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开馆的

中共一大纪念
馆，日前来了一

个特别的“校友
团”———无论是

已长成一米九大

个头的大学生，
还是一笑就会露

出豁牙的一年级
萌娃，他们为自

己曾经或现在拥
有的一个身份骄

傲———卢湾一中

心小学“红喇叭”
小讲解员。
“云朵妈妈”

召唤，孩子们毫
不犹豫一起回

家。“红喇叭”小
讲解员社团成立

于 2005年，曾经
获得全国优秀红

领巾社团。除了

中共一大会址，

孩子们还利用寒
暑假时间，来到

周公馆、孙中山
故居、韬奋纪念馆等黄浦区内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参加讲解，从儿
童的视角出发，开展讲解服务。16

年过去了，参与讲解的孩子达到
上千人，在普通话版的基础上，孩

子们增加了沪语、英语、快板和连
环画版本的讲解。

在一大会址做小讲解员的

时候，13名代表开会的场景，正

是男生吴一凡最爱驻足的地方。
“作为中国的年轻人，必须要了

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吴一凡说。
如今，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

学开始了专业钢琴学习。
吴蓉瑾始终认为，中国的孩

子，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讲
好中国的故事。每年新年，她和

老师们通宵加班，为的是让孩子
在“中国人过中国节”的游园会

中，畅快感受中国戏曲、中华美
食、中国文学的魅力。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教部主
任杨宇记得那样一个画面———

盛夏时节，一群小不点在中共一

大纪念馆中，开始了他们的首次
讲解排练。老房子空调设施有

限，孩子们很快汗流浃背。每个
孩子讲着讲着，就不由自主会望

向天井。原来，为了不打搅孩子
们，吴蓉瑾一直站在日头下，告

诉孩子们，放心讲，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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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总是把学校称作“爱的校

园”，从 2004 年起，针对孩子们不
敢表达、不会表达、不愿表达的特

点，老校长程华带着团队开始构建
“以情育情”的情感教育体系。2011

年，年轻的吴蓉瑾接过接力棒，继
续用情感为校园升温。

她带着团队将情感教育融入

德育、美育、劳育等各个方面，提高
学生的沟通交流和情感表达能力。

每周的学校课程之余，她都利用 15

分钟的时间，亲自给学生上情感教

育课，开设了上百节情感教育示范
课。“朋友不理睬我怎么办？”“考试

前太紧张怎么办？”话题细碎，却戳
中孩子们成长“痛点”。

最难触碰的生死话题，在吴蓉
瑾的课堂上，也被认真地讨论过。

那是 8岁女孩萱萱留给世界的最
后一段文字，“秋天来了，小雨点看

见小树叶一天天枯萎下去，心里很
难过，每天都在哭，小树叶用最后

的力气安慰小雨点说，你不用担
心，明年我会再回来

的！”萱萱突发疾病，大年初二一整

天，她和程校长在医院陪着萱萱度
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孩子们为

萱萱发起爱心义卖，给萱萱写信，
沈嘉昀的信，吴蓉瑾至今仍保留

着。那是安徒生童话《一个豆荚里
的五颗豆》的续写，他告诉萱萱，自

己的亲戚也得过这么严重的病，但

是很乐观坚强，挺过了一次又一次
的化疗，现在仍然很快乐！

吴蓉瑾爱发朋友圈。
朋友圈中的吴蓉瑾，是“晒校

狂人”。每天零点，她总是准时打
卡，给当天过生日的教职员工送上

祝福，除了老师，更包括每一位保
安、保洁师傅。黄浦、嘉定两所学校

200多人，一个不落。
朋友圈中的吴蓉瑾，是“技术达

人”。她带领团队打造“云课堂”，率
先在全市中小学中将平板电脑引入

课堂。云手表、云笔、云随行……
酷炫的装备背后，有着她深入的思

考———一切的科技，必须是有温
度的，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

更便捷地读懂孩子，让大规模

的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朋友圈中的吴蓉瑾，还是“工
作狂人”。她总是清晨 7时多就到

校，她说，从她做老师第一天起，就
看到程华校长每天在校门口迎接

孩子们的到来，微微欠身的样子，
是“爱的角度”。于是，她也照着做，

坚持着做。她总是深夜才离开办公

室———她说，因为自己是文科出
身，作为全市信息化建设标杆校当

家人，她只有努力补课，才能读懂
数据背后的故事。离开学校前，她

会发一张“爱的走廊”———在此之
前，都可以去办公室找她聊天。孩

子毕业后，遇上了青春期的烦恼，
有些家长还爱来找她，吴蓉瑾有一

个“条件”———无论爸爸妈妈在育
儿问题上有多少纷争和矛盾，在离

开办公室的时候，请回忆当年恋爱
时的甜蜜，牵手离开。新年时，她给

全校留“家庭作业”，拍一张全家
福。她坚信，夫妻之间的亲密沟通

会给孩子极大的心理满足，父母相
爱是最好的礼物。

吴蓉瑾更希望，父母每天可以

抽时间陪孩子聊聊天，说说话，给孩子

一个爱的港湾。她记得，一次她请班上
家长每个人给孩子一个拥抱。结果，一

些父母告诉她，孩子竟然躲开了，眼
神就像在说，平日里只会问我考得怎

样的爸爸妈妈，今天是怎么了？“六
一”时，她给全校的家长每家发一张

“请假条”，替父母向单位请假———

“他的童年里，有 14个儿童节，去掉
他牙牙学语、不太理解儿童节含义

的，去掉他升入初中、可能没那么在
意的，他最盼望的儿童节，可能只有

几次……这是一张特殊的请假单，
里面是孩子的期盼。卢湾一中心小学

向您申请，让爸爸妈妈休息一天，或
者能够按时回家吃饭，因为，六一儿

童节，给他最好的礼物，是陪伴。”
有人揣测，她为了工作，是不

是牺牲了陪伴家庭的时间，是个合
格的妻子和妈妈吗？她一脸幸福地

透露了自己的秘密———她是一名
警嫂，老公加班结束路过学校，两

人也会牵手回家。工作再忙，她都
一定会陪着儿子一起享受美食，再

把他送回大学城。她说，父母努力
的样子，孩子一直看着，学着。

她也坚信，做一名有幸福感的
老师，才会将这种幸福感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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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前，淮海路附近一间小

学教室里，由于父母下班晚，每天，
有一个小女孩都是全班最后一个回

家的人。班主任陈佩玉老师就一直
陪着她做作业，聊天，直到华灯初

上，把她交到父母手中。陈老师的身
影瘦瘦小小，却给一个 6岁孩子带

来了无比的安全感。于是，梦想的种

子在女孩心间种下———将来，我也
想做一名像陈老师一样的好老师。

很多年过去了，女孩真的如愿
做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又当了校

长。家长们叫她“秒回”校长———不
仅手机几乎 24小时开机，方便联

络，即便去外地出差，也会努力订当

晚机票“秒回”上海，只为第二天一
早又可以在学校迎孩子们上学；孩

子们叫她“云朵妈妈”，每个孩子毕
业了，都会收到一张印有她微信号

的卡片，她告诉孩子们：“无论你们
到哪里，无论你们遇到什么，伙伴

在，老师在，云朵校长在，让我们彼

此留存联系方式，快乐时分享，难过
时分担，思念时相聚见面，无法见面

时云端团聚……小云朵们，加油！”
这位永远都“在”的“云朵妈妈”，

便是上海市特级校长、上海市黄浦区
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

“云朵妈妈”的情感密码
藏在一抽屉的“晴雨表”里

黄浦区卢湾
一中心小学校长

    “云朵”，是吴蓉瑾的微信名。
她爱云，朋友们就经常拍下各地云

卷云舒的美景，发送给她。她的办公
桌旁，摆着一溜高矮胖瘦的 3D打印

“云朵宝宝”（见左下图）。她说，每朵
云都不一样，但都是她的宝。

她喜欢当一名语文老师，即便
现在同时兼任嘉定区卢湾一中心

实验小学校长，需要黄浦、嘉定两
头跑，每个月，她仍会坚持批阅一

个年级数百份作文。她说，这既是
为了把好教育教学质量关，更是为

了时刻知道，她的“小云朵”们，究
竟有哪些喜怒哀乐。

她不仅夸赞“小白云”的轻盈

美丽；更会在“小乌云”低垂欲雨时
提醒他———别忘了，你镶着金边，

你的背后藏着一道光。
她的办公室抽屉里，藏着一叠

作业本。那是孩子们留给她作纪念
的随笔，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作“晴

雨表”。吴蓉瑾希望孩子们真实记
录下自己的心理状况，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就像一份特别的天气预
报，“快乐像晴天，烦恼雨绵绵，小

秘密就像太阳躲云间”。
于是，本子上留下了吴蓉瑾具

体的写作指导———“揪”错别字，圈
画好词好句，耐心地示范写作，一点

点教孩子们如何把句子说得更通顺，

让表达更细致，用词更精准。孩子们
更期待的，则是吴老师聊天式的“笔

谈”，以及毫不吝啬的彩色贴纸。
吴老师用红笔写就的评语，时

常比孩子用铅笔写就的文字还长。

“宝宝”“我的××（孩子的小名）”是
最常见的称呼。

有孩子告诉吴老师：“我终于参
加三模小组活动，心里太高兴了。”

吴老师鼓励孩子：“你能参加
三模，要好好学哦，我还希望你去

参加比赛呢！不过小戎戎的胆子要
大一点，就像今天课上的发言，你

说得多好呀！只是声音太轻。胆子
大一点，记住，有我呢！”

有孩子告诉吴老师：“今天到
医院去开刀，心里特别紧张，后来

看到女医生特别和气，我就放心
了。开完刀后，照镜子发现下面有

三条黑线，是缝的针，好痛啊！”
她毫不吝啬自己的心疼：“宝

宝为什么要开刀，是因为鼻子底下
有颗小痣吗？很痛吗？看你这么写，

吴老师的心都疼了。别吃酱油的东
西，不要激烈运动，少出汗。”

有孩子做作业累了吐槽：“今

天的作业真多，真累。”
吴老师关切地询问：“宝宝病好

了吗？你几天没来，看着你空空的座
位，老师真有点想你了。那个坐在后

排的，很认真听课的小男生怎么没
来？病全好了吗？还要注意休息哦！

如果作业多，可以以后再补，休息好

才好！”听完孩子的抱怨，她又去做
了调查，当晚的各科作业量是不是

真的太多了，怎样去精简。
孩子们甚至愿意向吴老师“坦

白”自己做的错事，换来的是吴老师
的温柔言语：“尽管我的宝宝做了一

件错事，但是你能够在晴雨表里把
这件事告诉我，吴老师很欣慰，你

的勇于认错让我十分欣赏。宝宝，
可怕的不是无知，可怕的是虚假。

因为一次的弄虚作假，可能带来永
远的不信任，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

大了！希望你能记住这件事，别再
犯了，好吗？”本子交回来的时候，

孩子在一旁写下承诺：“吴老师，我
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孩子们也不怕给吴老师挑刺。
比如，一次，她的字潦草了一点，“话

不长”乍一看有点像“活不长”，被孩

子调皮地圈了出来。第二天，她认真
订正，并赶紧认错：“是不是老师写得

太潦草了，我写的是‘话’字，抱歉
了！”孩子大笔一挥，回复：“没关系！”

“长大以后你才会发现，这样
一个可以完全信赖、毫无保留分享

自己喜怒哀乐的人，其实很难得，

很珍贵。你会觉得是老师是在乎你
的，亦师亦友。”如今正在美国克莱

姆森大学攻读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博士沈嘉昀说。

他记得，小学一次考试，他忍不
住在桌下翻了语文书，被吴老师逮

个正着。课堂上不动声色，给他留了
面子，课后，吴老师单独找他到办公

室严肃谈心。当时，小沈觉得，吴老
师一定是练过“读心术”———那段时

间，小沈受伤了一直忍着伤坚持上
学，于是，吴蓉瑾没少在课上表扬

他，“晴雨表”上，在给小沈妈妈的
留言中，她首先反思的是自己：“有

时候我们怕批评会挫伤孩子的自
尊心，现在才明白，太多的表扬有

时也成了一种压力，因为一直在全
班面前对小嘉昀的坚强表示赞赏，

所以他也许觉得，考不好很尴尬
……我知道这个孩子的根底是很

好的，很正直的，他一定会改的。”

吴蓉瑾

她的评语，比孩子的作文还长

首席记者 陆梓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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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校园，每个人都会被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