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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张鹏

从教29年，从来没有一个新学期让宋

庆龄幼儿园园长、2022年上海市“四有”好教

师朱素静这样欣喜：与孩子们阔别近半年，

900多名幼儿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校园，幼儿

园又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没有什么

事比看到可爱的孩子们更高兴了！”朱素静

说：“‘爱’是幼师最应该拥有的师德师风，也

是老师能给予孩子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每天清晨，朱素静都会站在幼儿园

门口，迎接每一位幼儿的到来。看着眼

前这些千差万别的孩子，她时刻提醒老

师们——心中要装着孩子们的差异，而不

是差距。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不同，呵护他

们的个性。要相信每一朵花儿都会绽放，

只是花期各有不同。

“好教师意味着好的教育。”朱素静说，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只要选择了教师这个

职业，就应该有身为人师的觉悟和担当。

今天学校里走出多少优秀教师，将决定着

民族、国家的未来培养出多少聪慧而又高

尚的人。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的教学方法

和技能要求都不断有变化，但为学、为事、为

人的“大先生”的标准却始终如一。在朱素静

看来，0-6岁的学龄前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

重要时期。幼师面对年幼的孩子，更要对职

业有敬畏之心，用高尚的师德师风标准要求

自己，有阳光温暖的个性，和孩子们共同发掘

生命的潜能。“作为教育者，我们相信教育的

力量，把微笑、感恩与赞美炼成职业本能，为

孩子们营造一个金色童年。”朱素静说。

上海“四有”好教师朱素静：最应拥有的师德是“爱”

■本报记者 王星

“教师，就是要保持对‘爱的事业’炽烈

而悠长的情感，就是要把爱全身心地放在

孩子身上。学生都会记得你对他们的陪

伴。”昨天上午，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

长、“时代楷模”吴蓉瑾在2022年上海市新

教师入师入会仪式上，对台下几十位今年

刚刚踏上讲坛的新教师，深情回忆起了自

己从教28年的心路历程。

“我依旧记得第一次踏入校园，走上讲

台，面对那一双双纯净如水的眼睛时的感

受，而这二十多年，我也一直坚持着、实践

着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好老师，一个让孩

子们难忘的好老师。”吴蓉瑾说，从孩子们

的贴心姐姐到“云朵妈妈”，从上好一节情感

教育课再到融入学科、深入管理，她渐渐懂

得了真正的“情感教育”。

“需要孩子们去体验感悟的，老师会先

去做，然后带孩子一起学着做。”17年前，为

让孩子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吴蓉瑾

带大家一起走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请讲解

员指导孩子们用童言童语、快板沪语编写一大

会址讲解词，并成立了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这

支社团活跃至今，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红色种子。

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

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

生”。在吴蓉瑾看来，好的教育是一团火点燃

另一团火，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将爱心传

递，将人格力量传递，教孩子成为大写的“人”。

“时代楷模”吴蓉瑾：用爱传递，教孩子成为大写的“人”

■本报记者 吴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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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超越了血缘、地域、民族

的亲情故事，是我们56个民族一家亲的

见证，也是始于上海的不容忘却的历史。

昨日，《海的尽头是草原》全国上

映。影片根据“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

实事件改编，全景式再现了60年前那

段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流淌着民族

大爱的共和国往事：上世纪60年代初，

自然灾害的席卷下，江南地区大批孤儿

被送到上海的福利院。救助压力巨大，

眼看着福利院的米粮将见底，周恩来总

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当即达

成共识，将一部分江南的孤儿带到内蒙

古，交由草原牧民抚养。3000多名孩

子从上海出发，坐上火车去往迢迢千里

外的第二故乡。在内蒙古，一大群拥有

草原般辽阔、星空般深邃大爱的“额吉”

“阿爸”，本着“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的原则，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并养育这些

孤儿，成就了一段民族团结、守望相助

的佳话。

大写的人大写的爱，补
齐了国家往事的情感拼图

“‘孤儿’，本是人类一切关于不幸、

痛苦、同情词汇的注脚。但在社会主义

的中国，孤儿却因为祖国的呵护、党的

关爱，成为了国家的孩子、草原母亲的

宝贝，健康成长。”在中国文联原副主

席、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看来，《海的

尽头是草原》用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

结构，呈现了一部情感与文化的大片。

电影以男主人公杜思瀚寻找自然

灾害时期被送往福利院后丢失的妹妹

杜思珩为线索，切入人物的成长与他们

的情感羁绊展开叙事。在专家看来，影

片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用人物命运和

人物关系完成了爱和救赎的主题表

达。无论是将亲生孩子送到孤儿院的

母亲，还是长大后的杜思珩，抑或草原

父母萨仁娜和伊德尔，片中的人物都面

对过难以抉择的境遇，每一个“不得不”

的决定背后，都曾是伤痛与遗憾。但最

终，大写的人、大写的爱，这样的民族大

爱构筑了一个人间温暖的世界。正如

几十年前杜思珩对上海血亲的寻找，留

下遗憾，却也开启了另一段人生；几十

年后杜思瀚对妹妹的寻找，既是完成自

己的情感救赎，亦串联起草原母亲和亲

生母亲共同见证孩子长大的记忆。

此前的点映场中，曾有“国家孩子”的

草原额吉表示，自己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

是没能记住这些孩子们的汉族姓名，没

能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海的尽头是草

原》以电影的方式填补了那块情感拼图，

“海”与“草原”两端的母亲隔空相连的

爱，在片中达成了跨越亲情和血缘的和

解，在戏外戳中了观众内心最柔软地方。

在“每个蒙古包”里，找
寻真情真心真意的链接点

《海的尽头是草原》由尔冬升执导，

陈宝国、马苏、阿云嘎等主演。作为一

部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的影片，故事的背景是事先张扬的。对

新片而言，如何在预知中挖掘更深的情感，如何在大银幕上呈现

大草原的独特壮美，是挑战也是机遇。影片总制片人于冬透露，

主创曾在创作前期多次到内蒙古采风调研：“三千个孩子背后就

是三千个家庭，就是三千个故事，我们希望从每个蒙古包里找寻

真情、真心、真意的链接点，然后用一部电影讲述其中的一段离

散，拍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真情的故事。”

在“真”这门功课上，导演尔冬升的感悟同样深刻。他在筹

备阶段将自己投入故纸堆，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他也走访走进一

座座蒙古包，走访多位“国家的孩子”。虽然经过60余年时间，

原型人物们对童年细节大多只留下片段式的回忆，但情感震荡

却是那么刻骨铭心，隔着岁月山海都不会被磨灭。由此，主创们

从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中读取情感、凝练共鸣，全新创作出电影

《海的尽头是草原》的剧本。到了拍摄阶段，剧组也始终在“求

真”。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真实取景，集齐真实的牛、羊、马、骆

驼甚至真狼参与拍摄，还让汉族青年演员们学骑马、学与动物相

处，力求用真实的草原之美烘托草原之爱、国家之爱。

创作者们一切求真，因为“相信真实的力量、人民的情感”。

事实没有辜负真实、真情与真心。随着影片尾声的情感释放，大

银幕前太多观众泪流满面。有人在点映场后留言：“《海的尽头

是草原》宛如一首来自草原的诗歌，有爱且优美，也因为真实的

力量，所以格外动人。”

《

海
的
尽
头
是
草
原
》
上
映
，爱
的
辽
阔
跨
越
山
海

全
景
式
再
现
﹃
三
千
孤
儿
入
内
蒙
﹄
共
和
国
往
事

始终把学生的生命和成长放在首位

这几天，93岁的人

民教育家、上海市杨浦

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

漪不时守在电视机前，

有一件事让她挂心。9

月5日，四川省泸定县

发生6.8级地震，“那里

的老百姓 情 况 如 何 ？

尤其是学校里的娃娃

们，都还平安吗？”让于

漪十分感动的是接下

来 的 一 幕 幕 画 面 ：地

震 发 生 时 ，当 地 幼 儿

园老师立刻放下手中

的碗筷，一次次地飞奔

到楼上，把孩子们抱出

教学楼，安置在安全的

地方……

“我不知道他们的

姓名，不知道他们的模

样，只看到他们飞奔的

背影。他们都有一颗

金子般的心，值得我们

每位教师学习，这就是

教育的希望，是民族的

未来！”谈到这里，于漪

哽咽地说，始终将孩子

放在第一位，孩子们的

生命至上、成长至上，这

是师德师风最具体、最

生动、最鲜活的体现！

从教近70年，今年

的教师节让于漪感到很

特别。2022年是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

之年，很快，我们将迎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胸怀‘国之大者’，面向

未来，‘新长征’途中的

教 师 ，会 遇 到 新 的 挑

战。”于漪说，人民教师

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

使命，责任大如天，这

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因此，即便遇到

再大的困难 ，都 要 迎

难而上——中国的教

师一定要有这样的志气

和精神，这是与中华民

族的精神骨肉相连的。

“要十分爱护青年

教师，要支持鼓励青年

教师成长，全社会要为

青年教师营造良好的从

教氛围。”于漪十分关心

当下教师的发展。在她

看来，当前，青年教师面

对的新任务不断涌现。

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

的过程中，老师只有勤

学新技能，才能更好开

展线上教学，守护学生

的成长；随着“双减”和

“双新”等教育政策的落

地，对教育教学会提出

更高的育人目标、更新

的要求。

“当老师，最难的地方就是要与时俱

进，边教学、边学习，不断回答时代之

问。”于漪直言，“我自己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教学方式和上课的方法，也没

办法用到现在的课堂上。”她认为，教师

要有学习和进步的自觉，才能为国家和

社会培养出适合未来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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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师节前，曾获评2021年“全国

最美教师”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政治教师陈明青收到了一份学生自制的礼

物。“两只口罩紧紧相连，代表了特殊时期

我们心连心，守望相助。”看到礼物的那刻，

陈明青感动不已。经历长时间线上教学，

当学生们重返校园的那一刻，陈明青明显

感到，彼此关系更亲近了。

今年疫情期间，师生只能隔着屏幕，靠

网络一线相牵。陈明青感到，身为教师，和

学生的连接不能仅限于课堂，要将思想引

领融入生活日常，方能引导学生从平凡中

发现伟大。为此，她和其他老师共同发起

“发现微光”活动，鼓励大家将身边的凡人善

举上传分享。从坚守岗位的保安到兢兢

业业的楼组长，再到身边年纪相仿的志愿

者……随着学生们的“发现”越来越丰富，他

们也越来越理解了“利他”“感恩”的快乐。

陈明青说：“要通过教育让学生们理解，‘为

人民服务’绝不是空洞的口号，每个人都可以身

体力行之，为他人服务，为社会作贡献。”

陈明青的不少学生在她的影响下走上了

教师岗位。有学生告诉她，自己内心那颗“为

人民服务”的种子，正是当年在她的课堂上埋

下的。陈明青直言，看到学生从“为自己”成长

到“为他人”服务，这是最欣慰的时刻。“教师职

业是全世界阳光底下最灿烂的职业，没有比看

到学生成人成才更值得骄傲与感动的事。”

“全国最美教师”陈明青：没有比看到学生成才更骄傲的事

这个新学期，2019年“全国模范教师”

包蓓姹又“换”了一所新学校。在上海南端

的奉贤海湾旅游区，她将带领新开办的上

海师范大学附属奉贤实验中学扬帆起

航。“冰心曾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有了

爱，才有教育的先机。要有一颗爱生如子

的心，才能让教师的人生写满精彩。”包蓓

姹说。

2006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包

蓓姹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加入上海第一批

“三支一扶”大学生队伍，到奉贤一所乡镇

学校“支教”。任教伊始，学校师资紧缺，

包蓓姹除了当班主任，还教过英语、数学、

历史、生物等多门学科。支教两年期满，

面对学生眼中的期待，她不舍离开，于是

选择了留下。2013年，根据区教育局的工

作安排，包蓓姹又加入新开办的青溪中

学，成为“拓荒者”中的一员。如今，她又有

了新使命。

“我不是科班出身，刚当老师时也并

非一帆风顺。记得当时班里淘气任性、不求

上进、因为学习成绩落后而自暴自弃的学生

不少；面对一些特殊家庭的孩子，家长的不

支持甚至是对立常常让我不知所措……”包

蓓姹坦言，这些困境都曾让她深陷自我怀

疑，并不断“拷问”自己：“这就是我选择的道

路吗？”

当包蓓姹摆正心态，把目光转向周围的

老师和学生后，她渐渐发现，自己眼中那些琐

碎小事，才是真正的教育。而对老师来说，唯

有提升自身的能力，才能真正拥有爱的能力。

“全国模范教师”包蓓姹：爱生如子，人生才会写满精彩

对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退休

教授朱仲良而言，今年4月19日注定难

忘。这天是他的60岁生日，也是他从教师

岗位上正式“毕业”的日子。最后一节课，

原本应该只有30人的线上会议室“挤”进

一百余名各届同济学子，满屏都是“退休快

乐”“生日快乐”的祝福。从1983年毕业，

朱仲良在三尺讲台一站就是39年。择一

事，终一生，他说：“为人师，最重要是尊重

这个讲台，敬畏育人这份职业。”

“当教师，教学永远是第一位的。”朱仲

良清楚记得，从实习教师到真正走上讲台

独立授课，他花了8年时间。也正因这份不

易，他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几个字的

理解分外深刻。30多年来，他始终将每一

节课当成新课，坚持备课。时代在变化，他

的课堂也在不断更新，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传道授业解惑。他尤其珍惜每一次和学

生交流、交心的机会，总是雷打不动提前20分

钟到教室，就为方便学生提问与交流。

在学生眼中，朱仲良是言出必行的良

师，也是益友。今年三月上海本土发生疫情

期间，家与学校仅一条马路之隔的朱仲良，

为站好最后一班岗，整整87天未回家。听到

学校在招募送餐志愿者，还有2周就退休的

朱仲良也第一时间报上了名，成为“送餐超

人”的一员。他说：“心在这儿，我就愿意为

孩子们出份力，干啥活都行！”

同济退休教授朱仲良：为师最重要是尊重讲台敬畏育人

■本报记者 王星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记者 张鹏

《海的尽头是草原》海报。

沪上老中青三代名师共话师德师风，进一步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信念

朱素静 吴蓉瑾

陈明青 包蓓姹 朱仲良

于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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