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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很优秀
榜样!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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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生二胎的爸妈
别忽视大宝的情绪

研发校本课程
提供个性空间

丁利民的教育梦始于学生时代，一心要成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她很早就从心里认同“学校是
为孩子们建造的”。在她看来，校园是一个能随时
随处看到孩子们快乐笑颜的空间，孩子们的学习
不应感到痛苦，见到老师不应感到紧张。
“小学教育更重要的是为孩子一生奠定暖色

基调。”怎样令孩子们真正快乐起来？丁利民提出
“不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精彩”，与团队研发性别教
育的课程和教材，在校园里推行生命教育的理念，
带领老师们认识孩子身上的差异，并为这些差异
提供个性化的空间。

棒球队有个体型偏胖、说话大声又爱打架的
小男生，大家都叫他“朱大声”。张慧老师发现，其
实朱大声心里也有一个本垒打的梦想。三年后，在
老师的帮助下，朱大声终于打出了赢得全场喝彩
的一记本垒打，而他也逐渐成为全队的精神领袖。
张慧老师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孩子们成长瞬间，将
朱大声的经历制作成数字故事。丁利民第一次看
到这则数字故事时几度落泪：“这段经历会影响孩
子的一生，他会因此理解团队的力量、努力的回报
和一个好老师的榜样，这就是课程的意义。”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多“成长可能性”，学校
储备了 !" 门拓展型课程，覆盖语言文学、数学、
自然科学、艺术、体育等八大领域，其中就有家
政、棒球等各种有趣的课程。每年学校根据学生
反馈和需求开放 #$门课程供孩子们选择，学生
权衡兴趣自主选修。

认识学生差异
鼓励教师创新

“小班化教学中什么时候学生围坐？”一次交
流培训中，所有学科的老师都当了一次学生。老师
们发现，第一题是人人都会背诵的诗歌，完全不需
要合作；第三题是大家都丢了的数学公式，几乎无
解所以也不用合作；而各人英文水平参差不齐却
为第二题的翻译奠定了合作基础。通过体验，老师
们了解了小班围坐和课程难度的关系，也深刻感
受到了孩子们的感受。“我今天算是尝试了当差生
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一位年长的美术教师分享，
他意识到今后一定要多多关注那些不容易跟上的
孩子。

认识学生差异的性别教育课程培训、改善教
学方法的教学培训、打破学科方便教师交流合作
的培训……经过一次次交流分享，真实的例子启

发教师。副校长徐晶感慨：“改变并不容易。但回头
看看或者和其他学校比较，就会感受到校长的理
念的确帮助了我们成长。”

不求凡事第一
重在经历过程

%#岁那年，丁利民成为一名年轻的副校长，早
早开始对小学办学理念的研究和探索。丁利民说：
“教育是件朴素的事。我认为校长不功利是办好学
校的重要前提。”
“不功利”说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当其

冲的分歧就在于教育的节奏。作为一名母亲，女儿
的成长中有不少经历给丁利民带来启发。女儿初
到美国时上了一堂“令自己崩溃的课”———老师为
了让一名同学理解，用整整一堂课重复讲解了前
一天的内容。这件事令丁利民思考：“我们的教学
很难关注每一个孩子，太过追求效率的教学让老
师和学生都很紧张，好的教育应该是慢的教育。”

运动员要取得好成绩，得靠长期训练，如果短
期内要爆发除非使用“兴奋剂”。教学的“兴奋剂”
是急功近利，是孩子们沉重的负担。在这一点上，
丁利民说自己总在和老师们认真较劲：“我从来不
要求争第一。棒球、合唱、还是数学竞赛，学生能够
经历过程，感受学习的乐趣是最重要的，只要孩子
们尽力了，什么样的结果都可以接受。如果在小学
阶段因为过重的学业负担，让学生对学习不再感
兴趣，就真的毁了他们的一生！”

不增学生负担
提高课程质量

然而不增加学生负担，就只能在 &'分钟的课
堂上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在上理工附小，教学处、
行政处等由副校长分管。副校长没有自己的独立
办公室，就和分管处室的老师们坐在一起。“学校
哪来的官，我们就是教育的服务者。”丁利民说。
“丁校长是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分管教学

的副校长沈沁刚开始不理解丁校长的思路和想
法，但如今教学处每周 '门“推门课”、每月公开课
和教学会、作业抽检等举措，收集学生课堂情况调
整教学教案，课程质量不断提高。坚决践行“专科
专用”，学校成为市教委提出的“绿色指标”的先行
者。不仅如此，去年年度教育总结表彰中学校艺术
教育和体育教育都位列全区第一，领先第二名一
百多分；学生体能素质从原先的四十几名到如今
的名列前茅，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测评也从 ($)

上升到现在的 *')以上。
教师薛蕾有一次和丁校长聊天，她感受到校

长是一位怀揣教育梦想的人，“校长有一句话令
我印象深刻。她说：学校就像一艘航空母舰，我是
舰上的掌舵人，如果我都没有梦想，它又将驶向
哪里？”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赵一凡

!同题问答"

!#你最喜欢的$校园一角%是哪里&

"#我们的校园很美!喜欢每一个角落"

!#影响你人生的一件艺术作品是什么&

'书(画(电影等)

"#很多!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印

象更深一些%

!#如果请您用一种颜色代表自己*你会

选择哪种& 为什么&

"#天蓝!希望自己像天空一样清澈&宽

广&高远''

!# 请您设计一款代表学校的吉祥物+

'动植物(卡通等)

"#学生比我更有创意!如果学校有吉祥

物!一定是孩子们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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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如
何让他们在校园里找到自己的
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找到自
在的快乐？她以她的淡泊坚持
着心中的教育梦想———让小学
教育为孩子们的生命奠定暖色
的基调，她就是上海理工大学
附属小学校长丁利民。

! 和孩子们在一起!丁利民总能感受到活力与快乐 本版摄影 记者 孙中钦

校长名片
丁利民

#$%&年生

中共党员

上海市特级校长

'((%年至今担任上

海理工大学附属小

学校长兼书记

! ! ! ! '最新一期,上海教育-杂志(本周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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