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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晴怡：奔跑在求进路上
■本报记者 蔡丽洁 邢田恬

虽值隆冬，但红墙绿树掩映下的无锡市第一
中学书声琅琅，运动场上的少年朝气蓬勃，一派
生机。这所建于 1911年的百年老校，地处锡惠
山麓、大运河畔，山水相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培养出钱临照、钱伟长、姚桐斌、罗豪才、蒋树声、
华建敏等一大批“以中华腾飞为己任”的国之
栋梁。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在深厚的历史底蕴基
础上守正创新，如何开辟百年名校发展的新赛
道，如何办好无锡人民满意的高中教育？“一把
手”书记朱晴怡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她一直在
思索，也不断在实践。

“教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只有真
正把握‘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教育契机，
增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育人
艺术，保持‘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的毅力定力，坚定‘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的理想信念，才能让我们的教育真正饱含
深情，在教育强国发展的进程中烙下坚实印记。”
朱晴怡如是说。

上下求索，春风化雨正当时

朱晴怡对于无锡一中的感情深厚而浓烈。
作为一中 1995届毕业生，她对母校“读书、明理、
求进”的校训具有高度的认同感。高考时，立志
于从事法律工作的朱晴怡阴差阳错地被南京师
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1999年，她回到无锡
一中任教。“从没有想过要做教师”的朱晴怡，此
后的生命都与校园紧密相连。

刚参加工作，学校即任命朱晴怡担任班主
任，她成了“孩子王”。有学生经历双亲去世、有
学生遭遇父母离异，甚至有学生的家庭纠纷闹到
学校……当社会不同层面的问题映射到学生身
上时，朱晴怡对“育人”有了崭新的理解，“我对我
的学生有责任。”

工作的第二个月，朱晴怡参加全市教师公开
课比赛，其生动的课堂教学获得一致认可，摘得
无锡市区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陆云泉
当时任无锡一中教务处主任，他至今都清楚地记
得“朱晴怡那次夺奖讲的是市场经济”。

打响“起步第一枪”后，朱晴怡心里有了底，
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的淬炼之中。新教师“过三
关”，拿下全省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完成循环教
学，成为常驻高三把关教师……她一步一个脚
印，稳扎稳打，“我读书时就不是最优秀的孩子，
但我肯吃苦，做事认真”。

“吃苦是福，年轻人吃过的苦，总有一天会有
回报。”当年和朱晴怡同一个办公室的无锡一中
原党委书记于志华常说这句话。“于书记的话很
朴素，但启发了我做事情的底层逻辑。”底层逻辑
越坚固，向上生长的能量越强大。那时，朱晴怡
还担任学校的人事秘书，负责整理干部档案。档
案得用缝纫机“踩缝”，再用粗绳缝制，整整一个
暑假，她都埋首其中。回望那段岁月，朱晴怡依
然难掩激动，“于书记陪着我，踩了一个暑假的缝
纫机”。从那时起，事必躬亲，身先士卒，这两个
词深深地“缝”进朱晴怡年轻的心里。“我后来自
己做领导了，就要求自己工作上要走在前面，生
活上要与人为善。”被善待过的心，总是满怀感
恩，传递善意。

那时候，元气满满的朱晴怡被同事亲切地称
作“小喇叭”，她“叙事化”的教学风格也深刻影响
了学生。“我最喜欢朱老师生动的课堂，她总会用
具体案例和情境阐释书上的观点，还能用清晰的
框架图讲解知识的逻辑关系，让我受益匪浅。”
2003级学生张雪上过朱晴怡的课后，就明确了
职业理想：“将来，我要和朱老师成为一个办公室
的同事！”2006年，张雪以高分考入南京师范大
学政治教育系，后保研至南京大学，毕业后回无
锡任高中政治教师，又攻读在职博士，扎根家乡，
服务教育。谈到心中的偶像，张雪笑言自己“一
直在模仿，终不能超越”。这个“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的美好故事还在延续。

2008年是朱晴怡教育生涯的转折点。校长
唐加俊调任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前，语重心长地
提醒朱晴怡要规划个人职业生涯。当年 9月，朱
晴怡调任江苏省辅仁高级中学校长助理，她主动
要求承担教务处工作，“我喜欢学校，我能教书，
也能教好书，我想去教务处熟悉学校核心部门的
运作。”当时，无锡一中教务处主任都是特级教
师，对标这些专家，朱晴怡既看到自身的差距，也
隐约触摸到发展目标。

在辅仁高中，朱晴怡一待就是 8年，这是她
倒逼自己成长的 8年。“教务处主任如果业务不
强，就没有示范性和引领性。”此时，投身科研成
为她热爱教育事业的另一种表达。在辅仁浓厚
的科研氛围里，她先后完成硕士学位的攻读、领
题省级课题《促进师生发展的学科教学知识
（PCK）建构研究》等，获评省教科研工作先进个
人等。2017年，朱晴怡评上正高级教师，这得益
于这8年的厚积薄发。

躬身入局，锻造高质量科研队伍

2016年，完成从优秀教师向教育管理者转
型的朱晴怡回归无锡一中，任副校长，分管教
学；2017年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此时的一
中经历了全市招生政策的调整，不复当年辉煌，
朱晴怡调研学校教师队伍构成情况，调研数据
令她忧心不已：学校中层队伍，几乎没有高级职

称的教师。生源不复当年，如何破局，强化师资
队伍建设？如何既保留一中重视课堂教学的传
统，又促发教师投入科研的内驱力？如何避免
教学与科研“两张皮”，让科研推动学校育人模
式的改革？

“管理岗位和教学岗位是有关联的。找到这
个关联点，它们就可以相辅相成。”凭借自身科研
实践，结合一中实际，朱晴怡找准教育教学热点
与学校内涵建设发力点，依托课题和项目聚焦跨
学科教学和融合育人中的关键问题，深入思考课
程改革的新方向和高中育人方式的新变革，在实
践中探寻落实立德树人的校本路径。

2019年，朱晴怡任一中党委书记兼副校
长。她着手带领教师申报省课程基地项目“文
化自信·江南文脉”。“文化自信是课程的价值
追求，江南文脉是课程实施的文化资源和载
体。我们能不能让高中生通过课程学习坚定
文化自信？光靠政治课的教学恐怕很难做
到。”她想到自己高二时上过的张如德老师的
历史课，“张老师带着我们从惠山山门走上去，
经过惠山、华孝子祠、再到映山湖边，一路走，
一路讲相关的历史。”

在专程请教过张老师后，朱晴怡从思政教学
的“文化自信”入手，组建了一支由语文、历史、政
治、地理等学科教师构成的教研团队，进行跨学
科教学。课程基地的第一堂对外公开课，朱晴怡
带头上。“开公开课，我都会自己上。”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朱晴怡陆续发表 16篇论文，其中 11篇在
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或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她坦率地说：“平时我真的没有时间，都是在假期
写的，把自己的思考和实践记录下来，‘一鱼
多吃’。”

2021年 9月，朱晴怡任一中校长，2023年 5
月任党委书记。在不懈求进的同时，朱晴怡也巧
妙地推着学校教师“动起来”。在一次校内会议
上，朱晴怡亮出之前教师队伍的调研数据，半开
玩笑又语重心长地说：“中层队伍在一中的示范
性和引领性怎么体现？3年内，如果评不到高
级，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

有发展的紧迫感，也有向上的脚手架，教师
们渐渐开始改变。2019年寒假，朱晴怡还是独
自在家写课程基地项目申请书；2021年暑假，

“文化自信·江南文脉”团队 6人一起在学校会议
室奋战 20天，共同写就申报材料《文脉涵养：坚
定文化自信的融合育人创新与实践》，该项目获
2021年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团队里
的教师们，也陆续被评为无锡市教学能手。

“我觉得，我们理科也可以加入跨学科育
人。”曾经观望犹疑的老师主动找到朱晴怡，建
议继续进行物化生、工程教育等不同方向和主
题的跨学科育人项目研究。2022年 5月，《大模
型教学：深度发展科学思维的高中理科实践研
究》立项为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
目，两年后以优秀成绩通过中期视导。视导专
家、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评价该项
目，“由点而面，走向深入，实现了教学改革的突
破”。2023年，《像工程师一样实践：普通高中
工程整合课程基地》申报省普通高中课程基地
建设项目，又一个融合育人的基地在一中建了
起来。

万紫千红才是春。近几年，一中“融合·求
进”好教师团队入选无锡市和省“四有”好教师
团队，《以“求进”文化促“三同”发展》党建品
牌入选省中小学“一校一品”党建文化品牌项
目……在朱晴怡的带领下，无锡一中在党建、德
育、教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多点开花，不断
取得突破性成果。无锡一中副校长赵怡在 2023
年被评为正高级教师，走上专业发展的新阶段。

“我经常和别人说，如果不是朱书记带着我们做
项目、开课程、做课题、写文章，推着我们不断前
进，我评上正高可能还遥遥无期。”2024年，无
锡一中 19名教师申报无锡市学科带头人，其中
包括 10名中层干部。

“朱书记既可以把行政工作做得特别好，同
时她在个人的专业发展上也丝毫不放松。”总务

处主任张莉芳由衷感佩，“在一中教师的眼中，朱
书记真正担起了‘双带头人’的角色。”作为这所
百年老校的“掌舵手”，朱晴怡凡事早谋划、走在
前；作为教师的领头人，她率先垂范，倡导每位教
师都要把专业发展作为立身之本。一位在一中
挂职的外省教师临走前特意找到朱晴怡：“朱书
记，我要回去告诉我们校领导，一中的书记是带
着老师们一起做科研的！”

思政育人，涵育新时代“求进”青年

“校园要有生命的气息、书香的味道、园林的
风景。学校可以依托课程基地建设和前瞻性教
学改革实验项目推进，有效布局全新的教育空
间，在实现环境育人的同时通过空间变革推动教
与学方式的变革。”2019年起，朱晴怡积极构建
无锡一中大思政立体网络，启动“涵育新时代青
年‘求进’品格的行动计划”，用大思政引领大德
育，依靠跨界课堂、融合课程、协同治理不断探索
育人方式变革。

“钱伟长先生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
业。”2021年 3月，一中校园里，钱伟长楼中心书
房正式落成。第一堂课上，朱晴怡携手历史和语
文教师讲授校友钱伟长的故事：历史教师讲九一
八事变后的中外关系，语文教师讲钱氏家训，朱
晴怡则从哲学角度与学生探讨个人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辩证关系。“伟长楼里忆伟长”，从此成为
一中学生的大思政“必修课”。

而后，高二学生在思政课上学习人民民主相
关内容时，政治教师鲍静导入学校周边社区居民
参与老小区改造的案例。校门口公交车站是以
一家业已搬迁的公司命名的，有学生提议改成无
锡一中站，学生们随即向市长写信参政议政。很
快，公交公司将站台名称改了过来。这堂“身边
的民主课”，后来又成为学弟学妹的思政课案例。
朱晴怡提出的“价值共生的叙事性教学主张”，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学校的教学方式。

“优秀校友身上的家国情怀深深感动了我，
这正是植根于一中人心中的‘求进’基因。作为一
中学子要传承好、守护好这份赤子情怀。”2024年
3月，省第六届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主题研讨
暨项目培训活动走进无锡一中，在师生沙龙上，高
二学生张宸奕向省内数百名专家发出“求进”学子
铿锵有力的声音。学科德育，校本课程建设，遴选
优秀学子树立榜样的“青年领袖”平台、邀请大师
进校园的“全球学者平台”、聚合百余个学生社团
的“协同成长平台”，引领学生“读好社会、生活、人
生之书”的“书香校园平台”，家校社聚力的“家校
共育”平台……多个途径协同发力，让“胸怀天下、
敢为人先、文理综融、个性舒张”的求进品格在一
中学子身上有了具象化的表达。

“教育质量是底线，内涵发展是上限，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是新赛道。”站在发展的新起点
上，朱晴怡思路清晰，步履坚实。2024年 1月，
无锡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正式成立，无锡一中
太湖新城和梁溪分校即将分别启动招生；2024
年 9月，一中“钱伟长班”迎来第一批学生，朱晴
怡和学校骨干教师主动承担起“钱伟长班”的教
学任务；2024年 12月，无锡市第一中学教育集
团举办第二届指向融合育人的课程思政专题研
讨会，联合 100所大中小学成立课程思政一体
化建设联盟，共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2025年伊始，朱晴怡忙着筹划两件事，一是
下学期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成果展示，“要为学生
的长远发展积淀”；二是应对集团化办学带来的
新教师指数级增长，要关口前移、强化培养，“手
把手帮新教师站稳讲台”。

“我最近在读《中国通史》，里面提到现代社
会成为某种样态往往取决于关键事件的出现。
无锡一中为什么成为现在的一中？我们如何守
正，如何创新？过两天要召开中层培训会，我计
划和老师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面对新机遇、新
发展、新挑战，朱晴怡一直奔跑在求进之路上，努
力推动那些影响一中发展的关键事件发生与壮
大，深情谱写新时代的教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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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

朱晴怡，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江
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苏省首批“苏教名
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首批领航名师，江苏
省“333 高层次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江苏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委员
会委员。先后获评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江苏
省教科研先进个人、无锡市劳动模范、无锡市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无锡市“三八”红旗手，荣获江
苏省优质课（高中政治）评比一等奖。主持省级课
题和内涵建设项目近 10项，研究成果荣获江苏省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学政治
教学参考》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多篇文章
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光明日报》《新
华日报》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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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无锡乃至江苏基础教育新一代领军人物的代
表，朱晴怡一直致力于理性审视教育生态、敏锐洞察教
育现象、深度思考治校方略，有着独到的教育哲学理解、
鲜明的教学主张和独特的行走方式。

朱晴怡睿智果敢。她以思想“站立”，且有实践之基、
之根、之真、之切、之悟，因而思想真切、扎实、丰满；她以
自觉“站位”，坚信党建引领是学校高品质建设的关键，自
觉推动党建工作与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在她的
带领下，无锡一中成功构建“大思政·大德育·大党建”新
格局，她的“融合育人”理念，烛照育人方式实质转型，确
保学校在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浪潮中始终走在前列。

朱晴怡鲜明纯粹。学生时代，她就出类拔萃，养成
了不在乎“被看见”而在意“做自己”的信条。走上教育
工作岗位，她深知课程与教学是学校教育“专业性”最强
的部分，所以始终专注课程领导力的提升，不断丰富职
业底色、增强专业底气、夯实学术底蕴，迅速成为深受学
生喜爱的思政课教师。她提出“价值共生的叙事化教
学”主张，以生动故事和真实情境引导学生“见世界，见
时代，见未来”，提升学生共情力、审美力和创造力，使思
政课充满吸引力和感染力。

朱晴怡知性有爱。每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她总是第
一时间伸出援手，给予特别温暖和关爱。她不仅关注学
生的学业成绩，更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品格修行、审美
情趣、未来发展，在思想引导、心理辅导、学业规划方面
指导学生，更在人生规划和价值观塑造方面作顶层设
计、高位引领。

在我看来，朱晴怡信念坚定、内心坚强、步子坚实，
她是初心如磐的教育者、教育改革的实践者、教师发展
的引领者，还是学生成长的守护者。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党总支书记 龚雷雨

无锡一中，有辉煌的历史、优良的传承。朱晴怡坚
实迈进，从一个普通的老师，成长为校长、党委书记。

政治老师是朱晴怡学术事业的出发点，是她管理工
作的背景板。她从自身学科出发，卓有成效地实现了大
思政教学的追求。结合一中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了一
中亮丽的红色基因，提炼了高雅大气的“江南文脉”，通
过融入学科、开拓场域、创新方法，真正建构了大思政课
程体系。

朱晴怡是学校的党委书记。领导需要有不凡的人
格魅力，需要有充分的学术魅力。可以说，朱晴怡做到
了比较完美的结合。一中开展的课程思政，就是一个经
典的范本。他们以本校为基础，贯通学段，开展指向融
合育人的课程思政专题探索，组建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
体化建设联盟。既有高校专家和课程资源的融入，又有
市内外、省内外中小学校的广泛参与，他们将课程思政
做出了品质，做成了品牌。一中的课程思政，高度契合
了课程育人，积极呼应了课程融合，真正体现了朱晴怡
作为政治教师、作为党委书记的领导优势和专业魅力。

无锡一中教师的专业发展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专业精
进，有着朱晴怡个人成长的鲜明烙印。她曾经是全省最
年轻的正高级教师，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评上了特级教
师。她评正高的时候，课堂教学评审环节是由评委看视
频课进行评价的，政治学科的评审专家看了她的视频课
后赞不绝口，连其他学科的评委包括理科的专家也都来
欣赏。朱晴怡的快速进步，带动了她对学校教师队伍建
设的思考与设计。一中的教师培训主题丰富，组织多样。
一中是省教师发展示范基地校，有省重点培育“四有”好
教师团队，有省市名校长工作室，还积极实施新苗工程、
青蓝工程、领军工程、博雅工程。一中的每个教师都能找
到自己的学术圈，活跃在教育教学的专业群。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赵宪宇

另眼看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