”的成功
典范。

王秀丽和她的团队还在国内
最早开展光动力国家级继续教育
项目，将团队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
验与全国皮肤科同道分享，积极推

动和普及光动力治疗在全国皮肤
科领域的应用。
王秀丽的成功，离不开丈夫背

后的默默付出。在这样一对伉俪的
情感和事业里，有融合一致的医学
理念和人生理想。

关注老年皮肤病
王宏伟说，早年夫妻俩一起

“瞄准临床问题、紧跟患者需求”，
用光动力技术攻克临床难治性疾
病。后来王宏伟开始关注老年皮肤
病领域。在他看来，中国有 &亿多
老年人，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
化社会的城市，老年皮肤病也将急
剧上升。而国内还没有一家医院以
老年皮肤病作为主要学科发展方
向，中国亟需一支关注老年皮肤健

康的医疗专业队伍。
从零开始，王宏伟建立国内第

一个老年皮肤病学组，让更多医生
重视老年皮肤病学科；从编著老年
皮肤病书籍开始，让更多医生有专
业书籍学习；从制定老年皮肤病诊
疗专家共识开始，让更多医生专业
规范地诊疗老年皮肤病。目前，国
内多个医学学会雨后春笋般地成
立老年皮肤病研究或治疗中心，一
支保障老年皮肤健康的专业队伍
已经日渐成熟并日益强大。

医学情怀延三代

王宏伟的父母都是医生———
父亲是检验科的主任，埋头苦干一
辈子，默默奉献给检验医学；母亲
是肾内科医生，在国内最早一批开

展血液透析。王秀丽的伯母陶其
敏，曾将自己研发的中国第一支乙
肝疫苗注射在自己身体里，开创中
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事业。“前辈给
予我们的是踏实和奉献，我们希望
孩子能创新并坚守。”王宏伟说。
儿子王博，从小跟着父母辗转

各地，多次转学，但学习成绩优秀。
小时候他曾抗拒做医生，觉得爸妈
很辛苦，给自己童年的陪伴也不
多。可到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依
然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医学，这可能
就是“医学世家”的影响和血脉传
承。他以高分考入交大医学院 $年
制博士，又赴海外留学。如今，国内
外双博士毕业的王博，也成为一名
皮肤科医生，延续了这个医学之家
的初心与梦想。 本报记者 左妍

医学伉俪携手攻关!子承父业共同追梦"""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皮肤科医生

斗

于漪，1951年7月毕业于
复旦大学教育系，上海市杨
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2018
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
予于漪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
“基础教育改革的优秀教师
代表”。今年国庆节前夕，
她又名列首次开展的国
家荣誉称号评选的28名
建议人选。

! ! ! ! (年前的一天，王宏伟接到外省政
府部门的电话，邀请他会诊一个特殊疑
难病例。患者曾辗转国内多家大医院，不
能明确诊断，花完家里所有积蓄，孩子因
穷辍学，网友发帖“农妇患怪病全身皮肤
溃烂”求助社会，被多家网站转发，一时
间引发社会热议。

回家后，王宏伟将患者病情告诉妻
儿，一家人针对患者病情展开讨论，夫妻

也因意见不一而争论，儿子负责搜索国
外相关文献资料。“会诊”持续到深夜，一
个清晰的思路呈现：这种“怪病”临床表
现看似“坏疽性脓皮病”，实则是一种十
分罕见的疾病———皮肤淋巴瘤。

第二天，王宏伟就搭乘航班前往外
省会诊，经检查，最后确诊患者是结外
-. ! / 细胞淋巴瘤鼻型，一种高度侵袭
性的非霍奇金淋巴瘤。 本报记者 左妍

全家深夜!会诊"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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