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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南小学
前世今生逾百年

1912年的春天，惠南小学的前身

——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不知不

觉中迎来了一位日后果真“鹤鸣于九

皋，声闻于天”的有志少年——张闻天。

张闻天，六岁先是上张柱唐老先

生的私塾，后来跟着他读改制后的养

正小学，在家乡完成了最初的启蒙教

育。1912年8月1日，进入南汇县立第

一高等小学校（简称“南汇一高”）。惠

南镇距邓三村北张家宅南面十多公里

路，沿着钦公塘步行要走3个多小时。

张闻天是寄宿生，吃住在学校。1914

年11月，上海——南汇之间的柴油机

发动的小火轮隔日对开，途经祝家桥，

它离张家宅也就一里路。因此，上学

或回家，张闻天可以搭乘这种轮船

了。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少年张闻

天，已经开窍早慧，每次上学到祝家桥

或者邓家码头去乘船，他却坚决不让

父亲送，父亲不依他，他就坐在田埂上

不走了。最终是父亲拗不过他。从

小，张闻天在学校住宿已经养成自理

生活和自主意识的能力。在家里，他

被村里的小伙伴和弟妹称为“小大

人。”

惠南小学的校史陈列室里，我看

见了张闻天的名字，他是该校第十一

届、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届学生，全班20

多名学生中，其年纪最小，成绩最优，

出类拔萃。在南汇一高，张闻天比较

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知

识，还接受了较为严格的阅读、写作包

括简单的英语作文，加上计算等基本

课程的训练，为他后来的继续求学深

造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张闻天离开家乡继续求学，直至

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他在遵义会议

上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是“惠泽

天下”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

百年老校，源远流长，教书育人，

泽被后世。新中国诞生以后，惠南小

学更是迎来了新的大发展,多少代教师

的努力,终于使之成为南汇地区首屈一

指的学校。

她还培养出许许多多的优秀学

生，出了张闻天这样的我党杰出人物，

还有科技精英等各行各业的俊彦之

才。

张闻天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革

命伴侣刘英同志为惠南小学题词：“学

习校友张闻天，报效祖国做贡献”。

如今的惠南小学，已经建成了“校

史馆、闻天园、闻天长廊”，赓续了“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红色基因，将

这一伟大精神厚植在惠小人的心中。

春华秋实
十年奋斗创新路

2013年1月，原浦东新区招生办

党支部书记顾春华出任惠南小学校

长。年已五十，仍以＂人生能有几回

搏＂的斗志，顾春华走马上任。此前，

2009年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在一个

更大更强的范围，惠南小学不仅要改

变当时一度滞后的状态，还要考虑她

在新区教育系统的一席之地。

顾春华校长上任后组建了一支开

拓进取、团结拼搏、能抓会管、好谋善

断的领导班子。办学凭高望远，治理

科学民主，学校党支部是浦东新区一

级党支部，成为惠小发展的坚强堡垒；

学校工会民主管理，凝聚人心，被光荣

地评为“全国模范教工之家”。

惠南小学历年考核优秀，位列浦东

新区前茅。可以说，重振旗鼓，革故鼎

新，不凭资历，更重实绩，骨干教师和中

青年教师的能量被激活了，教学质量明

显提升，好传统被发扬光大，那个积淀

深厚师资齐整的惠南小学又回来了。

学校发展需要规划引领。惠南小

学2015年至2019年实施了以“生态教

育”为主题的十三五规划。“生态教育”

立足于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为本，遵

循学生身心和认知发展的自然规律，

以尊重、互惠、和谐、个性化发展为价

值追求，从生态课程、生态课堂、生态

环境、生态合作四个方面，努力促进学

校教育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主体性、创

造性、共生性及个要素间的有机交融

与和谐统一，进而最终实现师生个体、

学校自身的最优化发展。

较之于传统教育的授与受，惠南

小学的“生态教育”更加人性化，具有

丰富的内涵。

在与顾校长的交流中得知，他到

任不久，有家长反映，学生作业负担过

重。针对这一现象，学校成立了项目

组，对作业过多的问题开展调查，分析

研判后，设计了富有本校特色的校本

作业，要求老师仅限于书本内容布置

课后作业，课外教辅一本也不买。很

快，作业针对性加强，学生负担大大减

轻，家长也表示满意，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这一成功的经验被推广到惠

南学区。

初尝项目研究的成功，更加坚定

了顾校长科研兴校的办学思想。他将

课题研究纳入项目化管理。每学年推

出五六个项目，由项目组长招兵买马，

还有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包括后勤环

境建设保障等。一年经费15万元，每

学年参与人次达85%左右，教师原来

是被动地完成教学任务，现在是积极

主动参与。2013年以来，共研究过一

个市级课题，七个区级以上项目。通

过项目研究，大大地调动和推动了广

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解决了学校发

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保证了学校持

续优质纳入良性循环的正确轨道。

2014年，学校推出了“教师期末积

分考核积分制”，从“德、能、勤、绩”以及

对主动承担额外工作的超工作量的，对

学校作出特殊贡献的教师进行倾斜，每

学期考核结果张榜公示，作为职称、职

级晋升的依据。这个措施为师资培养、

干部培养提供了科学依据，杜绝了以前

论资排辈评优评职称的现象。

教育发展往往是波浪式前进、螺

旋式上升的。要想老树发出新枝，旧

校焕发青春，就必须呼吸新鲜空气，吸

收新的养分，做出新的改变。百年老

校，传承脉络的经纬线在哪里？2019

年经过行政班子六轮研讨，确立了《惠

人惠己 成人成才》新四年发展规划，

开始了“惠教育”的改

革试验，它的宗旨就

是更好地体现出教育

应该有利于儿童发

展，有利于教师发展，

有利于人类发展。

“三个发展”，是

“生态教育”后的又一

个概括更新，提升完

善，令人咀嚼再三，回

味无穷。

百年老校，高屋

建瓴，一个新的校训

诞生了：“惠泽天下”，它传承了张闻天

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的优良学风和

远大志向。惠南小学的办学理念也应

运而生：“惠人惠己，成人成才”。它更

多地体现了新时代的人文精神，除了

献身精神，还注入了自我完善和发展

的重要元素。

学校要发展，问题接踵而来，但办法

总比困难多。在谈到学校发展中碰到的

问题时，顾校长显得很自信、很从容。

随着惠南小学办学规模扩大，师

资紧张的问题随之而来日益突出，尤

其是缺少班主任。面对新情况，顾春

华校长大刀阔斧地在课务安排上进行

了改革与创新。启用音体美老师做班

主任，打破了一个语文老师只教一个

班级语文课的模式，缓解了语文老师

缺编的困难。此外，对班主任津贴实

行倾斜政策，骨干教师的作用也同时

得到了肯定和奖励。

学校坚持五育并举，不断加强课程

建设，在“基础型课程校本化实施有特

点、拓展型课程多元化实施有特色、探

究型课程序列化实施有发展”的课程目

标下，建构了“H-U-I”课程。学校在拓

展型课程方面开设了百余个社团，学生

根据兴趣进行网络选课，每周半天开展

活动，学生在丰富的课程中体验成长的

快乐。足球、艺术、科技特色项目也在

社团活动中不断做强做大。

顾春华校长和领导班子一边根据

学校实际，逐步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

度，大力推行依法办学，一边尽最大努

力建设校园文化。南校区以校史文化

为主线，北校区以“国学文化”为主线，

建设了校史馆、闻天园、闻天长廊、天

干广场、地支大道等标志性建筑；精心

设计、改造景观、布置文化，让校园内

的每一幢建筑、每一堵墙壁、每一株树

木、每一处景观、每一块绿地都渗透文

化的气息。

事无巨细，牵涉到教育和学生的

问题，都是重中之重，唯有解决，才能

让师生安心上好课。

北校区从当初的12个班级发展到

如今的36个班级，家长停车问题日益

突出，顾校长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建

设了3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南校区

一幢教学楼没有厕所，几十年没有解

决，顾校长到处奔波，获得区教育局支

持，改建一个教师办公室，辟建一座厕

所，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2018

年，在北校区利用一块废弃之地，开辟

了约2000平方米的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取名“惠耕园”，成为学生课后体验

种菜的劳动乐园；2020年7月，学校又

争取到了紧挨学校的靖海之星幼儿园

的校舍资源，校舍紧张的问题得到了

彻底的解决。

回顾十年来的惠小走过的历程，

叶黎红书记感慨地说：顾校长大刀阔

斧的改革，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学校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大大增强，惠南小学驶上了优质发展

的快车道。

十年奋斗，

春华秋实。惠

南小学现如今

成了国家青少

年足球特色学

校，田径、毽球、

舞蹈、合唱、朗

诵、书画、科技

等项目百花齐

放，活动内容丰

富多彩，教学成

效显著，在市区级比赛获奖无数，名声

远播遐迩。

一个激活了百年积淀的崭新的惠

南小学，正以蓬勃昂扬的姿态，焕发更

加耀眼迷人的风采。

惠泽天下
援疆援藏为己任

一所学校，其名声对所在地是至

关重要的，不惟如此，她的影响力还具

有辐射力穿透力，飞向更遥远的边陲，

波及更广泛的地方。

惠泽天下的校训，被惠小的老师

带到新疆西藏，惠及当地的学校和学

生。

2018年8月，潘立新老师自愿加

入首批万人援疆上海支教队伍，奔赴

祖国西北边陲——新疆喀什地区莎车

县第五中学支教。当时，家中有老母

需要伺奉，但是，先天下大家而后自己

小家，潘立新老师在支教一年半中，挂

职莎车五中校务办副主任，克服各种

困难，率先垂范。他做好自己教学工

作的同时，参加援疆“青蓝工程”传帮

带，指导当地教师开展教研活动，让大

家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并且，争取后

方学校支持，做好自己教学工作的同

时，密切联系后方学校的支持，开展

“爱在惠小情牵浦莎”的义卖，筹集资

金近六万元捐赠给莎车五中。用于开

展“迎国庆颂祖国”书法比赛、演讲比

赛、教学比赛系列活动，并捐赠该校运

动队、艺术队的服装器械，筹建莎车五

中科技创新实验室等。

潘立新老师的支教工作获得莎车

五中、莎车县教育局、莎车县委县政府

的肯定。莎车县教育局授予连续考核

优秀的莎车五中援疆团队为“先进集

体”，莎车县委县政府授予潘立新“优

秀援疆教师”荣誉证书，中共上海市援

疆指挥部授予莎车五中援疆团队2018

年度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团

队称号。

一见潘立新老师，就觉得其人是

憨厚踏实的人，他是老母亲最心爱的

儿子，又是惠小很优秀的老师。他

1988年进入惠南小学工作，把陶行知

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作为座右铭。三十多年如一日，俯

首甘为孺子牛。他甘于奉献，教学优

秀，德育兼备，在学校里发挥了模范带

头作用。他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成为

百年老校中首位援疆支教的教师。

潘立新老师在新疆，惠南小学领

导班子挂念着他，也帮他解除家里的

后顾之忧，学校经常派人去他家中，对

他的老母亲，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2022年8月4日，万里援藏新征

程，惠南小学的又一位优秀青年教师

践行“惠泽天下“的校训，担当援藏支

教的光荣使命。

根据浦东新区“援藏支教”工作

部署要求，惠南小学优秀骨干董国良

老师经过各级组织的遴选和考察，成

为上海教育系统第十批援藏干部之

一，也成为了惠南小学首位“援藏支

教”青年教师。

继援疆支教后，援藏支教又在惠

南小学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董国良

老师援藏出发前，校长顾春华、党支部

书记叶黎红再三叮嘱董国良老师，要

发挥自己专业的优势，把惠小治学经

验带去，为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教育

事业的发展贡献惠小的力量。

董国良老师表示，一定牢记学校

领导的嘱托，尽最大努力克服高原反

应对身体的冲击，为自己的三年支教

西藏之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董国良进藏之前的一个多月，笔

者在惠南小学北校区会议室见到了董

国良。

他中等个子，说话沉稳，略有腼

腆，担任了教导处副教导，分管数学教

学、教师培训，学籍管理。参加了浦东

新区教育党工委组织的青年干部培训

班，2020年担任校长助理。

他说，惠南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百余年来所形成

的”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精诚合作”的

教师文化代代相传，学校行政团队心

齐，互帮互助，工作高效；我就是在这

样一个有着非常强凝聚力的团体中每

天快乐成长着。感谢学校领导为我搭

建成长阶梯，感恩每一天的生活。

这是惠南小学的校风，优良传统，

平时积累，习惯已成自然。

如今，董国良的人生随着迈向西

藏日喀则支教，开启了崭新的一页。

4300多公里路，1000多天的高原岁月，

那是一条最为严格的“惠人惠己，成人

成才“之路，它也是东海之滨的百年老

校惠南小学”惠泽天下“在世界屋脊的

一次不同寻常的检验。

课程多元
足球舞蹈呈亮点

丰富多元的课程是学校办学特色

的重要体现。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

惠南小学多年来以“丰富经历，惠益身

心”为课程理念，打造了多元的、有特

色的“H-U-I”课程，探索了“1+X”学科

课程群建设，如唯美语文、立体数学、

开放英语、磁性科学、快乐体育等；开

设了“快乐活动”社团课程，设有百余

个“惠乐社团”；开发了“思维学堂”、

“国学课堂”、“生活探究”精品课程，实

现年级全覆盖、主题序列化，浦东德

育、《东方少年报》等媒介都做了专题

报道；“足球”与“舞蹈”是学校特色课

程的两张名片。

在绿茵场上不断来回跑动并大声

指导的曹教练，壮实的身材，与职业吻

合。闲聊中得知，学校从2017学年起在

一二年级全面普及足球和舞蹈两门课

程，每班每周开设一节足球课和舞蹈

课，专门聘请有专业特长的富有教学经

验的专职老师与校内教师组成教练团

队，在班班普及课的基础上挑选好苗

子，成立校级足球队和舞蹈队，利用快

乐活动和放学后的时间强化训练。

学校对特色课程的开展是全力支

持，尽一切可能地创造条件，开辟场所

场地、改善训练条件，改造夜训灯光工

程，添置器材设施等，每学年校内组织

一次“百乐杯”足球赛，牵头惠南学区

组织一次“惠萌杯”足球联赛等等。

通过班级普及、社团提高、课外专

训、交流展示等途径，在满足全体学生

全面发展的普及性基础上，以校队竞

技型课程的形式让一批富有个性特长

的学生脱颖而出。

五年来，学校足球队获誉无数，成

为浦东新区小学组唯一一所U11与U9

两个组别男女四支队伍，全部跻身“中

国人寿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的学校，

实现了“大满贯”。其中U11女子组蝉

联两届冠军，U9女子组获2020年亚军

与2021年冠军，两支男子队伍也分获

佳绩，开创了浦东学校足球的佳绩。

学校的舞蹈队也在各级各类赛事活动

中精彩亮相，赢得赞誉。

足球，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

育运动项目，小学生从足球中获得强

健的体魄，使得学习和运动互为补充，

他们也因此更开心、更乐观。瘦瘦高

高的女队员丁煜嫣就是其中一员，她

的中队长臂章一直带到五年级，踢球

没有影响学习，成绩反而比以前更好，

在获得浦东新区U9、U11冠军时，小丁

是主力队员，战功赫赫。

如今的小丁，已进入南汇一中，正

在准备参加四年一届的市运会，她是

唯一不是少体校而参加市运会足球比

赛的队员。惠南小学多元、开放、立

体、自主的课程，让每个孩子体会不同

的课程带来的不同滋养，给予了他们

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机会和自由成长的

空间。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年轻人

惠教育，是惠小的教育哲学，其本

质是大爱，惠小领导班子和老师们用

爱心行动，不经意地证明了她。

我听到了这个故事，很感动，想见

见当事人。看上去有点瘦弱小范老师

来到会客室，已然是一个成熟的年轻教

师的气质。在交谈中我得知，小范父母

过早去世，只身一人生活，困难多多。

求职之路，更是走得艰辛。幸亏，

她遇到了惠南小学的包容、帮助和支

持，从而融入到这个充满温暖和爱心

的大家庭。

2014年，小范来到惠小实习，学

校为她提供一切便利。在生活上，

学校争取社会力量，为她置办家具、

电器、生活用品，组织爱心志愿团节

假日陪伴她；在专业上，找了学校的

骨干教师带教她。对此，小范说：学

校一直给我机会，从不放弃。要是

没有学校的帮助，我不会有这样稳

定的工作，我工作、生活在这样的大

家庭里，感到特别地温暖。我要把

学校对我的帮助，领导、同事对我的

关爱铭记在心，默默地化作工作的

动力，来回报学校、回报每一个给予

我帮助的人。

年轻的范老师没有辜负学校的关

爱和厚望，如今，她也把学校对她的帮

助用在了关心学生的身上。从年轻的

小范老师在惠南小学实习和工作的经

历，让我们看到这个百年老校的底蕴、

气度和人间大爱，这也是给学生乃至

社会上的一堂最好的公开课。

语文老师
喜欢的数学尖子

惠南小学120周年校庆，98届惠

小毕业生陈良是一个杰出代表。因为

忙，一般的邀请，陈良无暇顾及。唯有

母校惠南小学的召唤，陈良说，我去

的。

潘海红老师是陈良小学毕业班的

班主任。她经常听到数学老师对她夸

奖陈良，说这个学生答题时头头是道，

甚至还会一题多解。老师讲的方法，

他不用，用另外一个解题的方法。这

时，数学老师不责怪，每次打他满分，

给了他莫大的鼓励。

在我心里，一般的老师，都喜欢

自己教的课成绩好的学生，但出乎我

意料的是优秀的语文老师潘海红非

常大度，对于当时语文一般，数学成

绩非常突出的陈良，给与保护和支

持。有了班主任的“庇护”，这对思维

活跃的陈亮来说无疑是拾柴添薪，在

追求求异思维的数学道路上一发不

可收，他的思维越来越敏锐，思想越

来越开放，这为他大学毕业后被微软

提前录取，后又被送到美国去深造打

下扎实基础。

现在，陈良是知名度颇高的网络

高手，在多次国际大赛中获得冠军称

号。

但是，陈良最忘不了的是惠南小

学。在这里，他开始懂事、努力，学习

成绩突飞猛进，后来的起飞，原点就在

这里，有令他想念和感怀的老师。

正是惠南小学大批的历届和现在

的优秀教师，他们是学校最为宝贵的

财富，铸造了惠南小学的辉煌的今天。

结束语

一座百年老校，教书育人，自是题

中之义。与时俱进，似乎必须。然而，

领风气之先，却要智者发现的眼睛。

惠教育，就是一种理念。比如足

球，惠南小学在浦东一枝独秀，再比如

丁煜嫣同学，踢球学习两不误，甚至是

相互促进。这让我想起百年惠小的老

校友张闻天，他在南汇一高（惠南小学

的前身）时，每天坚持跑步，至于那时

有没有开始踢足球，目前尚无文字记

载可考，但是，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大学

读书时，获得了校运会男子100米冠

军，400米亚军，还是校足球队主力队

员，司职右后卫，一次和“南高师”比

赛，他上场踢满了半场，这一纪录刊登

在当时的《河海校刊》上。他的体育才

能，应该在南汇一高（惠南小学的前

身）就打下了基础。

少年强，则中国强。一个人，立志

从小开始，锻炼和学习，都是筑基功。

路漫漫其修远兮，而小学正是人生出

发的第一站……

百年老校，于今宛在，她的神韵就是

孜孜不倦的播种知识的教书先生，还有

敏而好学和弘扬真理的莘莘学子。

120多年前，国内风雨如晦，新学骤

兴，一改私塾模式。1898年，肇兴学堂

成立，1927年易名为“县立惠南小学”，

1958年又改为“惠南镇小学”，2009年，

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更名为“惠南小

学”，四迁校址，一脉相承，蔚然成长为今

天拥有南北两个校区的惠南小学。

——百年老校惠南小学纪事

惠 泽 天 下

全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