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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凭借对语文教育的精神追求，与

学生共建一幢立意高远的精神大厦，

启蒙一代代学生独立思考、得体表

达，成长为丰富有智慧的人。

青年教师的“垫脚石”

有一年大年初二，媒体记者到

于漪家采访。一开门，满屋子的学

生好不热闹。于漪喜欢跟年轻人在

一起，为他们搭建成长的平台，是

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有年轻

教师来我家请我给他们的新书作序，

我从不拒绝。现在的年轻人想要成

长、要出头不容易，我们要拉他们

一把。”于漪笑着说。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于漪刚

刚退休，就有民办学校开出 60 万元

年薪聘她作“特别顾问”，她婉言

谢绝。那时，于漪退休工资是每月

一千多元。在谈及为何将高薪拒之

门外时，于漪这样说：“我还有点

本事，能够培养师资，我带了几代

特级教师出来，一个人的精力是有

限的，能成为大家的垫脚石，我终

生有幸。”

之后，于漪首创“师徒带教”

模式——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

培养、组长负责制，亲自带教全国

各地青年教师；到去年为止，这位

老人已经连续八年担任上海市语文

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主持人，培养

远郊区的年轻教师，每月一次 8 个

小时的活动，她一场不落。

上海市特级教师、市教委教研

室副主任谭轶斌，10 年前，有幸“回

炉”成为上海市语文名师培养基地

学员，至今她也忘不了与 80 岁的于

漪老师的“金山之行”。那次基地

活动在远郊金山的华师大三附中举

行，大家费了不少口舌劝于老师不

必亲自到场，于老师却不肯：“只

要是我基地学员所在的学校，即使

再远，也不能落下。”

一大早，于漪准时来了，坐了

近两个小时的面包车，于老师的腿

脚肿了，可一到华师大三附中，她

就一头扎进教室听课；中午时分，

她快速扒了两口饭，撂下筷子赶去

教室，和同学们见面，孩子们的问

题像连珠炮似的，谭轶斌想从中“挡

驾”，但被于漪拒绝，她说对孩子

们的请求她不会说“不”。

 正是这样的精神感召，一批批

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形成了全国罕

见的“特级教师”团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

级教师，共“带教”100 多名全国各

地的青年教师，涌现出一批知名的

教学能手。于漪很感慨又十分欣慰：

“真的很累很累，但我觉得能把自

己有限的经验，在别人身上开花结

果，这就是一种幸福。”

在新教师培训中，于漪多次引

用英国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来阐

明观点：首先心中要有月亮，也就

是理想信念，去真正敬畏专业、尊

重孩子，还要有学识，如此才能看

透“六个便士”，看透物质的诱惑。

“满地都是便士，作为教师，必须

抬头看见月亮。”

要想走进学生的内心，还必须

“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告诉青

年教师，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

攀登，这种攀登不只是教育技巧，

更是人生态度、情感世界。

于漪的孙女黄音，如今也投身

于教育事业，在她幼时的记忆里，

奶奶在做完家务之后，总是坐在台

灯旁，边翻阅资料，边做笔记，沉

醉其中。而不足三平方米的阳台上，

是爷爷的藤椅，一本书，一把茶壶，

就是一个充满了书香的下午。“从

小到大奶奶像一盏灯塔，指引着我。”

在于漪家里有一本她专用的挂

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

了圈，不少格子里还不止一个圈。

她用“来不及”形容自己的工作，

因为还有太多事情值得她“较真”，

中国教育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

当教育功利化现象愈演愈烈，

家长忙于帮孩子报名补习班，学校

只盯着升学率的时候，她呼吁：“教

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学生学会

做人。”当看到小学生写下祝你成为

百万富翁”“祝你成为总裁”的毕业

赠言时，于漪深感忧心。“‘学生为

谁而学、教师为谁而教’这个问题很

少人追问，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学生的

学习动机和动力方面多下点功夫。”

从教 68 年，从受业于师到授业

于人，于漪从未离开讲台。她臂膀

单薄一身正气，始终挺着中国教师

的脊梁。她说：“老师使我从无知

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懂得做人道

理，做老师是件了不起的事，这是

我这辈子最崇高的目标。”

　　到了耄耋之年，于漪开始研究起了周杰伦和《还珠格格》。

因为她发现，孩子们都被“圈粉”了，而自己喜欢的一些比
较资深的歌手却很难引起学生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