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是于漪一家餐桌上的最常见的话题。有一次，

黄音上课“截获”一张纸条，是班上的两名学生说另一名
学生的坏话，老师该如何做？第二天晚餐时，你一言我一

语，一家人就此讨论起来，最后都同意于漪的看法———
“大海能自净，去除杂质，学生之间的小矛盾有时候并不

需要老师去处理。班级就是社会的演练场，把处理问题
的自主权交还给学生，信任他们，教师在一旁细心观察，

适时提供引导。”

于漪曾说：“教师要做‘燃灯者’，自己心中首先要有
一盏明灯。”很显然，这缕温暖而明亮的“爱之光”也在家

庭点燃。她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深深影响着、感染着

家人。在生活困难的年代，于漪一家节衣缩食，经常资助
家境贫寒的学生，自己的儿子却因营养不良而体弱多

病。退休后，她继续坚持帮困助学，通过慈善基金会先后
资助了十几名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黄世晔一直

支持妻子，他认为学生是祖国的下一代，也是自己的亲
儿女。担任物理系研究生教学秘书的儿媳史玲玲给经济

特别困难的学生买新棉被，把获得先进的奖金全部捐给

困难学生，“这些孩子能够考取研究生很不容易，帮他们
渡过经济上的困难，可能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 今年复旦大学本科生的线下迎新采取刷脸方式

完成报到手续，主要人行门附近设有“新生报到专
用通道”，“扫码入校”安全便捷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防疫工作有条不紊，志愿者队伍编织

服务网络，智慧校园助力适应期……近日
申城大学陆续开学，刚刚过去的周末，复旦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
迎来 2021级本科新生，贴心“见面礼”帮助

新生开启大学生活。
30 辆电动三轮车在住宿区穿梭，约

300辆手推车为新生代运行李，三大火车

站和周边地铁站的指引服务让新生一到
上海就可以见到复旦元素，数十顶鲜亮的

橙色帐篷下尽是各咨询点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今年复旦大学还组织各类本科生优

秀学生骨干组建“本科生党员迎新服务
队”，在新生报到的各环节提供服务。

书院手册、笔记本、书签、扇子、书信套
装、文件夹、卡套、挂钩……复旦书院学生

自主设计主题文创汇集成“书院大礼包”，
美观性与实用性兼具，希望帮助新生尽快

熟悉复旦文化，融入校园生活。学校学生职

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还特地为新生打造了

《在复旦开启你的一万个未来》生涯规划手
册，全方位介绍了职业测评、生涯教育课

程、校内外生涯导师咨询、就业信息服务新
媒体矩阵、职业发展类社团朋辈教育资源

等，让新生在开学第一天就觉知生涯、了解
生涯、重视生涯，以期帮助新生在接下来的

校园时光中能够激发自我价值、实现人生

理想、履行社会责任。
4000余名奔涌的“后浪”，从五湖四海

汇聚于华东理工大学通海湖畔。测体温，查
验健康码、行程码，进行核酸检测，几道防

疫关通过后，新生正式报到入学。早在报到
之前，各学院班导师、辅导员、新生督导就

与新生“云端”见面，帮助新生了解学校、专
业，熟悉报到流程，还通过“低碳达人”活

动，倡议学生独立、安全、环保、有序入校，
独立完成入校报到“第一课”。

点点手机上 WeLink 门户的“迎新系

统”，即可根据需要办理各个事项；入校前

就可与辅导员和班主任在线联系，解答心
中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年很多上海理

工大学的萌新，体验到“丝般顺滑”的报到。
学校耗时 2个多月，联合所有学生服务相

关部门提前共同梳理迎新服务事项，让新
生在入校前就能够提前办理各事项，进校

可以做到“不见面”报到。在绿色通道咨询

台前，学生处的老师们早早就位。上理工学
生处徐丽丽老师说：“今年我们有 195位河

南籍上理新生，经过招生办多方协调，我们
通过电话一一排查，了解学生的生活状态

及受灾情况，为他们讲解学校的资助政策，
并将在入学后为困难学生发放临时补助。

红烧肉、香酥鸭、川香牛柳……上理工
食堂准备了各种家乡菜。中秋节临近，金黄

香酥的鲜肉月饼也与新生们“见面”了。用
美食陪伴大学生活，“吃饱，吃好，不想家”。

本报记者 易蓉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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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接力“燃灯”点亮生命之光
一本《雷锋日记》

孙女黄音长大后，父亲郑重交给她一本《雷锋日记》。
这本书是 1964年黄肃过生日时，于漪送的。在书的扉页，

有奶奶当年写的一句话———“肃儿：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
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永

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

（见左图）黄肃将这本书交给

女儿，是希望成为教师的她

也能在教学中继承于漪心中

的“中国灯火”，接力探索中

国基础教育的话语体系。

于漪从教 70余年，一家

三代教师也经历了时代变

迁，但一家人对“国家”和“人

民”都有着深刻的体会，都始

终把为国育才作为自己的责

任。于漪上过近 2000节示范

课，完成 600余万字教育著

述，为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

教师学默默耕耘；黄世晔一

生为学严谨，参与恢复高考时的第一次高考命题；黄肃的

课堂里除了学科知识，总是充满中国故事；黄音从事教育
科研时，也始终铭记奶奶提出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学应该

有中国气派，一线教师就是创造者，有巨大的力量”。

提前云端见面 实用文创礼包 暖心家乡味道

申城高校为新生备足“见面礼”

———走进申城教育世家 ·

    于漪曾有很长时间没有任何职称，她任校长时好几

次将高级教师评定机会让给其他教师。爱人黄世晔同样
如此———在复旦大学从教多年总把晋级教授的机会让

给年轻教师，直到校领导多次做工作他才同意晋升。“奶
奶简单得很充实，纯粹得很少有功利之心，有的只有对

教育、对学生、对国家的满腔深情，直至今日，她的价值
观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黄音说。

对名利看得很淡的于漪对读书却看得很重。黄音小

时候见到最多的画面就是爷爷在阳台的藤椅上看书，奶
奶伏在案头一边看书一边勾画笔记。有一次，八九岁的

黄音看到家里放了一叠书，上面写着《谈艺录》和《管锥

编》，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就问奶奶：“这个人很会写东西
吗？”于漪说：“他可有学问呢。”说着，就从书橱里抽出一

本《围城》递给黄音。“奶奶推荐我读《围城》是因为适合
我当时的认知水平，慢慢培养了广泛阅读的兴趣。”黄音

回忆道。
至今，在于漪家的客厅里、书房里、卧室里，摆满了

各类读物。“‘教育之家’要教书育人，首先要自己严格修

身。”在于漪看来，爱读书才有“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她
一直强调“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餐桌上的“带教”

淡泊名利唯重书香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她从教学

实践中探索出的 “教文育人”“工具性与

人文性统一”等教学理念，丰富完善了语

文课程的国家标准， 对于人民教育家于

漪的成就人们已耳熟能详。 不过鲜为人

知的是，于漪一家三代 6 人（见右图）都

从事教育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

于漪的爱人黄世晔离休前是复旦大

学历史系教授； 儿子黄肃退休前任凯慧

中学副书记、 副校长， 也是一名历史教

师； 儿媳史玲玲退休前任职于复旦大学

物理系； 孙女黄音在杨浦高级中学任语

文教师， 孙女婿尚宣廷是市北中学的物

理教师。为国育人、关爱学生、淡泊名利、

与人为善， 这些处世准则和品格已成为

每位家庭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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