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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驰 通讯员 刘远康） 10月

16日，庆祝东华大学建校 70周年大会在东华大

学松江校区举行。海内外嘉宾、东华大学校友和

师生代表欢聚一堂，共贺东华70华诞。

“学长学姐，欢迎回家！”身着红色衣服的志愿

者热情地欢迎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校友。校门口、

体育馆、镜月湖畔、东华大道……步履蹒跚的校

友、相互扶携的同窗、手持相机的嘉宾、与家眷同

游的教师，不同年代的东华人在校园里并肩而行。

今年 90 岁高龄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

首批劳动模范之一、60级校友黄宝妹，是返校校

友中年岁最高的。面对“后浪”一张张稚嫩的脸

庞，黄宝妹深情寄语，希望学弟学妹们发扬“崇德

博学、砺志尚实”的校训精神，用更加优异的成

绩，回报母校的滋养，回报伟大的时代。

“我们将不惧风雨、勇挑重担，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让奋斗的青春在磨砺中绽放

绚丽之花！”大会现场，70名东华学子身着“锦缎

红”，带来慷慨激昂、青春洋溢的献词，他们用真

诚质朴的语言向母校深情告白，抒发“东华有我，

请母校放心；未来有我，请祖国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的铮铮誓言。

会上举行了赠送礼品仪式，由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代表向东华大学赠送了题有“七十载东华

纺大华纺桃李天下，展未来科技时尚绿色荣耀华

夏”的挂毯，以表祝贺。

校庆当天，学校特别策划了校园嘉年华活

动，长达700米、拥有100多个展区的“创意市集”

吸引了校友们驻足。奇思妙想的校园文创、古韵

十足的汉服表演、动感激情的吉他弹唱……带领

校友重温在东华的青葱记忆。

夜幕降临，气势雄伟的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

第三教学楼被点亮，外墙变化出校徽、牡丹花、神

舟飞船等惟妙惟肖的图案。这场充满艺术范儿

的灯光秀，是师生、校友为学校 70岁生日准备的

一份特别的礼物。“我们想通过光影回顾东华 70
年发展历程，展现学校 70年办学成果和师生、校

友良好的精神风貌。”灯光秀总导演、东华大学服

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彭波说。

别具一格的光影秀、泪点满满的校庆晚会、精彩

激烈的足球友谊赛、氛围拉满的校园嘉年华……校

庆期间，东华大学充分发挥体育、美育与人文、设

计、艺术等学科积淀的传统优势，举办一系列富有

内涵、“走新”又“走心”的文化艺术活动，生动讲好

东华故事，为70周年校庆增添了一抹亮色。

最近，某知名高校发布公告，拟对马克思主

义学院两名博士生作出劝退处理，其原因就是不

专心学习，长期沉迷于学术以外的活动，未经请

假连续两周不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研究活动。

有人认为，这样的学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在最

该努力的时候却不思进取，实在令人唏嘘。

我以为，这两名学生并不是吃不起学习的

苦。如果他们从小不爱学习，怎能考上名校博士

呢？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为学习，确切地说是

为了考试，吃了近 20 年的苦，一旦考试通过，就

觉得自己的人生目标已经实现了，该“苦尽甘来”

地放飞自我了，于是完全迷失了人生方向。

在生活中，很多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理

念：学习是为了考上一流的大学，找到一流的工

作，这样才是优秀的、成功的，否则就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失败者，与优秀无缘。孩子们的人生目标

就是考上好的大学，至于其他，似乎并不重要，根

本不用去思考。

其实，这样的目标是狭隘的、扭曲的，并不能

引导孩子去努力认识自我，认真思考人生。很多

孩子在高考之前，一直习惯于被安排好学习任

务，而到了大学，没有老师帮助安排各种学习事

项，学生们在迷茫之后就会有两种走向：一种能

找到自己心中的方向，做好长期规划，自己安排

好学习和生活；还有一种就是没有人管之后，自

制力又没跟上，以为现在已达到了人生目标，就

等着成功和幸福从天而降了，其根源在于他们始

终不清楚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一直把学习等同于

考试，带有充满残酷的竞争和赤裸的功利，所以

始终未体验过学习带来的由衷的喜悦，觉得学习

毫无乐趣可言。

人一旦失去了信念，就会丧失努力进取的热

情和动力。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精气神都已经涣

散了，无法再聚焦，处于浑浑噩噩的半昏迷状态，

几近废人。长期处于这样迷茫、焦虑状态下，身心

也会出问题。有些孩子甚至严重到无法正常学习

和生活，需要住院治疗。我痛心地看到太多天资

很好的孩子把考上好大学看作是优秀和成功的唯

一标准，在急功近利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狭隘，越

来越迷茫，与生俱来的灵气和智慧消失殆尽，只有

一脸的空洞、麻木和无奈。

为了不让孩子们迷失人生方向，父母不要

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成绩单上。多观

察孩子，多了解孩子，多与孩子沟通，让孩子从

小学会享受获得知识的乐趣，只有明确了学习

目的性，学会了生活，才能终身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

□记者 陈燕

能识别上百种昆虫，擅长制作昆虫标本，上

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八（2）班学生黄泰

诚是个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自然迷”。他热爱

观察、热爱研究大自然，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他

最喜欢的名言“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聆听大自然

的教诲”。

自然世界的植物、动物，在他眼里都极富

魅力。“小区角落里不起眼的小小绶草是宝贝，

可以全株入药，具有极高的医用价值；夏天窗

外一声声的蝉鸣，歌唱的是生命的乐观和希

望。”提起自然界的花鸟鱼虫，他侃侃而谈。平

日，黄泰诚喜欢通过阅读开拓眼界，借阅的自

然类书籍多达数百本。纸上得来终觉浅，黄泰

诚还喜欢走进自然探索实践，经常调查研究昆

虫种群。他历时三年，踏遍松江很多地方采

集、制作昆虫标本，并记录相关信息。通过统

计调查数百种昆虫，黄泰诚尝试探索城市的发

展和昆虫种群与生态平衡的关系，并就此提出

生态防控虫害的建议。

此外，基于详细的观察和长期积累，黄泰

诚着手开展课题研究，参加了 2019 年“雏鹰

杯”上海市少先队课外活动大赛“红领巾科创

达人”挑战赛，分阶段完成了课题的研究与汇

报，最后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上海市少年科学

院小院士”称号。他还参加“上海市中小学生

常见昆虫识别大赛”，上百种昆虫全部准确识

别，获得了比赛一等奖。目前，基于近几年对

蝴蝶的收集、饲养和观察，黄泰诚正在开展《松

江区蝴蝶种群变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究性

研究，致力于为城市环保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相处贡献一份力量。

探索自然、研究自然、关注生态、保护环境，

黄泰城平时积极参加各类环保主题公益活动。

作为“馆校合作项目”的自然诠释者，他曾在上海

自然博物馆分享生态调研结果，呼吁人们保护生

态环境。平时生活中，他积极向身边小伙伴宣传

爱护资源、保护自然的相关知识，指导小朋友制

作标本，倡议大家一起保护环境。

□记者 陈燕

作为班主任，不管是面对

硬脾气的“小顽固”，还是别扭

拧巴的“小害羞”，她总是以耐

心和爱心帮助孩子们扫平学

习道路上的困扰和障碍；作为

英语教师，她的课堂总是妙趣

横 生 ；作 为 团 队 里 的“ 老 法

师”，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徐

妈妈”。她就是松江六中九年

级年级组长徐卫英。

徐卫英从事教育事业 30
余年，曾先后获得市园丁奖、

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区园丁奖

等荣誉，所带年级组荣获 2018
年度区“工人先锋号”称号。

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语言
30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

验让徐卫英练就了一双“火眼

金睛”，她善于深入分析不同

学生的性格特点，总能及时关

注到孩子们内心深处大大小

小的问题，并用耐心和爱心引

导他们。

学生小钱是个典型的“事

儿精”，往同学脸上喷花露水、

抢同学饭菜、课上任意脱鞋子

晒袜子、上课爱睡觉……令同

学和老师们十分头疼。一天，

再次被全班同学集体投诉时，

小钱哭着向徐卫英倾诉内心

的痛苦，他说，自己其实想得

到同学们的认可，但又对纠正

身上的坏习惯无计可施，不知

如何是好。

徐卫英读懂了小钱表面

的任性调皮及背后的敏感柔

弱与争强好胜。针对这种情

况，她首先让小钱主动找同学

谈心，寻找问题，直面自己的

坏习惯，并就此开了一节“如

果你是小钱……”的主题班

会，让小钱感受到同学们的善

意，同时也让同学们知道小钱

想被大家接纳的决心。

孩子的转变不是那么容

易的事。放学后徐卫英多次

去小钱家走访，家校共育，一

同鞭策小钱改掉毛病。一学

期下来，小钱的“事儿精”绰号

被摘除，成了班级里同学和老

师们的“开心果”。

徐卫英在英语教学工作

上经验丰富，但她还是时刻提

醒自己要紧跟教育革新的脚

步，孜孜不倦探索课堂教学。

她的课堂始终以学生为主，创

造性地让学生做“小老师”；讲

解英语语法知识，总是妙趣横

生；通过英语海报设计、自编

自演等形式有效地提升学生

学习英语的兴趣。此外，为了

契合新的中考模式对英语口

试的要求，她在教学中尝试把

传统的读背默模式转化为情

景模式，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

的口语表达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徐卫

英为班级里体育薄弱的学生

建立了“跑步不合格队跳绳打

卡”，为“睡觉作业困难户”建

立了“睡觉打卡群”“每日作业

完成打卡群”，甚至还为生活

能力薄弱的学生建立了“寒暑

假叠被子展示群”。在她的鼓

励和坚持下，孩子们各个方面

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关心年轻教师的工作生活
徐卫英怀揣一颗真心，用

真诚与善良对待身边的同事，

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徐妈

妈”。

新教师陈星露刚做班主

任的时候，好几次被调皮的学

生气得落泪，徐卫英总会及时

和她一起处理问题，教会她怎

样教育这些调皮的孩子，让她

增强对教育的信心和信念。

年级组有两名年轻的“准

妈妈”班主任，她们的家人都

不在身边。王琦怀孕的时候，

细心的“徐妈妈”每天给她准

备一个草鸡蛋补充营养。梁

珊珊在怀孕后期脚崴了，但她

怕孩子们落下功课，坚决不肯

休息，“徐妈妈”拗不过她，每

天肩负起了接送她的任务。

教师陆佳在参加长三角班主

任基本功竞赛期间事务繁忙，

当她需要帮助时，“徐妈妈”用

一个坚定的眼神告诉她：“你

去吧！放心，班级有我！”在

“徐妈妈”的带领下，所在的年

级组稳定团结，教学成绩不断

提升。

家有儿女

教坛先锋

十佳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记者 刘驰） 全

国草婴文学翻译大赛颁奖典

礼近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

行。上海外国语大学研二学

生于贺获得冠军。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俄汉

文学翻译竞赛，面向全国俄

语翻译工作者、高校师生、俄

语爱好者等。大赛共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有效参赛稿件

442 份，经过初评、复评、终审

等多轮评审环节，最终评出

各奖项。

翻译家草婴先生的家属

张盛海先生在颁奖典礼上致

辞。草婴先生与上海外国语

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上外是

草婴先生生前最重要的学术

交流平台之一。“草婴外国文

学教育基金”在上外的设立、

全国草婴文学翻译大赛的举

办是对草婴先生的致敬。张

盛海先生呼吁俄语学习者要

继承草婴先生的翻译事业，为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

展增光添彩。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会长刘文飞教授对获奖选手

们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俄语

文学走进中国以来，已有 150
多年历史，被翻译成汉语的俄

语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最近

十几年，我国设立了多个俄语

文学汉译翻译奖，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

究和翻译事业的繁荣。刘文

飞援引普希金之语“译者是传

播文明的驿马”，指出专事文

学翻译的译者是“文学的驿

马”，并由此发出倡议：“让我

们一起做文明的驿马，让我们

一起做文学的驿马。”

据悉，2017 年，在上外俄

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成立大会

上，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的

家属代表与上外基金会以及

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分别签

订了“草婴外国文学教育基

金”和“草婴文学翻译奖”合作

协议，旨在奖励俄语专业学生

在文学作品翻译上取得的成

就。2019 年，中俄建交 70 周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

建立70周年之际，上外俄罗斯

东欧中亚学院正式发布“全国

草婴文学翻译大赛”通知。

本报讯（记者 刘驰 摄报） 一批珍贵的

红色信札近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

学校“西外文化沙龙”上展出，总校长林敏与

西外校友董勇一起为西外师生和家长开启一

场“百年话沧桑”的分享会。“红色印记”篆刻

作品展也于同日开展。

据介绍，红色信札的书写者有中共元老董

必武和章士钊、江庸、沈尹默、吴湖帆、俞平伯

等文豪大家。信札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必

武写给潘伯鹰的真迹。如今这些信札已成为

研究当年诗坛、书坛的珍贵史料。学生们一边

欣赏信札（见右图），一边聆听关于书信内容的

解读，积极参与讨论。而展出的篆刻作品则为

西泠印社已故副社长方去疾所作。印风倚侧

清奇，如骏马驰骋，疏密对比强烈，刀法苍劲而

古朴。大家有序观展，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次展出的信札及篆刻作品由方去疾女

儿方箴及女婿董勇提供。方箴告诉记者，自

己的丈夫和孩子都是西外校友，如今孩子已

经出国读书，非常感谢学校的培养，希望能做

些事情回报母校。于是一家人主动联系学

校，经过商议决定举办这次展览和文化沙龙。

谈起为何要举办本次活动，林敏说：“教

育不只是让孩子学到扎实的学科知识，还要

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更大的家国情怀，

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以断层的。”

本报讯（记者 陈燕） 记

者日前从区教育局了解到，今

年截至目前，全区18个公办办

园点新设的 18个托班已全面

入托，其中方松街道、车墩镇、

小昆山镇、泗泾镇各新增1个，

中山街道、永丰街道、岳阳街

道、九亭镇各新增2个，九里亭

街道、新桥镇各新增3个。

据介绍，今年新设的 18
个托班，是我区为了办好“家

门口的好托班”，积极落实

“学龄前儿童善育”民心工

程，以公益普惠为导向，推进

托幼一体，为本区 2至 3岁有

入托需求的家庭而提供的普

惠性托育服务。

据了解，目前，全区共有

169个托幼机构，84个托幼机构开设托班，普惠性托

育点街镇覆盖率为 94.1%，托幼一体园比例为

51%。为了加强托班建设，教育局设立了790万元

专项经费用于新增托育点的硬件改造和设施设备

添置，相关安全防护、场地配置及师资配备等坚持

高标准配置，为3岁以下幼儿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区将

持续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优化托育资源

配置，提升托育服务工作水平，着力打造“普惠、

安全、优质、多元”的托育服务体系，满足市民托

育服务需求。

七十载桃李满天下 展未来荣耀全华夏

东华大学70周年校庆举行 让师爱化作
滋润心灵的雨露
——记松江六中教师徐卫英

他能与花鸟鱼虫“说上话”
——记十佳新时代好少年黄泰诚

博士生拟被开除，是他们吃不了苦？
□沈苇磐

全国草婴文学翻译大赛落幕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子摘得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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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西外展出一批珍贵红色信札
展品由西泠印社已故副社长方去疾女儿女婿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