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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娟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田 禾 华东理工大学
芦秀兰 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
杨 荣 上海市实验小学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吴卫国 上海市崇明中学
应彩云 上海市杨浦区本溪路幼儿园
张民选 上海师范大学
徐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实验学校

郑时龄

徐红 1982 年入职 ， 2002 年评为上海市语文特级教

师， 2008 年 3 月任上海市实验学校校长， 2012 年评为特

级校长， 2017 年评为正高级教师。

她 36 年扎根基础教育 ， 28 年投入实验教育整体改

革， 勤于学、 实于事、 敏于思， 精于研究， 形成了 “让每

一个学生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 的办学思想 、 “护长容

短” 的教育观和丰厚的实验研究成果。

徐红所在的上海市实验学校肩负着对中小学教育进行

整体实验改革的使命， 2014 年又承担上海教育综合改革

建设方案中关于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与培养” 的

重大任务。 学校已基本形成鲜明的办学思想和特色 ， 包

括： 探索小学、 初中、 高中十年一贯弹性学制； 坚持三十

年对学生进行实证跟踪研究并积累大量一手数据与案例；

形成教师专业发展自培模式， 首创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模

式； 提出了 “护长容短” 的教育观， 并形成了 《护长容

短———我的教育观 》 《让每一个学生成为与众不同的自

己》 等五部系列专著。

徐红热爱学生， 善于观察学生成长 ， 摸索学生成长

的规律。 在她的带领下， 学校的老师做到 ： 会观察 、 勤

记录、 善分析、 重引导。 她还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 ， 承

担 8 所公办学校的委托管理， 将薄弱校办成家门口的好

学校。

她所在的学校连续两届获得上海市教育成果一等奖、

全国二等奖 ； 她于 2014 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 。

2017 年 ，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

《教师》， 以 “向美而生” 为主题介绍了实验学校历任校长

以及徐红传承发展的优秀事迹。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

梅， 数十年如一日， 躬耕教学科研第一线， 呕心沥血，

桃李满天下， 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了诸多人才。 她

治学严谨， 追求卓越， 深得学生爱戴； 钻研教学艺术，

创新教学方法, 主编多部英文教科书和学术专著； 紧跟

时代， 大胆尝试医德教育新途径 ， 开设的 《人文与医

学》 课程受到高校学生追捧。

她治学严谨， 钻研教学， 不断创新。 对待教学她一

丝不苟， 指导团队获得 2013 年国家和上海市来华优秀

示范课程。 她还编写多部经典教材， 积极投身教改， 领

衔开设 《基础医学导论》， 引导学生积极投身医学事业。

2014 年， 80 岁高龄的闻玉梅面对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

勇挑重担， 开设 《人文与医学》， 注重未来医生的德育

教育。 2015 年， 此课程通过网络课堂与见面会结合的

形式， 使全国三十多所高校 3000 余位学子得以和复旦

学生一起接受人文医学教育。

她言传身教，培养德才兼备人才。 她坚持素质培养，全

面引导青年成才，设立“一体化健康”基金 ，鼓励青年投

身卫生事业。 作为导师，她培养的学生曾获全国优秀博

士论文及各类优秀论文奖，在各岗位上崭露头角。 她本

人多次被选为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好老师。

她急社会所需 ， 主动担当社会责任 。 2013 年起 ，

她承担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为国家解决人口老龄

化问题建言献策， 为医药卫生事业人才建设和培养谋划

布局。 2017 年 10 月， 中央电视台 “家国栋梁” 节目以

“为了人民的期望” 为题， 对她进行了专题报道。

这就是闻玉梅教育事业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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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建鸿 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现代音乐职业学校

庄松林 上海理工大学
邱蔚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周美琴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

郑时龄 同济大学
闻玉梅 复旦大学
徐 红 上海市实验学校
鲁慧茹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卞建鸿是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书记、 校

长， 兼任上海市现代音乐职业学校校长。 2007 年 8 月

开始从事职业教育的他坚持依法治校、 科学管理， 提出

了 “让每一位学生的职业生涯从这里起步 ” 的办学宗

旨， 学校办学质量显著提升。 学校现在是上海市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特色示范学校、 是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

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卞建鸿深入开展产教融合 ， 全面实施 “德艺专融

合， 职业素养提升” 计划， 在他的带领下， 学校汽车车

身修复专业现已成为教育部批准的全国交通运输类示范

专业点、 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教育部国际水平

专业教学标准试点专业、 上海市中本贯通培养模式试点

专业、 上海市示范性品牌建设专业。 汽车专业学生代表

中国连续参加第 42、 43、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

项目比赛， 分别荣获优胜奖、 银牌、 金牌， 填补了我国

中职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金牌的空白。 2017 年 12

月， 学校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担任上海市现代音乐职业学校校长期间， 他积极推

进校际、 校企合作， 引进优质资源， 短短三年时间就使

学校走上了正轨。

近年来， 卞建鸿先后荣获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

作先进个人、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网站建设先进工作者、

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等荣誉， 所完成的科研成果

《接轨世界技能大赛， 培养国际技能精英———杨浦职校

汽车车身修复专业国际技能拔尖人才培养实践 》 获

2017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庄松林是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

院院长，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博士生导师 、 光学工

程学科带头人， 他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 兢兢

业业 ， 始终以教书育人为本 ， 坚持立德树人 ， 无论

是本科 、 硕士还是博士生 ， 他都毫无保留地倾囊相

授 。 如今 70 多岁高龄的他仍坚守教学岗位 ， 将自己

全部的才华、 知识奉献给三尺讲台 。 历年来 ， 庄松林

指导的硕士、 博士毕业生在国内外光学工程领域做出

很多贡献。

庄松林长期从事应用光学 、 光学工程和光电子

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 设计了百余种光学系统及仪

器 ， 是国内率先开展光学系统 CAD 的研究者 ， 所著

《光学传递函数 》 一书在光学工程领域得到同行一致

赞赏 。

庄松林个人连续两次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

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 他领导了多项国家 973 重

点基础研究项目 、 国家科学仪器重大设备研发专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 上海市自

然科学基金及上海市科委资助项目 ， 多次获部级科

技进步奖及多项荣誉奖 。 庄松林在国内外著名杂志

上发表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 ， 曾获国家精品课程 、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 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提

名等荣誉 。

庄松林爱岗敬业 ， 治学严谨 ， 敢为人先 ， 忠于党

的教育事业， 为我国光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

邱蔚六，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荣誉讲席教

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终身教授、 主

任医师， 从事医、 教、 研工作 60 余年， 擅长口腔颌面部

肿瘤外科、 口腔颌面整复外科与颞下颌关节外科， 是我国

口腔颌面外科、 头颈肿瘤外科以及口腔颌面修复重建外科

的创建者和开拓者之一。 他先后 36 次获部市级一 、 二 、

三等科技进步奖和 “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曾 40 多次出

访国外和讲学， 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 40 多名、 硕士生研

究生 20 多名， 博士后出站 7 名。

他始终坚持学科建设， 特别是人才培养， 他从事的学

科保持较长期持续发展， 梯队层次分明， 人才辈出。 他的

博士生中已有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以及在国际和国内众

多知名学科带头人。

现年 86 岁的邱蔚六仍奋战在医教研前线， 他定期参

加疑难病例讨论会， 还带教 3 名博士研究生； 有两个院士

工作站， 还给本科生讲授 《口腔医学导论》， 在专家门诊

中带教本科生。 笔耕不辍的他还主编了近 40 万字的 《口

腔医学人文》 国家推荐教材一书。

邱教授所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口腔颌面外科是国家 （教育部） 和上海市的重点学科，

也是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获得全国 “五一 ”

劳动集体奖。 他本人也曾被评为全国先进教师、 上海市先

进教师， 并获得首届中国医师扬子杯奖， 上海市科教系统

伯乐奖。 2009 年， 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协会颁发给他

该会的最高奖项———杰出会士奖。 2010 年， 国际牙医学

院授予他该院最高荣誉———大师称号。

30 载春秋， 周美琴甘当特殊孩子王， 勇做特殊教

育排头兵， 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一名专家型校长。

她， 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 学校招收脑瘫孩子集体

入学， 填补国内空白； 为智障、 听障、 脑瘫等多类残障

学生提供 “全纳教育”； 试水 “国际教育”， 接收外籍残

障儿童求学； 积极构建了适合三类残障孩子发展的医疗、

教育、 康复深度融合、 密切合作的学校康复教育体系。

她， 业务精湛， 勤于钻研。 率先提出 “医教结合”

理念， 从脑瘫教育、 听障教育， 到自闭症研究……她先

后领衔了多个市级重点课题、 区级重点课题及内涵发展

项目， 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特别是市级重点课题 《浦

东新区脑瘫学生康复与教育的实证研究》， 荣获全国第

四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开创了国内基础教育科

研成果获全国一等奖的先河。

她， 身兼数职， 甘于奉献。 兼任上海市特殊教育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 副秘书长、 上海第三听障中心主任、

上海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导

师、 长三角地区名校长基地导师等社会职务。

她， 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 用自己高尚的人格、 专

业的追求、 创新的理念、 忘我的精神带领着团队， 引领

学校跨越式发展 。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特殊教育学

校、 全国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全国职工职业道

德先进单位、 上海市文明单位、 上海市 “五一 ” 劳动

奖状 、 上海市示范性特殊教育学校等殊荣， 打造了上

海特殊教育的特色品牌， 成为上海特殊教育一张闪亮的

名片。

郑时龄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 意大利罗马大学名誉博士。 他曾

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学科评议组成员， 跨越城市

规划、 建筑设计、 建筑历史与理论等多个领域。

他始终怀着对身为教师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坚持探索、

不断实践， 用科学高效的方法持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成为为人、 为师、 为学的楷模， 对上海教育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

作为教学名师， 他至今仍坚守在教学第一线， 承担

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他已培养 118 名研究生， 其中相

当一部分现已成为建筑设计、 建筑教育和城市管理领域

的佼佼者。 他首创 “建筑批评” 学科， 撰写 21 世纪重

点教材 《建筑批评学》， 《建筑评论》 获国家级精品课

程， 主持 “建筑历史与理论” 国家级教学团队 ， 2008

年获 “国家级教学名师” 称号。

他关心学科整体发展， 主持完成的中科院学部学科

发展战略报告 《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科的未来发展》 和咨

询课题 《关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建筑

的若干问题及建议》 得到国家高度重视， 已汇总为文件

供各部门研究学习。

他非常重视学科发展对社会的服务和贡献， 主动深

度参与城市建设， 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发展战略

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上海 2035 总体规划核心专家。

为提高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建筑素养， 郑时龄主

持编纂 《十万个为什么》， 常年担任志愿者， 坚持不懈

地宣传城市和建筑理念。

鲁慧茹是上海市一师附小校长， 上海市特级教师、

特级校长， 上海市小学语文教育委员会会长。 她曾被授

予上海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教育科研先进个人、 上海

市劳动模范、 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 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

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优秀带头人。

作为 “愉快教育” 的传承者和推广人， 她在传承中

寻求内涵的发展， 努力探索符合新时期要求的教育模

式。 为深化愉快教育， 鲁慧茹探索出三条途径：

第一， 愉快的儿童德育：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各有主

题， 围绕 “核心价值” “培养目标” “实践载体” 循序

渐进， 形成附小学子阳光自信、 聪明多才的特质。

第二， 愉快的校本课程： 提出了 “3、 4、 5” 自主

课程创新思想， 以自选课程、 走班学习、 混龄合作为特

色， 集聚校内外优质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校本

课程的开发运作、 有效管理、 多元评价等方面探出了新

路， 为课改的推进提供了有效经验。

第三， 愉快的学习设计： 把学生的学放在首位， 以

学定教， 为学而教， 以 “学习活动单 ” 和 “学习反馈

表” 为抓手， 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 她主持的愉快教育

发展项目 《为了学生的愉快学习变革教学》 获全国首届

教学成果一等奖、 上海市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

鲁慧茹在一师附小担任校长 16 年，把一师附小打造

成为一所拥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优雅的校园环境、优质的

办学品牌的学校。 她先后培养了 3 名特级教师、5 名校

长、 副校长、23 名中学高级教师、13 名区学科带头人，打

造出四个区级“名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经推荐、 评审、 公示等环节， 并报市政府批准， 第四届 “上海市教育功臣” 名单正式出炉。 今年共评出 8 名 “上海市教育功
臣”， 9 人荣获提名。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教育战线上， 皆在教育教学、 教育科研或教育管理工作中有重大创造、 创新， 作出卓
越贡献， 并在全市、 全国乃至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 “上海市教育功臣” 荣誉称号制度从 2002 年设立以来， 每 5 年评选一次， 由
市政府发文表彰。 今天， 让我们走近他们， 感受他们的崇高、 智慧和卓越！

庄松林
上海理工大学

卞建鸿
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上海市现代音乐职业学校

邱蔚六
上海交通大学

周美琴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

闻玉梅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徐红 鲁慧茹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第四届 “上海市教育功臣” 人选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创新卓越， 用爱和智慧点亮学生的人生

“上海市教育功臣” 风采录 （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