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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追求卓越大胆创新的精神薪火相传

高水平大学将成批培

养中小学教师。此前，教

育部发布国家优秀中小学

教师培养“国优计划”。这

两天，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4所上海“国优计

划”首批试点高校，相继启

动招生。

有机会获双
硕士学位
今年7月底，教育部

发布《关于实施国家优秀

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

见》，支持以“双一流”建设

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

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教

适教的学生作为“国优计

划”研究生，在强化学科专

业课程学习的同时，系统

学习不少于26学分的教

师教育模块课程（含参加

教育实践），通过“国优计

划”研究生培养吸引优秀

人才从教，为中小学输送

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

素养卓越、教学基本功扎

实的优秀教师。

该计划通过应届本

科生推免和在读研究生

二次遴选的方式选拔，要

求学生学习不少于18学

分的教育学、心理学、中小

学课程教学、科学技术史

等内容，以及不少于8学

分的教育实践。攻读非

教育类研究生学位且修完

26学分教师教育模块课

程的“国优计划”研究生，

通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

文答辩，毕业时将同时获得教育硕

士学位证书。此外，该计划全面落

实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共同指

导教育实践的“双导师制”，强化师

范生专业素养培养与教学基本功

训练。

申请者需有
理工背景
首批30所全国高校

中，上海高校有复旦大学、

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和华

东师范大学。根据上海试

点高校已发布的招生信息

来看，多所高校显示出未

来科学类课程教师的培养

倾向。例如复旦大学“国

优计划”2024级推荐免试

硕士研究生招收数学、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学科

教学（物理）、大气科学等

专业；上海交大招收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学科教学

专业及科学与技术教育专

业，要求申请者具有理、

工、生、农、医等相关专业

背景；同济大学也在招生

对象中明确了理工科专业

的背景要求。

“订单”培养
毕业即就业
作为从教激励，修完

规定学分的该计划研究生

将享受免试认定，获得中

小学教师资格证书。试点

高校将与优质中小学建立

“订单”培养合作，“订单”

培养的“国优计划”研究生

毕业后，按协议约定到相

关中小学任教。此外，该

计划毕业生还将获得就

业，以及创新教学、培训、

深造等专业发展支持等。

目前，上海交大已与

上海市教委以及各省市教

育行政部门联动，探索建立学校与

基础教育学校的“订单”培养合作，

已与上海17所重点中学建立基地，

将为每位“国优计划”学生定制个性

化实习方案，开启未来教师之旅。

本报记者 易蓉

“师者”是怎样的？是第一缕

破晓的晨光，是领航的有力舵手，

是温暖的安心港湾。如何成为这

样的师者？“让生命与使命同行。”

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的声音响

起，说出了她一辈子的不懈追求。

昨天，“创新发展再出发躬耕

教坛建新功”杨浦区庆祝第39个

教师节主题活动上，于漪老师音

视频领诵，携“三代”杨浦教师道

出心声，接续传承追逐教育初心

之梦的身影也随着节目的演绎

逐渐具象。

勤学善思、致力科研的“教育

标兵”，技艺精湛、本领过硬的“优

秀教师”、不负青春、成长迅速的

“新锐班主任”，登上舞台的杨浦高

级中学德育特级教师张璇，园丁奖

获得者、控江中学王伟叶，及杨浦

区班主任新秀、杨浦区控江二村小

学顾酉酉分别是杨浦70后、80后

和90后教师中的典型，也是于漪

精神的传承者。“师者，是奠基者、

是建造者；是引领者、是创造者。”

他们齐声道出心中的教育格言。

师者提灯，逐光前行。顾酉酉

在刚入职的第二年参加了于漪教

育教学思想学习班，她觉得这是一

场幸运的“相遇”。书里于漪老师

写道：“每一个孩子都是艺术品，都

是不一样的。因此，教师一定要目

中有人，不仅要走进学生的知识世

界，而且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和

心灵世界。”那时，顾酉酉的班级正

巧有一个孤独症的孩子。是于老

师的话语给予初入职场的她以信

心，一次又一次地走近特殊的孩

子；也是于老师的话语，让她开始

用欣赏的眼光去看班里的每个孩

子，努力建设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

班集体。

本报记者 易蓉

■ 杨浦区庆祝第  个教师节主题活动上，于漪老师通过音视频携“三代”杨浦教师表达师道心声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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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迎新的那天，
一张与新生的合影被晒在了朋友圈。照片里，
“医路有我，卫你前行”的路牌下，除了新生，还有
一对师徒——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
教授和其博士生导师、克卿书院院长汪玲教授。

都是我国自主培养的医学博士、公共卫生
专家，都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得主，都是躬身公
共卫生和医学人才培养的实践者，一样利落的
短发，一样超快的步速和语速，一样敏捷的思
维……师徒之间有太多相似。

“三代”教师齐诵师者心声

言传身教
汪玲是恢复高考以后的1977

级大学生，当时她以高分“调剂”到

上海第一医学院，稀里糊涂进了卫

生系，那一届很多人都是被“调剂”

过来的，对学校、专业都不甚明了。

但是，汪玲记得真切，当穿上学校发

的白大褂、戴上校徽，感受到周围的

人投来仰慕的眼光时，大家的心情

都非常激动，于是便想要当好学生、

做好科研，对得起这份仰视。

对于专业，吴凡还记得本科时

老师是这么比喻的——一条坑坑洼

洼没有路灯的路总是有人摔伤，受

伤的人感激治愈自己的医生，可是

公卫的人把路修好、装上路灯，从此

再没有人会在这条路上摔伤，所以

要做好得不到任何鲜花和掌声的思

想准备。

年复一年，一代代老师在最初

的“第一课”告诉一届届新生，国家

对医学人才有怎样的需求，需要具

备什么样的能力。这只是一把钥匙

开启了一扇门，年轻而懵懂的医学

生如何坚定志向？“对我来说，是老

师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深植家国情

怀。看着他们始终带着使命感和责

任感，一丝不苟在各自的领域从未

停歇，我又怎么停得下来呢？”吴凡

说：“所以我对学生也是这样。有时

候不需要多说什么，学生都看着，老

师这么做了，自己会有体悟。”

心怀家国
始终关注国家战略同时要贴近

百姓实际需求，让相关专业和一线

行业导师联合指导学生，将科研实

践和服务社会过程中积累的案例应

用于教学，这是上医传统。在这样

的土壤里，汪玲就曾得到很多领域

老师的帮助，她的理论知识、应用能

力、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也因此得到

全方位的发展，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中对专业的理解和认同也渐渐清晰

和坚定。“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也成为

我后来培养学生的原则”，她说。

1983年，汪玲发表了第一篇学

术论文，关于“上海小学71例视力

不良原因的配对调查”，开启了她对

青少年眼健康的关注。现阶段我国

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影

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主任医师

何鲜桂是汪玲的博士生，接力棒传递

到她的手中。“无论是博士期间还是

后来踏上工作岗位，汪老师总是鼓

励我从理解国家战略出发，以更长

的时间尺度观察问题，总是给我方

向给我空间，鼓励我大胆探索。”何

鲜桂带着全局观和创新思维，首创公

卫和临床联合门诊，与社会各界合作

举办公益活动，全身心扑在这份事业

上，把每一项都做好，成绩斐然。

培养人才
今年是汪玲从教的第36个年

头，她从1987年博士毕业留校至今

一直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曾担任上

海医学院副院长和研究生院院长，

长期关心和思考医学人才培养问

题。由她担任第一完成人的《我国

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和创

新——“5+3”模式的构建》获得国家

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所提出的“5+

3”临床医学教育模式，构建了我国

临床医生的培养体系，分类培养研

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为满足

健康中国建设对高层次医学人才需

求，提供了可复制可应用可推广案

例。2022年，吴凡牵头《服务需求、

提高质量——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

研究与创新实践》，在“5+3”基础上，

创新“5+3+X”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新

范式，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随着时代车轮的滚动，社会发

展对医学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接

力棒始终在传递，新医科背景下人

才培养的思索和实践仍然在进行。

今年5月，由吴凡作为第一作者、汪

玲作为通信作者的《加强新医科内

涵建设 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发

表，论述推进“科教结合”“产教融

合”，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

融合，全面提升“医学+X”拔尖创新

医学人才和卓越临床医生的自主培

养质量，实现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

创新发展。

“当下全民健康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我们既需要顶天立地的拔尖

人才，也要培养脚踏实地能够看好

病、处理各类应急卫生事件、回应百

姓需求的立地人才。所以要培养以

健康为中心，具备多项技能的复合

型人才，这需要用人单位和人才培

养单位协同靠拢。”教师节前，吴凡

刚与合作方完成高水平复合人才培

养的洽谈，她向记者透露了合作进

展，也高兴地与汪老师分享好消息。

“我的老师呀，不熟悉她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怕她。因为她是一个

‘吹毛求疵’的人。”吴凡当着汪老师

的面说了一句“坏话”。

“不仅是吴凡师姐，我们都深深

感受到恩师追求极致和卓越的精

神，同时也都因受到这种精神的感

召而在求学、研究、施教的过程中受

益匪浅。”复旦大学仲英青年学者尤

小芳博士如是说。

本报记者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