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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育实验学子追寻红色足迹学“四史”

时报记者 魏小潭

上海市位育实验学校坐落

于徐汇区衡复风貌区，步行即

可到达的优秀历史建筑为学校

育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自去年年初开始，学校就开展

了以“红领巾学‘四史’”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其中“追寻红色

足迹，探访名人故居”成为最受

学生欢迎的活动形式。

三（1）班学生叶亦潼是个

土生土长的徐汇人，每天的上

学路上，他都会经过田汉像。

借着活动的契机，他用镜头记

录下追寻红色足迹的过程。叶

亦潼告诉记者，田汉像的底座

上写着：田汉是中国现代文艺

革命的先驱，是现代戏剧奠基

人，也是国歌的词作者。他最

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电影《风云

儿女》的主题曲、由他作词的

《义勇军进行曲》，这在当时被

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叶

亦潼说，自从了解了这段历史，

每当他路过田汉像，都会停下

脚步，默默唱起国歌。

沿着淮海中路复兴路一

直往前走，叶亦潼来到一个街

心花园，这里矗立着著名词作

人聂耳的铜像。只见聂耳举起

双手，正在指挥乐队演奏《义

勇军进行曲》，他的这个形象

被永远镌刻在了这里。叶亦潼

的班主任蒋亦冰表示，学校在

去年寒假就组织召开了关于

“四史”的主题班会，组织学

生、家长走进学校附近的红色

基地，实地参观和观看纪录

片，这让很多看似离孩子们很

遥远的历史知识变得鲜活生动

起来。

来到衡山路811号徐家汇

公园的小红楼边，叶亦潼了解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小红楼为

法国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新

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唱片厂。

1931 年，聂耳在这里担任音乐

编辑，创作出了《大路歌》《毕业

歌》等著名歌曲，而《义勇军进

行曲》也是在这一年诞生的。

“一幢小红楼的变迁见证了中

国百年唱片业的发展，也见证

了一段又一段红色旋律的诞

生。”叶亦潼感慨道。

去年一年，“四史”教育活

动贯穿位育实验学校德育活动

的始终，副校长马昕表示：“通

过参观名人塑像、聆听红色旋

律，学生们了解了《国歌》创作

过程的艰辛。寻访和参观活动

把音乐艺术和党史有机结合，

让学生们身临其境，进而达到

‘品物华、慕人杰、知党史、立志

向、展风采’的育人目标。”

时报记者 臧莺

无科创，无未来！日前，

2021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年

论坛在云端与公众见面，论

坛把目光投向产业发展动能

中的“最强音”——科创，10

位复旦管院的教授和嘉宾从

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如何相

互赋能等方面，分享了自己

的深刻洞见和前瞻思想，带

领大家踏浪逐新、“瞰”见未

来。

在复旦管院院长陆雄文

看来，科创是国家兴盛的唯

一道路，复旦管院始终坚持

从国家、世界的未来去考虑

管理教育如何与科创使命相

融合。陆雄文寄语师生、校

友及公众，都参与到这场伟

大的科创革命中来，让学院

的管理教育与科创实践紧密

结合。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

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

磊表示，科创的来源一定是

研发的成功，研发的成功一

定来自于基础学科的突破。

随着中国基础研究的不断投

入、海归科学家的不断增加，

只需在科学研发方面沉住

气，中国的科创事业就会越

来越有希望。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吴晓

如分享了公司技术应用于教

育领域的信息，以及如何致

力于用人工智能“为每个人

提供最合适的教育”。他说，

有了人工智能的支持，有了

教学的大数据和资源库，教

育就可以从场景的数字化走

向教育的智能化，走向教学

的个性化。

此外，复旦管院教授芮

明杰带领大家深入思考了中

长期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整

体趋势；复旦管院教授卢向

华梳理了2020年互联网行业

热点事件，并对互联网行业

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复旦管院举行新年论坛

时报记者 刘文婷

“每天提前十分钟来到

岗位上，杨老师就像一个走

时精确的钟表”“印象最深的

是陈老师的一身正气”……

这些朴实真诚的话语是华东

政法大学教师们对即将退休

的老教师们温情的告白。为

使老教师的华政精神和良好

师德薪火相传，华政将传统

的退休教职工荣休仪式和新

进教职工座谈会有机结合，

并建立新教师入职宣誓制

度，将其作为教师思政工作

和荣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1月19日，华东政法大学

“立德树人，薪火永续”首届

师德传承仪式在华政松江校

区举行。

2020 年，82 位新进教师

在华政翻开事业新篇章；同

时 ，一 批 教 职 工 也 光 荣 退

休。仪式上，退休教师与新

进教师展开对话。“踏上教师

岗位后，新鲜感会迅速消失，

更多的是压力。没有压力不

是好事，但压力太大也不是

好事。”在法律学院退休教授

张弛看来，学会与压力共舞

是一门人生必修课。他勉励

新教师们展现自己的人格魅

力，为教学科研奠定坚实的

精神基础，在互相交流中碰

撞出思维火花。“工作不是为

别人而做，而是为了自己的

尊严而做”，这是法律学院退

休教授张卓华给新教师的寄

语。新进教师代表表示，将

牢记老教师的期望与嘱托，

做一名合格教师，为学校发

展贡献力量。

仪式现场，校党委书记

郭为禄、副校长张明军为退

休教师颁发荣休证书和纪念

章，新进教师代表向退休教

师献上鲜花，退休教师向新

进教师代表赠送校徽。现场

还举行了新老教师交接棒仪

式，由荣休教师代表向新进

教师代表传递接力棒，寓意

“新”“老”交替、接续传承，体

现师德师风代代相传、生生

不息。

全体新进教师还庄严宣

誓，铿锵有力的誓言是他们

向华政做出的庄严承诺，也

是向社会发出的教育宣言：

“不负国家不负民，用担当书

写未来，用行动践行师德。”

时报记者 臧莺

为致敬人民教育家于漪，

传承于漪的教育精神，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红烛于

漪》一书。近日，由华东师范大

学第一附属中学等6所学校联

合主办的“学于漪·铸师魂”师

德论坛暨启动仪式举行，《红烛

于漪》成为师德论坛的分享图

书。

论坛请到了《红烛于漪》一

书的作者、上海音乐学院教师

董少校，向教师作“于漪求索历

程对教师自我发展的启示——

从《红烛于漪》说开去”的专题

讲座。在40分钟的时间里，董

少校谈到了于漪的教育思想

观，她心中有学生，始终把育人

放在第一位。于漪的学生观，

不是把学生当“容器”，而是把

课堂上单向的教授转变为双向

的对话。于漪的教师修为观，

是“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

教师”，她把教师职业当作崇高

的事业去追求，不为名利和权

势所惑。于漪的教育自信观，

则体现在文化自信上，在外语

学习的热潮中，她坚持捍卫母

语教学的地位。“于漪教育思想

是一座富矿，有待进一步挖

掘。”在董少校看来，无论是基

础教育阶段的教师，还是高校

教师，都可以从于漪教育思想

中寻求到契合点。

为让更多教师感受于漪孜

孜求索、甘为人梯的育人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李芳

现场向学校赠书，希望通过阅

读与实践相结合，将于漪精神

发扬光大。“策划出版本书，正

是受‘于漪精神’的感召，希望

让读者感受到她的忠诚、坚毅、

仁爱与担当。”李芳强调。

当天还举行了微论坛和微

报告。在微论坛中，华东师范

大学第一附属初级中学、北虹

高级中学、曲阳第二中学的领

导和教师分别从于漪思想中的

学校管理、立德树人、教师专业

发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华东师大一附中党总支书记兼

副校长王新作了微报告，提出

要坚持做有灵魂的教育，秉承

“研究型”办学理念，引导广大

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

参加论坛的教师们纷纷表

示，于漪老师“一生秉烛为教

育，一面旗帜传薪火”，“我们应

该把这种精神力量传播开去，

让更多的教育故事被娓娓道

来，让更多的教育理想被点燃”。

《红烛于漪》走进“学于漪·铸师魂”师德论坛

华政举办新老教师交接棒仪式
让师德师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参观完柯灵故居后，学生们感到收获颇丰。 （学校供图）

参观名人塑像、探访小红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