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2年9月6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王 蕾 本版视觉/竹建英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再一次与你们相约云上，有

些无奈，但也很不易，我们依然要

珍惜！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

惰寸功……”

“人生自有诗意，诗意藏匿在

书页间、草木间、鸟语间……今日

复今日，今日何其少。每一个平常

的哪怕有一点忧郁的日子，都会因

为我们的努力而变得熠熠生辉。”

“愿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主人翁

态度对待这场‘战役’，在宏大的叙

事进程中，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一

个，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

讲台生涯的最后一个春天，赵

永青给孩子们留下的是每天上课

前的一段段“云中寄语”。

这届学生三年初中，两度疫

情，赵老师写给学生的“云中寄语”

写了132则，合计4万余字，分享抗

疫感悟，用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

着被疫情阴霾笼罩的少年。有时

是她自己读，后来就变成同学们争

相读。“云中寄语”就像一段段温柔

铃声，开启每天的语文课。学期末

的最后一课上，孩子们“抢”过了赵

老师的笔，把自己的不舍和思念，

融进了文字。

“仍记得赵老师给我们上的第

一节课，您在黑板上写下‘倾听’二

字，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守候在屏幕

前，倾听这跨越时空的最后一课。

这三年间我们认识了一位特别的

语文老师，从摘抄分享到‘云中寄

语’，从观看《感动中国》到评讲每

个学生的作文，赵老师想让我们知

道语文并不只是成绩单上的几个

数字，它还是一门浪漫的学科，赵

老师想让我们穿过喧闹的尘世，去

看清那语文之美。”孩子发自肺腑

的话让赵永青觉得，孩子们读懂了

她，更读懂了语文，读懂了生命。

她说，学语文的目的不是为了

多得几分，多对几题，而是要让孩

子们感悟到文字的力量，收获“美

的语文”“快乐的语文”。她每布置

一道作文题，一定会自己先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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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为打造一流教师队
伍，黄浦区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五

大计划”。值得关注的是，根据“五大计划”之

一，黄浦区将通过区学科带头人、区骨干教师的

交流轮岗，合理配置区内优质教育资源，不断优

化师资队伍结构，逐步缩小校际差距。这是记

者从黄浦区昨天举行的第38个教师节座谈会

上获得的信息。

这“五大计划”包括黄浦区新一轮名师、名

校长工作室实施计划；黄浦区教育系统学术性

专著资助计划；黄浦区教育系统百名新秀教师

培养计划；黄浦区教育系统区学科带头人、区骨

干教师交流轮岗实施计划——在新一轮区学科

带头人、区骨干教师中遴选出自愿流动的教师，

在派出学校和流入学校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参

加流动的教师自2022年学年起，将由各教育集

团统筹分配到集团内的薄弱校，为期三年。还

有黄浦区教育系统基础教育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力争在“十四五”期间，黄浦区100%的中小

学专任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高中学校拥

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超过40%，

义务教育学校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

比例超过20%，幼儿园专任教师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教师比例超过90%。

中高考语文究竟该如何命题？同学们又该

从历年上海中高考语文作文命题里悟出什么学

语文的真谛？在日前由上海普通高校“立德树

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

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中文自修》编辑部共同主

办的“语文教育评价研讨会（2022·上海）”上，语

文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开诚布公地表示，语文

教学不能走入误区。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詹丹教授提

出，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现象型材料作文题需要

学生多方面深入思考，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需

要不断地锤炼自己的思维水平。静安区教育学

院冯渊老师以近年来多组“整本书阅读”的相关

试题对比出发，探讨了不同命题思路背后的命

题意图和学术追求，提示中学生们必须重视上

海语文卷在“整本书阅读”命题方面的前沿性与

开拓性，避免陷入“碎片化阅读”的误区。

上海市复旦五浦汇学校黄玉峰老师针对近

年上海中高考作文题，向同学们建言，语文学习

的本质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细致的分析。读书是

学习之本，积累是创新之本，接受是研究之本。

关于写作问题，黄老师说，作文的目的和教育的

目的是一致的。比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诚信

踏实的品德，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但如果套

文，抄袭文，可以得高分，那么教师就会去训练

学生套文，这样的结果，就是鼓励引导学生投机

取巧，弄虚作假。 本报记者 王蔚

本市举行语文教育评价
研讨会，剖析中高考问题

考场“得高分”
心灵却“扣分”

遴选骨干教师
流动至薄弱校三年

黄浦区打造一流教师
队伍，逐步缩小校际差距

套题作文

“上课要把身子坐直，想一想

树一摇叶会落……”在课堂上脱口

而出这句话的时候，青年教师陆赟

晨在心里笑了——这不就是自己

的赵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嘛！只不

过，如今站上讲台的，成了长大后

的自己。

“长兴岛方舱医院休舱了！”大

学生村官龚凯文扎根长兴岛新苑

社区，看到这个好消息，也立刻想

到要汇报给赵老师。奋战疫情封

控一线，帮居民配药、送快递，无数

次奔走，他瘦了20多斤，但他一直

记得老师当年的叮嘱——男孩子

嘛，就是要多干活，才有担当。

他们口中的赵老师，是宝山区

教育学院实验学校语文教师赵永

青。教了36年语文，当了26年班主

任，她本应在今年4月25日退休，但

碰到疫情封控，教学秩序被打破，

她主动提出将这届初二年级带到

学期结束，让孩子和家长心安。

然而，在学生心里，赵老师的

课堂永远不会“下课”，她说的很多

话，不知不觉被学生刻进了心里。

求学、恋爱、失恋、生子……成长的

每一步，他们总习惯听听赵永青的

主意。除了三八节、教师节、春节

等会想着回来看老师，一届届学生

还有个共同的节日——“4.25赵老

师生日”，请上年假来看老师。学

校附近的小面馆里，最多的一次，

热热闹闹下了28碗生日面。

篇。往往五分钟内，几百字出口成

章，这让孩子们渐渐觉得，写作似

乎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即便知

道赵老师退休了，但是孩子们仍

喜欢来“发嗲”，和她分享新写的

习作。闲不下来的赵永青干脆在

暑假通过腾讯会议，开启了“赵老

师的语文课堂”，纯公益，纯分享，

只要喜欢，无论哪个学校的孩子

都欢迎来“蹭课”。她说，愿更多的

孩子学有所获，那是做老师最大的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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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云中寄语”记录的那样，

教与学的日常似乎没有轰轰烈烈

的大事，但，累积起来，正是这日常

的琐碎，慢慢积累成了一份“母子

情”“母女情”。

赵永青笑言，自己的日常生活

坐标里，常常无序排列着不同年龄

段的孩子们，“有时候在静阅十几

岁学生作业的同时，还要耐心聆听

一个三十岁年轻人的忧伤诉说或

是喜悦的分享。”

学生们记得赵老师语文课上

的一笔好字、一手好文，更记得课

堂内外赵老师怎样“宠”着自己

——成绩落后了，会被赵老师在课

后叫到办公室讲题，除了知识，还

会收获热乎乎的饭菜和好吃的。

温柔的赵老师批评孩子们前，会悄

悄先关上窗。她说，你们是我的孩

子，“家丑不可外扬”，你们改正了，

就不会被别人批评了；在她眼里，

一个老远能和老师热情打招呼的

孩子，比一个考试总拿高分但待人

冷漠的孩子，要可爱得多。

赵永青说，好孩子是夸出来

的。于是，在她的课堂上，哪怕是

今天字写得进步了一点，作业本都

有机会被投影打到屏幕上，赢得全

班表扬。她相信，教育是一缕光，

可以点亮一群人。

陆赟晨觉得，他和他的小伙伴

就是这样被点亮的。一心想外出

闯荡的小陆，高考时考取了北方一

所艺术学校，却因为气候等因素感

到不适应，便给赵老师写来10页

手写信。他等到的不仅是老师的

耐心回复，还有来自师弟师妹的远

程鼓励——赵老师把他的信打到

屏幕上当成了范文，表扬他字体优

美，字里行间充满真情实感。课堂

照片传来，小陆觉得受到莫大鼓

励。毕业后，经历了一番求职困

扰，在赵老师的启发下，他忽然感

到，校园是能让自己心安的地方。

赵老师鼓励他参加教师资格证考

试，帮他联络实习单位。如今的陆

赟晨，已经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今

年6月1日，可以出小区的第一天，

小陆就骑着车为赵老师送来一份

迟到的生日礼物——疫情封控期

间，他想着为孩子们开发一门拓展

课，便自学起了篆刻。他挑了一枚

老师最爱的竹子形状的印石，为老

师刻了一枚章。

赵永青告诉记者一个秘密，自

己和杏坛有着不解之缘——她的

母亲是老师，她和先生是安亭师范

的同学，如今，她的女儿柳絮儿也

成了一名教师，从教不久就获得上

海市中小学见习教师基本功大赛

综合一等奖和课堂教学一等奖。

每日餐桌上，就像是开一次小型的

教学研讨会。小柳老师周日去学

校加班，赵永青则帮她收了两份快

递——一件是给毕业学生的小礼

物，一件是奖励孩子们的笔，100

多支，全是小柳老师自己买的。柳

絮儿则说，这点点滴滴，不知不觉

都是学着妈妈当年的样子。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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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毕业后仍时常回来看望赵老师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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