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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幸福 

上海的“组团式”教育援藏团队保持 40 人规模，4 名管理干部

为期 3 年，36 位专任教师为期 1 年，然后轮换，这样可以有效

保证教育工作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傅欣率领的是首批带有开

拓性、创新性的“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是全西藏唯一一所 12 年一贯制学

校，始建于 2004 年。全校两千多名学生中，有 80% 来自农牧区，

近三成来自贫困家庭。

由于团队队员绝大多数都没进过西藏，他们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工作方式都是上海式的，而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

面临的困难之多，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是一场来不及思考的突如其来的战斗。

因为高原的特殊环境，校园设施折损率较大，设施陈旧，

学校大门坏了，图书馆不能用了，操场坑洼不平，食堂显得

特别拥挤。学生文化成绩参差不齐，很多不会汉语，不识汉

字。

学校里有 100 多个来自日喀则福利院的学生，不少还是樟

木地区地震后的孤儿。从小缺少父母关爱，性格孤傲，个个像

高原上横冲直撞的小野牛，不仅学习基础薄弱，还存在着行为

偏差。全日喀则市有六分之一的福利院孩子在日喀则市上海实

验学校，占全校总人数的 5% 以上。这一直是本地教师的一块

心病，让学校大为头疼。

学校的当地汉藏教师因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教

育观念不同，教学手段单一，工作方式一直是粉笔、黑板加满

堂灌的填鸭式教育。

因为低氧、高寒、高原反应强烈，

上海教师们天天按着脑袋喊头痛的不在少

数，上吐下泻的，上楼梯摔下来的，吃安

眠药也睡不着觉的，包括傅欣在内，“伤

兵满营”。当然，最难克制的就是想家，

傅欣说：“你很难想象几个男人坐一起，

说起家人说起孩子，说着说着蒙面号啕大

哭。”

总之，从吃饭到解手，从走路到睡觉，

从课堂到双语教育课本，从当地传统的教

学方式到现代化的更新换代，入藏后的每

件事、每一天、每一步都成了困难。但所

有的革新改造又都不能慢慢来，毕竟援藏

的时间是有限度的，必须“惜时如金”。  

“上海教育”神奇力量来到高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教育学博士傅欣很快提出“七个出彩”的工作目标，即办

学理念出彩、保障条件出彩、课程体系出彩、管理机制出彩、

师资队伍出彩、文化环境出彩、教学成绩出彩。

援藏教师们动手开始了一场“厕所革命”，把被石块堵

死的所有厕所都疏通开来粉刷一新，并且给每个位置都配上

手纸，教会孩子们文明的习惯。学校老教师和学生们被感动

了。接着，在上海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们改造了食堂、操场、

图书馆、师生宿舍，新建了太阳能学生浴室和一座气派的大

门，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学校环境焕然出彩，成为日喀则最

美的学校。

理念要出彩，教学要出彩，必须引入最先进的教学技术。“上

海有的教学设备和资源，日喀则也一定要有！”为此，援藏团

队组织了一个信息化建设团队，又从上海引进大量现代化教学

设备，经过三年努力，学校全面完成了“智慧校园”平台建设。

不管海拔多高，距离多远，这些汉藏族孩子面对来自上海的远

程“视频授课”“专家会诊”和“资源共享”，惊喜万分地睁

大了眼睛，听课分外用心了。

援藏教师团队编写了 28 本校本教材，并建立了所有学科的

规范化电子库，通过一对一的合作交流，上海教师把自己的先

进经验和方法一点一滴、春风化雨般渗透给本地老师。教育真

傅欣率领首批开拓性、创新性的“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扎根日喀则，给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带来巨

大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