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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谈心的“女当家”女中教育领路人
市三女中校长徐永初：如果听不到真心话，工作也就不会有实效

市三女中校长徐永初。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今天是第34个教师节，
青年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教师节前
夕，上海市政府首次颁出“教育事业杰
出贡献奖”，投身教育事业近67年的
于漪老师成为这一奖项的首位获奖
者。同时，卞建鸿、庄松林、邱蔚六、周
美琴、郑时龄、闻玉梅、徐红、鲁慧茹8
位优秀教育工作者被授予第四届“上
海市教育功臣”荣誉称号。此外，
2018年上海市“四有”好老师（教书育
人楷模）推选活动也同时揭晓名单。

于漪荣获
“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

教育奠基未来，而教育发展的关
键力量是教师。从事教育事业已近
67年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是教育界
一面旗帜。几十年来，她热爱祖国，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教育事业，以
高尚的师德修养、深厚的学术功底、
精湛的育人技艺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一直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在本市
语文课程教学改革中锐意创新、勇于
实践，成为素质教育的实践者、新时
代教师的领路人。为表彰于漪老师
为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卓著
贡献，上海市政府研究决定，授予她

“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于漪老师
也是这一奖项的首位获奖者。

说起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于漪

的名字不得不提，她写下了400多万
字的论文专著，上了近2000节的公
开课，她的名字和语文和教育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

从事60多年教育工作的于漪，
把语文教学看作是她一生的事业。
1959年，已经教了七年文化课、编了
两本历史课小册子的于漪改行教语
文，从此开始了在语文教学领域的深
耕。上世纪80年代，于漪完成了《现
代教师发展丛书》《现代教师学概论》
两本教师学著作，教育部将它们作为
全国教师教育的培训教材，其中《现
代教师学概论》还成为中国第一部研
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著作。1986
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教师学研
究会，于漪担任会长。

于漪说，她这一辈子最崇高的目
标就是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
2002年，于漪退休，虽然离开了一线
讲台，但她仍然心系教育事业，把自
己的晚年时光奉献给一批又一批青
年教师。如今于漪已经90岁，仍在
为培养青年教师奔忙着。

8位老师荣获
第四届“上海市教育功臣”

除了颁出首个“教育事业杰出贡
献奖”，第四届“上海市教育功臣”评
选也揭晓。青年报记者获悉，2002
年，本市设立了“上海市教育功臣”荣
誉称号制度，旨在表彰在教育教学、

教育科研和教育管理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每5年评选一
次。2003年、2008年、2013年，申城
已评选表彰三届近30位“上海市教
育功臣”。

今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卞建
鸿、庄松林、邱蔚六、周美琴、郑时龄、
闻玉梅、徐红、鲁慧茹8位优秀教育
工作者第四届“上海市教育功臣”荣
誉称号。他们皆有数十年的从教经
历，潜心治学、精心育才、拥有高尚的
师德，同时在教育领域具有相当的影
响力、感召力，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
建功立业。

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书
记、校长卞建鸿 2007 年 8 月开始从
事职业教育，在他的带领下，杨浦职
业技术学校汽车车身修复专业突飞
猛进，汽车专业学生代表中国连续
参加第 42、43、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车身修理项目比赛，分别荣获优胜
奖、银牌、金牌。

庄松林是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
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他长期从事应用光学、光学
工程和光电子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所著《光学传递函数》一书在光学工
程领域中得到同行一致赞赏，多次获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邱蔚六是上海交通大学荣誉讲
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终身教授、主任医

师，从事医、教、研工作60余年，是我
国口腔颌面外科、头颈肿瘤外科以及
口腔颌面修复重建外科的创建者和
开拓者之一。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周美琴，用爱与智慧点亮残障孩
子的生命，托举他们重新飞翔。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科学
院院士郑时龄，把人才培养放在首
位，对上海教育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中国
工程院院士闻玉梅致力于祖国医药
卫生事业数十载，在医学微生物研
究，特别是乙型肝炎研究造诣高深，
她始终坚持“科研目的为人民”的理
念，积极投身并引导学生参与国家重
大需求。

上海市实验学校校长徐红，36年
扎根于基础教育，28年投入实验教
育整体改革，形成了“让每一个学生
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的办学思想、

“护长容短”的教育观和丰厚的实验
研究成果。

上海市一师附小校长鲁慧茹，多
年来笔耕不辍，从“现代学校校本教
研功能的研究与实践”到“让选择成
就学生的愉快学习”，从“小学生现代
学习方式的研究”到“新课改背景下
小学学习设计的研究”，一本又一本
的教研专著记录着她不断探索与创
新的足迹。

上海市教育功臣和“四有”好老师揭晓

首颁“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

推广雅文化，开辟艺术长廊
徐校长不仅爱与教职工聊天，

她还特别爱与学生交流，时常召开
不同类型学生的座谈会，因为一直
与学生会的干事们交流，徐校长甚
至比分管德育的副校长还要熟悉学
生干部，更早地知道她们的班级姓
名、特长爱好。她经常会在中午时
间坐进团委办公室参与学生会例
会，时常与孩子们聊聊，听她们说说
心里话。不少金点子、好策划就在
呢喃细语中悄然生发。已经毕业的
学生干部也乐意回母校与徐校长谈
心，回忆市三的昨天，述说她们期望
的市三。

徐永初曾在众多场合谈到她的
教育理念“传承和发展学校文化，增
强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感”“秉承名校
风范，弘扬市三文化”。去年她又提出
女校“雅”文化的概念，即培养志趣高
雅，学识博雅，形象优雅的女子人才。
在徐永初看来，雅的教育对学生而言，
就是不俗气，不功利，陶冶性情，厚积
薄发，规划美丽人生。雅的教育对学

校而言，就是不专制，不粗暴，和蔼可
亲，润物无声，走进女生心灵。

内外兼修，成为女中的“设计师”
徐永初对女中的教育倾注了全

部心血，在工作上不分白天黑夜和节
假日，加班加点从不计较，长期以来
几乎没有暑寒假。每天清晨，她总是
习惯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单位，开始一
天的繁忙；每天傍晚，她总是学校最
后一个关灯锁门的人，包里还装着厚
厚的“家庭作业”。

2012年是市三女中120周年校
庆，为了迎接校庆，百年老校的校舍
需要翻新，2011年春学校就开始启
动筹备工作，从改造的设计方案到每
个细节徐永初都是亲自关心。在炎
热的夏天，她只要市区没有活动，基
本都会到学校。其他人都没看出的
细节问题，她能够一眼找出差错。在
建筑设计方面，她对五一楼、五四楼
的建筑内部设计稿，无论是大格局还
是小细节，都共同参与，设计效果图
反复讨论修改，从礼堂门内的内壁设
计到顶角线是否简洁，玻璃窗用何颜

色能维持建筑原有风貌……不留一
个死角，最后达到理想效果。

市三外在的美打造完善，徐校长
又提出为女生建设校本课程体系。
在多次听课研磨、座谈调研后，设计
了理想信念、身心发展、人文社会、数
理科技、艺术审美、综合体验六大类
课程。这些课程结合时代的要求和
女生的需求。每门课程都是一个探
究式学习的过程。

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发展教师
她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发展教

师。她全面设计并实施学校队伍建设
规划，促进不同年龄和类型的教师通
过培训和研修不断成长。主动联系上
海市教委教研室承办了“课堂教学与
教师发展”的主题教学研讨，展示女中

青年教师如何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构
建学校英语课程，全面培养学生运用
英语语言的能力。本次展示活动很好
地诠释了市三女中一贯追求的目标：

“传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展示了市
三女中英语教研组青年团队在教学中
不断追求、探索和进取的风采。

作为女中教育领路人。她在教
育岗位工作33年，在市三女中任校
长13年。她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
现为上海市特级校长，现任长宁区政
协委员。多年以来，她带领学校不断
传承发展和创新，完善整理好学校的
历史，强化学校文化认同，把市三办
成“有文化的名校”；始终在育人目
标、课程和教师三方面不断吸取传统
的养料，梳理开发好女校课程，把市
三办成“有特色的女校”。

很多师生对市三女中校长
徐永初的印象是爱找人聊天，
几乎所有市三人都有过多次与
她面谈交流的经历。晨跑的间

隙、听课后的交流、午饭时的攀谈、下午在教师办公室不
经意间又看见她笑眯眯地在和几位青年教师聊着什么。
徐校长曾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说过，如果听不到真心话，工
作也就不会有实效。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