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漪，这是一个在谈
到新中国语文教育思想变
革时不得不提的名字，也
是无数中国教师心中的偶
像。68年的从教生涯，于漪
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
歌唱”的精神走出了自己
的语文教学之路。“教文育
人”“德智融合”等主张在
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被誉
为“育人是一代师表，教改
是一面旗帜”。

开设公开课近 2000
节、培养三代特级教师、著
述数百万字……如今已90
岁高龄的上海市杨浦高级
中学名誉校长、“人民教育
家”于漪，依然以奋斗姿态
站在教育改革和教师培养
最前沿，践行着“让生命与
使命同行”的铮铮誓言。

语文教育是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统一

在她教过的学生中，
有人在毕业十几年、几十
年后，还能整段背出她当
时在课堂上讲过的话、写
在黑板上的板书；在她带
教过的老师里，有人为了

“抢”到前排座位听她上
课，竟不惜专门配副眼镜，
冒充近视眼……

于漪的语文课，就是

有这样的魔力。
“流利动听，如诗一

般，没有废话，入耳入心。”
于漪的学生、原上海闸北
区第二中心小学校长葛起
裕说。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
一代语文教师，于漪带着
人民教师的初心和改革创
新精神不断探索语文教育
的“秘密”。

1978年初，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兴
奋的于漪找到学校数学老
师，告诉对方“这是了不起
的成就，我们唱个‘双簧’，
你给学生讲陈景润的科学
贡献，我讲陈景润为科学
献身的精神”。

这正是于漪“教文育
人”思想的体现。在她看
来，语文不仅是教孩子理
解和运用语言文字，更是
在建设他们的精神家园，
塑造其灵魂。上世纪90年
代初，于漪撰文《改革弊
端，弘扬人文》，提出“工具
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
学科的基本特点”，该观点
写入后来的全国语文课程
标准，深刻改变了语文教
学的模式。

“每天早上走一刻钟
的路，就在脑子里过电影，
这堂课怎么讲，怎么开头，
怎么铺展开来，怎样形成

高潮，怎样结尾”———这是
于漪对课堂教学的艺术追
求；“怎样与学生共建一幢
立意高远的精神大厦，启
蒙学生独立思考、得体表
达，成长为丰富有智慧的
人”———这是于漪对语文
教育的精神追求。

进入新世纪，于漪提
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
合”，即充分挖掘学科内在
的育人价值，将其与知识
传授能力的培养相融合，
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
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加
强教师的育德能力，获得
全国教育界高度认可。

教师要为学生点亮心

中明灯

到了耄耋之年，于漪
研究起了周杰伦和《还珠
格格》。因为她发现，孩子
们都被他们“圈粉”了，而
自己喜欢的一些比较资深
的歌手却很难引起学生共
鸣。有学生直言：“周杰伦
的歌就是学不像，好就好
在学不像。”

这让做了一辈子教师
的于漪心头一震。“我们想
的和学生想的距离有多大
啊！”她认为，一名好老师，
就要有能力走进学生的生
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教育

绝不能高高在上，一定要
‘目中有人’。”

走进学生的内心，是
为了点亮一盏明灯。“教师
的工作应该是‘双重奏’，
不仅自己的人生要奏响中
国特色教育的交响曲，还
要引领学生走一条正确健
康的人生路。”

在新教师培训中，于
漪多次引用英国小说《月
亮与六便士》 来阐明观
点：首先心中要有月亮，
也就是理想信念，去真正
敬畏专业、尊重孩子，还
要有学识，如此才能看透

“六个便士”，看透物质的
诱惑。“满地都是便士，作
为教师，必须抬头看见月
亮。”

走进学生的内心，还
必须“一辈子学做教师”。

“庸医杀人不用刀，教师
教学出了错，就像庸医一
样，是在误人子弟。”于
漪告诉青年教师，最重要
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攀登，
这种攀登不只是教育技
巧，更是人生态度、情感
世界。

从教生涯中，于漪总
是想方设法让青年教师尽
快成长。她首创教师与教

师的师徒“带教”方法，组
成教师培养三级网络———
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
培养、组长负责制。在她的
发掘和培育下，一批批青
年教师脱颖而出，并形成
了全国罕见的“特级教师”
团队。

目前，作为首都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师
范院校的兼职教授，她又
承担起国家级骨干教师培
训的重任。

教师这个职业，寄托
着于漪一生的追求与热
爱。“我甘愿做一块铺路
石，让中青年老师‘踏’过
去。”她说。

“一身正气”站在教改

最前沿

于漪家里有一本她专
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
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不
少格子里还不止一个圈。
她用“来不及”形容自己的
工作，因为还有太多事情
值得她“较真”。

当教育功利化现象愈
演愈烈，家长忙于带孩子
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外补习
班，学校只盯着升学率的

时候，她呼吁：“教育不能
只‘育分’，更要教学生学
会做人。要教在今天，想在
明天。”

当看到小学生写下
“祝你成为富婆”“祝你成
为百万富翁”“祝你成为总
裁”这些“毕业赠言”时，于
漪感到忧心。“‘学生为谁
而学、教师为谁而教’这个
问题很少人追问，教育工
作者应该在学生的学习动
机和动力方面多下点功
夫。”

于漪还认为，中国教
育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
她多次撰文说，任何国家
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
必须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
化，弘扬民族精神，培养为
本民族、本国建设服务的
人才。眼光向内，不是排斥
国外，而是立足于本国，以
我为主。

从教68年，于漪从未
离开讲台。她臂膀单薄而
一身正气，始终挺着中国
教师的脊梁。“当我把生命
和国家命运、人民幸福联
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
得我永远是有力量的，我
仍然跟年轻人一样，仍然
有壮志豪情！”于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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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于漪：为孩子们点亮心中明灯
文/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

四川省遂宁市烈士
陵园的两排参天柏树旁，
坐落着一尊“手抱炸药
包，向前冲锋”的志愿军
人铜像———这就是抗美
援朝战斗英雄伍先华的
纪念雕像。每年9月30日
烈士纪念日，当地干部群
众都会在这里重温入党
誓词，数百名中小学生在
这里齐唱《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

伍先华，1927年出生
于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东禅镇，自幼家贫。念了
两年私塾后，15岁时被拉
壮丁入伍。在国民党军队
里，伍先华受尽折磨。
1949年12月，他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次年8月加
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1年3月，伍先华响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在1951年4月至6月进
行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
役中，伍先华冒着敌人疯
狂的扫射和轰炸，把受伤
的班长背下阵地，又返回
战场痛击敌人，打退敌人
三次反冲击，荣立三等
功。同年8月，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伍先华所在部
队向北转移，他调到连部
照料重病的连长，不久升
任二连一排三班班长。在
部队修筑防御工事挖交

通壕时，伍先华勤动脑，
想出先掏空底层，再砸上
层的办法，将工效提升两
倍。修穿石坑道时，他又
找到窍门，使爆破进度由
30厘米提升到50厘米。对
待战友，伍先华更是表现
出春天般的温暖。修工
事、劈木柴的斧头不够
用，他就让战士们休息，
自己顶风冒雪彻夜干。晚
上大家睡觉后，伍先华还
给战士刮掉鞋上的冰块，
烤干湿鞋。战士脚冻，他
把袜子送给战士穿，自己
却用破布包脚。伍先华带
领战士出色地完成了修
筑工事的任务，又荣获三
等功。

连队到驻扎地附近

练兵时，伍先华所在的班
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
这家只有老两口和两个
小孙子，生活困难。于是，
伍先华和战士们研究出
既能练兵，又能帮老人家
做事的办法：爬山演习
时，每人背回一捆干柴；
冲锋演习时，顺便把粪背
上山，把玉米收回家；晚
上谁站岗，谁就给牲口添
把草。两位老人十分感
动，把志愿军当自己的亲
人看待。

1952年9月29日下午5
时，官岱里反击战打响。
伍先华领着班里党员战

士宣誓：“在党需要的时
候，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然后，伍先华指挥全班分
两个爆破组冲向目标。在
连续炸毁了几个地堡后，
正面进攻部队仍被敌人机
枪扫射压住不能前进，爆
破组也有很大伤亡。当此
紧急关头，伍先华抱起一
捆10公斤的炸药包冲向火
海，即使中途中弹倒地，仍
冒着枪林弹雨爬到敌人火
力点，最后拉燃导火线冲
进坑道，炸死敌人40余人，
扫除了部队前进的障碍，
为官岱里反击战的胜利创
造了条件。伍先华壮烈牺

牲时，年仅25岁。
1952年11月2日，志愿

军政治部给伍先华追记
“特等功”，并追授“一级
爆破英雄”称号。同年12
月，他被志愿军政治部授
予“模范党员”称号。伍先
华生前所在班12军100团
一营二连三班被命名为

“伍先华班”。
1953年6月25日，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
伍先华“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
其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
章。 （据新华社报道）

伍先华：抱着炸药包冲向火海的战斗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