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第40个教师节

三尺讲台 一颗丹心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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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孩子是教师的天职”，走进虹口区第
三中心小学开放式校史馆，已故全国教育系
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班主任毛蓓蕾的这句
话，以及她和孩子们的多张合影照片，让人
一下子沉浸其中。去年12月，虹口区第三中
心小学在本报刊登了《开放式校史馆史料实
物征集公告》，获得社会各界热烈响应。今
年教师节，开放式校史馆正式开馆。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

一生秉烛铸民魂。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
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今年是第
40个教师节，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指出，“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
制”。今年教师节前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要求把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
作来抓，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提升教师教书
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强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家精神是对教师职业精神的凝练

与升华，既源自“师者，人之模范也”“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样的优良传
承，又立足于新时代教师群体的生动实践。

尊师，尊的不仅是“师”本身，而是“师”背后
代表的“道”，这个“道”就是教育家精神的体
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毛蓓蕾的学生——全国模范教师、全国

优秀班主任李莉，从教30余年，始终坚守班
主任岗位，将教育理想牢记于心，努力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她
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家精神的传承。
相信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遇到好老

师，但好老师是如何炼成的？教师的使命不
光是升学，更多是师以垂范，在助力孩子们
学以成人的同时，也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重教，“教”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让孩子体会

到学习的成就和成长的快乐，着眼铸魂育
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
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105年历史中，出现过
不少杰出校友，他们对于老师在成长道路上
的帮助都记忆犹新。像中国科学院院士、复
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主任李骏，回忆起其数
学起步之路，依然记得当年小学老师如何因
材施教，为他开启数学之门。
今天，我们庆祝教师节，就是要在尊师重教

的氛围中，不断颂扬教育家精神，加快教育现代
化，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
业之一。通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用
实际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和担
当，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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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30余年来，这或许是徐汇区盛
华幼儿园园长万蔚蕴收到的最特别的礼
物——连续十年教师节，女孩洋洋的妈妈
都会带着一封手写感谢信来到幼儿园，为
老师们送上祝福。洋洋妈妈来自河南，在
徐汇区华泾镇的一家超市做收银员，今年
教师节正逢周二。孩子放学晚赶不及，她
便早早申请了换班，自己去幼儿园。

日前，在徐汇区庆祝第40个教师节主
题活动上，盛华的老师们动情地讲述了这
个故事。家门口的幼儿园，究竟有何魔力，
让一名毕业生的家长始终惦念？记者走进
了这所位于徐汇区最南端的公办幼儿园。

8名教职员工
一段开荒之旅

沿着徐汇滨江一直往南开，穿过外环线，

再绕行至龙吴路继续往南。盛华幼儿园就藏

在毗邻银都路的盛华景苑一角。放学时分，有

的孩子热情邀请小伙伴分享自己的小点心，有

的孩子依依不舍地再去爬一下小山坡，再牵着

外婆的手，回到和幼儿园一墙之隔的家。

如今的盛华幼儿园是个拥有9个班级、50

名教工的大家庭，并被评为徐汇区示范性幼儿

园，获得了“国际生态学校”“全国生态文明教

育示范学校”等荣誉。11年前的9月，全然没

有今天这般热闹。万蔚蕴告诉记者，作为大型

动迁安置房公建配套小区，盛华幼儿园2013年

开始面向附近几个小区招生。

由于其中规模最大的盛华景苑

要到2013年底才交房，第一届新

生只有31个孩子。

2013年4月，万蔚蕴被徐汇

区教育局任命为盛华幼儿园首

任园长。然而，和盛华的第一次

相遇，有些“惊悚”——附近一片

荒芜，没有任何商业配套，幼儿

园虽然楼已建成，但还是光秃秃

的毛坯房模样。一不留神，两只

流浪狗蹿了出来，朝她狂吠不

止。“热情”的“欢迎仪式”让一直

怕狗的她吓得只敢蹲下来，把自

己抱成一团……

和她一起踏上“创业之旅”

的，只有7名伙伴。幼儿园软装

需要大量材料，对公账户来不及

开通，万蔚蕴就自己先垫了6000

多元，跑轻纺市场，跑宜家，跑城

隍庙……一点点用创意，让冷冰

冰的房子有了童趣可爱的模样；

暑假来临，冒着40摄氏度的高

温，老师们和工程队每周开会，

在角角落落里添加巧心思——不能光有草坪，

要设计一个小山坡；建筑工地不用全部复原，

留一小块沙坑给孩子玩耍，再留一些砖石给孩

子砌墙玩；校园里要多种果树，让孩子们体会

到收获的快乐……第一次招生工作，是在“毛

坯房”中借来桌椅开展的；第一天开学前，8个

人实在忙不过来，老师们不得已在家长群里发

了求助信息，热心的家长一起动手，登高爬下，

完成了全园的保洁。

从零起步，8个大人，31个娃，一点点搭建

出一座童年乐园。洋洋是盛华的第二届学生，

10个多月时，跟着父母从老家来到上海。家门

口的幼儿园开了，但夫妻俩总担心外地孩子在

上海读书会不会被“看不起”，甚至想着，万一

被幼儿园拒了，也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让祖

辈帮忙看管。更糟糕的是，去幼儿园报名时，

还临时发现少了一份材料。

“没想到，老师一点没有不耐烦，让我们不

要急，补齐了就可以。”洋洋妈妈说，那一刻，她

一下觉得很暖。

“真的，人要学会感恩的。”洋洋妈妈说。

她坦言，若要说老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

“大事”，可能也没有，但点滴小事的用心，足以

让在上海打拼的一家人，感念至今。洋洋对牛

奶过敏，吃海鲜也过敏，生活老师总是会牢记

孩子的饮食偏好，从来没搞错。大班时，洋洋

在舞蹈机构练习时髋关节受伤，在医院住了好

一阵，回到幼儿园时，仍不能自己坐马桶，也得

格外小心，不能被别的孩子冲撞。“老师从来没

嫌烦，一直照顾她，直到毕业。”洋洋妈妈说。

她说，自己还有心底的秘密——在她很小

时，妈妈就意外去世。初中时，在一篇作文中，

她写到了这件事。同学告诉她，班主任老师特

意背着她，叮嘱全班同学要多关心她，让她感

觉到来自班级的爱。或许就是那件事让她意

识到，遇到有爱的老师，有多幸运多重要。

她说，回母校看老师，知道老师不会收任

何贵重礼物，她只能带一个蛋糕，或者自己做

的纽扣画，赠予老师。没想到，万园长也总会

给洋洋准备一份小礼物，有时是钢笔，有时是

特意新买的小裙子，让她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年育苗
长出一座“国际生态幼儿园”

10年的时间和孩子的长大一样，都是一瞬

间的事情。

2013年，小山坡上，一棵小苗破土而出，越

长越高。它是一棵草，一株花，还是一棵菜？

孩子们很好奇。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老

师们决定展开一番探究。大家了解到，校园的

这块土地原先是华泾镇的农田。在老师带领

下，孩子们呵护着小苗从稚嫩的绿芽成长为茂

盛的植株，直到第二年春天，变成了一株金灿

灿的油菜花……

如今，它结的油菜籽，被装进小瓶，珍藏在

资料室里。

这株小苗，也给这所当年还不满“周岁”的

幼儿园新的启发，成为该校“快乐种子课程”和

绿色教育的起点，一个因地制宜的绿色小梯田

应运而生。春季开锄节、夏季采摘节、秋季感

恩节、冬季护绿节……孩子们是这片梯田的主

人，有时，老师会把课堂搬到梯田边，带着孩子

们写生，拍照，做拼贴画。记者采访时，大班孩

子们刚为一个暑假没见的梯田拔完草，他们惊

喜地发现，一朵朵柔软的棉花悄悄挂上了枝

头。“这朵头尖尖的，像个‘6’！”大班男孩“小莴

笋”激动地告诉老师他的发现。

如今，在盛华幼儿园，户外运动设施依大

树而建，充满了丛林穿越的野趣。孩子们喜欢

探险，老师们便在竹林中辟出一条迷彩通道。

学校有口小水井，特意选在了距离梯田最远的

操场另一侧开挖。万蔚蕴说，这样，孩子们每

次打水浇灌，运动量不知不觉就增加了。泡泡

大战、雨伞游戏、锅碗瓢盆雨中音乐节、雨中野

餐、组装水管完成“引水工程”、用水枪“喷水

画”……大自然随时随地成为孩子们最好的老

师，雨天也变得很好玩。

“她会告诉我们，今天小朋友们一起分了

南瓜、豇豆，今天自己又去拔了草，在幼儿园，

经常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洋洋妈妈说，从幼

儿园老师身上，她也学会了很多育儿的道理，

比如，不要只是关注孩子学了什么知识，从小

养成好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身。

在盛华，很多事情，是交由孩子们自己做

主的。比如，木栅栏的颜色并不统一，因为是

孩子们七手八脚一起刷的；户外滑滑梯坏了，

取而代之的是配色大胆的“炫彩屋”，有蹦床，

有涂鸦墙，有透明屋顶，每扇窗都长得不一样，

因为那是工人们根据孩子们的图纸搭建的，孩

子们很认真，每天“监工”。

老师们说，学前教育的原点在于激发想象，

而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要让孩子们在绿色生态

的环境中，与美好相遇。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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