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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上海唯一一所十年一贯制的学校，上海
市实验学校是一块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田”。该
校的第四任掌门人就是特级校长、特级教师徐
红。在她看来，每一个孩子都应被视为独一无二
的精灵，都有与生俱来的潜能；作为精灵的守护
者，老师必须去认识每一个孩子，读懂每一个孩
子的与众不同。

直升高一理科创新班的韩佳恒是学校里的
小“名人”，他的走红并非因为是应试的“学霸”，
而是他对天文学知识孜孜不倦的探索。!"#$年
##月，韩佳恒开通了自己的天文学微信公众号
“从窗户看宇宙”，坚持撰写天文科普文章。徐红
校长得知后特别支持他的这一爱好。
“教育真正的作用就是要善于发现每个孩子

的闪光点，并将孩子们的潜能激发出来。每一个

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徐红提出了一个教育观
点：“护长容短”。她认为，要珍惜孩子的每一分天
赋潜能，哪怕与当下应试评价不匹配，也要小心
呵护它，不能让这样的天赋被扼杀掉，要宽容每
个孩子身上或多或少的个性甚至短板。

学校的数字化记录平台会记录下学生的成
长、学习过程，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更多可能。除了
文字记录，学校还为每一个学生摄录了微视频，
从一年级到高中，每两年录制一次，每一次都询

问五个问题：你每一天到学校什么心情？你对哪
门学科最有兴趣？你学习哪一门学科最轻松？你
遇到困难会首先求助谁？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人？
“有的孩子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可能要

#!年，但有的人可能只需要 %年或 #&年。”徐红
说，“试验田”实验的其实就是依据学生的成长规
律来进行教学。为了编写适合的教材，学校的老
师们将小学至高中阶段使用的所有教材打散，寻

找出 $&&多个知识点再重新编撰。从 !&#&年开
始，徐红提出建设“特需课程”。她解释说，这不同
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型课程，而是由学生提出需
求，学校为其量身打造的课程。从最初每年只有 '

名学生选报了这门“特需课程”，到如今每年有超
过百位学生申报成功，目前已有 $&(的学生可以
凭兴趣提出“特需”，教师为其“特备”个性化教学
方案，学校“特供”学习环境和资源。

本报记者 马丹

! ! ! !“!'年如一日，营造农家学子成长乐园。”这
是周边镇上和村里的百姓对丁向阳的评价。全国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上海市“十佳”优秀班主任、
上海市模范教师、上海市优秀班主任……一大堆
的荣誉既是对丁老师的褒奖，更是见证了他长期
以来为都市乡村教育所付出的心血。

去年 %月的一天，为了家访一位姓蒋的学
生，丁老师来到一个偏远的村庄，一进村就看见
蒋家门前停着一辆警车，屋里传出了吵闹声。原
来是这位学生的母亲埋怨公公把孩子惯坏了，公
公埋怨儿媳妇只顾打工赚钱不管孩子，两人越吵

越凶，便打了 ##&。此后一段时间，丁老师利用下
班后或双休日，多次做这位孩子母亲和爷爷的思
想工作，明确了孩子平时的学习管理主要由母亲
负责。丁老师还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助学小组，帮
助这位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培养学习兴趣。

小金同学是丁老师从一年级带起的，五年
中，是丁老师一路扶持着他走向阳光。孩子的父
母离异，由于祖辈也要打工，就经常把他一个人
留在家里。小金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游戏，从而形
成了内向的性格。于是，丁老师走进孩子的家庭，
和孩子的母亲交心长谈，邀请她到学校听课，还

推荐她成为学校家委会的成员，使这位母亲学到
了许多教育孩子的新知识。后来，孩子有了新爸
爸，丁老师抓住这个机会，及时和家长一起制定
了教育孩子的计划。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此，小金
在各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了。
“与家长沟通只用电话‘一线牵’是远远不够

的，心与心之间的碰撞，更多的是需要面对面的
真诚交流。班主任要始终把家访作为职业的基本
功，走进每个孩子的家庭，进而走进孩子和家长
的心里。”这是丁老师当班主任感悟最深的一点。

首席记者 王蔚

做新时代好教师 为中国梦育新人

! ! ! ! ##年前，一所由七校合并的全国首批国家级
重点职校没有一个重点专业，开设的专业严重落
后于市场，毕业生求职无门；当时社会对职校学
生的印象普遍是“成绩差、懒散，还经常打架”。面
对艰难困局，卞建鸿接过了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校
长的帅印，提出“让每一位学生的职业生涯从这
里起步”，要将学校变成一所能多培养出一些世
界技能冠军的“金牌”学校。

社会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于是，卞建
鸿对“作坊式”的汽车专业进行了结构调整。他亲

自带领团队开展调研，一家家企业跑，一所所同
类学校拜访，最终锁定汽车维修最缺的钣金工作
为主攻的专业发展方向，以实现人才培养的错位
竞争。然而校内实训设施满足不了专业发展的需
求，本土师资又难以支撑转型，卞建鸿又开始“想
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通过校企合
作，将世界著名汽车修复企业的培训中心搬进校
园。他与世界 $&&强企业合作，引进了一流技术、
一流设备、一流师资。他还瞄准国际水平专业教
学标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英国汽车工业学会授

权的汽车车身修复认证中心。他把行业大师、一
流技术精英请进来常驻学校，并选派青年教师出
国培训。作为一校之长，他更是一心扑在学校里，
师生们见到校长如此拼，也都铆足劲努力跟上。

卞建鸿潜心育人，所带领的师生团队在各级
各类比赛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汽车专业学生代
表中国连续参加了第 )!、)*、))届世界技能大赛
车身修理项目比赛，收获了优胜奖、银牌和金牌，
填补了我国中职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金牌
的空白。

提高校长领导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聚焦
专业群建设，优化教学团队，提升办学能级……
卞建鸿和同事们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使得学校的
汽车专业群成为上海领先、国内一流、国际上享
有一定声誉的品牌专业，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专
业和动漫游戏专业也成为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
和适应产业需求的品牌专业，近几年每届的毕业
生都成了“香饽饽”。!&#+年学校成功创建为上海
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特色示范学校。

!&#$年，卞建鸿又一肩挑起了另一所全国唯
一公办中等音乐职业学校———上海市现代音乐
职业学校校长的职务。他积极推进校际、校企合
作，引进优质资源，短短三年时间就使学校走上
了正轨，再次为现代音乐职校发展做出了贡献。

本报记者 易蓉

! ! ! !普通学校择优录取，特殊教育学校却是“择
差”守护。*&年前，周美琴从师范学校毕业走进
陆家嘴聋哑辅读学校，开始了她的特教生涯。她
甘当特殊孩子王，为智障、听障、脑瘫孩子开拓
“全纳教育”；她探索创新，引领团队发展，以科
学、专业的教育，把特殊教育学校变成残障孩子
的“加油站”。

曾几何时，残障孩子被歧视，被认为是“社会
包袱”。她遇到过行为失控的孩子，甚至被学生
“扇过耳光”；遇到过因天生发育缺陷、反应迟钝、
行动笨拙甚至生活难以自理的孩子。残障孩子却
各有各的特殊性，各有各的生活艰难，周美琴也
曾委屈过、烦恼过，但她从未放弃，始终守护着自
己的事业，用爱与智慧点亮每个孩子的生命。

由于中重度弱智教育在我国起步晚、时间
短，长期以来是一无教材、二无现成的教学模式，
按老思路、老办法教学，很难获得好的效果。作为

学校的带头人，周美琴认识到，提升自己的专业
水准是一切的基础。因此，她身体力行，开始了漫
长的进修路，完成了华东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研究
生的学业。她在特教一线持续钻研，取得了丰硕
成果，还被华东师大聘为本科生专职导师，并编
写了 ##套校本教材，主持多个重点课题。她还注
重师资团队的培养，过去 #&年她每年都从华师
大引进特教高材生，并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复合
知识、综合能力和创造力的队伍；她带领青年教

师一起探索，研究中重度弱智儿童课堂教学模
式，总结出“愉快教学”、“情境教学”、“综合教
学”、“感觉统合教学”等教学模式；通过专家引
领、骨干带教、结对交流、专题培训、实践锻炼、
教育考察等形式，托举一批批青年教师迅速地
成长。

在国内率先尝试脑瘫学生集中教育，周美琴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贴近学生和家长，
边做边悟、边摸索边实践，提出“医教结合”理念，

引进专职治疗师和医生，让“康复训练”与“文化
学习”并重，取得了切实的效果。她领衔的《脑瘫
学生康复与教育的实证研究》课题获得全国教育
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团队创设的“脑瘫儿童康
复与教育相结合”的全新特殊教育体系，对我国
脑瘫学生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荣登全国
教科研成果评选最高领奖台。她常说：“孩子们的
成长，就是我的成就。”

本报记者 易蓉

! ! ! !她不是愉快教育的始创者，却是愉快教育的
坚守者，这份坚守一守就是 #,年。在一师附小 '*

年的历史上，鲁慧茹是第六任校长。自 !&&#年她
掌舵学校起，一直在为“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幸福
的童年，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全面的发展，为每一
个孩子提供优质的服务”而努力。
“愉快教育的‘愉快’与‘刻苦’并不矛盾。这两者

之间还能相互促进，循环往复。‘幸福童年’，是一种身
心愉快的体验，更是一种向往成长发展的心理满
足。”在鲁慧茹看来，深化“愉快”的关键之一，就是从
儿童德育入手，在学生心灵中植入核心价值观，让它
成为每个孩子的行动基本原则和生活态度。

在一师附小，每个孩子的德育成长都和“明
理”“实践”“分享”三个模块息息相关。比如，一
年级的“读童谣”，为的是让孩子明理，学校为此

制定了十大基本礼仪；四年级的“我阳刚，我聪
慧”，是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行为规范和良
好习惯；五年级的“我毕业、我感恩”活动，是让学
生学会“分享”。鲁慧茹说：“小学阶段就是要培养
孩子们形成与道德相关的基础性心理特征和行
为习惯，这是道德的种子。”

怎么才能让孩子学得更宽泛些、更有兴趣些？
现在一师附小有了 !&(的自主时间用于开展学校
的校本课程，以自选课程、走班学习、混龄合作为特

色。学校开发了 +&多门自由选择的拓展课程，涉及
科技、艺术、健身、人文、生活等五大板块。每周二下
午，不同班级、不同年级的孩子跨年龄走班，每个孩
子可以从课程菜单中选出自己喜爱的课去学习。针
对各个课程社团中的“拔尖人才”，学校还专门为他
们设置了“特需课程”。小巢同学在儿童诗上展露出
一定的特长，学校就为这棵好苗子特别请来一位儿
童文学作家，每周一对一辅导。待他毕业时，学校破
天荒地为他出版了一本个人诗集。

这么多年来，鲁慧茹带领一师附小与愉快
教育研究所一起合作探索，将原先课堂的“教学
设计”转向“学习设计”，把学生的“学”放在首
位。她一直鼓励老师们思考：你的学生在课堂里
能改变多少？如何让学生的思维活起来？于是，
学习活动单、学习反馈表等新的教学手段走进
了一师附小的课堂。从此，课堂变得更有生命活
力了，教师变得更有专业能力了，学生也变得更
能主动求知了。 本报记者 马丹

! ! ! !明天是第 !"个教师节! 教育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教

师是国家大厦的基石! 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进程中"一批又一

批像于漪老师这样的教书育人楷模# 新时代教育功臣以及众多

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勤勤恳恳用智慧引导学生打开知识之门

的$四有%好老师不断涌现! 是他们培育着祖国的花朵"托起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希望!

今天本报推出采自申城校园里的几位优秀教师! 他们是上

海 #$多万专任教师的杰出代表!教书育人"师德为先!正是他们

用自己的努力工作"践行着做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教师的崇高追求!

! ! ! !于漪老师有说不尽的教育故事。年届九十，
对于教育事业，她永远充满青春热情。

中华传统启蒙孩子
最近一次采访就在开学前几天。“我小时候

是没有暑假作业的。我当了老师后也从不布置暑
假作业。”这是于漪老师在出席教育启蒙论坛时
对记者说的话。放暑假嘛，多看看小说，不比做那
些没完没了的作业“更有用”？她说，看到有小学
生每天忙于一叠叠的习题之中，每做一道题都必
须有标准答案，连语文的遣词造句都有一个标准
放在那里框死孩子们的想象力。比如，有个孩子
写“水很活泼”，因为他看到了大自然里的潺潺流
水正欢快流淌，但一翻答案，如此回答却是要扣
分的。

于老师坚信，教育是引导、影响、陪伴孩子走
向有价值的人生道路，而能完成这一重任的，只
有语文。她认为，自己一辈子从事基础教育，基础

教育是对每个人的教育，就是启蒙。现在孩子身
上的问题，其实都是成人的问题。对孩子的启蒙，
一定是放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里。

把每个学生当宝贝
六十年前，她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

的精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她的语
文教育思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被誉为“育人
是一代师表，教改是一面旗帜”。

四十年前，饱经风霜的她毅然选择重返讲
台，她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
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

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于漪曾再次提出
过相当重要的教育改革思想：#%',年提出的“教
文育人”和 #%%+年倡导的“弘扬人文”。到了新世
纪，她还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就是要充
分挖掘学科内在的育人价值，将其与知识传授能
力的培养相融合，立体化施教、全方位育人，真正

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加
强教师的育德能力。
前不久，,卷 !#册《于漪全集》首发，以“一辈

子学做教师”为主线，立体展现了这位首届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是首部当代
教育家作品全集。于漪说：“我是一名草根教师，
时代的需要造就了我。把每个学生教育好，是教
师身上的千钧重担。教师们都要有中国立场、世
界视野、家国情怀、危机意识，把每个学生当宝
贝。人教好了，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坚持不唯书不追风
于漪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是共

产党员’‘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两句话，给了
我无穷的动力。”

#%,$年，于漪老师走上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
校校长的岗位，提出了三个“制高点”、三个“瞄
准”的要求。三个“制高点”就是要站在国家需求

的制高点上，始终把培养现代的合格公民放在首
位；站在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上，把提高学生的素
质提到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关系到民族素质的高
度；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显示出中国教
育的实力和竞争力。正是在这个理念支配下，于
老师不断通过自己的教育工作实践着从“应试教
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如今，%&岁高龄的于漪老师仍主持着上海市

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工作。她始终在为育人
的事业铿锵行走、呼吁呐喊。当新课改启动、当教
育功利化的现象显现、当语文教学徘徊不前时，
她的谏言从不缺位。她有着强烈的理论渴求，但
她从来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实践中的
问题而研究，是一个始终不曾离开教育教学一线
的研究者。不唯书，不唯上，不追风，不媚俗，实事
求是，旗帜鲜明，这就是于漪的教育风格。她说，
自己要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首席记者 王蔚

让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上海市一师附小
校长鲁慧茹

读懂每一个孩子的与众不同上海市实验学校
校长徐红

把家访作为教师的基本功金山区松隐小学
教师丁向阳

她要用一辈子学做教师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于漪

培养更多世界技能冠军杨浦职业技术学校
校长卞建鸿

点亮每个残障孩子的生命浦东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周美琴

! 申城!园丁"在每一处呵护着学生成长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于漪老师 李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