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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利在学校和学生们交流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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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为“造孔之人”，长年在肉眼看不到的纳米
世界摸索；他研究出来的介孔材料，取得了0到1的原
创性突破，开拓了中国材料科学快速发展之路；他是中
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得主、上海市科技功
臣；他连续多年（2011—2022）被汤森路透社列为全球
化学、材料两个领域的高被引科学家。这样一位享誉
全球的科学家，最喜欢听到的称谓是“老师”，最开心的
是每年教师节收到的祝福。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是一所家长们交口称赞
的“神仙学校”，但也曾是一所谁都不愿来的公办薄弱
校，是校长张人利带着老师们将许多“不可能”的教育改
革理念融入细节，使学校成为上海基础教育的“样板
房”，以“轻负担高质量”闻名。“我的母亲和兄长都是人
民教师，当老师是我从小的理想。我想用自己的生命改
变脚下这方土地，照亮孩子们多姿多彩的人生。”从教50

余年，做校长25年，张人利深深热爱着教育这方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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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元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上课 戚心茹 摄

白手起家成为领军者
1998年，赵东元放弃了优渥的条件从海外归来，选择进入复旦

大学化学系任教。摆在他面前的，是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3万元的

启动经费，1000元的每月工资，以及一间空荡荡的实验室。可赵东

元却说：“这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我的祖国啊，你会抱怨自己家里穷

吗？”于是，他带领着学生白手起家，自己搭建实验室，连续十几个小

时泡在实验室里，几乎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80个小时。立足教书育

人和科学研究本职，视祖国材料化学科学发展为己任，他将个人理想

融于国家进步为荣耀，在国际材料化学领域第一梯队发出了中国声

音，在介孔材料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原创性突破性成果。

赵东元带领团队发明了20余种以复旦大学命名的介孔材料

（FDU系列）；提出了有机-有机自组装新思想，创制了有序介孔高分

子和碳材料，首次将介孔材料从无机组成扩展到有机体系；提出了

“酸碱对”“界面组装”等新理论，合成了一系列热稳定、大孔径、高度

有序的新型功能介孔材料；在介孔材料结构、界面组装、能源催化应

用等方面形成独特见解，为介孔材料的发展和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国际介孔材料领域的领军者。

给学生上课不能迟到
除了实验室里的拼搏，赵东元有个更重要的理念：“课比天大”。

今年5月，赵东元在202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上获得“科技功

臣奖”，在媒体发布会上一介绍完自己的研究，他就一路小跑提前离

开了。原来，他要赶着去给本科生上化学课。这门“不能迟到”的课，

他一上就是20年。202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后，他手提布袋装

着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证书赶去给本科生上课的照片在社会各界

被传为佳话，“布袋院士”的称号由此得名。

20年来一周两次课，赵东元几乎从未间断。他给自己定了规

矩，上课不能迟到，“学生们都等着呢，迟到5分钟就是教学事故”。

作为一位教学数十年的老教授，赵东元教学经验丰富。但是，为了使

课堂活色生香，他每天都认真备课，去外地出差时还在飞机上备课。

立德树人是赵东元教书育人的根本遵循，“24小时在线”是学生

们对赵东元授教的生动描摹，“论文不厌百遍改”是赵东元传授学生

的治学准则，学生的文章他都一字一字改、一章一章过，大到思路逻

辑，小到拼写标点，全部仔细标记批注，反反复复直至达到要求才允

许投稿。他告诉课题组的每一个学生：“你们有问题，随时来找我，我

办公室的大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

教书育人也有助研究
教书育人同时也帮助了赵东元的研究。2002年，复旦大学在全

国率先施行本科生转专业制度，酷爱化学的历史系学生顾栋申请转

到化学系，后来选择赵东元作为本科生导师，开始在实验室参与一些

基础性工作。时隔十几年，如今已是武汉大学教授的顾栋，回忆起

2003年10月7日那个深夜，依然难掩激动。当天，他用一种反常规

的方法进行实验，测试得到一组非常漂亮的数据。“顾栋非常聪明，他

提出把高分子先聚再合成的做法，一下子把步骤从5个简化成2个。”

赵东元在学生的启发下打开了思路，很快在学术上取得突破，让介孔

从无机变成有机。

如今，在赵东元办公室隔壁的陈列室，留存着他的学生的一本本

实验笔记和博士论文。他所带的团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获

奖所得的奖金，有20%到30%用来资助年轻学者发展。自担任研究

生导师以来，他已指导18名学生获得硕士学位，65名学生获得博士

学位，出站博士后23名。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学生能学会的教师不讲
1998年，静教院附校刚从海防中学更名不久，招不到生源，学生

成绩也很不理想。“摆在我面前就两条路，要么沿用许多学校的常规

模式运行，可以勉强维持；要么另辟蹊径，搞教育教学改革，可能超常

发展。”临危受命担任校长的张人利选择了后者。

改革的“第一板斧”动在了课堂教学，张人利创新地提出了后茶

馆式教学理念：学生自己能学会的，教师不讲。“这样的理念其实是在

著名教育家段力佩先生曾推出‘读读、议议、练练、讲讲’茶馆式教学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学生能学会的，包括学生己经学会的，也包括学

生带着教师提供的问题自己学会的。学生可以独立学习，也可以小

组讨论式合作学习；可以‘书中学’，也可以‘做中学’。”

“备课的内容不讲，光让学生自己讨论能行吗？”正高级教师、语

文教师陈美坦言，改革之初她有点焦虑，也提出过质疑。“张校长没有

直接反驳我，而是鼓励我做了一个平行班实验。一个学期后，数据说

话了，推行后茶馆式教学的班级明显课堂效果更好。”2005年，静安

区教育学院以上海最高分荣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首批示范性地区

教师培训机构”称号，“轻负担高质量”也成为静教院附校的“名片”。

“两个举手”让作业“分层”
“你们想让自己的孩子遇到怎样的老师，你们就先成为这样的老

师。”这是张人利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年逾七

十的他仍保持着年轻时的教育激情，无论严寒酷暑，每天一早，他一

有空就早早候在校门口，和学生问好，和家长闲聊；每次毕业典礼，他

亲手为每个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每次重大考试，他坚持亲自送考。

“双减”政策出台，对作业有了公示要求，小学生作业量不超过

60分钟，初中生作业量不超过90分钟。张人利立刻召集包括五四中

学校长沈嵘在内的几位校长，商讨政策细节如何落地。“作业为什么

公示？向谁公示、怎么公示才好？7年级学生与9年级学生90分钟

的作业量，意义一样吗？”张校长的刨根问底让年轻校长脸红，张人利

的徒弟沈嵘说：“他的思考总是能更深一步、更早一些。”

静教院附校推出了“两个举手”：“学生举手”，学习委员对当天全

班作业超量举手，甚至可以直接找校长投诉；“家长举手”，家长对当

天孩子作业超量举手，可以打电话给班主任拒交作业。作业也有了

更多“分层”：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减少有难度的作业，对学有余力的

学生增加“荣誉作业”。学校不提倡购买教辅材料，坚决不准全班补

课，坚决提倡个别辅导，为个别辅导老师设置“爱心津贴”。

最吵的房间做成校长室
2020年，位于海防路300号的静教院附校江宁校区落成。这所

拿了设计大奖的校园，最大特点就是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室全部

朝南，南北通透，而且不沿马路不沿操场，保证学习环境不受打搅。

“沿马路沿操场朝向不那么好的房间呢，就留给校长室啊！”参与整个

工程设计的张人利乐呵呵地说。一进校门就能坐下来阅读的图书

馆，跨学科的“趣谱”实验室，能射击滑雪的交互式体育馆，让讨论分

享随时发生的“议空间”，操场跑道甚至有一段与教学楼相连，二楼伸

出宽阔的屋檐为户外活动的孩子遮风挡雨。校园的细节，处处透露

着张人利从教多年的经验、感悟、理念，一切都是为学生着想。

上海市教委多年的“绿色指标综合评价”等显示，静教院附校学

生睡眠时间和参与体育、艺术、科创活动频次都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肥胖率和近视率则低于全市平均值。最让张人利欣慰的是，毕业

的学生都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已经有10余人回校做教师。“他们愿

意回到学校教书，说明对这里有深深的认同。” 本报记者 马丹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