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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调皮的男孩，因为作文字迹不

工整被老师批评。他在作业本上表达了自己
的不服气。又过了几天，老师有一个机会，可

以带班上一个同学去看当时热门的歌剧《江
姐》，没想到，带的就是这个男孩。后来再写

作文，老师的评语甚至超过了作文本身。除
了评点作文，老师花了大量的篇幅向男孩道

歉，说自己批评得太重了……”

五四青年节前夕，在黄浦区教育学院附
属中山学校会议室内，一场青年教师成长分

享会正在举行。说起这段难以忘怀的少年经
历，一位长者表情有些动容。他是原卢湾区

区长张载养，他用自己成长经历告诉对面的
年轻人，教师这份职业，正因为有了“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的智慧，而令人尊重。
校党支部书记徐群力说，这场分享会，

是学校送给青年教师的一份特别的“节日礼
物”。不久之前，学校在 35岁以下青年教师

中开展调研后发现，年轻人虽然对工作充满
干劲，但是困惑不少。为此，学校特意请来

“智囊团”，为大家答疑解惑。
“看我长得小，年龄也小，我能感觉到家

长的满脸不信任。”一名 95后老师的话道出
了不少年轻教师共同的烦恼。有人觉得，自

己生活中挺温和的，但是好像不装得“凶”一

点，就镇不住班上的“熊孩子”们，长久以来
以面具示人，感觉自己要被掏空了……

“你们遇到的问题，我也经历过。”黄
浦区教育局党工委陈亮回忆，自己刚当班

主任时，一边在教室里和家长谈话，一边

就听见窗外家长在和校长埋怨，干嘛把自

己孩子交到“小老师”手里。在他看来，既
然选择了三尺讲台，就要始终听见三颗

“心”的跳动———对教育事业的初心、不满
足于机械重复的匠心、愿意战胜各种困难

的奋斗之心。
“我们要用专业素养‘征服’家长。”这是

上海市园丁奖获得者、格致中学奉贤校区德

育主任周雯婕从多年班主任生涯中总结的
经验。她坦言，如今，大部分学生是独生子

女，80 后、90 后的老师和家长也是独生子
女。独生子女天生有着强烈的自我主张，“三

独”相遇，给青年老师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让家长信服，做到对学生的“公正”和“关

爱”是法宝，并且，要“奔着孩子发展的目的
而去，而不是告状”。

中山学校校长马园根则回忆了自己若
干年前初上讲台的经历。作为一名化学教

师，他要求自己成为学生眼中的“问不倒”。
这底气，来自他三年内做完并详解的 15本

厚厚的练习册。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身为
教师，要学会放风筝，“心中有天空，眼中有

目标，手中有分寸，脚下有土地”。
“真的，如果同一诊室有老医生，很多病

人肯定首选老医生。”老师的话，也引起了黄
浦区青年突击队队长、香山中医医院主治医

师张梦圆的共鸣，她坦言，和青年教师一样，
自己也没少因为年轻而受委屈。这时，她爱

用“阿 Q?神”安慰自己———病人少，就可
以更多时间和每一位病人深入交流，看病，

更看“心”，用自己的细致、热情和真诚，让人

信服。“遇到荆棘比较多，铠甲就更坚韧”，她
为同龄人送上“金句”。

  首席记者 陆梓华

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为进一步加强宣传《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杨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在五角场商圈

等地张贴图文并茂的宣传画，让更多市民了解新法规，自觉遵守、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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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经过轨交 13?线南京西路地铁

站的市民惊喜地发现，地铁口的钢琴又回来
了。从地铁廊到兴业太古汇的各个角落，18架

二手钢琴绘上五彩涂鸦，人人可以弹奏。这些
涂鸦钢琴或通过斑斓的色彩传递快乐能量，

或将艺术家对“音乐世界”的创想进行抽象表

达，或依靠画作的视觉语言来记录当代流行

文化，本身就是一件件艺术品。
记者在商场内看到，见钢琴而“手痒”的

市民可不少，他们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
人，也有学琴不久的稚龄儿童。当优美的旋律

从指间流淌出来，不但演奏者沉醉其中，周围
的路人也会停下脚步，认真欣赏。

上海世茂广场的“博物再生工坊”快闪店

则一次性集结了全球五大知名博物馆的馆藏
及衍生品，包括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波士顿美术
博物馆和英国国家美术馆。在营造出浓厚艺

术氛围的同时，开启一场足不出“沪”的博物
馆之旅。

走进快闪店，长长的艺术画廊区“经典装
配线”展现了来自多国抽象艺术大师及印象

派的绘画作品和简介，消费者可近距离体验

梵高、莫奈、蒙德里安、葛饰北斋等艺术大师
的魅力。“波普制造间”则被打造成为“工厂”

的风格场景，带领消费者体验博物再生的乐
趣：在店内消费任意商品，即可免费体验丝网

印刷工作坊，将经典的艺术元素再创作，制作
独一无二的艺术版画，在等待画面晾晒的同

时可进行阅读休憩。

大师作品让人高山仰止，本土艺术家的
展览则更让人身临其境。在上海世纪汇广场，

跨界艺术家宋三土打造的展览空间里，充满
由大型雕塑、科技艺术及多元材料综合呈现

出的巨大花卉与人脸，让人瞬间掉入艺术家
所创造的情绪与感官世界中。

“我们希望把世纪汇广场构建成文化场
域，持续打造以文旅体商为中心的商业场

景。”上海世纪汇置业有限公司 CEO任智表

示，在商场中打造“人人可参与的艺术展览”，
不但能为大众提供参与艺术的机会，也是在

探索商业场景中的艺术共创。
近年来，“文化艺术+商业地产”的跨界融

合，已经成为“上海购物”中的普遍场景。第二
届“五五购物节”期间，申城的地标商业空间

更不断尝试跨前一步，让一件件艺术作品不

仅仅静态地在商场内展示，而是通过可触摸、
可体验、可互动的形式，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

离，建立起商业与消费者之间的默契和黏度。

“音乐+艺术”“潮流+创新”的结合，正为
“五五购物节”持续“圈粉”，并通过消费生态

链与文化生态链的有机融合，为“上海购物”
的发展持续蓄能。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申城商场争相打造潮流文旅地标空间

首秀首展成“打卡”新宠

    ?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范琪琦）

日前，静安区大宁宏慧青年中心揭牌成立，至
此，大宁路街道已建成 8家青年中心。以大宁

宏慧青年中心为起点，15分钟内就能到达街

道中部“四园”的青年中心（大宁德必青年中
心、大宁健康智谷青年中心、大宁国际青年中

心、大宁珠江青年中心）、周边生活休闲广场、
文娱广场等，青年学习、休闲、娱乐都能在大

宁完成。
据介绍，大宁路街道各青年中心是依托各

类城市社区和网络空间建立的供广大青年交

流互动、参与社会、获得服务的新型空间和组
织形态。上海马戏城青年中心是街道于 2017

年 4月建立的第一家青年中心，该中心主要为

青年白领提供文化视觉的盛宴。大宁德必青年
中心设立了多个服务站点，还自发成立了各类

社团和爱心公益品牌，如爱心“创可贴”急救服
务点、“宁法在线”法律服务点、“艺海拾贝”职

工书屋、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亲子乐园、爱心妈
咪小屋、党群接待窗口、白领餐厅、爱心菜园、

爱心集市、爱心银行等。大宁珠江青年中心则
结合园区电竞资源，以辐射辖区青年白领、园

区电子竞技运动员为主要目标，组织开展各类

青年喜欢的活动，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传播
文化，并帮助企业成立党支部、团支部，举办党

建引领团建等活动。

    ?报讯（记者 江跃中）2021上海市民文

化节·静安现代戏剧谷“市民剧场”中外家庭戏
剧大赛决赛日前举行。经过层层比拼，“十强家

庭”从长三角地区 1000余组报名家庭中脱颖
而出。

大赛以“家有好戏”为主题，倡导“一家人
一台戏”，以 5分钟的戏剧表演，展现社会和家

庭生活，将群众文化与艺术展现相结合。从今

年 1月开始，1000余组家庭、约 3500位“演

员”，纷纷拿起手机，自编自导自演，踊跃报名

参赛，作品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放下手机》《我
的解放军爸爸》，有反映传统文化传承的《雨后

彩虹》《后继有人》，以及绘本剧、皮影戏、模仿

秀等。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红岩魂》《刑场上

的婚礼》《与雕塑对话》等众多红色题材的戏剧
节目，也是一大亮点，表演家庭和广大观众在

戏剧中，更加直观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年历程的
艰辛和伟大。

千余家庭自编自演“家有好戏”

大宁路街道建 8家青年中心

18 台涂鸦钢琴出现在兴业太
古汇的各个角落，用与众不同的色彩
韵律，向过往路人发出“用音乐表达
自我”的邀约；国际博物馆 IP走进上
海世茂广场，市民不仅能欣赏馆藏，
还能参与创作，开启一场足不出“沪”
的博物馆之旅。第二届“五五购物节”
期间，首秀首展成“打卡”新宠，申城
商场争相打造潮流文旅地标空间。

宣传新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