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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路上的坚守者与领航人

在嘉兴教育的浩瀚星海中，有这样
一位校长，他不求回报，服务师生，身影
穿梭在 9所学校的校园里，与无数学子
的成长紧密相连。他“上过山”，也“下
过乡”，每一次“出发”都是对教育事业
的一次深刻承诺，足迹遍布四川的山
区、嘉兴的城乡。

他就是嘉兴市秀州中学初中部党
总支书记李新浩。

2002 年，李新浩踏上了前往四川
广元朝天区之江中学的支教之路。当
年，那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区，“那里教
育资源匮乏，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如
同久旱的土地渴望雨水。”李新浩说，
到了当地后，他被孩子们真诚清澈的
眼神深深触动。

条件困难没有关系，生活上的不易
也从不和家人提及，他坚持每周上20节
课和两个夜自修，满怀激情地上课，即
使脚肿得无法穿鞋，也从未言苦。因为
他深深地明白，自己不仅是一名教师，
更是一位传递希望的使者，为山区的孩
子们带去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新浩长期
与四川的教育同行保持紧密的联系和
交流，四次进川送教送培。每一年，他
都会资助朝天区的贫困学生，近20年来
累计资助贫困学生超过18万元，善举如

同温暖的春风，吹拂着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孩子。

2006年，李新浩再次“下乡”，担任
新丰镇中学书记、校长。“我是从农村长
大的，有更多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需要
更好的教育。”面对学校的困境，他提出
了“正为本·孝为先”的育人目标，并身
体力行，带领教师走村串户开展家访，
将教育送到“田间地头”。

那 3年，李新浩每天清晨 5点半起
床，6点从火车站坐 13路公交车，赶赴
35公里外的新丰镇中学，“因为每天早
上 7点前，我要求自己一定要站在校门
口迎接师生的到来。”直到现在，李新浩
还记得，那时学校共有2300多名师生，3
年里，他走遍了数百个学生家庭，也是
在这样坚持不懈的沟通中，广大家长对
学校信心增加了。

在他的带领下，新丰镇中学的办学
质量逐年提升，学校也成为了孝敬教育
的示范学校。浙江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组织全省11个地市的大、中、
小学教育同行前来观摩学习，在乡村教
育的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之后，李新浩又先后在嘉兴市清河
中学和嘉兴市实验初中教育集团担任
正校级领导。在清河中学期间，他坚守
教育初心，依靠各方努力，坚决关停校
内的 3家公司，努力为师生营造清风化
人的工作学习环境；在实验初中教育集
团期间，他常常放弃休息时间，走进老
师家里，开展特殊的“家访”——家访学
校同事，听意见、送温暖、表关心，换来
了广大老师对学校的信任。

2014年，李新浩调任秀州中学初中
部，面对百年老校的颓势，他提出了“承
百年文脉，兴文化名校”的办学策略，落
实了教师队伍的三修——“本体知识、
教学技能、教育情怀”，只为打造一支强
劲精干的教育铁军。在他的带领下，学
校在党建品牌、校友文化、环境提升、队
伍融合、课程建设、特色德育、课题引

领、数据管理、精准教学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

10年间，他接待的校友以千计，他
还奔赴全国各地联络校友，争取资源，
助力学校发展。在他的倡议下，秀州
中学初中部师生三赴赣州寻踪匿迹，
点燃了研究宣传抗战流亡期间办学精
神的火焰。他还主持《四新联动：百年
名校“复兴工程”实施路径研究》等省
市级 10多项课题，撰写论文、教育散文
70 余篇，在《浙江教育报》《现代教育
报》《中国教育报》等刊物发表……李
新浩用实际行动，弘扬“以文兴校”“以
史育人”的理念。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李新
浩的故事，是无数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缩
影。他们是教育的灯塔，诠释着对教育
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让我们
向所有在教育战线上默默耕耘的教育
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撰文 沈焕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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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心当好领航人 擦亮红船旁优质教育金名片

26年前，当年轻的张晓萍到慕名已
久的杭州学军小学挂职锻炼时，完全没
有想过多年以后，自己能够带领嘉兴市
实验小学跻身全省“第一方阵”、比肩杭
城各大名校。

1990年，她入职嘉兴市实验小学，
成为和父母一样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
1998年起，她担任校级领导职务，像海
绵般汲取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并付诸实
践；2008年起，她扛起校长重担，引领学
校稳步迈入集团化办学新时代；如今，
她以党委书记的身份，牵头抓总、凝心
聚力，让全校上下在同频共振中打造更
多学校的标志性成果，引领辐射省内外
众多学校、教师……

“回头望，总有一些关键节点、关键
事件起到了关键作用。”张晓萍兴致勃
勃地说，成为百年校史的“活字典”、课
程地图的“编制者”、学校发展的“总设
计师”，是她最引以为豪的，“当好了这3
个角色，才能当好嘉实的领航人”。

知晓来时路，方能行更远。嘉兴市
实验小学办学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
厚。从战火纷飞时的筚路蓝缕，到改革

开放后的硕果盈枝，关于学校的点点滴
滴，张晓萍都熟记于心。“百年校庆前，
我牵头查阅文献资料、征集校史材料，
尽最大努力还原呈现了有血有肉、清晰
立体的百年校史。”在追寻的过程中，张
晓萍被先辈们的崇高品格与无私付出
深深打动，更加坚定了扎根教育的人生
理想，更加相信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为此，她带领团队创新性地开设了“校
史课堂”，把沉甸甸的校史转化为可供
学生深入探究和实地考察的课堂内容，
在师生之间建立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当管理行家，做教学专家。担任校
级领导 26年并且承担各类社会工作的
张晓萍，不管再忙再累，都没有离开过
教学第一线，“课堂是永远的，只有走进
课堂，我才知道孩子们想要什么。”对孩
子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视，始终贯穿在张
晓萍的职业生涯中——1999年起，她用

7年时间协助校长推进和谐教育课题研
究，形成学校整体办学风貌；2014年，带
领团队精心打造“1+1+X”课程体系，把
国家基础学科课程、主题实践课程、个
性化拓展课程融为一体；2022年，牵头
构建基于五育融合的新儿童课程体系，
统筹开发设置国家、地方、校本三类课
程，有效推动核心素养落地，展现学生
创造性成长的新姿态……“这是我作为
老师和校领导，在专业领域交出的一份
有韧性、高质量、可持续的‘成绩单’。”
她底气十足。

前瞻性思考，大格局视野。从
2007年设立东校区起，嘉兴市实验小
学走上了集团化办学的道路，朝着“让
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
目标加速迈进。张晓萍义不容辞当起
了探索者、领航人，为学校发展设计

“规划图”、绘制“施工图”。她与时俱

进、守正创新，倡导并实施了“校区共
治、文化共营、课程共建、师资共培、学
生共育”的多校区一体化办学模式，推
动 4个校区优质均衡发展。如今，对张
晓萍来说，行走在各具特色的校园里，
感受到学校在蓬勃发展、学生在向阳
生长，是最纯粹的幸福。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优秀德育先进工作者、浙江省
功勋教师、嘉兴市首批名校长、嘉兴市
首批教育领军人才、嘉兴市首位入选教
育部名校长领航工程的校长……张晓
萍从教这一路，收获了数不清的肯定和
荣誉、道不尽的成果和佳绩。三十四载
寒来暑往，记录着一个教育工作者成长
蜕变的精彩故事，承载着一所百年名校
做大做优的难忘变迁，更见证着一座城
市教育改革发展的壮阔进程。

（撰文 潘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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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特级名师到深耕教研的引领者

这是一位在一线教师岗位上坚守
18年，而后又深耕教研创新和指导至今
的老师，她主攻“语文阅读教学研究”，
创建了南湖教研品牌，见证了嘉兴撤地

建市以来的教育变迁，也为广大中小学
教师团队培养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

她就是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原主任，浙江省首批正高级教师，浙江
省第八批特级教师，浙江省人民政府督
学王晓红。

“学好语文，一定要抓住阅读的根。”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王晓红主攻“语
文阅读教学研究”这一难点，在教学上颇
有建树。在课堂上，她追求“教与学”的
艺术效果，以新颖的课型设计构筑了阅
读教学新策略，由她设计的比如《荷花
淀》《荷塘月色》《蒲公英》《雨霖铃》《散
步》《第二次冒险》等课，已经成为师范类
学校教学的优秀课例。她在嘉兴一中任
教语文18年，创办了“五彩螺”文学社，围
绕课堂教学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
在她的影响下，学生们在《五彩螺》和报

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 300多篇，在各
项语文竞赛中获奖无数……“听王老师
的课是一种美的享受。”如今在嘉兴实验
初级中学任教的徐莉娜告诉记者，“自己
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王老师。”

“调入南湖区教研室工作后，我的
教改经验有了更广阔的舞台。”王晓红
表示，她带领团队 18年，营造新型的教
研文化，打造教研品牌，啃下了教育研
究领域最难啃的硬骨头——评价。她
领衔研究的“绿色评价”获得浙江省人
民政府教改成果奖，享誉省内外。为

“学在南湖”的品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多年来，王晓红始终坚持教学研
究，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各
种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全国
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就有 18篇，作过 200

多场市级以上的大型教研、学术报告。
由她创办的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也成为一支“专业研究水平很高”的教
研团队，其中，5位教研员成长为省特级
教师，5位教研员成长为正高级教师。

退休后，王晓红满怀着对教育的热
忱，一直坚守在指导青年教师成长的岗
位上，为全市培养了一大批名师、特级
教师和正高级教师。不仅如此，她还支
持边远地区的教研工作，应云南师范大
学邀请多次上该校“名家讲坛”；远赴海
南儋州，坚持支教指导3年，培养了多位
儋州市名师及学科带头人，带领嘉兴名
师工作站成员送教至儋州多所学校等。

去年 9月，王晓红受聘为嘉兴经开
区教研指导中心的专家导师。从去年
到今年，她带领着专家团队走访调研了
嘉兴经开区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总计

下校 927次，通过培训、听课、评课等教
研方式，科学规范教研制度，为学校老
师进行精准指导：“这个区域的青年教
师比例很高，他们的黄金成长期非常关
键，要建立青年成长体制机制，用好教
研催生好课堂、好教师。”

在过去的这个暑假里，王晓红为这
一年来对嘉兴经开区教研指导的工作
作总体规划。在穿插间隙，她又马不停
蹄地赶到几所学校为教师培训上课，把
新课程的理念和“乐学优教”的理念和
行动方案分享给更多青年教师。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开。
无论是对学生的教导还是青年教师的培
育，正是王晓红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
着，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成就了高品质的
教研品牌，使得许多人从中获益。

（撰文 沈焕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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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的法制副校长现在还“在位”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要自觉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要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9月 3日，新学期开
学第二天，嘉兴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王林
方为嘉兴三中的学生们上了开学第一

堂法制课。
王林方，嘉兴市公安局退休干部，

2022年度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优秀辅导
员，退休前曾任嘉兴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

“嘉兴是我省最早推出法制副校长
制度的城市之一。”王林方说，早在1986
年，她就开始给学生们上法制课了，担
任法制副校长则是上世纪 90年代后期
的事情。“应该是在 1997年。当时我们
发现，社会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比
较高，这让人很揪心。恰好当时有学校
和嘉兴市公安局联系，表示想开设法制
课，希望我们能派专人过去担任法制副
校长。就这样，我开始正式兼任学校的
法制副校长。”从警官到老师，角色转换
不可谓不小，“刚知道要担任法制副校
长的时候，虽然有讲过法制课，但心里
还是感到有点紧张。”提及当时，王林方
依旧印象深刻。

课上讲什么、怎么讲是王林方面临
的第一个挑战。王林方不厌其烦，翻阅
大量与青少年相关的违法犯罪案例和
资料，并把工作中遇到的最新案例实时
更新到自己的教案中，每到学校开学的
日子，就迫不及待想跟同学们分享，“工
作中对于个案审理，作为警察，我可能
可以挽救一个孩子，但在学校，作为法
制副校长，我可以保护一群孩子。”在不
断打磨之后，一节节法制课成为了学生
们爱听、喜欢听的法治课堂。

王林方说，起先担任法制副校长的
大都是公安民警，可是，随着普法课越讲
越多，和孩子们接触也越来越深，“如果
能在学校多上一堂课，就有可能多挽回
一个懵懂的孩子，乃至一个家庭，可光是
公安的力量是不够的。”后来在她的提议
下，在嘉兴市委政法委、嘉兴市教育局的
支持下，确定了这项制度，检察院、法院

等政法部门也相继投入了人员，在1997
年当年就实现了全市中小学均配备法制
副校长这一目标，覆盖率达100%。

王林方现在每年要讲 30余次课。
“数量和以前相比明显增加了。开始是
学校有要求我们才去，现在每个学期都
有相应的教学计划。”上课形式也多种
多样，有面向全校、全年级的大课，也有
一个班的座谈会，甚至还有几个人的小
范围讨论。

“以前主要从综合治理的角度，讲一
些治安防范的常识，或者通过一些案例
对学生进行警示教育。现在除了要给学
生上法制课，还担负着学生思想教育工
作的任务，经常要和学生交流谈心，了解
他们的思想动态，给他们答疑解惑。”谈
到法制副校长的作用，王林方认为，法制
副校长介入学校教育，最直接的作用是
让青少年学生直观地接受一些法律知

识。这样就带来了3个好处：减少青少年
犯罪，提高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帮助
青少年正确面对社会。“近年来，嘉兴市
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一直较低，其中就
有法制副校长的作用。”

如今在她看来，法制副校长最大的
作用是培养了学生的法治意识。“意识，
是观点、立场、看法、行为的总和。一旦
树立了法治意识，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
上就有了标尺。”因此，她一直在尝试更
好地融入这个角色。“不能仅仅局限于
讲一些法律知识，搞一些警示教育。我
们希望能把法理的概念引入到学生对
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判断和处理中来，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换句话说，要教会学生怎么做
人。”她认为，这才是法制副校长工作的
一种进步。

（撰文 陆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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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别样花蕾”成长

“特殊教育的‘特殊’不是用来定义
我们的学生，而是意味着从事这项事业
的人需要有‘特别的毅力、特别的方法、
特别的爱心’。”这是在特殊教育领域执
教 37年的时美玲的心里话。对于她而
言，每个特殊的孩子就像一只努力向上
的小蜗牛，尽管爬得慢，但只要一直爬，
不放弃，外界再给点“微风”和“阳光”，孩

子一定也能找到幸福。
时美玲说，像她这样的从事特殊教

育的老师就是孩子们成长路上的那点
“微风”和“阳光”，守护着“小蜗牛向上
爬”的路不再寂寞。

上世纪80年代，在平湖师范学校读
书的时美玲并不知道，作为普通师范专
业毕业的她，会被分配到嘉兴市特殊教
育学校执教。尽管距离那段时光已过
去良久，但时美玲依然对很多事印象深
刻：“一切从头学起。”

那时的嘉兴市特殊教育学校还叫嘉
兴市聋哑学校，生源都是听障学生。时美
玲告诉记者，因为许多学生来源于农村，
周围人讲的又是方言，大多数学生打的是

“土手语”。为了更好跟学生交流，她每天
跟着学校的“师傅”一节节地听课。久而
久之，时美玲突然发现工作逐渐上了轨
道，手语再也没有忘记过。学生遇到她，
也会拉住她聊起悄悄话……

“一句‘老师好’，让我有一种使命
感。”她告诉记者，如果说，最初在特殊

教育领域做一名老师是“一个偶然”，那
么，把它作为长期坚守的事业则是她必
然的选择。

2000年，时美玲担任学校副校长，
分管德育，全校学生最多的那年，有200
多个。直到现在，时美玲也记得她和学
生面对面聊天的场景：“有一个女生，十
分调皮。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一，都是我
在管，变化也很大。”时美玲提起这个学
生的时候，语气中仍有自豪，“她很有运
动天赋，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得了好几
个全国冠军。”

老师的“爱”是基础，只有打心底爱学
生，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时美玲认为，除
了“爱”，“专业度”也非常重要。2008年
起，她担任学校校长后，渐渐发现，听障学
生生源不断减少，而智力障碍、多重残疾、
孤独症等方面的学生比例不断提高。

“学校需要转型，把更多精力放在培
智教育上，而对我们老师的专业度要求
也变得更高了。”尽管已经有思想准备，
但袭来的困难还是超过时美玲的预想。

“与思维和自理能力相对正常的听
障学生相比，教导孤独症儿童有太多未
知。教师们要有专业知识的加持。”她
说，“很多都涉及医学、康复学、心理学
等多种知识，也要求教师对待每名学生
都能拿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沟通方
式，甚至是教具。”

为了做好学校转型，时美玲率先垂
范、虚心学习，远赴重庆、广州等地学习
特殊教育学校管理、课程改革经验等，
并坚守课堂第一线，在教育教学中注重
科研。为了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时美玲
带领团队不但招收师范类教师，更招聘
了一部分医科类康复教师。

2012年，当重庆医科大学康复医学
专业的毕业生被招到学校后，时美玲才
松了一口气：“学校以后开展康复类课
程就有专业支持了！”

2015年，嘉兴市特殊教育学校承担
了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医教结
合”实验项目。在时美玲的带领下，学
校不断探索形成“医教结合”嘉兴经验，

先后获得全国艺术人才培养基地、首批
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等称号。

她带领的团队课题成果也获得了
2021年浙江省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论
文获全国（盲聋）校美育论文一等奖
等。而她本人，也因工作突出、成绩显
著，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五一
巾帼标兵、浙江省杰出教师等称号。

翻开学校的《综合康复指导手册》，
围绕“运动康复”主题的课程主线分明，
有面向所有低段孩子开展的提高日常
生活能力的课，也有面向具有运动障碍
的孩子开展的大运动课程……除了日
常教学之外，作为嘉兴市特殊教育指导
中心的主任，时美玲还经常带团队去基
层学校指导融合教育工作，为教师队伍
的培养付出努力；看着那些曾经略显青
涩的青年人如今已成为学校的骨干力
量，时美玲觉得很欣慰。

今年57岁的她，与特殊孩子的缘分
将继续书写下去。

（撰文 沈焕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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