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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布袋院士”赵东元：

课比天大
从不迟到

静教院附校校长张人利：

轻负高质
答卷出色

科研报国促进经济发展，“课比天大”垂范师德师风，这是复旦大
学化学系教授赵东元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上的真实写照。他用一
门《普通化学》让学生们领略化学的魅力。他在北京领奖后手提装着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证书”布袋出现在校园的场景火出了圈，“布
袋院士”的称号也由此得名。院士、教授、老师，在赵东元看来，自己
最喜欢的还是那一声亲切的“老师”。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一所典型的九年一贯制薄弱学校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多长
时间？在校长张人利的带领下，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短
短几年就书写了“轻负担、高质量”的教育“奇迹”。躬耕教坛五十多
年来，张人利怀揣着对育人的理想和信仰，永不停息地走在中国式教
育现代化的道路上，诠释着一位新时代乘风破浪教育界“大先生”的
精神内涵。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创新领跑课改
1998年，张人利担任静安区教育学

院院长时，区教育局要求他兼任静教院
附校——一所典型的九年一贯制薄弱学
校的校长。张人利上任后，决定以课程
与教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学校发展。
他要求教育学院的科研室、教研室、培训
部和德育室等所有一线教师“聚焦课
堂”，以静教院附校为课改基地，亲身参
加课改的实践，积累案例，取得经验后，
再通过培训推广到基层学校的课堂教学
中去。他又从学生认知规律出发，提出
按学生“最佳发展期”设课的想法。张人
利提出“两个重心移位”，即对形象思维
比较强的学科，设课重心往下移；对逻辑
思维比较强的学科，设课重心向上移。

此外，他还改革德育课程，将传统德
育课发展为“没有围墙的课程”“整体生
命投入的课程”“超前发展的课程”，获得
学生喜爱和各方高度评价。

张人利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使静教
院与附校在短短几年中就走出了困境，
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5年，静安区
教育学院以上海市最高分荣获了由教育
部颁发的“全国首批示范性地区教师培
训机构”；静教院附校也从一所典型的薄
弱学校一跃成为“上海新的优质教育资
源”，“轻负担、高质量”也成为了静教院
附校的一张“名片”。

推进后“茶馆式”教学
2008年起，张人利任静教院附校校

长，静教院附校迎来了一次以教育科学
研究为引领的大发展，进一步擦亮“轻负
担、高质量”这张名片。

静教院附校以校长张人利为组长建
立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提高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业教学效能的研究》，该课题产
生了教育研究核心成果——后“茶馆式”
教学。他继承了上世纪风靡全国的茶馆
式教学的基本理念“变教师的讲堂为学生
的学堂”，进一步发展为“改变教学的逻辑
结构，从以授课教师认为的学科体系为线

索进行讲解变成遵循教育规律，在教师的
帮助下让学生自己进行建构”。

推进后“茶馆式”教学以后，静教院
附校学生的学业成绩提高了，喜欢程度
增加了，回家作业减少了，后“茶馆式”教
学逐步变成教师日常教学的行为。上海
市教委多年“绿色指标综合评价”及其他
评价显示，与市、区的平均指标比较，静
教院附校学生睡眠时间多，体艺科活动
多，课外作业少，近视率低，学业成绩好。

增强学生关键能力
深受学生欢迎的趣普课程，是张人

利校长2015年起引领全校开启的又一项
新研究。这项研究把国家课程中的综合
类课程，包括信息科技、劳动技术、社会、
道德与法治（原思品课）、科学等，以主题
学习、跨学科学习、实践性学习和研究性
学习等4种方式进行统整实施，完全改变
了课堂教学的逻辑结构和教学评价，成
为学校后“茶馆式”教学之外的另一种全
新的教学样态。这一教学实践和研究不
但显著地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合作
能力、认知能力和职业能力，也培养了一
大批适应新课标的教师。

此外，学校还推行一系列体制、机制
及特色活动，帮助校园绿色教育生态的
创设。如：每周一次全校性的文艺演出
——“明星闪亮30分”；保证每人每天超
过一小时的体育锻炼，不但有上午课间
30分钟体育活动，还有放学之后的长跑；
学校不提倡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作业分
层，推行“两个举手”制度（即班级学习委
员对当天全班作业超量举手，家长对自
己孩子当天作业超量举手）。

作为一所家门口的普通公办学校，静
教院附校小学一年级全部对口入学，20余
年来对口学区没变。神奇的是，静教院附
校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学生们在中考
中取得优异学业成绩、赢得家长良好口碑
的同时，学生的近视率低于上海市的平均
值近20%，2023年静教院附校作为上海市
唯一的学校代表在教育部组织的近视防
控工作会议上作工作介绍。

定下铁律：上课“不能迟到”
35岁归国献身教育科研，44岁当选

中科院院士，57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59岁获评上海市科技功臣……复旦
大学化学系教授赵东元是杰出的科学家，
但在学生心目中，他更是一位谆谆教导、
以身垂范、坚守“课比天大”信念的老师。

“课比天大”是赵东元始终坚守的信
念。今年5月26日，2022年度上海市科
学技术奖评选中赵东元获得“科技功臣
奖”。没想到在媒体发布会上他一介绍
完自己的研究，就一路小跑提前离开
了。他要赶着去给本科生上化学课。这
门“不能迟到”的课，他一上就是20年。

2021年11月3日上午，赵东元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的颁奖。颁奖结束后，他马不停蹄地
赶回了复旦，因为第二天一早8点，他要给
本科生上课。2021年11月4日，一张刷
爆朋友圈的照片中，赵东元拎着布袋子，
站在学校袁成英楼门前。袋子里装着他
的一等奖证书。照片在社会各界传为佳
话，“布袋院士”自此也就被叫上了。

20年来，一周两次课，他几乎从未间
断。他给自己定了规矩，上课“不能迟
到”“学生们都等着呢，迟到5分钟就是教
学事故了”。作为一位有数十年教学经
验的老教授，赵院士可谓教学经验丰
富。但是，为了使课堂活色生香，他每天
都认真备课，去外地出差，就在飞机上备
课。他上课时带着笔记本，里面有他精
心制作的课件。

办公室大门永远向学生敞开
作为导师，赵东元尽最大限度支持

课题组中每一位学生，给予科研条件的
支持和学业的引导。“24小时在线”是学
生们对导师授教的生动描摹；“论文不厌
百遍改”是赵东元传授学生的治学准则，
学生的文章他都一字一字改、一章一章
过，大到思路逻辑，小到拼写标点，全部
仔细标记批注，反反复复直至达到要求
才准允投稿。他告诉课题组的每一位学

生：“你们有问题，随时来找我，我的办公
室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对遇到困难的学生，他会尽最大努
力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心理上的问题，
解除学生学业上的后顾之忧。有一次，
他的博士生打篮球摔断了小腿，他连夜
联系到手术医生询问病情，第二天一早
又赶到医院，先行垫付了手术费用。

赵东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大
众介绍化学和材料的知识。“在青少年
中，哪怕有那么一两个人，因此喜欢上了
化学，我会觉得特别开心和自豪。”赵东
元说。

拿出获奖奖金资助年轻学者
从一间空荡荡实验室打拼起步，

1998年，35岁的赵东元结束了在美国加
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博士后工作，进
入到复旦大学化学系任教。而那时，摆
在他面前的是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3万
元的启动经费，1000元的月工资，以及一
间空荡荡的实验室。

“这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我的祖国
啊，你会抱怨自己家里穷吗？”乐观的赵
东元带着5名本科生，白手起家，开始了
功能介孔材料创制与合成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是中国自
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从“0到1”做
起，赵东元取得了多项原创性突破性成
果，并成功地将原创的基础研究成果转
化到中石化齐鲁石化工业应用中，为我
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今年，赵东
元获评上海市科技功臣。

“他是‘造孔之人’，却不是‘孔方
兄’。”拍了“布袋院士”上热搜照片的周
桂发老师说。在复旦20多年，赵东元团
结了一批年轻人。他所带的团队，有一
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他获奖所得的奖
金，有20%~30%用来资助年轻学者发展。

作为功能介孔材料领域的国际顶尖
科学家，赵东元已经培养了近百名高层
次材料学科人才，开创了介孔有机高分
子和碳材料研究新领域，开拓了中国材
料科学快速发展之路。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赵东元与学生们在实验室合影。 张人利与同学们交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