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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十佳新时代好少年

儿子进入中学后，我觉得有必要让他学习

一下写作的基本章法，于是买了于漪的《中学生

作文指引》。这本书不仅令儿子的写作有了很

大进步，而且也让我受益匪浅，至今被于漪正确

朴素的教育理念和伟大的博爱精神所感动。

得知于漪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的国家荣

誉称号，我感慨万千：一位在平凡教师岗位上

默默耕耘 70年的优秀老师获得这样的荣誉当

之无愧！

于漪曾说过两句话：一句是“一辈子做教

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一句是“教师都应该有

两把尺子，一把量他人的长处，一把量自己的

不足”。其实，这两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家庭教

育。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好父母，只有不断学

习、反思和实践才能成为好父母。

父母心中也应该有两把尺子，一把量孩子

的长处，一把量自己的不足。了解了孩子的长

处，才能欣赏孩子、认识孩子，真正做到平静和

淡定，帮助孩子找到最适合的发展道路。了解

了自己的不足，才能及时改善，再一次认识自

我，使自己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优秀父母。

有人问于漪：“什么是好的家庭教育？”于

漪这样说：“其实好的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做好

自己，给孩子示范，就这么简单。我的父母并

不懂得什么家庭教育理论，就是做好人，我们

跟着学。我母亲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经常告

诉我们两点：第一要善良，第二要忍让，多想着

别人。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于漪的话简单朴素，正如她的为人。于漪

父母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她的父亲在她14岁时

去世，母亲一个人把五个孩子养大，其艰辛可

想而知。即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女于漪

成绩卓然；大弟是浙大教授、博导；二弟是教

授，曾任北大副校长；小弟在中科院工作，是两

院院士；小妹是浙大教授，曾任浙江省科技厅

副厅长。姐弟五人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出色人

才，令人敬佩不已。

许多家长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明明自己

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孩子的教育上，但

不知为什么孩子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因为你

的用力失衡了。你把力过多地用在了孩子身

上（不知道孩子是否需要你的所谓付出），而没

有对自己用力。你在激励孩子努力学习的时

候，自己是否也在努力学习？你在批评孩子的

学习习惯不好的时候，自己是否有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终生学习的能力？你在督促孩子做作

业的时候，自己是否在看书和提升自己？

你的背影和形象是孩子模仿的对象，他会跟

着你学。你在自己身上用多少力，孩子也会用多

少力。就好像物理学中提到的“力的平衡”原理，

凡是遵循这个原理的父母，家庭教育都很成功。

许多家长可能会反驳：时代不同了，于漪

那个年代的竞争压力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大，如

果我还是像于漪父母那样什么都不管，孩子肯

定不能优秀。于老师的父母并不是什么都不

管，管孩子并不等同于陪作业、上各种培训班，

替孩子安排好一切，这样的“管”是一种“本末

倒置、治标不治本”的控制，其结果就是父母非

常劳累和委屈，孩子却十分痛苦和叛逆。

优秀的父母善于看到事物的本质，从源头上

管孩子。本质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都会越来越

好，一切都会步入正轨，省力、高效并且科学。于

漪的父母教会孩子善良和共情，这是做人最根本

的品质。善良的孩子乐于助人、纯粹平静，也就

是“静生慧”，学习和做人都不会差；共情的孩子

知道感恩、积极乐观、勇于面对和克服各种困难

和挫折，也就是“逆商高”。这些并不是靠陪作业

和参加各种高大上的培训班所能培养出来的。

父母身体力行做好自己，孩子就会照着这

本“无字书”做人、学习和生活。经过一代人甚

至几代人的努力，就有了优良的家风，这就是

最好的家庭教育。

如果你的家庭还没有优良的家风，那么就

从你自己做起吧！

□记者 陈燕

今年 18 岁的原甜甜就读于新

桥职校，担任 2019级团支部书记及

19机（1）班班长。从小热爱劳动的

她常说：“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通过劳动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而一旦放弃、停止劳动便会一无

所获。”她曾获评上海市三好学生、

优秀团干部等称号，两次获上海市

一等奖学金。

原甜甜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

者，每天早出晚归，但却从不在她面

前说累，而是以勤劳、积极的人生态

度影响着她。懂事的原甜甜深知父

母不易，很小就学会了做饭，会在父

母下班回家时为他们端上热腾腾的

饭菜。她还主动照顾妹妹，辅导妹

妹写作业，同妹妹一起打扫卫生，在

劳动中收获快乐。

原甜甜所学的专业是数控技术

应用，许多人问她：“你为什么选数

控呢？这又脏又累的专业更适合男

生。”她每次都笑着回答：“数控专业

不挑男女，也不是只有男生才能学

好数控。”她以苗俭等大国工匠为榜

样，为了提升专业能力，她每天大部

分时间都在实训室里度过，为了加

工一个工件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

为了保精度、提速度，她利用午休时

间请老师指导，不厌其烦地重复削

着同样的工件。实训操作非常容易

受伤，但她从不叫苦，而是将手上的

伤口、划痕看作成长的勋章。“在数

控专业上，她做到了巾帼不让须

眉。”老师们这样评价她。

在学校，原甜甜同时担任 2019
级联合团支部书记、校学生会外联

部负责人以及班级班长。在校园中

经常能够看到她劳动的身影，打扫

校园卫生、垃圾分类、维护车棚秩序

……她以实际行动践行热爱劳动的

美德，在同学中发挥了榜样模范作

用。不仅如此，每周五下午，她还会

带领不同班级的学生到新桥镇各社

区打扫卫生，周末组织带领同学们

前往慈善超市、社保中心等，为有需

要的人提供帮助。

本报讯（记者 陈燕） 2021年上

海市优秀校园长评选结果日前公布，

松江七名教师榜上有名，分别是佘山

外国语实验学校的李燕华、上海外国

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的金晓燕、华

东师范大学松江实验高级中学的高

德品、松江区第四中学的陈剑钰、民

办茸一中学的刘琳、松江区第二实验

小学的李军、人乐幼儿园的谢虹。

李燕华始终坚持依法治校、文

化蕴校、创新强校，佘山外国语实验

学校创办三年，已逐步形成了办学特

色，先后获评“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

校”“上海市书法实验校”“上海市书

法实验示范校”。此外，学校教育案

例获评国家教育部“一校一案”落实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国

防教育入围华东师范大学首批“教育

筑梦”计划，《党建促进新建学校大中

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入选上海市普

教系统建党百年优秀案例。

金晓燕引领的上外松外集团包括

上外松外和新闵学校两所学校，并托

管上外云间小学，共有166个班级、528
名在编教师、8000多名学生，分布于三

个街镇。金晓燕认为，运作一所“大”

学校，需要浸润一种文化，培养一个团

队，发现和塑造一群教师，看见大大小

小的成长；同时要“补”团队和个人的

短板，“见”团队和个人的长处。

高德品在 30 多年的教育生涯

中，始终践行“向美生长”的教育主

张，大力倡导“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的学校管理理念。其“尚美素养”教

育成功经验在全国分享百余场，主

持或领衔国家级、市级、区级重点课

题多项，出版《让学生爱上课堂》《向

着美的方向生长》等个人专著三部。

陈剑钰 2009年 7月至 2021年 7
月任立达中学校长，高考本科录取率

从 2009 年的 15%提升到 2020 年的

94%，许多学生考入“双一流”院校。

立达中学“艺创高中”特色在全国形

成了一定影响，近年来吸引了全国各

地100多所学校来校交流学习。

刘琳曾是松江区规模最大的初

中学校松江七中的领跑者，其间，她

以少体校的体育竞技精神为切入

点，以“健康第一，顽强拼搏，团结合

作，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为主导，

提出了“让读书人爱运动，让运动员

好读书”，形成了“体教融合，全面发

展”的鲜明办学特色。

李军秉承“崇尚理解，多彩发

展”的办学理念，积极推进课改项目

的深入实践，开发完善“三健八园”

课程体系，全面落实素质教育，培养

“三健活力星少年”，赢得了良好的

社会美誉度。

谢虹在幼儿教育中不断融入创

新精神，多次为全区幼教工作者开

展讲座指导与跟岗带教活动，积极

发挥辐射引领作用。从2013年9月

至今，在她带领下，人乐幼儿园经历

了人员重组、园舍筹建、整体搬迁、

师资扩充、委托管理创新等大事，逐

步形成了符合园所现状与发展需求

的“仁乐”校园文化。

感悟优良家风 倡导身体力行
——“人民教育家”于漪谈家庭教育

□沈苇磐

□记者 陈燕

公益不是口号，而在于行动。

中山小学五（7）班中队长步依雯就

是一名将公益融入生活、用行动践

行公益的好少年。

今年，步依雯参与岳阳街道“二

十四节气学四史”公益片的拍摄，作

为小主角，她展示了当代少年充满

朝气、积极健康的祖国接班人形

象。而早在 2018年，还是一年级学

生的步依雯就作为小主角，参加了

岳阳街道“禁烟公益片”的拍摄。当

时，一脸稚气的步依雯忽闪着一双

大眼睛，面对镜头或宣讲或表演，尤

其讲到“家里爸爸会吸烟，家的味道

就是烟的味道”时，那低头凝神、略

带忧伤的样子深深打动了观众，给

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市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以

后，在小区垃圾房里经常能看到步

依雯小小的身影，她按照学校里学

到的知识，为那些分类不正确的垃

圾找到了“家”，她一边忙碌地分类，

一边嘀咕着：“这是干的，这是湿的，

这是药品，是有害垃圾。”步依雯为

维护小区整洁和文明贡献了一份小

小的力量，引来了众多成年志愿者

的交口称赞。步依雯还多次担任志

愿者，踮着脚手拿小铲子铲除楼道

小广告，拿着抹布清洗居民楼的乱

涂乱画，清理各个卫生死角。

几年前，步依雯的爷爷突然去

世，让她悲伤了好一阵子，她也因此

更孝敬奶奶。不仅如此，她同样孝

敬其他老人，会定期到小昆山敬老

院看望老人，陪他们聊聊天、唱唱

歌，给他们捶捶背、说说笑话。每次

离开时，那些老人们都舍不得让她

走，会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

弘扬传统美德 体验劳动快乐
——记新桥职校2019级学生原甜甜

热心社区公益 践行尊老敬老
——记中山小学学生步依雯

上海市优秀校园长评选名单出炉

松江七名教师上榜

□记者 刘驰

“很开心，成为大学生了，感觉有点不太一

样。”“今天报到很顺利，一通操作就完成了，没

想到这么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大一新生周子

傲和徐晔在报到时就熟络起来，两人决定结伴

而行，逛逛新校园。近日，松江大学城各高校陆

续迎来2021级新生，沉寂了两个月的文汇路恢

复了往日的热闹。据统计，今年松江大学城7所

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超过2.5万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公寓大门前，迎

新志愿者们身穿蓝色马甲、手拉推车帮助新同

学搬运行李，俨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的

热情服务温暖了新同学，也让在校门外守候的

家长更加安心。

“学校安排得挺好，看到高年级的孩子们

推着小推车来帮忙抬东西，我挺感动的，这也

对孩子起到了正向激励的作用。”新生家长崔

俊亮陪着孩子从沈阳一起过来，他说这所学校

是全家人选了又选才选定的，希望孩子在学校

好好学习，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粉刷一新的大学生活动中心、醒目的横幅

标语、飘扬的彩旗……即将迎来七十华诞的东

华大学里迎新氛围更显浓厚。记者在现场看

到，不少同学一大早就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办理

注册报到手续。

“听长辈说大学比高中要轻松，但是学长

和我说想学有所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会

尽量平衡好娱乐与学习的时间，享受丰富多彩

大学生活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目标。”作为一名

“00后”，大一新生龚浩桢言对大学四年有着更

长远的规划。

今年有 3594名本科生和 3065名研究生成

为“新东华人”，学校结合在线“人像核验”系统

对新生开展入学资格初步审查。报到当日通

过扫描小程序，用手机就可以核验身份，报到

流程更便捷，同时也能确保信息安全。学校数

据迎新大屏和企业微信实时更新迎新动态，整

体迎新工作进展情况一目了然。

为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东华大学在新生报道前一个月，就已经通过多

种校内渠道发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助学

贷款申请通知以及绿色通道须知。学校还为

有特殊困难的新生准备了价值 200～500元的

爱心慰问卡，凭卡可到慈善爱心屋免费领取生

活学习用品。

华东政法大学的报到处设置在富田体育

馆，学校提前优化各项迎新工作，各个点位分

工有序、学生报到方便迅捷。考虑到新生开学

行李较多，还在距离报到点较远的东门安排了

校园巴士短驳车迎接新同学。车辆在指定站

点停靠后，马上有志愿者前来接应，抬运行李、

引领报到。

为了欢迎新同学的到来，各个学院在报到

流程上也增加了不少新花样，拍照打卡、幸运转

盘、特色礼品等，处处体现了对新同学的关怀与

用心。学校的贴心服务让很多大一新生备受感

动，主动请缨担任志愿者，以新带新服务同学。

提前一天到校的大一新生郭鑫宇摇身一

变成了志愿者，第二天早晨7时30分他就来到

学校富田体育馆门口引导同学填写报到材

料。“当时老师在群里问有没有新生愿意来参

加志愿服务，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就报

名了。这一上午很累但也很充实，和新同学很

快就熟络起来了，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力所能

及的帮助。”郭鑫宇说。

松江大学城迎来松江大学城迎来
22..55万名新生万名新生

本报讯（记者 陈燕）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

好党史这门“必修课”，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

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由区文明办和教育局

主办的第二届松江区青少年“四史”知识竞赛

日前举行。

本次大赛于 7月 1日启动网络初赛，全区

2020 学年六年级、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共计

9871名学生参赛。综合各校参与率和初赛成

绩，16所学校参加线下复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初中组特等奖由民乐学

校获得，上外松外、九峰实验学校获一等奖，松

江六中、上师大松江实验学校、车墩学校获二

等奖，华实初中、洞泾学校、东华附校、佘外实

验学校、叶榭学校获三等奖；高中组特等奖由

松江二中获得，松江四中获一等奖，上师大附

外中、立达中学获二等奖。

据了解，松江教育系统将党史学习教育融

入学校各项活动中，包括集邮绘画、“给身边党

员写一封信”、观看优秀历史影片、知识竞赛

等，形式多样丰富，深受广大学生喜爱。

第二届松江区青少年
“四史”知识竞赛举行

9月18日下午，小昆山镇文化活动中心疫苗接种点如期开放12-17岁未成年人疫苗接

种。图为未成年人在监护人的陪同下，秩序井然地接种疫苗。 记者 高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