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人，让于漪老师永远青春

“耄耋老人” 如今是于漪老师

又一个 “标签”， 可是在记者眼里，

于漪老师还很青春。

每每谈及教育话题， 于漪总是

慷慨激昂， 一聊几个小时都不会觉

得厌倦。 她回忆起几十年前学习的

细节， 能够复述出老师的话语， 反

思现状， 又能透过现象直击教育的

本源。

不少人打趣地问于漪： “您这

么大年纪了 ， 思维怎会这么敏捷 ？

讲话为什么总能呈现出大气象？” 跟

随于漪多年的谭轶斌曾给出过答

案———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充盈，

情怀便自然天成， 讲话就会呈现出

大气象。

我想 ， 于漪永远青春的秘密 ，

正是在于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于漪对于孩子的喜欢、 对于年

轻人的扶持， 是发自内心的。 五年

前， 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我到于漪

老师家采访， 再见已是三年后。 没

想到， 于漪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记得你 ， 你的文章我经常看 ！”

那次， 一道去采访的同行带了一个

孩童， 于漪坐立不安， 只因为 “家

里没什么能给孩子玩的玩具”。 几日

后， 这位同行再次拜访， 于漪立即

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巧克力糖果 ，

令这位同行感动不已。

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可， 从于

漪的家人就能窥见一斑： 于漪全家

三代有 10 人为师， 是一个典型的教

育世家 。 于漪兄弟姐妹五人都是

“园丁”： 大弟是浙江大学电机系教

授 ， 二弟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三弟则是

中科院院士， 小妹也曾担任浙江大

学教授、 科技厅副厅长。 除了爱人、

儿子、 孙女同为教师， 于漪的儿媳

退休前任职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学

秘书， 与孙女牵手的孙女婿是高中

教师。 这一家子， 被一股浓郁的书

香气息所萦绕。

于漪家中常年悬挂一幅书法 ，

上书 “铸颜雕宰 ”四字 ，这是于漪教

育世家的教学理念，也是对“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家训的完美诠释。

于漪：一个心眼为学生，这是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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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师，祝贺您！ ”一开门，从厦门远道而来的语文教
师许序修与全国首届特级教师、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
校长于漪紧紧握手。 “我是于漪的学生和同行，得知她荣获
‘改革先锋’称号，基础教育界的老师们都十分振奋！ ”

再过一个月不到，于漪即将迎来 90 岁生日。 许序修
还为于漪带来一幅字：“大德必寿”。 他说：“有高尚道德的

人，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色彩 ，于漪老师是所有同仁学习的
榜样。 ”

上个月，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唯一代表，获颁“改革先
锋”奖章。 她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的精神走出了属
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 她的语文教育思想在全国产生重
大影响，被誉为：“育人是一代师表，教改是一面旗帜”。

穿着朴素的外衣，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眼中眺望的是祖
国的未来。 从北京载誉归来的于漪，愈发忙碌了。 她放不下
学校里读书的莘莘学子， 更惦记着在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着
的种种变革。 记者再次到于漪老师家拜访了她，“我是教师，

心里顶大的事情，是一个心眼儿为学生，这是我生命价值所
在。 ”于漪笑呵呵地握着记者的手说。

【人物档案】

1929 年出生的于漪， 是全国首届特级教师， 上
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
事、 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提及中国基础教育思想的变革 ， 尤其是语文学
科教学理念的不断演变， 于漪的名字不得不提 。 过
去 67 年时间里 ， 她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 ， 坚
持教文育人， 推动 “人文性” 写入全国 《语文课程
标准》。

于漪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 ， 主推
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教改实验， 主讲近 2000 节省市
级以上探索性、 示范性公开课， 其中 50 多节被公认
为语文教改标志性课例 ， 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 ，

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

本报记者 张鹏

荨于漪给

学生们上

课。 对于

教育 ，她

有着热忱

的追求。

荨 于 漪

（右二）和

年轻教师

们一起进

行教研活

动。

荨于漪每

天看书读

报。她说，

做教师更

要活到老

学到老。

▲于漪在家中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荨于漪寄语：“教育

的事业是太阳底下

永恒的事业， 为国

为民育人育才闪耀

着神圣的光辉 。 ”

（除署名外，均由计
琳供图）

③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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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自己的命运
与国家命运相连”

1949 年， 新中国成立时，20 岁的

于漪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 那时

谁也没有想到，教育学专业出身的她，

竟然会与语文教育结下一段 60 余年

的情缘。

两年后，于漪大学毕业。 她和同学

们一道，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统一分配工

作的大学生。 回首那段时光，仍然历历

在目。 于漪说，毕业前一个月，上海所

有大学生都集中在上海交通大学学

习。 “那时候的我们呀，有满腹的热情

和力量要报效祖国， 心中对未来充满

向往。 ”

工作分配通知下来了！于漪与其余

五名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

大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到了位于苏州的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

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于漪的大学同学们

则被分配到祖国各地， 近的在上海、江

苏，远的到广西、云南。 “大家没有一句

怨言，好儿女志在四方。”于漪说，“我们

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自人民，毕业了

当然也要为国家服务，我们要将自己的

命运与祖国命运相连！ ”

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

成中学从教基础识字班时，于漪被严重

的胃溃疡、肺炎等疾病所折磨 ,住院的

唯一快乐就是可以读书。 七年后，战争

渐行渐远，这所学校退出历史舞台。 于

漪随后被调入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成为

一名历史教师。

没有历史专业背景的于漪通过自

学，刚刚摸到了点历史教学的门道。 一

年半后，党支部书记找她，说语文组缺

少教师，要她“转行”。

这可让于漪惴惴不安了。 “我所学

的高中语文都是文言文， 老师串讲，不

讲究什么教学方法。学汉字用的是章太

炎的注音符号，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

碰也没碰过，bpmf 都不认识，怎么教？ ”

于漪领受了“转行”的任务：“党要

我们做啥，我们就做啥。边学边干，边干

边学。 ”

随后三年时间里，于漪每天清晨五

点半起床，午夜一点才休息。除了备课、

批改作业之外，于漪把所有的业余时间

用来学习汉语的语音、语法、修辞和逻

辑，硬是通过自学把大学中文系的主要

课程一门门地“啃”了下来。

年轻时的于漪求知欲非常旺盛，她

多次邀请语文教研组长徐振民来听课，

都没有如愿。 一次，于漪在讲授王愿坚

的小说《普通劳动者》时，突然发现徐振

民坐在教室后排。 课后，徐振民说：“年

轻教师能把课讲成这样很不容易 ，但

是，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没有

找到呢！ ”

语文教学的大门究竟在哪里？于漪

孜孜矻矻寻找，成为她一辈子勤劳不怠

的动力。 她下定决心，不仅要找到语文

教学的大门，而且要能登堂入室。 语文

课上的三尺讲台，于漪一站就是 40 年。

“用感恩之情传递
育人的火种”

上世纪 60 年代初， 由于学习育才

中学教改经验，于漪改革课堂教学在上

海语文界已小有名气。 当时，教育界把

积极改革的几位青年女教师戏称为“四

大名旦”。谈及这段趣事，年近九旬的于

漪哈哈大笑， 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 60

年前的那段时光。

于漪的中小学时代，正值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 20 世纪三四十

年代。幸运的是，于漪遇到了一批名师，

如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赵继武，数学老

师毛振璿等。 这些学富五车的好老师，

把知识的种子种在学生心坎里。

于漪的初中语文教师是一位年轻

的大学生， 打扮很时髦。 “身着绸子长

衫、西装裤脚露在外面，戴着金丝边儿

的眼镜，活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

于漪说，“老师教课全身心投入，我们常

受到心灵震撼，有些课我一辈子都忘不

了。 我对教育的重视，都源于这些老师

给我种下的种子。 ”

于漪走上讲台之后，用感恩之情传

递育人的火种。她把每堂课当做一件艺

术品来对待。 当初为了纠正自己的口

语， 她把课上要讲的话全部写出来，修

改成规范的书面语言， 再通过记忆、内

化，变成课堂上的教学语言，为学生语

言的准确、规范、生动做榜样。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为了上

一堂质量上乘、 学生深受益处的语文

课，于漪格物致知地探索。有位青年教

师从 1976 年开始 ， 连续听了于漪

3000 节语文课 。 她的感受是 ，于漪老

师教课，几乎没有重复。即便是同样一

篇课文，面对不同学生，也能讲教新的

效果来。

一名学生回忆说， 在教 《卖油翁》

时，于漪准备了一枚铜钱，当讲到卖油

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

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时，

她出示了这枚铜钱。学生们都没见过铜

钱，无法形象直观地体会到往铜钱孔沥

油有多难。 而于漪的这一小举动，立刻

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和思考。学生边看边

做动作，学得专注，学得快乐。

于漪带教过杨浦中学 77 届的两个

年级组，在那个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

视人才的年代，于漪冒着风险抓文化学

习，稳定教学秩序。 1977 年恢复高考，

其中两个“快班”全部考上了大学，单是

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就有 9 人。

对所有学生，于漪都是满腔热情满

腔爱，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困难的

学生，她都是不离不弃，关爱倍加。

于漪班级曾有一位学生患有肺结

核，每个月需要服用两瓶当时最有疗效

的雷米丰，一瓶 6 元钱。学生家里拮据，

于漪心疼学生，就用自己的工资给孩子

买药吃。 那时候，于漪每个月的工资也

只有 72 元，上有老、下有小、不宽裕。她

连一根油条都舍不得吃，自己的儿子直

到 28 岁结婚，才第一次穿上了皮鞋。

“双线改革并进，聚焦
语文性质观的变革”

于漪对于教育， 有着热忱的追求。

她总是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

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改革

开放之初，面对着动荡岁月中百废待兴

的校园，饱经风霜的于漪毅然担起重续

与发展 60 年代初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

任务。

前奏曲是 1977 年 11 月 17 日 ，上

海电视里直播了一堂于漪执教的语文

课《海燕》。 于漪记得，《海燕》是自己选

的，因为这首散文诗的主旨是：“乌云是

遮不住太阳的，是的，遮不住的。 ”基础

教育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教师思想获得

了解放，甩开膀子抓教学、抓质量。

于漪虽然不是汉语言文学科班出

身，但她反而觉得站在“语文外面看语

文”，更能发现诸多问题。她从教文育人

的高度出发，从两个方面探索改革双线

并进， 以求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

时，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

“活跃”是听课教师最常用来评价

于漪课堂的词语。在于漪看来，教师“一

言堂”的课堂结构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

展。 课堂教学过程除了传递知识，也是

学生培养听说读写能力、锻炼思维的时

机。“课堂教学要从单一线性模式，转变

为面向所有学生的网络辐射性模式。 ”

于漪说， 每个学生都是会发光的个体，

教师教学设计应该立体、问题设计有层

次，让每个学生都有成就感。

一直以来，于漪始终在思考这样一

个问题：语文究竟是什么学科，语文课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究竟有怎样的价值

与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时常将

基本知识和能力的传授与训练抓得很

实， 将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培

养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

的作用当做软任务，很少考虑。因而，语

文教学的实用功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于漪认为，语文教学对学生的培养绝非

单一功能，而是多维的、综合性的。

上世纪 90 年代初，应试教育泛滥，

语文学科被工具性所左右，于漪深入研

究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功能，撰文《改革

弊端，弘扬人文———关于语文教育性质

观的反思》，提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

实”， 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

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述世

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即不但有工

具属性，而且有人文属性。 工具性和人

文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

面对应试教育余波， 上世纪她就

提出并实践 “对学科教学体现德育的

探讨。 ”新世纪，她又提出语文学科教

学要 “德智融合 ”，即要充分挖掘学科

内在的育人价值， 将其与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相融合，全方位育人，真正将立

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 课堂主阵

地，加强教师的育德能力，这与现在强

调的学科核心素养完全一致， 获得全

国的认可。

2018 年， 上海师范大学一些学生

曾做过这样一项统计：笔耕不辍的于漪

至今已经发表过 531 篇文章 ，37 部专

著，还有 100 部合著及主编的作品。 这

诉诸文字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她教育改

革的心血吐露。

“用精神成长创造
使命的精彩”

讲台之外，于漪还十分关注青年教

师的培养。 1987 年，在于漪的倡导下，

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成立。该学会常务

副会长俞玲萍介绍说，为了给广大教师

搭建展示自我、 交流教学心得的平台，

学会先后推出了“特级教师在讲台”“新

秀在课堂”等系列活动。

于漪说 ： “展示的过程就是钻研

业务 ，培养良好师德 ，促进精神成长

的过程 ，参加展示的一个 ，得益的却

是一批 。 ”

为了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于漪在

学校创设了师徒带教三级网络———师

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

制，学校培养领导小组、校长室是培养

教师成长的第一责任人。教师培养有计

划、有目标，理论学习、教学教育实践全

方位发展。 要重在精神成长，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 比如课堂教学实践，听课目

的不在打分评价，而在深入研讨，探索

学生认知规律，并切实指出改进的路径

与方法。让执教老师真切感受到上一课

就攀登一个台阶，为成长而快乐。

于漪主持语文名师培养基地，语文

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尽心尽力培养中青

年骨干教师。 作为一名非师范类毕业

生，曹杨二中语文教师金薇起初并没有

意识到语文学科与学生德育教育的相

关性。 在加入了于漪老师德育基地后，

于漪指导她如何上好一门公开课，连板

书怎样设计等细节都不放过。 “喜欢到

于漪老师的班级中来，也害怕来，因为

要求高。 于漪老师的课有‘源头活水’，

引领青年教师不断成长。 ”

在于漪的发掘和培育下，一批批中

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并形成了全国罕见

的“特级教师”团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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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现出许多有理性思考与丰富实践经

验的教学专家、教学能手。

但于漪总是说，她从中青年教师身

上获得许多滋养：“学习从来是双向的，

正是由于这些老师的时代活水，才使我

这个老人上下求索， 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一辈子做老师，不是一句空话，而是

不懂的东西太多太多， 必须不断学习，

终生学习。 教师与‘学’为伴，生命才会

有活水流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