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岁老教师在教师节当天收到一份特殊“礼物”

■ 标本回来了，还带来生动的体验课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上海高考改革已

经很多年了，现在实行
的是 3+3……”今天上

午 10时，云南会泽县实
验高级中学第二教研活

动室内，来自宝山区上
海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

高级教师胡金河，正在

给 9名青年老师介绍上
海高考改革方案。

58 岁的胡金河作

为学校教研室的专家
顾问，在上海做过很多

年教研工作，在会泽主
要从事高考课程改革、

教育科研和教师培训
工作。

胡金河于去年 9?

来到会泽扶贫支教，本
学期又主动申请留下来

再工作一年。他告诉记

者，扶贫先扶智，教育扶
贫很关键，今年又是国

家脱贫攻坚的决定性一
年，自己去年已经做了

一年，有些工作因为时
间关系还没有结束，希

望继续进行。比如在他
的指导下，2004年建校
以来第一个科研课题———《普通

高中学生自主管理运用的研究》
的开题报告已经做好，目前正在

立项。
胡金河说：“我年龄比较大，

在上海的生活、工作等还能脱得
开身，希望在退休前做点更有意

义的事。会泽人民很热情，对我有

过很大的帮助，也对我充满了很
大希望，我也要为他们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情。”

在学校教研室主任杜艳萍的
眼中，胡金河很儒雅，很有学者风

度：“他给我们带来了上海先进的
教育理念、方法，把成熟的东西直

接传授给我们。他是我们和新高
考之间最好的纽带。”
高二化学教研组组长李秋燕

很感谢胡金河对自己的帮助。在
胡金河的指导下，她取得过“会

泽县中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第一的好成绩。她告诉记者，以

前给学生上课比较传统，不太注
重师生间的互动，在胡老师的指

导下，现在学生的积极性更高了。
“平时胡老师经常和大家一起爬

山、聚餐，非常和蔼可亲，我们都
很喜欢他。”

本报特派记者 屠瑜

    20多年来，她是一届又一届西

藏班学生心中的“吴妈妈”，然而，在
自己儿子眼中，365 天陪伴学生的

妈妈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最熟悉
的陌生人”。说起往事，上海市共康

中学西藏班班主任吴晓云哽咽了。
然而，那个曾经发誓说“将来肯定不

会做老师”的小男孩长大后，最终作

出了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
的选择。如今，他是阳光帅气的幼儿

园“孩子王”。他说，是西藏学生、家
长对妈妈的依恋和感激，让他感受

到了这份职业的荣光。说起儿子的

选择，吴晓云眼中又充满了笑意。
这是记者在昨天举行的“教育，

我们忠诚的事业”2020年上海市庆
祝教师节主题活动现场见到的动人

一幕。在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的舞
台上，一则则为师为人为学的真情

故事，一段段坚守讲台、传道授业的

感言，诠释着“教师”二字的真谛。
今年，对于广大学子来说，抗击

疫情成为生命的重要一课。“教师和
医生，一个塑造灵魂，一个挽救生命，

都是无悔的选择，都是神圣的事业。”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岳阳中西医
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樊民带领

团队在雷神山坚守了 44个日夜。在
抗疫一线，他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给

学生们上了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2020 年 3 ? 2 日，这是一个

既平凡又将被载入上海教育史册的

日子。”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谭轶斌
在现场分享了上海“空中课堂”开播

第一天的情景。5个?的持续努力、
5000余节优质视频课、覆盖 41个

学段学科，让空中课堂成为在线教

学的“上海样本”。
本次活动由市教卫党委、市教

委主办。副市长陈群等出席活动，并
为荣获“上海市特级教师”称号的教

师代表和 2020年上海市“四有”好
老师（教书育人楷模）颁发证书。在中

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教育功臣、复

旦大学教授闻玉梅带领下，新入职
教师代表们庄严宣誓，立志忠诚人

民教育事业，为民族复兴广育英才。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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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 36个教师节，也是
26岁的哈尔滨大男孩张炬在长兴
岛上度过的第 5个“9月 10日”。

研究生毕业后，他一直是上海
市长兴小学的一名数学教师。用他
的话说，他应该还会在这儿坚守很
久，去实现“做全上海最好的小学
数学老师”的梦想。下个月，他将作
为崇明区唯一代表，参加一场全市
小学数学老师的教学展示。

张炬说，读高中前，“做老师”

从来不是他的人生规划之一。 曾
经的他， 也一度沉迷游戏迷糊度

日，直到遇上他的高中化学老师。

“那天，全班家长和学生在一起开
会， 老师竟然让我去黑板上示范
如何正确书写方程式， 并当众表
扬了我。 要知道，当时我的成绩很
差。 ”张炬说，就是那一瞬间的“高
光时刻”， 让他似乎一下醒了，也
决心“拼”了。 高中毕业时，他毫不
犹豫地将哈尔滨师范大学作为首
选， 决心成为自己的化学老师那
样， 用正向激励为孩子带来光亮
的人。

海岛上，不少孩子的父母不在
身边。于是，放学后，“张哥”给他们
在便利店里买好吃的，陪他们补缺
补差；“张哥”鼓励那些成绩落后的

孩子尝试在运动场上发挥特长，体
验成功的滋味，唤醒少年人应有的
活力；“张哥”在他们毕业后会去他
们的初中新校园，看看孩子们成长
得怎么样。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是
感召，更是传承。 在上海，追逐三
尺讲台之梦的年轻人， 无疑是幸
运的。 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让教
师人人尽展其才， 好教师不断涌
现……2018 年，上海发布《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实施意见》，对未来作出承诺。

上海将提高师范类专业生均拨款
标准，完善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
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如今，在上海，

每一名新入行的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都要接受为期一年的规范化培
训，从而站得更高、望得更远。上海
也将建立健全教师工资收入保障
机制，建立适应本市教育行业特点
的薪酬制度。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是对
内心的约束，是对职业的“敬畏”，

更是手执教鞭每一言每一语的谨
言慎行。前不久，上海市特级教师、

杨浦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王伟从知
网上找到一篇对他而言无比珍贵
的文章。 毕业多年后，他和中学语
文老师聊天时说起，当年自己的作
文从来没有被作为范文诵读，因此
即便从教多年还会没有自信。没想

到， 这件小事竟被老师记在了心
上，并以《一生的遗憾》为题，在专
业杂志上著文。

这篇文章的作者， 正是于漪，

一位始终用 “一辈子学做教师”自
勉的人民教育家。 学高为师，而身
正，方可为范。 这几乎是每一届师
范生从入校第一天起，就镌刻在心
间的誓言。 在不同的场合，于漪老
师对后辈的叮咛总是语重心长：

“教师的工作，不是要得到犒赏，而
是要对得起每一个生命！ ”

因为， 每一个孩子都是地球
上的星星。你的心里眼里有了爱，

他的眼里心里就有了光， 就能见
到未来的模样。

你眼里的爱，是孩子心中的光
陆梓华

上海市庆祝教师节主题活动现场上演“为师为人为学”真情故事

西藏班“妈妈老师”哭了又笑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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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重新竖起耳朵，猕猴修复

了手掌，豹猫瞪圆了双眼，白额雁重
披厚实的羽毛……经过上海自然博

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标本名制作
中心的精心修复，4件有着 60多年

历史的动物标本，今天上午回到上
海市实验小学，并和当年的制作者、

102岁的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林有

禹重逢。“希望它们可以更好地为学
生服务。”通过视频，林老师“寄语”

他的“标本宝贝”们。

无毒材料无偿修复
上世纪 50年代，为了让孩子亲

手触摸神奇的自然，林老师自己动

手制作了一大批标本，但随着岁?
变迁，“高龄”标本破损日趋严重。

今年 7?，经本报率先报道和
牵线搭桥，上海自然博物馆决定对

4件标本作无偿修复。豹猫和羊的

耳朵“塌”了，标本师先用湿棉花塞
在标本的耳根部，再用湿纱布包住

全耳，反复湿润数次将其软化，然后
用事先裁剪好的塑料片和夹子给耳

部“拗造型”，数日后即可干燥固定。
由于虫蛀，白额雁腹部的部分毛根

掉落，标本师将雁毛一根一根粘回，
并用镊子将羽毛层层捋顺，还原鸟

类羽毛原有的纹路。由于受当时技
术所限，猴子手掌、脚掌虫蛀严重，

标本师“修旧如旧”，还原猕猴原有

特征，并重新为其脸部涂色。为了让
孩子们用得安全，修复中使用的防
霉剂、增亮剂、颜料等都采用了对人

体和环境没有毒害的环保材料。

“林老师的故事启发我们，将来

应该如何做好自然教育，让更多孩
子发自内心地亲近自然，感受科学

的魅力。”上海科技馆信息中心副主
任吴国瑛说。

自然课堂浓缩“世界”

听着标本师讲述标本修复的奥
秘，再跟着一起动手做一做蝴蝶标

本，孩子们入了神。在孩子们眼中，
教学楼底楼这间摆满老模型、老标

本的自然实验室，是最令人向往的
科学乐园。五（2）班女生邵依馨说，

她喜欢这样可以触摸到大自然的课

堂，最期待的是课堂上各种好玩的
实验。昨天，老师就教他们用橙汁写

隐形墨水，很神奇。
在自然教室内，除了动物标本，

还有不少微缩农具模型、兵器模型

等，都被装在 A4?大小的相框内，
呈现出一个精巧的大千世界。校自

然教研组组长张宇说，这也是当年
林老师为孩子们制作的。老一辈教

师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可见一斑，后
辈们有责任将这份师道传承下去。

做有心人不断创新
张宇坦言，如今的孩子已经不

满足于看一看、摸一摸，他们更喜欢

生动的课堂，老师们要有创新。目
前，自然教研组已形成原创实验、自

制教育的传统。三年级的一节自然
课要探究流线型与非流线型物体在

水中运动的规律，既定方案是在水

池中从不同侧面拖拉矿泉水瓶，通
过测力计显示阻力大小，但这样缺乏

互动性，不能让每个孩子参与其中。

张宇老师反复尝试，最终想出一个
好玩的新方案———给每个孩子发一

块橡皮泥，一头捏成流线型，一头捏
成非流线型，再将橡皮泥放入灌满

水的玻璃管内，让它在垂直的管道
中自由下滑，测量两次下滑的时间。

“当年，林老师做有心人，把废

旧边角料收集起来，针对教材里的

重点、难点，想办法自制教具，把这
些自然科学展示出来。”青年教师张

嘉程参加工作 7年，去年来到实小，
第一次在纪录片里看到林老师的身

影。在她心里，林老师精益求精的精
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代人。练好

基本功、上好每一堂课，方能呵护好

每一个孩子。
本报记者 陆梓华

60年前的标本修好了，今天重回课堂

■ 林有禹在家中介绍自己制作标本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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