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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教学上有哪些新理念？
加拿大人 Andrew Mcgillivray

来沪生活已有7年，曾在国际学校

当过4年化学老师，后来在中学教

授英语相关课程。他说自己很少给

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更注重培养学

生的能力。“比如，帮助他们学习如

何表达自己、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这远比考

试、作业重要得多。我想，这其实是

在提升学生们的‘软实力’。”他幽默

地表示。

来自美国的IanFraser可能是

现场所有老师中与上海结缘最早的

一位：他1岁时就来过上海。“我的

母亲是上海人，每年夏天我都会来

这里。”Fraser目前在长宁区就职于

3所小学，创新、合作与交流是他教

学中的关键词。“我让学生换小组交

流，并轮流担任组长，因为人生就是

这样，你会遇到不同的人、接受不同

的挑战。我常常问学生‘为什么’，

希望以此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有

时我故意给出错误答案，让学生来

发现。”他分享的教学理念得到现场

不少人的认同。

座谈会上，大部分老师从事英

语教学。面对一些性格内向、不敢

开口讲英语的中国孩子，美国老师

KirklandKenney乐于从自身教学

方法上下功夫：“了解孩子们的想法

很重要，比如，他们为什么不敢开

口。另外，我会教他们日常生活中

的‘真实英语’，而不是那些他们不

熟悉的内容。当他们了解了相关背

景，就会更敢于开口表达。”

从教期间有哪些变化？
在上海从教这些年，外籍教

师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教育环境的

不断优化。IanFraser觉得最大的

变化是政府部门与外籍教师有了

更好的互动。“以前他们会跟外国

老师说，你要教这个和那个。现

在，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校层

面，更多听取老师的建议，大家一

起合作，给予孩子所能获得的最好

教育。”

定居中国5年的爱尔兰老师

AndrewJohnFisher在复旦中学教

了3年英语，对上海的教学环境十

分认可。如果要说教学中有什么难

点的话，他觉得或许就是“用英语讲

中国故事”。事实上，文化差异既是

国际化教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挑

战，又是颇具吸引力的特色。

加拿大老师MariaJoseOrellana

同样将中国文化融入教学。“前不

久，我们讲了春节的故事，比如贴窗

花、打年兽。这个过程也是在传递

爱，塑造孩子们的价值观。”

非裔美籍教师MaxDuroseau

是个活泼开朗的大男孩。他说，选

择来上海，是因为这里的开放包容，

乐与国外交流；选择长宁，是因为这

里的国际视野。“我能帮助孩子们提

高英语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

受到教学相长。”谈到未来，他希望

能有更多机会了解上海的文化、历

史和发展历程，这对外籍教师的职

业发展也很有帮助。

未来生活有哪些期待？
英国老师AlanSmith来中国

10年了，就职于市三女中。他说，

刚来的时候对未来一无所知，感到

迷茫。10年过去了，他感受到这座

城市在文化、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

发展。“很高兴能与这座城市、这里

的人一起成长。”他说。

座谈会所在的长宁区拥有不

少国际化社区，目前在长宁生活

的外国人大约有7万人，约占在沪

外籍人士的三分之一。对于未来

的生活，外籍教师也有不少新的

期待。

英国老师SharmanSarah是一

位“宠物控”，她在上海养着一只狗

和三只猫。她觉得上海是一座对

动物很友好的城市，并提出了更高

的期待：拥有更多对动物友好的空

间，鼓励人们收养和帮助那些流浪

动物。

和现场不少老师一样，美国人

KirklandKenney三句话不离本行，

他希望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能够加

强交流，多交朋友，此外“双减”也是

他所关注的。“‘双减’之后，孩子们

没有家庭作业了，我想问有哪些平

台可以让我上传一些英语故事给孩

子们在家听？”他提问后很快就得到

了积极反馈，或许这会儿他已经开

始着手新的教学尝试了。

本报记者 王佳烨

8位外籍教师谈上海城市软实力和在沪从教感受

“最大的变化是有了更好的互动”
作为上海国际化教

育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外籍教师有哪些独特的
教育理念和方法？在沪
从教这些年，他们观察
到哪些变化？对生活的
这座城市又有哪些期
待？昨天下午，来自美
国、加拿大、英国、爱尔
兰的8位外籍教师相聚
长宁区教育学院，参加
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
办的“城市软实力”外籍
教师座谈会。

■ 外籍教师在座谈会上畅谈“城市软实力”话题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一届非凡的冬奥会，让我

这个对冰雪运动无感的人，也

记住了不少名字。谷爱凌、苏

翊鸣、徐梦桃、高亭宇……这

些为中国争得荣誉的金牌选

手，大名如雷贯耳；他们的故

事，也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变

得耳熟能详。

有一个人，知道的人可能

不多，但他的故事同样精彩，

令人动容，毫不亚于那些在冰

雪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健儿

们。他叫秦大河。一点不夸

张地说，中国可以成功举办冬

奥会，功劳簿上必须铭刻他的

名字。

办一场冬奥会，最需要的

是什么？是雪。不是普通的

雪，而是密度比天然雪高3到

5倍的人造“冰状雪”。

但在 2016年以前，中国

连一条合格的冰状雪赛道都

造不出来。在西方技术封锁

下，是70岁高龄的秦大河带

领团队，连续 4年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科研

攻坚，才最终造出“冰状

雪”，实现中国冬奥会的“用

雪自由”。

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秦大

河全部的故事，那就错了。

秦大河原本只是一名普

通的数学教师，31 岁那年，

他改行研究冰川冻土，从此

人生“开挂”，成为同行眼中

“疯狂的科学家”。42岁，他

徒步横穿南极大陆。南极没

有医疗条件，出发前，他拔掉

了 10 颗不算健康的牙齿。

40出头的人满口假牙，就是

为了避免牙齿出现问题影响

科考。

从南极回来，秦大河瘦

了30多斤，但他凭着将生死

置之度外的勇毅，带回800多

个珍贵雪样，成为迄今为止

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部拥有南

极地表1米以下冰雪标本的

科学家。此后，他筹建了中

国第一个冰芯实验室，通过

他的雪样分析成果，中国对

南极的认知，开始从跟跑变

为领跑……

这一届冬奥会的成功举

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精

神，也让世人看到中国在更多

领域的崛起。

但从秦大河的故事里，我

们读懂的是，从来没有随随便

便的成功，哪怕是最不起眼的

一片雪花，都凝结着难以想象

的汗水与心血。

西方封锁，自力更生，实

现逆袭……多少年来，相似

的故事一直在上演，中国的

每一步跨越，都有无数我们

可能不知道姓名的人在背后

默默奋斗与付出。这些不朽

业绩，同样值得升国旗、奏

国歌。

令人遐想无限的“元宇宙”，不仅

仅是三维虚拟现实，最迷人的是将人

类社会的各种活动，由现实的物理世

界迁移至虚拟的数字世界。而这，离

不开区块链技术支撑起去中心化和

分布式的“元宇宙”经济。作为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中新型研发机构的“探

索者”之一，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

用“中国原创”区块链底层操作系统，

打破了欧美计算机系统底层代码的

垄断，让中国有望抢占国际公有链技

术规则的一席之地，更在“元宇宙”的

基础设施建设中占得先机。

跻身全球三大公有链
蒂凡尼制作的玻璃向日葵、陈

家泠的水墨画、杜海军的油画和雕

塑……走上西岸AI智塔39楼，一条

条充满艺术气质的长廊相互穿插，结

构出我国区块链前沿技术最硬核的

研究空间——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

院。从这里诞生的树图Conflux公有

链，正与比特币、以太坊并驾齐驱，构

成全球三个区块链公有链。

公有链是全世界任何人都可读

取、发送交易且交易能获得有效确

认、也可参与其中共识过程的区块

链。一旦开启，谁也不能让它停下来。

目前，全球三大公有链社区，分别代表

着三代公有链技术。在达到相同性

能和可靠性的前提下，树图区块链每

秒可处理3000笔以上交易、23秒即

可确认交易，其速度是比特币系统性

能的428倍、以太坊系统的75倍。

目前，树图公有链上的账户数已

经超过1050万个，部署6489个合约，

用户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华能“碳

账本”、湖南卫视数字主持人……过

去一年，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都在寻

求与树图的合作，这条世界第三代公

有链迎来应用爆发期。上个月，全球

公有链在民生领域的“第一单”开启

应用——由上海市房地产经纪行业

协会、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和零幺

宇宙联手推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

约3000套公租房信息将陆续“上

链”。由于区块链过程透明、不可篡

改的特性，这个公租房网络平台的房

源信息不会被房产中介扭曲，让房东

和租客从中受益。本周末，树图

Conflux公有链还将实现2.0版升级。

一群年轻人“聊”出创意
从2020年初建立树图区块链研

究院至今，短短两年时间，树图已经

给全球区块链前沿技术掀起强劲“中

国风”。这样的速度比上海树图区块

链研究院院长龙凡预料的还快了些，

“惊人的活力正来自于新型研发机构

的强大生命力”。新型研发机构有别

于传统研发机构，是具有管理制度现

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投资主体多

元化等特征的独立法人单位。近年

来，上海正加快建设这类科研机构，

取得了显著成效。

树图区块链的初心，是一群年轻

人“聊”出来的。2018年，就在龙凡前

往多伦多大学任教之前，他偶然受邀

回到清华大学，代了一节密码学课。

课堂上，龙凡与清华大学“姚班”学生

共同探讨区块链，产生了一个新的创

意。随即，同是“姚班”毕业生的龙

凡，决定带领大家“一起做点有意义

的事”。从做点有意义的科研开始，

作为首批上海新型研发机构之一，树

图区块链研究院应运而生。

“树图不同于传统研究机构，采

用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科研人员在这

里不仅可以获得和业界IT精英一样

的高薪待遇和各种资源，还可以在自

己感兴趣的技术领域自由深耕，哪怕

独树一帜或是最终失败都没关系，毕

竟科学研究就是前路未卜的。”例如，

Conflux公有链上线后，接下来的研

究方向和技术路线会是什么呢？在

树图，各研究团队可以根据自己想象

中的区块链“未来之路”开展研究。

“毕竟，前沿领域哪里出成果，特

别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都是没有

前车之鉴的，更不是领导拍脑袋说了

算的。”龙凡说，正是因为科研人员充

分拥有自主性和积极性，树图才在区

块链信任、存储、应用场景等诸多领

域都开了花、结了果。如今，“元宇

宙”概念兴起，区块链是“元宇宙”的

底层技术之一，树图多样化的区块链

前沿技术研究，已经为搭建“元宇宙”

基础设施做好充分准备。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全球区块链前沿技术掀“中国风”
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成立两年来焕发惊人活力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