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专家”的独到与“高产”
上午，第四节课，一楼的八（4）班迎来

了他们帅气的英语老师卢璐。 卢老师在黑

板上画了一个奥运五环，用全英文上课。他
说，大家看看，黑板上画了什么？对，奥林匹

克五环。那，你们知道上面的第一个环是什

么颜色，第二个又是什么颜色……
令人惊讶的是，全英文讲课，初二的学

生都能听懂， 并能根据老师的思路和提问

式讲课方式， 进行有效互动。 从五环的颜

色， 到五种颜色代表的大洲， 从五环的排

序，到古代奥运的起源，从现代奥运会的举

办，到奥运精神的阐述，卢老师娓娓道来，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遇到学生可能难以

理解的英语词汇，他会用中文进行解释。课
堂里气氛活跃，学生争相回答，一堂看似枯

燥的英语课被他讲得风生水起，妙趣横生。
卢老师的英语课上得好， 是有口皆碑

的。 他有独到的教法，更注重课文的理解，
将知识点融入到对课文的阅读理解之中。
学生爱听， 当地的老师也爱跟着他学。 刚

才，在三楼，七（6）班班主任，同样教英语的

杨俊丽老师热情地介绍了卢璐，说“他是我

的师傅”。 他们不是正式的“结对师徒”，但
是杨老师说从卢璐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很

多。 他的课很精彩，课前准备很充分，喜欢

用问题链的形式来设计课堂， 这种形式对

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很有帮助！
卢璐援藏前是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的

教研员， 也是这批援藏教师中为数不多的

几名教研员，所以大家都叫他“卢专家”。这
次来西藏，他不到两个小时就做了决定。由
于之前一位报名的老师家里出了一点状

况，领导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成为上海第一

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的一员，
他起初感到有些突然， 但在与家人商量后

马上做出了肯定的选择。他说，父母很支持

他，因为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有一个援建都

江堰的名额，他主动报名了，当时家里有困

难最终没能如愿， 这个事一直成为他心中

的一个结。父母说，人生总是要有这样一段

走出去、走得远一点的经历。
来到日喀则学校后， 他很快进入了状

态。他不仅上好八年级的课，还为九年级老

师外出培训代课， 客串了一个月的十一年

级（高二）的英语课。反正有老师出差、外出

培训、身体不佳等原因需要有人代课，他总

是二话不说顶了上去。最困难时，他一个人

揽下了半个八年级的英语教学任务。 在这

里上课与在上海不一样， 每上一节课所消

耗的体力是平原地区的三倍， 更何况还要

应对每周四次早自习、两次晚自习，每周六

额外半天的工作量 （西藏学生一周上 6 天

课）。 对此，他未曾有过半句抱怨。
在上海时，他是一名区教研员、市中心

学科组成员， 负责 400 名教师的日常培训

和考试命题，给中学生上课那是绰绰有余。
但是每堂课，他都精心准备，每堂课下来都

是筋疲力尽；而休息片刻后重新走进教室，
他又是精神抖擞满血复活。他说，每堂课我

都要认真备课，这样走进教室才有底气。
教学工作慢慢步入正轨， 他的教学量

也渐渐恢复正常。 闲不住的他主动担任英

语教研组的兼职组长， 和教研组长一起规

范教师个人素养和教学方式。他提出了“先
有规范，再进课堂”，对组内教师开展了教

研培训、“听课评课活动”，组织校际“初中

英语老师沙龙”，参加日喀则市的英语教学

公开课比赛，成绩不俗。 他说，我们不仅仅

是教好学生，还要在教研、教学中与当地教

师一起学习、成长。 援教大多是一年，在为

下一批援教老师交好接力棒的同时， 要为

学校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质教师队伍”。
他是上海版《英语（牛津版）》教材的编

委，也是全国版《英语（沪教版）》教材的执

行副主编， 拥有教材编写的经验和对教材

教法的独到见解。来藏之后，他发现西藏学

生中考没有词汇手册，来藏不到一个月，结
合当地教材和课程标准，迅速编写了《中考

英语词汇手册》校本教材。他要求学生每天

学习15个单词和词组，用100天的时间掌握

初中英语的全部单词和词组。 经过近两个

学期的试验推广，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

初三学生中考前的模拟测试， 总体成绩超

出其他学校20-40分。 现在，拉孜等县的学

校也纷纷采用他编写的词汇手册。课余，他
将大量的时间倾注在校本教材的编写上，
一共编写了《词汇手册》《语法教程》《初三

总复习册》等6本校本教材，在本批援藏教

师团队联合本地教师编写的28本校本教材

中占比逾五分之一，被公认为“高产作者”。

“阿孜拉”， 为女足再援藏一年
下午，第四节课，金志骏初中汉

语教研组的主题例会活动还在进行

中，初中女足社团活动吹响了哨子。
带领女足社团活动的是体育老师赵

冀辉。
高原下午的阳光十分灼人，赵

老师穿着短袖运动衫， 一点也没有

顾忌。 他带领 20 多名学生列队报

名，然后将队员分为两组。一组是提

高组，已经训练了几个月的，围成一

圈开展有球传接；另一组是基础组，
刚开始训练不久的， 他让她们分成

三个小队开展带球练习，扣、拨、拉

三组带球活动。 他今天安排带球训

练、射门训练和对抗训练三个内容。
帮助他一起训练的达瓦次仁， 是学

校的总务副主任兼体育老师。
女足社团活动， 是这批援藏教

师进校后最早开展的社团活动。 去

年开学后， 赵冀辉会同其他援藏体

育教师， 对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情

况和学生的体质情况进行了调研。
他们发现， 实验学校的初中部女生

多于男生， 从学生的体质数据考核

情况看， 女生的身体素质不是很理

想， 原因是女生在课余体育活动时

能够选择的项目很少， 往往只能在

操场边上看男生活动。 在组织校园

足球活动时， 赵老师发现部分女生

对足球也非常感兴趣，有积极参与的意愿。
开展女足活动， 组建一支女足队的念头油

然而升。他觉得，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不

但要在文化成绩上占领高地， 在文体活动

方面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去年 9 月，他首

先在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开展比赛选拔；
9 月底，学校女足组队成立，一周至少组织

四次社团活动。 学校希望女足活动成为进

一步推进学生社团建设，实现“融合”、提升

“内涵”的一个模板。
高原的缺氧， 昼夜的温差， 给女足训

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面对 “零基础” 的

学生， 赵老师教得很耐心， 在严重缺氧的

环境下， 他要一边做示范， 一边不停地大

声叫喊， 纠正学生的错误动作， 工作强度

可想而知。 一冷一热， 赵老师好几次冻得

着凉感冒， 膝盖也出现了轻度关节炎的症

状。 但看着孩子们从一点都不会， 到有模

有样地运球、 传球、 过人、 射门， 他内心

充满着快乐和收获。
赵冀辉对足球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为

了搞好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女足队

伍， 他自愿申请留下， 延长援藏一年。 首

批 36 名一年期援藏教师中， 有两人申请

延长援藏期限。 援藏前， 他是田林三中的

体育老师 ， 徐汇区中学生足球队的主教

练。 他 2002 年毕业于上海体院足球专业。
他说， 去年报名来西藏支教时， 家人也拉

不住。 随着女足社团活动的开展， 实验学

校的女足在日喀则， 甚至在西藏也赢得了

越来越多的认可。 学校希望女足社团能继

续下去， 合作的老师和参与的学生也希望

他能再延长一年的援藏支教 ， 他和爱人

“磨了半年” 才获得了 “批准”。 他很感谢

家人的支持。 “师傅” 朱炯老师也一起帮

助做了赵冀辉家人的思想工作 。 赵冀辉

2001 年在田林三中实习时 ， 朱炯是他的

带教老师。 朱老师这次是首批 “组团式”
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四名三年期的管理干

部之一， 担任实验学校办公室主任。 最后

小赵老师的妻子想想， 他在上海平时也是

忙于工作， 周末常常不休息， 人在上海和

不在上海差不多， 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
岳母特别支持他， 现在帮着一起照顾读小

学二年级的女儿。
赵冀辉说， 高原生活是艰苦的， 但是

援藏工作是快乐的。 他享受这样的快乐，
正是第八批上海援藏干部联络组倡导的

“快乐援藏” 理念的生动写照。
女足社团活动结束了， 女足姑娘们脸

上挂着笑容， 笑嘻嘻地称呼赵老师为 “阿
孜拉”， 与老师道别。 原来， 在平时训练

活动中， 赵冀辉常常用惊讶的表情和语气

指出学生技术动作的不到位， 学生就用藏

语表示惊讶的 “阿孜拉” 来称呼老师。 赵

冀辉说： “我觉得这是学生对我的一种亲

近和认可， 我接收这个 ‘外号’。”
今年 7 月， 随着首批 “组团式” 教育

人才援藏工作队胜利返沪， 赵冀辉将带着

他的女足队员来上海集训访问， 与对口援

藏几个区的 “校园足球” 学生交流比赛。

“援宝”爸爸的幸福与满足
上午，第一节课，三楼的七（6）班教

室里，传出一个圆润的男中音的朗读声：
好多年前的秋天，我们还是孩子。奶

奶从集市回来，带给我们一人一颗桃子，
她说：“都吃下去吧，这是一颗‘仙桃’。含
着桃核儿做一个梦，谁梦见桃花开了，就
会幸福一辈子呢”……

朗读结束是一阵欢快的掌声。 朗读

者叫张晴群，这个班的汉语课教师。和往

常一样，他今天上午来学校比较早。他要

带早自修，上第一第二节汉语课。 今天，
他为学生上新课，内容是贾平凹的《一棵

小桃树》。每次上新课，他总会朗读一遍，
而每次学生们都会自发地给他掌声。

走进这间“书香生态教室”，教室后

排布置的读书角、 学生的全家福照片和

绿植盆栽令人耳目一新。张老师说，教汉

语，不仅是教会学生认字识字，还要让这

些孩子领略汉语的文字之美、语言之美。
张老师通过朗读和阅读理解， 培养孩子

们的自主思维、自主表达。他希望孩子们

多主动举手表达。他跟孩子讲解了“小桃

树”不管如何困难，顽强生长的精神。
张晴群援藏前是上海同济第二初级

中学的老师。 他还有一个幸福的身份，
“援宝”爸爸。原来去年临行之前，家里发

生了一个幸福的“小意外”———他爱人突

然发现怀上了“二宝”。 这个消息让他又

惊喜又担心。 做了 20 年教师的他，这次

来西藏是主动报名的。他说，心底总有一

份援教的情结、高原的情结。 10 年前，他
差点骑行来西藏，骑行的车子也买好了，
因为爱人强烈反对，只能放下这个念头。
这次报名，爱人很支持。 有了“小意外”，
夫妻俩也是商量了很久，爱人让他放心，
毕竟援藏是他的夙愿， 自己倒是要保重

身体。 出发前一晚，他一夜未眠。 现在想

来，他说没有后悔，但顾虑还是有的。 今

年 4 月上旬回家探亲， 妻子剖腹产生下

一个女儿，他为孩子取了小名“援宝”，意
是爸爸援藏时诞生的宝宝，叫起来跟“元
宝”同音。 妻子出院次日，他就返回日喀

则。 深夜抵达，第二天一早就走进教室。
刚来援藏时，他为七（5）、七（6）班上

汉语课， 后来来了一位当地教师次仁曲

珍（张老师叫她次珍），学校就让他当次

珍的“师傅”，起初七（5）班的汉语课与次

珍间隔着上，学期中就让次珍独当一面。
对于七（5）班，他有些不舍，晚自习时他

就会主动去七（5）班，看看那里的学生，
也与次珍交流，多给她鼓励、指导。

张晴群教汉语课很有特色。 在一旁

的七（6）班班主任杨俊丽对他的汉语课

褒奖有加，称他用心、认真、特别有办法，
尤其是作文写作，他的“面批”对学生很

有帮助。 他现在每周会布置学生写一篇

小作文，周中还会安排小习作。这里的学

生汉语作文的水平参差不齐， 为了有针

对性地辅导学生， 他将学生的作文或者

习作分成三档，好的作为范文给予表扬，
中档的属于合格， 还有一档就要和学生

一个一个面对面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需

要改进的地方。杨俊丽老师说，由于张老

师这样负责而且独特的“面批”辅导，班

级里学生作文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他还会给学生开书单， 鼓励他们课外多

读书、读好书。 今年寒假，他特意布置了

一道寒假作业，要求七（5）、七（6）两个班

级的学生给寒假返回上海的老师写一封

信，他教他们写信的格式，如何写信封、
贴邮票， 在信中告诉老师他们寒假读了

什么书，有什么读书的体会，有什么开心

的事儿。 80 多封藏族学生的“家书”寄往

上海，成为新春佳节的一段美谈。
这个学期开始，他牵头组织了“读一

会”学生社团，每周五下午搞活动。 他带

领学生把七（6）班隔壁的“梦想教室”打

扫干净， 和学生一起选书一起布置读书

角。他解释“读一会”这个名字时说，要读

好书， 读有价值的书； 要一心一意地阅

读，选了一本书，就要把书读完；还要带

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读书， 邀请他们入

会。他还和学生一起阅读朗读，像电视台

“朗读者”节目一样，让孩子们感受领略

经典美文。他鼓励学生，在这个学期最后

一次“读一会”活动中，对读完一本以上

书的学生，他要赠送他们每人一本新书。
他说：“看到孩子们注视的眼神， 那种对

知识的饥渴，那种对美好的向往，那种对

老师的尊重，我感到很幸福，很满足！ ”

“90 后”，教语文的“体育老师”
中午，记者来到教师公寓，走进金志

骏的寝室， 一眼看见走廊上整齐码放着

6 双篮球鞋。
在这支“组团式”援教队伍中，有两

位“90 后”的“小鲜肉”。 英俊潇洒的金志

骏就是其中的一位。 身高 1.85 米，体育

老师的身材，娃娃脸上戴着黑边眼镜，看
上去像一个邻家的大男孩。 小金教初中

语文，但是酷爱体育，在海拔近 4000 米

的日喀则与当地老师一起打篮球， 且一

打就是 40 分钟。 所以，大家都叫这个不

一样的“90 后”是“教语文的体育老师”。
1990 年出生的他 2013 年 7 月从上

海师范大学毕业， 进入上海市宜川中学

附属学校就任初中语文教师。 参加工作

刚满三个年头， 他就报名参加了上海首

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队伍。 他非常

喜欢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 那句话， 称自己是怀揣着这份

“诗和远方”的“私心”报名援藏的。 妈妈

很支持他，觉得好男儿志在四方，更何况

援藏是国家赋予的崇高使命。 那天上飞

机，妈妈笑盈盈地送机。但是今年春节后

重返高原，妈妈再次送行，却是哭得稀里

哗啦。 之前，她知道援藏支教的艰辛，但
却没有具体直观的了解， 她从亲戚那里

知道儿子在高原熬过了一个多月无法治

愈的腹泻，她既骄傲，又满心牵挂。
一个月后，小金克服了高原反应。现

在，有的时候还会拉肚子，但是他已经习

惯，该上课就上课，该打球就打球。 至今

说起来，小金还是乐呵呵的。 他说，他一

点也不后悔。 “在日喀则的一年，不仅是

我支教的一年，更是我人生成长的一年。
这份成长，是我一生的财富。 ”

援藏支教的这一年， 小金从一个进

校不久的“新老师”，到当师傅带“徒弟”，
再到担任初中汉语教研组的兼职教研组

长，一下实现了“身份转变”的“三级跳”。
他带教的“徒弟”就是次仁曲珍，去年西

藏民族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 学校要求

他与次珍“一对一”结对，还请资深的张

晴群老师一起传帮带。小金说：“在上海，
教龄 5 年以内的都是新教师， 我自己还

是个‘菜鸟’，学校就压担子让我带教，身
份转变得比较大。好在有张老师，我可以

边学边做、现学现卖，我自己对新老师如

何站稳讲台的体会是深刻的， 因为我刚

刚经历过。 ”
援藏支教的这一年， 小金还迎来了

爱情的开花结果。今年 6 月初，他鼓动几

位好友，将恋爱近四年的女朋友“骗”上

高原，在纳木错湖畔向女朋友求婚成功。
念青唐古拉峰与纳木错见证了他们幸福

的“海誓山盟”。
一年来，学校强化“融合”、提升“内

涵”，推行了“一岗双任”的“双教研组组

长制”和教研室两周一次的主题例会。下

午，第三节课，初中汉语教研组的主题例

会在“梦想教室”举行。 10 余位老师围坐

一起，商讨如何让学生爱上图书馆。
主题例会由梅林花、 金志骏两位组

长共同主持。“一岗双任”的“双教研组组

长制”就是由当地教师担任教研组组长、
援藏教师担任兼职组长， 让当地教师和

援藏教师一起负责教研教学， 以共同管

理的方式实现互相学习、融合提高。初中

汉语教研组组长梅林花是 2005 年大学

毕业后从青海格尔木来西藏日喀则执教

的，他父亲是在青藏公路局工作的“老青

藏”。 梅老师说，实行“双教研组长”制度

后，教研组的教研工作步入正轨，教研活

动内容丰富、教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张
晴群、金志骏等援藏教师的示范课、公开

课等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经验， 教研组

也狠抓教研质量，重视教学预习、一课一

得，整个教研组一起参与编写《初中汉语

中考总复习》校本教材，引起了日喀则市

其他学校老师的关注。
小金老师是最年轻的教研组长。 接

受这个任务时，他还有些担心，但既然做

了就一定要做好。 在教研组全体老师的

支持下， 他和梅老师一起筹备组织多次

教研活动， 教研组主题例会活动也搞得

有声有色。就如何上好汉语课、提高学生

的阅读能力， 援藏教师和日喀则市上海

实验学校副校长陈前一起畅所欲言，共

谋良策。小金说，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大家

的支持， 让他对做好这个教研组的兼职

组长很有信心，也很有成就感。

快乐援藏 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叶志明

6 月的日喀则，开启了雪域高原
的最美季节。 上海市首批“组团式”教
育人才援藏工作队即将圆满完成为期
一年工作之际， 记者来到日喀则市上
海实验学校采访了这支队伍。

工作队队长、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
学校校长傅欣介绍说： “组团式” 教
育人才援藏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是
新时期教育援藏模式的一次重大创
新 ， 与 “组团式 ” 医疗卫生援藏一
起， 是对口支援、 精准扶贫， 为西部
地区突破教育和医疗卫生两大瓶颈的
重大举措。 上海首批 “组团式” 教育
人才援藏工作队 40 名队员去年夏天
与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并肩来到日
喀则 ， 任教于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
校 。 他们由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浦
东、 普陀、 徐汇、 杨浦、 松江等 5 区
选派， 平均年龄 36.2 岁。 最年长的
54 岁， 最年轻的 24 岁。 在过去一年
的援藏工作中， 他们表现了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创新的理念和扎
实的工作 ， 践行 “快乐援藏 ” 理念 ，
成就各自精彩人生。

记者选取了工作队的几位代表 ，
以期呈现这个援藏团队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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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的故事

赵冀辉与他的女足姑娘们在一起。 均本报记者 叶志明摄

张晴群在 “读一会” 活动中希望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卢璐老师在上英语课。

金志骏在办公室也喜欢穿运动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