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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学习

10月6日，一场对话在5位院士和央视

主持人劳春燕之间展开。

他们聊的，是正好120岁的母校——绍兴

市第一中学给予他们一生难忘的宝贵财富。

120年来，该校先后走出了19位中外院士。

“少年时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未来就会成

为什么样的人，因为那颗种子在少年时已经

播种下。”199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

学新闻系的劳春燕，那颗当记者的种子在她

的中学时期已然种下。当日，她不仅感谢师

长们对她的呵护，更感谢老师们在点点滴滴

中教会她做人的道理，培养了她对体育一生

的兴趣和热爱。

“您的中学时期，有哪些是最难忘的？”她

这样问自己的院士校友们。

院士们的难忘师恩
1945届老校友沈家骢院士已经86岁。

这位1999年回到浙江大学执教的老人话不

多，只简单地说：“母校创新的氛围、文化的气

息和当年一样，是那么的浓烈。”

许溶烈院士难忘的是母校老师艰苦奋

斗的精神，更佩服老师们一流的专业水准。

“我们的数学老师，他用的教材是他自己编

写的，也是对外公开发行的。他上下课都带

着闹钟，准时上课，准时下课。讲课非常容

易听懂，容易领会，对我一生起到很大的作

用。”“我们的地理老师也是一流的，不仅能

画中国的地图，还能精准地画出各个国家包

括小国家的地图。我们当时上地理课都很

认真，很多小国家的首都我们都知道，真是

受益匪浅。”

对航空航天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沈士

团院士对母校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说自

己对无线电遥控领域感兴趣，要感谢老师们

的引导。阔别母校半个世纪，他深情地说：

“我的第一个母亲是祖国，给我尊严；第二个

母亲是母校，给我知识和文化；第三个母亲是

生我养我的亲娘，给了我生命。”

陶文钊院士在校史展览馆看到自己当年

的老师们。他感慨地说：“老师们辛勤、认真、

尽职地教育我们，终身难忘。”他记得人体解剖

课的老师，“高一上了一年的人体解剖课，第一

次知道人还有生物钟，人的工作、学习、休息都

要根据一定的节律”；他记得劳作课的老师，“老师教我们按

自己肩宽用木头做了个衣架，我很喜欢，用了很多年，一直

带到北京”。他期望，母校要坚持在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的同时，注重人文气质的培养，“这关系到人的成长，如此才

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徐扬生院士记得自己当年每门学科的老师，“敬业的

老师是我们一生的榜样”。尤其对自己的英文老师印象深

刻，“那时大家都害怕英文，不想学英文，老师就将《半夜鸡

叫》改编成英文话剧，让大家边演边学，后来大家学英文的

兴趣逐渐浓厚”。

一生有用的教育是什么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徐扬生院士说，30~50年

后，目前社会上一半的职业将会消失。“我们的教育要做什

么？”这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认为，要让学生多学点

人文社科类的知识，着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而需要记

忆、计算和逻辑思维的知识，怎么学将来也拼不过智能机

器人！”“人的强项在哪里？在直觉的部分，在想象和创造

的部分，而我们的中学教育，常常忽略了这些！”

10月5日，在绍兴一中“求真大讲堂”院士系列讲座活

动中，许溶烈、徐杨生、沈士团、陶文钊等给该校师生带来

了各自擅长领域的讲座。

而包括各种讲座在内，当年丰富的社团活动，令劳春

燕念念不忘。

她记得，“我当时热衷于社团活动，还是学校的学生会

主席”。

“老师觉得我应该去当外交官，但外交学院当时并不

在浙江招生。我的老师于是专门写了3页纸的推荐信寄

过去。”虽然外交学院还是没有到绍兴来招生，但这事让劳

春燕一直感恩在心。

绍兴一中不仅有很多经典社团，还鼓励学生自创新的

社团。热爱古典音乐的劳春燕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和她一

样喜欢古典音乐，开始筹办一次古典音乐的讲座。“我去绍

兴人民广播电台借了很多古典音乐的磁带，认真地准备了

讲座的内容。”但到了讲座开始的时间，她到阶梯教室一

看，只坐了6个人。她坦言，恨不得大哭一场。

可是，社团指导老师的一句话，让她记了一辈子——

“哪怕台下只坐了一个人，那都是你的知音。”

“你究竟能不能做你自己，坚持你喜欢并且是你认为

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那么地在乎眼前的掌声和喝彩？”

每每人生旅途上碰到困难，劳春燕说自己就会想起老师的

教诲。

“老师教会我心中要有坚持的梦想和信念，教会我做

人的道理，这些，是一生都有用的！”

□本报记者 黄莉萍

9 月 26日至 28日，第十二届

中国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在江苏

省苏州第十中学举行。今年的论

坛主题聚焦“文化立校与文化育

人”。相关专家学者、沪浙皖苏四省

市教育报刊总社（宣传中心）负责

人，以及来自沪、浙、皖、苏、豫、鲁、

闽、湘八地的400余名中小学校长

参与了讨论交流。论坛现场，来自

沪浙皖苏四地8位校长代表发表了

主题报告，分享了各自学校的校园

文化建设经验。

“每一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历

史，校长首先要有历史意识；而实证

的思维，是校长具备现代精神的路

径依赖；生命至上、儿童立场则是校

长办学治校的逻辑起点。”现场专

家、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顾月华

这样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与专家观点相呼应的，不仅有

论坛现场沪浙皖苏四地8位校长的

分享，更有在作为论坛同样重要的

一个环节——“文化立校与文化育

人”主题征文中，我省优秀校长们的

思考。（论坛详细报道和主题征文获

奖名单见9月28日、30日的“浙派教

师”微信公众号）

“文化自信之根，应在强化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上。”衢州第二中

学校长潘志强认为，儒学对中国社

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

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弘扬儒家

文化，是学校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不

懈追求的目标。如今，衢州二中“儒

学校园”建设已日趋成熟，已形成

“《论语》选读”“南孔文化”“儒学校

园剧的创作”“《论语》辩论赛”等理

论与实践成果。

“楚文化、吴文化、燕京文化、汉

唐文化、孔文化、慈孝文化、敦煌文

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浩瀚，我

们选择带领着学生一起去‘看看’。”

近年来，宁波第四中学通过大力实

施人文行走课程，通过人文学科研

究性、课题式、体验式学习，探索育

人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教育的实施方

法。“7年多的实践中，我们学生的

人文行走实践活动足迹遍布大江南

北，形成了考察日志近700篇，课题

研究小论文100余篇……”该校校

长钱洲军这样写道。

“百年老校廿三里初中，其‘天

道酬勤’的校训就是基于

拨浪鼓文化的一种传

承。”义乌市廿三里初中

校长陈建新介绍，该校不

仅开设了以“感受拨浪鼓

文化”为主题的校本课程，

更通过打造“345自助课

堂”促使学生在充分自学、展示、反

思的过程中，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下棋、拉琴、打球，不为考级、不

为加分，只单纯为校园生活更丰

富、更快乐；把劳动课开到橘园里，

除草、松土、施肥、整枝，全班一字

排开，直到山顶，喊号子、唱歌……

缙云县长坑小学校长刘勇武给自

己的征文取名《一群理想主义者的

乡村教育实践》。10多年的乡村教

育实践，该校“七彩童年，快乐长

坑”的文化建校理念已全国闻名。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少先队工作先

进集体……凭什么能被我们这样一

所山区小学得到，就凭我们把孩子

的快乐成长放在第一位。”

“扎根文化，立足儿童，我们更

从课程出发。”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

集团校长王慧琴介绍，除了多彩的

社团和主题活动，该校丰富而短小

的百草园课程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

的“立人”文化。这个曾获省政府基

教成果二等奖的课程体系，包括了

三味书屋（悦读）、朝花夕拾（乐写）、

疾风野草（健体）、水乡社戏（风雅）、

现代闰土（劳作）、“风筝”记忆（实

践）、上天入地（创新）等版块。

从儿童视角出发，更应让学生

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多年来，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实验学校一直致力于

积极建设好玩的实践基地。如今，

该校拥有了“动动”科技馆、“露露”

气象站、“青清”知识长廊、“乐乐”小

动物饲养场、“菁菁”农艺园、“园田

小灶”野炊基地、江南民间物品陈列

室等。“一个个实践基地，激发了学

生的玩心。而将基地活动和学科知

识的结合，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快乐

成长。”该校校长王彧钊说。

□本报记者 黄莉萍

“如今，海岛上的孩子喜欢亲近

自然，顽皮、有灵性的越来越少，手

游等网络文化起了负面的作用。”这

些天，学生宿舍熄灯后，嵊泗县初级

中学教师范群一回家就开始准备、

梳理自己的发言，“首先希望能有净

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措施出台；

如果有两次发言机会，我要建议国

家出台相关政策吸引优秀毕业生加

入到教师队伍中来；如果还有机会

发言，我会反映民生方面的问题”。

还有几天就能近距离见到习总

书记，范群在激动的同时更感到责

任重大，“暑期走访乡镇了解的情况

和群众不断打电话来反映的问题，

我都会一一记录下来”。

渔家的女儿，成了十九大代表
浙江最东边、舟山群岛的最北

部，是群岛林立的嵊泗列岛。其

400多个岛屿中能住人的只有16

个。范群是其中一个岛上小渔村中

渔民的女儿。

“父亲，其实不必流泪，我们的

日子越来越好了，党的政策也越来

越好了，您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了。”

这是今年2月，在舟山市党代会上，

市党代表范群的发言。她以“父亲

的两次流泪”为题，提出了提高渔民

养老保障的建议。

范群是舟山市推选且当选的两

位十九大党代表中的基层代表。

“从9年前成为县党代表开始，到

如今光荣地成为十九大代表，我

想，是舟山人民觉得我还比较敢说

话能说话。”

这位工作28年，一直担任着班

主任和两个班语文教学的海岛教师，

分外珍惜每次担任嵊泗县党代表的

机会。“每一次，我都认认真真地准备

建议。这是光荣，更是责任。”

2008年，“解决外地孩子就读

问题”的建议，缘于看到外来学生初

中毕业后失学时的痛心；2010年，

“修建帮助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青少

年活动中心”的建议，是因为忧心于

没有博物馆、动物园的海岛孩子的

周末、寒暑假现状；2012年，“提高

外岛教师待遇，开展教师支教、交

流”的建议，源自对促进教育优质均

衡快速发展的一种希冀……

看到包括她在内的代表们的建

议能或多或少地推动一些政策和制

度的出台或改进，范群的参政议政

热情更加高涨。

“我很清醒地知道，这次自己能

当选十九大代表，是因为省里对海

岛、农村的发展特意扶持和倾斜，是

因为党和国家重视一线工作者，关

怀普通教师群体。”范群这样的认

识，跟随了她很多年。这也是她

2010年被评为省特级教师后，面对

发达城市民办学校的持续相邀而断

然拒绝的真实定力由来。“我是渔民

的女儿，要懂得感恩。”

她还记得2014年在浙江省首

届“最美教师”颁奖仪式上，省教育

厅原厅长刘希平对她的殷切期望，

“‘范老师，一定要扎根海岛啊！’老

厅长的话一直在鞭策着我！”全国劳

动模范、省功勋教师……这些年，每

一个荣誉对于她来说，都是一次提

醒，“人要有良心，我决不可能离开

嵊泗岛”。

她的日与夜，在一路“小跑”
“在岛民心中，范群就是菩萨一

样的存在。”这是得知本报记者要上

嵊泗岛采访范群时，当地教育部门

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语。

即便是交通已经大大改善的今

天，从舟山市区到嵊泗本岛，依然要

近两个小时；而从杭州到嵊泗，则至

少需6个小时。20年前，所需的时

间几乎都需翻倍。不管浪有多大，

只要不停航，年轻时的范群都会争

取出岛学习。“出去，才能认识到自

己身上的不足，知道教学改革的方

向。”作为嵊泗县第一位也是唯一一

位特级教师，范群甚至有些羡慕现

在的教师，“网络的力量太强大了，

光200多个省名师工作室中的海量

教学资源，只要老师们肯学，一定能

有较好的收获”。范群网络名师工

作室成立已有两年。范群上传了

500多个原创课程资源，“可以说是

毫无保留，只可惜学校工作太忙，网

络工作室做得还不够”。

她到底有多忙？

每天7点前到校，她在迎接学

生的同时，也在观察着他们。“小瑞

今天迟到了，早饭没吃，我到食堂给

他带了份。”“晓彤的作业字迹又比

较潦草，她家孩子多，地方小，我打

算帮她申请住校。”“这几位同学需

要个别辅导，中午和傍晚时间我要

进班。”……

每天晚饭后，范群会在学校操

场上散步半小时。“然后，就是我最

快乐的时光。”范群的夜晚，宁静而

美好，“无论是备课、批作业、看书还

是熄灯前去寝室看望学生，我都特

别满意这样的自己”。

每位学生过生日，她都会送上

礼物；害羞的女孩不愿意参加游泳

训练，她陪着女孩一起挑选合适的

泳装；家里装修全放手，却在暑假中

把教室布置成了家……

花了小钱，却能收获情感和认

同，她觉得值。在这个初二（1）班的

“家”中，有两面一年来“雁行小队”

活动的照片墙。合作学习、出海体

验、养殖观察、野炊、科学小实验、包

饺子……每一次“雁行小队”活动，

记录着学生们的成长，更记录了范

群的每个周末。“热心家长带领下的

‘雁行小队’，让本岛孩子和每学期

只能回一次家的外岛孩子都能享受

美好的亲子时光。”

这就是德育特级教师范群一直

在探索的“生生相长，科学管理”模

式。她别出心裁地搞“同桌节”活

动，融洽“邻居”关系；组建“雁行小

队”，让小组抱团成长；评选“魅力男

女”，巧用异性效应；家长会“小鬼当

家”，让家长看到孩子的成长。

外岛的学生生病了，摔伤了，她

每天晚上陪在床前，深情呼唤，给学

生做各种好吃的，悉心调理；晚自修

后不回家去网吧的小凡成绩一落千

丈，每晚9点，小凡家的电话铃声就

会准时响起，师生约定“不聊不睡”；

暑假带自己的孩子去旅游，不忘带

上班里最“难搞”的一位学生……

“每一位特别让你生气的学

生，一定是最可怜的孩子。”这个学

期，一个成绩较差的外地孩子不想

上学了。她上门去请，一天、两天、

三天……直到学生出现在校园。有

人笑她傻。“孩子真失学了，对我来

说，也许平均分能上去一点；但对孩

子来讲，一生就失去了求学的机会。”

“不管本地、外地学生，如今不

仅读书、住宿费用全免，困难学生享

受‘两免一补’政策，外岛孩子还能

报销来回船票。”范群骄傲地说：“在

国家的大力投入下，我们嵊泗已经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这叫我如何

不发自内心地热爱党，不多为学生

想一点、做一点！”

范群的日与夜
一位十九大代表的海岛教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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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范群的高峰体验

“有一个词叫高峰体验，指的是人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产生了巨

大的成就感。”这样的高峰体验，在毕业多年的学生遇到困难时找“范妈妈”

时出现；在多年后相聚时，学生记起当年温馨点滴时出现；在她上医院挂盐

水，曾经的学生帮忙打点一切时出现……

“我只教了他们3年，他们却会记一辈子。这是一份多么巨大的恩情啊！”

这样的“恩情”，令不爱看电视剧，也不喜欢逛街的她，在课堂上带领学生

该哭哭，该笑笑，该唱唱，甚至该跳跳；令不怕“差生”，也不怕麻烦的她，总是能

收获问题学生的蜕变，“国庆期间录一段做广播操的视频发给我，小若从2号开

始连发4天，即便我说‘过关了’，他依然想做得更好”；令害怕学生被“干扰”，也

婉拒了很多媒体现场采访的她，在和记者相处的近一天时间里，偶尔聊一会

儿，又扔下一句“我不管你了哈”，便直奔学生而去，一路小跑……

“文化育人”，我们会说更会做
——从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主题征文看浙江校长的“文化立校校””

论坛现场，浙江两位校长孙国虎和李建生
分享了各自学校文化育人的传承与创新。图为
孙国虎正在发言。（本报记者 池沙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