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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思政育人大格局，培养能源电力特色人才

■上海电力大学办学70年巡礼（上）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培养一代代卓越
电力工程师

作为全国以 “电力 ”命名的三所高

等学校之一，始建于1951年的上海电力

大学，为我国能源电力行业培养了一代

代卓越电力工程师。

在今年毕业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

前往全国各地的基层电力岗位入职。

“做一名基层的电力工程师确实比

我最初想象得更辛苦 ，不过 ，能发挥专

业特长，实现自身价值的成就感也更令

人满足。 我相信，这份职业未来的发展

空间很大。 ”一名正在国家电网甘肃分

公司实习的学生发现，早几年毕业的学

长学姐已成为当地电力系统的业务骨

干，还有的担任带班班长 ，这让他对未

来的前景信心满满。

当前，上海电力大学拥有工、理、管、

经、文等学科门类，主干学科能源电力特

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学士、硕

士、博士完整的学位授权体系。

上海电力大学党委书记李明福表

示，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和“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海

电力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立德树

人作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面向国家能源电力科技前沿和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校将坚持

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牢牢

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深深扎根中国

大地，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深挖电力学科精神
富矿，让课程思政提升
课堂温度

由校友亲身讲述电力行业日新月

异的发展、让专业课堂充盈着鲜活的思

政元素……上海电力大学通过深挖校

史资源、 创新打造思政育人大格局，培

养能源电力特色人才。

在讲解中国嵌入式人工智能芯片的

专业课堂中，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赵琰

老师融入人工智能安全、爱国情怀、科学

精神等思政元素，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和专业自豪感。 她说：“将专业知识和育

人元素巧妙结合，可以提升课堂温度，唤

醒青年学子的爱国之情。 ”

电气工程学院老师王育飞 ， 从晶

闸管的选择谈到了弘扬职业精神 、树

立民族自信 ， 引起了台下学生们的广

泛共鸣。 他认为，立足学科专业的特殊

视野、理论和方法 ，实现专业知识传授

和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 ， 是课程思政

的关键所在。

将丰富的校史资源转化为育人的养

料，构建课程思政的全新体系，结合多年

的办学实践， 学校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实施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 努力探索构建具有 “能源情

怀”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升思

想政治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在着力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体系、 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时，

学校不断深挖电力学科精神富矿，积极

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方法新途径，引

导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到课程思

政建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成为青年学

子的人生导师和引路人。

上海电力大学自2017年启动课程

思政建设以来 ，165门饱含思政元素的

专业课程都上得有滋有味。 2017年，融

合优势学科专业与思政教育，学校构建

了以“能源”为主题的 “中国系列 ”品牌

课程《能源中国》。

2018年，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基地在上海院士风采馆揭牌，

全力推进“大思政格局”建设，加强研究

生思政教育。 “‘电’亮初心，不负使命”

市教卫工作党委伟大工程系列师范党

课于2019年开讲，学校深挖能源电力工

业和校史中的思政元素，把党课和行业

特色深度融合，凸显育人实效。 “村民之

事无小事 ，小事之中见真情 ，这就是我

理解的用真心真扶贫，用真情扶真贫。 ”

2020年，龙岩市永定区岐岭乡湖河村第

一书记、1994级热能动力工程专业校友

王勇，在学校“给00后讲讲小康社会”现

场深情讲述的驻村扶贫故事。 今年7月，

学校与焦裕禄干部学院共建 “三全育

人”思政教育基地 ，未来将定期组织教

师培训，学习和传承焦裕禄精神 ，并将

其转化为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的动力。

同时 ， 全校范围内也推出了一系

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措施 。 主

要内容包括 ：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

内部贯通化的育人机制 ；制定加强 “课

程思政”建设的专项工作方案 ，系统谋

划 、 统筹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

课程思政建设 ， 建立思政课教师与专

业教师及相关课程的融通联动机制 ，

各方协同 、 落实落细课程思政实施方

案 ，深挖 “上电 ”精神富矿及各学科历

史传统 ，将 “上电 ”精神深度融入各类

课程建设 ， 逐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具有 “上电特色 ”的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典型案例和特色做法。

创排沉浸式红色
情景剧，引导青年学
子传承红色基因

今年 ，学校师生集体创排

的沉浸式原创红色情景剧 《王

孝和》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首

演。 该剧集传承红色基因、思政

育人、 党史学习教育于一体 ，充

分挖掘红色文化的魅力，在生动

的体验和实践中，引导青年学子汲取前

进力量。 创新场馆育人方式，上海电力

大学鼓励学生从被动的参观者成为主

动的参与者。

“电力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应该作

为压迫人民的工具 。 我一定用我的生

命保卫工人阶级崇高的电力事业 ，永

不动摇 ，一直革命到底 ！ ”今年 ，在工

人阶级的优秀代表王孝和烈士生前

工作和战斗过的杨树浦电厂 ， 学校

话剧团和舞蹈团的学生将电厂500米

的长廊作为舞台 ，综合运用声 、光 、电

等多媒体技术 ， 全景式还原了王孝和

在解放前夕带领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同

国民党反动当局英勇斗争 ， 最后壮烈

牺牲的故事。 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

下了3封遗书 ，他号召战友们 “为正义

而继续斗争下去！ 前途是光明的！ ”

青年学子们无论作为演员还是

观众 ， 都在现场的沉浸式体验中 ，重

温共产党人的初心 ，领悟跨越时空的

精神力量 ，深深浸润于先辈的家国情

怀中 。

王孝和的饰演者刘松林 ， 是学校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2017级学生 ，他

说 ：“每一次饰演王孝和 ，总让我体会

良多 ， 我同他年龄相仿 ， 也即将是电

力行业从业者 ， 我总是能不断地在王

孝和烈士的事迹中找到我要学习的东

西 。 我也决定像王孝和那样 ， 到更需

要我 、更能磨练我的地方去工作 。 ”

据悉 ， 在这片烈士曾经奋斗过的

热土上 ， 电力博物馆的建设正在设计

规划和推进中 。 沉浸式红色戏剧 《王

孝和 》 届时也将走进博物馆 ， 成为独

具上海电力特色的文化名片 。

上海电力大学始终立足电力、 立足应用、 立足一线， 努力塑造光明使者的 “摇篮”

2021 年秋季新学期 ， 当又一批新生们走进崭新
的上海电力大学校史馆， 大家对于 “爱国、 勤学、 务
实、 致用” 的校训， 很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校史馆里， 一张张黑白照片、 一件件珍贵史料，

生动述说着一部与新中国电力工业同向同行、 休戚与
共的光荣办学史， 这也是一代代电力行业骨干们栉风
沐雨、 锐意进取的艰苦创业史、 探索奋进史和精神铸
就史， 见证了新中国能源电力工业的发展成就， 承载
了学校砥砺前行的艰辛历程。

七十年来， 这里走出了一批批新中国能源电力行
业的工程师和基层干部 ，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传承着
“务实致用、 明理致远” 的理想信念， 接续奋斗， 为
国家能源电力建设与社会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上海电力大学始终立
足电力、 立足应用、 立足一线， 努力打造光明使者的
“摇篮”。

写得越深越珍贵

言为心声。 赠言的价值就在于言

出于衷，语近于实，义大于赞。

赠言，是平实的老师；是踏实的行

师；是求实的导师。

而所赠之言就在于深， 深情而荡

漾、深入而精辟、深切而中肯。 写得越

深，情重、理明、义达。

在上外静小， 赠言已赋予了教育

的神韵，赋予了交流的神灵，赋予了成

长的神采，可谓幸福的语言。

■苏军

赠
言
，

也
是
教
育
语

赠言 ， 是人际交往的

工具， 也是互道祝福的载

体。 这种基本功能为社会

和大家所认同和接受 。 将

赠言从祝福走向教益 ， 能

放大幸福的效应 ， 能增添

教育的魅力。

于是 ， 赠言在上外静

小是一种教育资源 ， 被赋

予了形象的教育载体和神

韵的教育魅力 。 赠言 ， 随

着教育的场景而走红 。 节

日 ， 是赠言出声的良机 ；

节点， 是赠言书写的天地，

即使在新教师走上工作岗

位的一年间， “庆生” 的方式———同

事写下的赠言成为无价之宝 。 有时

候， 一句赠言对被赠方而言， 就是灵

魂， 就是思想， 就是方向， 其价值不

可限量。

可以说， 赠言也是教育语。

（作者为语文特级教师 、民办上
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校长 ）

燕子校长的话

■周云燕

人与人交流的热络地带 心与心融通的情感天线

“赠言卡片”：与心房碰杯 与温暖撞怀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创办有“幸福感”的学校见闻录

幸福述说

赠言
校长的“秘密暗号”

今年教师节期间，周云燕校长的办公

室，摆上了一束束鲜花，而最让她动情的

是收到了学生送的“贺卡”，蛮大的书桌顿

时摞成了“小山”。五（1）班徐杍杰同学，没

找上周校长，索性“借”便签书写起来：“周

校长，你不在，我借你一张便签，就是想说

‘教师节快乐！ ”诚意至真。

周校长对学生的 “贺卡 ”在 “照单全

收”之后，一定会“投桃报李”，用心一一回

复。 如收到黄子鸥同学的贺卡后，她在明

信片中动情地写道：“你的贺卡我收到了，

如此精美别致，让我爱不释手。 这种风格

如同美丽的你。 你画出了学校的模样，我

读懂了你对学校的喜爱和留恋。祝你在上

外静小最后一年尽情享受快乐时光。 ”而

周校长对董予辰同学的“特殊礼物”更感

慨万千：“她积攒了五年里和我的照片，制

作成一张照片贺卡，一年级英语节上我给

她擦拭嘴角的蛋糕屑，给她颁奖……有的

是侧面，有的是背影，很用心的孩子，眼里

有光的孩子，对学校充满热爱。 ”

赠言贺卡，在校长、学生、家长之间成

为“红丝线”，有着特别的情缘。 一位家长

在每每目睹后， 深情地说：“每一年的新

年，很多孩子们一定会收到来自‘燕子校

长’亲笔回复的新年卡片。 上面会针对性

地写出对每一个孩子的鼓励、祝福和与孩

子精彩互动的瞬间回忆。她可以牢记每一

位送给她卡片的孩子姓名， 是调皮的，是

伶俐的，是倔强的，还是害羞的。 ”

赠言贺卡，也成为周校长的“秘密暗

号”。 一年内， 她可以为五六十位学生写

“赠言贺卡”；几乎每一位学生在她那儿都

愿意敞开心扉。有位姓张的学生说：“燕子

校长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特别好，特别

了解我们， 我们跟她聊天就像是跟好朋

友聊天一样。 三年级时教师节，我给燕子

老师写信，祝她教师节快乐。 我想着她不

认识我， 肯定也不会特别认真地看我的

信。但是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燕子老师给

我的回信，特别感谢我的贺卡，希望我在

以后的日子里，更上一层楼。 这让我非常

开心。 ”

办一所充满“幸福感”的学校，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注重从理论
到实践的摸索，屡出新招。

“赠言”，在学校受到特别青睐，在许多场合都能见到她的身影。 尤其是每
年的迎新年活动，新年赠言是人人必备的“大礼”。 这些赠言，非常应景合时宜，

非常温馨有温度，非常个性显特色。

赠言，在这里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人与人交流的热络地带；心与心融通
的情感天线；与心房碰杯；与温暖撞怀。 就在新年，门房间师傅也收到了学生的
“贺卡”，这个校内的“大众节日”，彰显着教育幸福的原义，渗透着幸福教育的
厚意。

赋予贺新年活动的
感恩 “回归”

学校的每一年新年活动， 除了迎

新的韵味之外， 感恩是一个绝对的主

题， 如 2020 年 12 月末， 作为 “感恩

系列”， 学校举行了 “与爱相伴 开启

新年” 活动， 场面十分热烈。

“墨香飘送福贺新年 ”。 全校师

生通过画一画、 剪一剪、 写一写， 呈

现出不同的福字， 在美术老师和书法

家金恺承老师的指导下， 校园内福字

满园 ， 学生为保安 、 保洁阿姨 、 厨

师、 退休老教师、 居委、 雕塑公园送

上了新年的祝福。

“让我说声谢谢你 ” 。 全校每

一位学生写了一张 “感谢卡 ” ， 对

曾 经 帮 助 或 想 表 达 谢 意 的 人 送

上温暖的话语 。 活动中很多老师 、

学校职工收到了学生的感谢 ， 激动

不已 。 活动当天 ， 学校邀请了 “正

义与温暖 ” 的化身小羊肖恩 ， 通过

抽 奖 的 方 式 让 学 生 传 递 这 份 感

恩 。 通过活动 ， 达到了让每一位

学生用善良度量内心的同时 ， 好

好思量在生活中获得的关爱和呵

护 。 让善意不会错付 ， 对温暖不

会辜负 。

“幸福天使在行动 ”。 学生代表

进行活动宣讲和发起倡议， 引导每一

位学生做一件让对方感到幸福的小行

动， 传递彼此的友谊和幸福。 校园春

色满园， 学生用心， 细心和爱心， 有

为保洁阿姨递上一杯热水， 有为同学

解答一道难题， 有为老师帮送一天的

作业本……学生在做爱的天使， 也享

受这被天使爱的温暖。 这种幸福传递

让校园里充满温情。

引施大爱情结的
关怀“送达”

新年活动 ， 对教师和校长而言 ，

要准备的 “礼物” 也是赠言， 因为这

些话语不是简单的祝福句子， 有的还

是指引学生成长的 “金句”。

每班班主任推荐 2 名学生并写明

理由， 这些学生由校领导写贺卡。 党

支部书记王嫣说 ： “让我们写贺卡 ，

其实是深入了解学生的机会， 也是增

强师生交流的契机。 有时候， 教育就

是在点点滴滴中完成的 。” 副校长丁

羽宏则认为， 校领导写贺卡， 不是任

务 ， 而是职责 ； 不是上课 ， 而是作

业， 其中的蕴意深厚。

学校鼓励老师为学生书写个性贺

卡， 动员各学科教师一起写 ， 这样 ，

确保每位学生都能收到新年贺卡和祝

福， 让每一位学生带着老师的新年祝

福开启美好的校园生活。

周校长对新年赠言传送的盛景颇

为感慨： 这是教育的嘉年华， 也是因

材施教的大荟萃。

助伙伴意识形成的
集体 “认同”

“学校是孩子寻找伙伴的地方 ；

学校是帮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的地

方”， 这是上外静小的主张 ， 而伙伴

意识的形成， 合作能力的培养是需要

给予孩子经历的。 于是， 六一儿童节

是上外静小的伙伴节。 每个孩子事先

写一封贺卡 ， 亲手制作一份节日礼

物。 缤纷的贺卡放在一个大大的礼盒

里， 六一节那天一清早， 孩子从校门

口的礼盒中抽取一张卡片， 卡片的主

人就是其今天的神秘伙伴， 于是手中

的贺卡就成了两个孩子的见面暗号 。

大家一定要在校园里找到彼此， 然后

相互认识， 自我介绍， 交换礼物， 携

手游园， 商量一个约定 。 伙伴节里 ，

孩子们以书会友， 以棋会友， 呼啦圈

盟友 ,直排轮小队……孩子们发起活

动， 自由结社， 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玩

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