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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宏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职务是“上海市

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其实，作为师者的他，还是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忙碌的他，抽空接受记者采访前，还“逮”着自

己的两名学生布置了任务。他和学生说话的时

候，和别的导师没什么分别，也的确像极了他

的昵称“张爸”———如慈父一样爱护孩子，也如
严父一样要求孩子。

今年 1月，新冠疫情蔓延，张文宏被任命
为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后，他带领多位学

生，也是感染科中青年专家入驻市公卫临床中

心。紧接着，科室多名

医护先后奔赴武汉，
投入战疫。学生说，这

颗无惧无畏的心，正
是张老师给的，因为

他从来都身体力行冲
在最前线，“往前冲”

是他们的本能。

学 生 胡 越 凯
2001年大学毕业加入

华山感染团队，去年 1

月，他作为中国红十

字会援外医疗队成员
出征到巴基斯坦瓜达

尔港开展医疗救助工
作。那一次，恐怖袭击

事件就发生在离他的
驻地不到 200米的距

离，刚与危险擦身而
过的胡医生第一个报

平安的短信是发给张
老师的。“想都没想，

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向

老师报告一下。”

每一次疫情都是一次大考，华山感染科青
年医生第一时间冲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的

一线；第一时间理顺制定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
的流程、防护措施；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和定点

医院支援。这些“第一时间”都与张文宏平时就
注重培养青年人的使命担当息息相关。

“你是在跟时间赛跑，而且你面对的敌

人———病毒，它们还很聪明，你必须跑得比它
快，不然付出的代价就是很多很多的生命，而

不是一条生命。”张文宏对学生描绘的图景是：
不是一台手术救一个人，而是精准判断、科学

决策、控制疫情，挽救一群人。
张文宏的忙碌可想而知，但他见缝插针，

把一天中最能静心思考的时间给了学生，早晨
6点半，为学生开题仔细斟酌；午休时间，为课

题数据把关，帮学生寻找解决方法和思路；学
生英语基础薄弱，他组织学习小组，晚上亲自

陪练英语口语；在会议间隙、在车上，他还会与
学生沟通个人发展问题，指引奋斗方向；凌晨

两三点，耐心回复学生邮件、细心审改学生论
文。即使再辛劳，他展现给学生的，永远是精力

充沛、轻松微笑的一面。
张文宏是疫情期间红起来的“定海神针”，

大小屏幕上都能看到这个戴着口罩的黑眼圈
在教大家如何战胜疫情。他说，他愿意用这种

“网红”的影响力致力于全球共同抗疫，彰显人
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国担当。

首席记者 左妍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山医院

副院长、援鄂医疗队领队、复旦大学 2020届本
（专）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获得者朱畴

文，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教书育人楷
模、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全国模范

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奉贤区青溪中学副校
长包蓓姹，分别结合自己的教育人生分享了“做学

生喜爱的老师”的秘籍。在他们的心目中，“好老

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教育事业充满爱。

吴蓉瑾 让孩子们感到幸福
在吴蓉瑾眼中，做一名让孩子喜爱的老师就

要以情育情。情感教育，也正是卢湾一中心小学

坚持至今的特色。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吴蓉瑾让
孩子们把每日所感所想记录成“晴雨表”，可长可

短。让孩子们感到幸福的是，老师的作文评语，可

能比自己的作文还要长。

“春天来了，小树叶跟小雨点一起翩翩起舞；

夏天来了，小雨点在小树叶上蹦蹦跳跳，小树叶
笑得‘哗啦啦’响成一片……”至今，吴蓉瑾还能

背出二年级女孩萱萱写的最后一篇作文。萱萱因
病离开了这个世界。萱萱妈妈意外地从家里的各

个角落发现了一个个女儿折的纸盒，里面全部写
着“妈妈我爱你”。吴蓉瑾重新翻开萱萱的作文

本，发现每一个折纸爱心和五角星同样可以打

开，写满了“吴老师，我爱你”“吴老师，我想你一

直是我的老师”。

“孩子的去世是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
我们是老师，除了伤痛，我们还能给班上其他孩子

留下些什么呢？”吴蓉瑾说，老校长程华的一席话给

了她启发。虽然面对的是一群二年级的孩童，但她

并没有避讳生死的话题，而是给全班上了一堂生命
教育课，告诉孩子们，萱萱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感

动，更告诉孩子们，要学习和珍惜身边的人。
“今天，我们不仅要做带有情感的教师，还要

培养有情感的家长。”在家长眼中，吴校长是短
信、微信任何时候都会“秒回”的，而且，孩子们放

学后，又经常是吴蓉瑾和家长的谈心时间。她希

望，父母给孩子营造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港湾，父
母每天可以抽出时间陪孩子聊聊天，说说话。

包蓓姹 让快乐在全校传递
2006年，家住上海市中心的包蓓姹，从复旦

大学物理系毕业，主动申请到奉贤的一所农村学

校支教。两年支教期快结束时，孩子们围拢过来，

都舍不得她走。包老师脱口而出：“如果你们这次

期末大考能考出好成绩，我就不走。”不料，就是
这么随口一说，孩子们却当真了，结果，这个随迁

子女占多数的班级，期末考试成绩明显上升了一
大截，连英语也超过了其他班级。“老师，你说的，

我们考得好你就不走了。”正是孩子们的期盼，把
包蓓姹的心留在了郊区的教育园地里。

“每天面对天真可爱、充满生命活力和幻想

的孩子，看着他们一天天成长，这种满足是金钱
和虚名无法带来的。”这成了包蓓姹从教的强劲

动力。
在包蓓姹任教的班里，如果哪个孩子考得不

理想，可以去向包老师“借分数”，有个孩子“借”
了 6分，卷面分达到了及格。但是，包老师借出去

的分数是要收“利息”的，下次必须通过加倍努力

把分数“还”回去，争取考出更好的成绩。

“看重”分数的包蓓姹，其实又十分看淡分
数。在她看来，学习不只是“分数”和“竞争”，希

望校园能成为孩子们“快乐学习、快乐生活”的
地方。担任青溪中学的副校长和德育主任后，

包蓓姹努力将这一理念传递给每位同学，她提
出了培育“知书达理有修养、见多识广有眼界、

与人为善有爱心、知难而上有毅力、开拓进取

有创意”的“五有学生”育人目标，还编写了系
列化德育校本课程和与之匹配的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

朱畴文 让学习真正有价值
“医学教育，三分授医理，七分授医德。医科

教师就是要身体力行地向学生传递‘医学就是要

关心人’的理念。”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朱畴文说，虽然大部分时间是从医的，但他还肩

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即便是在援鄂医疗队工作
期间，仍给学生们坚持讲网课。

朱畴文对于医科教师的职业有着独特的理

解：“医学是一门好专业，希望大家珍惜。你可以
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是非医学专业的人所做

不到的。”“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情。我作为你们的老师，对你们的关心也是一辈

子的事情。”“只有在严格的方法论下进行研究设
计，才有可能产生强有力的证据；没有科学严谨

的研究设计作为基础，研究意义只能流于空谈。”
在课堂上，他不一定会直接告诉学生答案，更多

时候是告诉学生如何去寻找答案。他说：“学生懂
得越多，问题就越多；知识是永无止境的，自主地

学习尤为重要。”
朱畴文认为，对医学生的教育不单单是专业

和技术，更多的是要从日常工作、教学中引导学
生去体会，去看到“人”的价值。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本文摄影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黄浦区为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以增强教

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重点，实施

教师素质提升工程，重视和促进每一位教师的专
业发展，建立各级各类教师长效培训机制，探索

建立业务培训水平与职业资格、职务晋升相关联
的教师职业发展机制。黄浦区还不断创新优秀教

师培养模式，探索与高等院校合作，开展海外课

程本土化，开拓境外培训渠道，创建多层次的培
养实训基地。

松江区率先建立了一套科学可量化的校
（园）长选拔标准，尝试探索校长竞聘“能上能退”

的新机制，让更多懂专业、能力强、有思想的年轻
干部走上校长岗位，不断推进教育人才队伍优质

化。区教育局局长陈小华说：“仅仅校长竞聘做

‘火车头’还不够，所有教师应从‘车头效应’转向
‘动车思维’，通过全员竞聘，激发教师内生活

力。”

优质师资更趋均衡
广大市民对教育的认可和赞扬，归根结底是

对教师教书育人责任心的认可，是对他们科学有

效教育方法的赞扬。多年来，宝山坚持以“为了每
一个学生终身发展，成就每一位教师专业发展，

促进每一所学校优质发展”为目标，加大政府保
障，厚实“行知理念”，鼓励学校创新，激发教育活

力，实现了“教育大区”向“教育强区”的华丽转

身。“有品质的幼儿园”“新优质学校”“初中强校

工程”等项目，让“家门口的好学校”真正赢得广

大市民的青睐。

十三五期间，奉贤区共计组建了 11个教育
集团、10个紧密型办学资源联盟，集团化办学

100％覆盖全区中小幼学校。区教育局局长施文

龙介绍，全区组建了以区域优质学校为核心、市
中心城区优质资源为外援、成员学校组团的“1+

1+X”教育集团和紧密型办学资源联盟，推进集
团和联盟内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建设

和对集团内学校办学绩效评价考核的“四个一体
化”，快速提升新建学校、薄弱学校、乡镇学校教

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徐汇区完善新教师师德准入要求，严把教师

入口关，进一步完善区校两级教师招聘标准和流

程，把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心理素质等作为申请

教师资格和新教师聘用的必备条件和重要考察
内容。该区还积极落实好新教师入职宣誓制度，

在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中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坚
决清理和禁止不合格人员进入学校工作岗位。

浦东新区教育局制订了师德师风考核实施
办法，明确考核指标，组织全区在岗教师开展师

德考核，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

教师个人师德档案，将师德表现作为绩效工资、
教师资格认定和定期注册、考核评价、职称评聘、

评先评优的首要内容。浦东构建了学校、教师、学
生、家长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完善

师德建设监督检查机制，严肃查处师德失范行
为，严格执行师德问题“一票否决”。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91?的于漪，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获“人

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但她却说自己是“一辈
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教师?来临之际，

记者走进于老师的家。于老师最近大病了一场，

稍有恢复，案头就有做不完的工作。
1986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教师学研

究会，于漪在出任会长时说：“我们是想让中国

的教育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我们要有中国教师

自己的教师学。”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
后走上讲台，至今已近 70年，但她说自己不停

地在反思，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
的，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她把自己的从教

生涯归结为是靠着两根精神支柱在支撑着，一

是“学无止境”，二是“勇于探索”。她说，如果一
名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在同一层面移动

的，学生怎么会有求知欲？教师为了教好书，起
码要提高一步，要紧扣教材深入学。教，就必须

要教在学生有疑惑的地方，教在似懂非懂之处，
既要居高临下，又要深入浅出。要做到这一点，

就不得不倒逼教师学得更广、学得更深。

1978年评上第一批特级教师后，于漪迄今
上了近 2000?公开课。堂堂课有人听，少则几

十人，多则几百人。她说，所有的课都被放到聚
光灯下了，不学习、不求知、不进步的教师不会

是一名好教师。

“学生身上的事，都是我心上的事。什么叫教
师，学生的天就是你的天，学生都是你的儿女。所

以，师爱超越父母之爱。”“教师对待学习困难的
学生，关键是要‘目中有人’，一定要去了解学生，

对学生用心，也要对学生有信心，有耐心。”……
对于做个“好教师”的目标，于漪探索了一辈子，

也追求了一辈子，没有华丽的辞藻，更多的是朴
实的付出和执著的信念。近年来，于漪老师每年

都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

都画上了圈，在许多个格子里，她要画两个甚至
更多的圈。正是无数的圈构成了她退休后的日

程。这些年，她逐字逐句审阅了全部 12个年级的

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她有时上午要听 4?课，
下午开展说课、评课。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会时常

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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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而倾注心血。
2002年，于漪离开了一线讲台，但她仍然

心系教育事业，她把自己的晚年时光彻底地、无

偿地奉献给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教师。“让生命与
使命同行。”于漪说，教师最重要的是要有师魂，

这个“魂”就铸在每个学生的心间，生生不息。
首席记者 王蔚

于漪
教要教在学生有疑惑之处

给学生一颗无惧无畏的仁心

外滩教育论坛聚焦“做学生喜爱的老师”

让孩子快乐成长 正是坚守讲台的幸福

在学生心目中，怎样的
老师才是“好老师”？又是怎
样一种信念，激励着老师们
扎根杏坛，坚守讲台？2020
年教师节前夕，在上海市教
委指导下，上海市教育学会
和新民晚报社联合举办了外
滩教育论坛师德师风专场，
围绕“做学生喜爱的老师”这
一主题展开探讨。

张文宏

■张文宏和学生在一起 采访对象供图

■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奉贤区

青溪中学副校长包蓓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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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硕士生导师、 中山医

院副院长、援鄂医疗队领队朱畴文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上海市教书育

人楷模、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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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 教风严”的师资 力量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普陀区评出了新一批“十佳”班主任。曹杨中学的田秦秦老师

善于在家庭和学校之外为学生创设更多的活动空间，带领同学们走进博物馆、美术馆、

影剧院，提升大家的综合素养，称之为“成长的第三空间”。华阴小学刘芳老师追求的是

“让学生做最好的自己、让班级成为最和谐的家园”，她依托学校非遗项目，巧用优秀传

统文化的教育资源，让学生沉浸于体验式学习中……

体现在田老师、刘老师身上的教育艺术和为师之道，正是当下上海中小学校园里

优质教育水准的集中体现。近年来，申城各区积极打造教育民生幸福标杆，在抓师资队

伍建设、高质量均衡教育资源等方面成绩斐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