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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教师节。这是让全国1891万教师充满成

就感、荣誉感和幸福感的节日。

今年的教师节，格外值得纪念。

40年前的9月10日，我国庆祝首个教师节。这一天

的到来，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深入人心、蔚然成风，从而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

从教。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40个教师节。95岁的人民教育

家、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激动不已。“教师”

二字，对于漪而言，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育人使命、人生

理想与家族传承。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

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

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

心，以及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首次

提出并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号召全国广

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鲐背之年的于漪，备受鼓舞。身在一个全家10人为

师的“教师家族”，于漪对教育家精神有着深刻的感悟。

“教育家精神具有中国特色，它是中国几千年优秀师

道文化源泉中的根和魂，又与当今时代创新活力特征相

融合，为教师队伍树立了精神世界追求的高标杆。”于漪

始终认为，教育是以人育人的工作，以生命唤醒生命，以

生命塑造生命。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要把学生培养成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人，就要在

他们的心中播撒理想信念的种子。

教师工作的质量，与国家民
族命运休戚与共

罗曼 · 罗兰曾说：“自己心中没有阳

光的人，是不可能给别人播洒阳光的。”

成为一名教师，是于漪一辈子深感有价

值、有意义的工作。

教师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和普通职业

有什么不同？于漪答道：“我的工作是教

书育人、立德树人，我的工作质量是直接

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老百姓幸福

生活的创建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凭

着这样的初心，“生命与使命同行”，成为

于漪的人生信条。

由此谈及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于漪不

由挺了挺背，她的身体坐得更直了，甚至

连说话的声调也不由自主地调高了。“教

育家精神十分明确地界定了新时代人民教

师的崇高使命，仿佛指路的明灯，高屋建

瓴，意义非凡。”在基础教育领域耕耘70

多年，于漪认为，广大教师“学习领悟、努力

践行教育家精神，这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是教育家精

神的政治灵魂所在。“看到‘大我’，我心

里马上就会涌起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起起伏

伏、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而奋斗的历史。

特别是一想到无数革命先烈抛家撇子，丢

弃个人利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自己的宝

贵生命，我真的热血沸腾、不能自已，对‘大

我’的深刻内涵将有更多的认识和体会。”

新时代的教师，要有不忘过去的使命

意识。在于漪看来，不论什么学历、学校

毕业，对一名刚走上讲台的新教师来说，

积累总归是不够的。因此，教师要勤学、

要笃行、知行合一。与此同时，在当下的

幸福时代做教师，理想信念不可少，要主

动传播红色种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

每一节课的质量，影响到孩
子生命的质量

这些年，记者与于漪先生有多次交

往。有一个细节，记者回忆起来，至今叹

服。那就是她写的手稿字迹工整，且基本

不打草稿。有好几次，文稿往往长达四五

页，她一一批注、认真修改，但纸面始终

整洁，不见涂抹的痕迹。

有一次，记者忍不住请教于漪，这一

点是如何做到的。“可以说，我所有的文

章都是一笔写下来的，几乎不用打草稿，

这可能是因为高中教育给我扎的根。”于

漪回忆，当年教过自己的高中语文教师，

几乎都是大家。他们中，就有历史学家顾

颉刚之子顾德辉、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赵

继武等，正因为教师有了较高的文学素

养，才为学生打下了坚实的语文基础。

“教师的工作是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

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于漪

始终认为，当更多人认识到教师这一平凡

工作具有的非凡意义和价值时，也会进一

步认同“教育一定要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为此，身为教师，“必须千方百计地

调动生命精华，全力以赴”。

如何上好每一节课，如何成为一名优

秀的教师？对此，于漪的回答很坚定：

“教得好，首先是学得好。”这也呼应了教

育家精神中所提及的“勤学笃行、求是创

新的躬耕态度”。

于漪一辈子上过2000多堂公开课，

她深感，上一节精彩的课不难，但若让每

节课都要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却难上加

难。于漪直言，“将课堂上这些知识和真

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并让他们乐

于接受、有所启发，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回忆起自己刚刚踏上三尺讲台时的

“窘境”，于漪至今印象深刻：“我刚开始

教语文，连拼音中的b、p、m、f都不认

识，太难了！”于漪没有安于现状，她通

过不断的钻研和自学，克服教学上的困

难，最终将一节节精彩的语文课奉献给学

生。“教书育人确实会碰到种种困难，但

教师就是要克服困难。什么叫工作，工作

就是攻坚克难，解决矛盾。”

在于漪看来，优秀教师、卓越教师的

成长，最根本的动力是内驱动力，是生命

的高度觉醒。上世纪80年代初，她就发

现，语文课堂成了教师一个人的“练习

场”。“我从头讲到尾，学生变成了我的听

众、观众——这不是我想要的课堂。”为

此，于漪从自己的语文课堂开始改革，引

导学生自己看、自己动脑筋，成为学习的

主人。为了改变课堂教学模式，于漪不停

翻阅书籍，自学并不断尝试语文教学的种

种方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每天进步一点，锲而不舍，时间长

了，我就进步了。”她坚持，在她的课堂

上，每个学生都应该成为“学习的发光体”。

人民教师的价值，是为学生
打好终身基础

于漪退休后，虽然不在中小学课堂一

线教课，但对教育的现状也有不少自己的

思考。 她的很多论断，至今发人深省。

对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她直接批

评，“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扎扎

实实却在应试教育，这让我们的教育方针

在一线课堂具体落地时，越来越变了味

道。”她大声疾呼：教育是“育人”，而不

是“育分”。

于漪还曾说，教育工作不是百米赛跑

冲刺，而更像是一场万米赛跑、像马拉

松，基础教育尤其如此。在基础教育阶

段，给孩子打下做人的基础、科学文化基

础，将使他们获益终身，这才是人民教师

的价值所在。尤其是作为语文教师，更要

有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早在1995年，于漪就曾撰文 《弘扬

人文，改革弊端》，她明确提出，“语文学

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工

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对语文教学

进行反思。

“关键在于考什么。”于漪说，语文教

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

裂。抽掉人文精神，只在语言文字形式上

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

命而黯淡无光；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

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

个误区。她强调，在语文知识教学、语文

能力训练中贯彻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最

终指向就是人格的完善，是学生综合素养

的提高。

“我是做基础教育工作的，从22岁做

教师到如今95岁了，一直是在教育第一

线，教了多个类型的学校、各个层面的学

生……我是此生有幸。我深刻领悟到，做

这个平凡的工作，要有理想信念，它如明灯

一盏，这样，你就能够把生命当中最最精彩

的能量发掘出来，为大家作贡献，这就叫

‘活着’。”回首70多年的教学生涯，于漪

觉得，她很幸福。

记得2019年，我的奶奶于漪被授予“人民教

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那一年，她90岁。有人

说：90岁高龄的于老师可以歇歇了。然而，直到

今天，95岁高龄的奶奶仍没有停下脚步。

不少人会好奇地向我打听：“你的奶奶每天都

在做什么呢？”

就拿今年6月18日这一天来说。早上9点，奶

奶就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谈教育、谈学生、谈教

师发展，一讲就是三个小时。她说：“做好一名

‘合格’教师并不容易，因为这个‘格’不是用量

来衡量的，而是国家的要求，人民的嘱托。”整整

三个小时，她都没有停下来休息，甚至连一口水都

没有喝。当天下午，奶奶曾经教过的77届学生来

家里拜访，她不忘叮嘱这些学生，“了解中华文化

的根与魂，是要解决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爱

中国的问题。”到了傍晚，奶奶又读了8种报刊和

杂志。晚上还提笔为教育同行的一本书写了序……

这样的工作强度，恐怕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都很难

适应。而鲐背之年的奶奶，只要身体情况允许，总

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她的一天。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做一

名好老师。在我的心里，奶奶就是一名好老师——

人淡如菊，使命如山，是我学习的榜样。看着95

岁的奶奶还在教育路上不断“小跑前进”的身影，

我也感受到教育生命力量的涌动，仿佛她身上就有

使不完的劲儿。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老师，爸爸妈妈也是老师，

从小我就立志成为一名教师。家庭教育、特别是奶

奶对我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她润物无声，教会我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为师之道。

2012年，我陪同奶奶回到她的母校镇江中学

参加校庆。学校的样貌焕然一新，奶奶却在校门口

伫立许久，看着母校校训——“一切为民族”。她

深情地告诉我，“求学为何？”母校的校训是精神的

坐标，人生的基点，是铸造师魂的基因。

奶奶告诉我，当时她被调任做77届的年级组

长，既抓纪律的整顿，也抓科学文化的学习。学生

小，不知事，做老师的则要教在今天、想到明天，

为他们日后的发展着想。求学的黄金时代被耽误，

以后怎么补？老师必须要教好每一个学生。她说，

国家建设需要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再穷再难也不

能耽误孩子的成长。我想，这种家国情怀，已经深

深地融入了奶奶的血脉和心灵深处。

我曾问奶奶：“怎么能坚守一线几十年，从不

懈怠？”

她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觉得每天都是新

鲜的。因为每天学生都在成长，所以教师每天都有

学不完的东西、做不完的事，每天都能感受到精神

世界的成长，怎么会有厌倦？！”

奶奶曾经告诉我，教师的生涯是“双重奏”，

一是教师要演奏好自己的人生，要奏一曲有中国特

色的、美妙的、中华民族的人生曲。同时，教师还

要指引学生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树立民族

精神之根，铸就爱国主义之魂，用中国人博大的情

怀、用真正的本领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作出贡献，

为人类作出贡献。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有“三

个学生”——爷爷、奶奶和我。阳光下，不足3平

方米的阳台里放着一把老式的藤椅，上面总坐着一

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本适合老人读的

“大字书”，还时不时端起身边的茶壶品上两口，他

就是我的爷爷。台灯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戴着

眼镜，手边的书、文件堆得高高的，她拿着一本

书，一边读一边圈画，还时不时做笔记。她，就是

我的奶奶。在家里，这两幅画面是最平凡最常见

的，也是最美的定格。

奶奶总说，做一名教师，智慧要像泉水一般喷

涌而出，必须好学深思，身上印刻时代的年轮。

平时，我也常听身边人说，我的奶奶尽管高龄

但“信息灵通”，一点不落伍。有人还忍不住问：

“于老师，您怎么会对当下的热点事件这么了解？

我们现在了解信息通过微信、上网，您是哪里看

的？”奶奶说：“我也看微信，和你们年轻人一样。”

其实，年轻时奶奶就是一个勤奋认真的人。她

将一堂课需要讲的每一句话都写在本子上，然后再

转换成口头语，以规范的书面语改造不规范的口头

语，力求语言准确、生动、优美，在语言上做学生

的榜样。做老师的都知道，这件事情费时费力，她

却一丝不苟。后来年纪大了，有些活动邀请她发

言，她都主动提出需要听课、听老师说课，丝毫不

含糊。

这几年，随着奶奶年纪大了，家里人也都劝

她，有时候要学着偷偷懒。奶奶却说：“学生的事

没有小事，老师的事也没有小事。认真就是水平！”

奶奶常常感叹，基础教育改革的历程里，是一

批批教育“同行者”陪伴着她，共同形成了今天这

样的气象。她身体力行，将中华育人之魂传承了下

去，这才是基础教育的魅力所在。

有人说：平庸的人一条命，性命；优秀的人两

条命，性命和生命；卓越的人三条命，性命、生命

和使命。奶奶用她的行动诠释了师者境界，生命与

使命同行。

黄音（同济大学附属新江湾城实验学校）

用行动诠释师者境界

题图：人民教育家于漪与学生们在一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