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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合阳县
第二高级中学赋

□ 王 维

梁山奕奕，金水汤汤。东府旧

邑，莘国故邦。伊尹躬耕之野，诗经

传唱之乡。西河石室，子夏传教开绛

帐；景山书洞，岳氏兴儒育栋梁。重

教兴学之风源远流长，传薪振铎之举

绵延不息。

寒 暑 易 节 ，时 序 更 迭 ，学 府 弥

盛，杏坛日新。逮至解放，教风愈

兴，黑中路中，应运而生。数代人梯

呕心沥血解疑惑，几任英贤励精图

治挂云帆。黑水池畔勤浇灌，乳罗

山下乐耕耘。桃李灼灼满天下，芝

兰芊芊济秦东。黄河滔滔，罗山绵

绵，两所中学，六十周年。领跑渭

南 ，三 秦 名 扬 ；业 绩 煌 煌 ，志 乘 流

芳。欣逢盛世，惠风和畅，河清海

晏，县阜民康。布局调整，优化资

源，高中进城，再谱华章。

戊 戌 七 月 ，黉 门 初 开 ，第 二 高

中，盛装起航。传承两校薪火，雄踞

九龙胜地。襟带国道，交通何其便

利；毗邻公园，环境堪称幽雅。崭新

校园，美轮美奂；肃正学府，丕显丕

承。综合楼、教学楼、实验楼、艺术

楼，楼楼连廊相接成一体；寒雪石、

起航石、毓秀石、书山石，石石文韵

彰显蕴千言。松柏广植，郁郁葱葱；

银杏列阵，密密层层。校舍俨然，颇

具汉唐特色；校风纯正，传递雅正能

量。莘莘学子求学圣地，济济人才

成长摇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建校之初，延揽博鸿，师

资队伍，力量称雄。范君智远，率先

垂躬，班子勤勉，年富力强。皕六教

工，爱岗敬业，笃学治谨，德艺双馨。

能手骨干，省市县级，标杆名师，前后

数批。乐在三尺，矢志杏坛，为人师

表，牢记心田。同心同德培桃李，分

层分类育英才。

一路走来，风雨兼程，硕果累累，

印痕昭昭。确立目标，让每位学子成

长；抱定宗旨，办人民满意教育。党

建引领，明晰方向，扶贫资助，大爱无

疆。高效课堂，以生为本，合作交流，

辨理明真。体艺特色，创建品牌，初

显成效，信心满怀。社团活动，有色

有声，学生管理，精益求精。市级督

导，双优通过一片欢声叫好；首届高

考，一鸣惊人双手竖指称强。为祖国

点赞，帝都演讲夺魁首；代学校发声，

媒体广传壮声威。

回首过往，殊荣叠起，展望明朝，

壮心不已。紧乘东风，奋勇追梦，惠

泽桑梓，大翼翕张。初心切切，赤情

拳拳，砥砺前行，步履铿锵！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合阳县第二

高级中学）

那天，远在国外的一位学生打来电

话对我说：“老师，您还记得吗？非典那

年，您在班会课上对我们说，‘每一个生

命都不易，都值得尊重，不要小看一只

蚂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保护好你自

己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如果你是绅

士，请你在口袋里准备一块手帕，那是

最大的修养’。我记得从那时起，班里

多了一个药箱，里面都是一些我们经常

要用到的小东西，创可贴、体温计、酒精

棉——这成了我们班的百宝箱。这次

在国外听闻新冠肺炎疫情，我马上就想

起我们一起度过的非典时光，我也想为

疫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加入

海外华人团体为祖国捐资捐物。”

放下电话，我在想——

其实那段时间，他们正在紧锣密

鼓地备战中考，做了大量的试卷，但17

年过去了，他忘记了中考的分数，忘记

了做过的试卷以及老师的解题分析，

却依然记得这些细碎的小事。

爱因斯坦说，当你把学校给你的

所有东西都忘记后剩下的就是教育。

也许知识会忘记，但能力一定沉淀下

来，也许言说的具体内容忘记了，但受

过的熏陶一定会沉淀下来，事实上许

多孩子都是运用剩下的东西去思考，

去创造他们的生活。

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几多欢喜

几多愁。有教师抱怨：网课上得累，学

生听得累，效果又不明显，有一种吃力

不讨好的感觉。浙江省教育厅对学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线上

教学方式对学生整体满意度影响并不

大，但不同的线上教学方式下学生满

意度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在省教育厅

提供的7种线上教学方式（直播、录播、

资源包、直播+录播、直播+资源包、录

播+资源包、直播+录播+资源包）中，

学生满意度最高的是资源包，即教师

不上课，由教师提供学习资源，学生进

行自学。可见，线上学习并不一定等

于线上上课，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差

异。在短期的线上学习中，我们需要

给予学生更多的信任，以辅助教学而

非灌输教学为主，以提高学生自学能

力而非被动学习为主。确实，疫情突

如其来，倒逼线上教学，对学校管理提

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

是：课堂上的通识教育决定不了孩子

的未来。主动获得知识、管理自我的

能力，才是未来竞争的关键。网课，不

只是上课，也是孩子自主学习的训练，

更是未来教育模式的彩排和预演。

生活即课程，生活即教材。疫情

也是我们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

要契机，就像 1939 年上海“孤岛”一位

中学生所写的烽火时期的日记一样，

作为亲历者，孩子们在经历着一个特

殊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记录眼前的真

实生活更有价值。孩子的思考、知识、

人格、心灵都经受着史无前例的考验，

而这些面对特殊时期的经历与思考是

需要教师引领与提点的。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茅草屋，

在漏雨的学堂之内，学生因雨滴的嘈

杂听不到教师讲解的声音而烦恼。这

时，教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听雨”，

所有的学生安静下来，聆听雨滴嗒嗒

嗒的声音……我忽然意识到，“静坐听

雨”的从容气度才是教育该有的样

子。那么我们的教师是不是也可以有

“静坐听雨”的气度呢？教育不急不

缓，给予孩子思考的时间，给予孩子感

受世界的时间。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

史上的奇迹！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

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

珠穆朗玛峰”。

内心的高贵与真实，远比成功更

重要。特殊时期我们让孩子看到裂缝

中透过来的光了吗？坚强地活下去，

执拗地再创造；痛苦中握住彼此的手，

危难时让出生的希望；八方援助，四域

帮扶……这是真正读书人该有的样

子。我们的教育，需要让每一个孩子

更智慧地辨析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因

果，更深刻地把握自我与世界之间的

关系。我们每一次应对的重大危机，

都应成为教育的重要契机。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与世界相

处？冰心说：“愿你生命中有足够多的

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如何

看待苦痛是提升生命并检验生命的最

佳标尺。在生命的云翳中，创造美丽

黄昏的利器是热爱。

“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进来的地

方”。这是加拿大诗人莱昂纳德·科恩

写的歌词，他告诉人们要诗意地看待

生活，或在苦难中看到诗意的力量，教

育亦是如此。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

公庙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疫情缝隙里的教育之光

晒校赋

□ 黄明敏

校长观察

1920 年早春 4 月，29 岁的青年教

员陈望道怀揣着救亡图强的理想和

进步知识分子的邀约，一头扎进了家

乡义乌分水塘村老宅旁那间破旧的

柴房里，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变

成了方块字。随着《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的问世，“共产主义”来

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彻底改变了

它的命运。陈望道“手沾墨水口来

尝，信仰味道终觉甜”的佳话至今仍

被人们传颂着。从 1919 年 6 月成为

浙江一师教员，到 1920年 9月接受复

旦大学中文系教职，后任中文系、新

闻系系主任，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

复旦大学校长，直至 1977 年 10 月去

世，陈望道一生情系教苑，从未离开

教书育人的岗位。在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问世百年之际，一些鲜

为人知的小事，或可从另一侧面反映

这位伟人“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

的”终身信念。

1942 年起，陈望道开始担任复

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并为这个中国

连续办学时间最久的新闻教育机构

定下了“好学力行”的系训和“宣扬

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然

而，与这些同样在当年学生中流传

的则是系主任上课时退版税的故

事。那是 1944 年的秋天，新闻系一

年级新生入学，陈望道讲授修辞学

的第一课。他走进教室，打开皮包，

随手抓出一堆钞票放在讲台上。陈

望道首先向新生发问：“买了《修辞

学发凡》的请举手。”这时，买了书的

学生都举起手来，却不知老师的用

意。紧接着，陈望道微笑地向学生

说：“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

部分是出版社付给作者的版税。现

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学生

的版税。请买了书的学生上来领

取。”对学生如此“大方”的“阐明修

辞学奥蕴一代宗师”，对自己却十分

“吝啬”。为了践行他亲自提出的系

训，同样是 1944 年，陈望道开始募集

资金创办中国高校第一个教学实践

基地暨第一座新闻馆。在募款的日

子里为了省时省钱，陈望道中午以

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朋友家爬满臭

虫的床上。后来因为过度疲劳，他

卧病在床一个多月。1945 年 4 月 5

日，新闻馆终于落成，在启用典礼的

合影中，陈望道颧骨突出，精神颓

萎，原来竟是因为这场病，数颗牙齿

脱落，可见他为此事耗尽心血。

车水马龙的国权路和国顺路如

今是往来上海市区主干道，也是通

往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两条必经之

路。60 余年间，几乎无人会想到，人

们早已熟悉的两条单行道会与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上海地方党

组织首任书记陈望道有关。新中国

成立初期，复旦大学的大部分女生

住在学校内的宿舍，男生则相当一

部分住在学校的南面，也就是今天

复旦附中附近。这批学生每天要从

南边走到学校上课，上完课还要回

去吃饭，“是非常吃力的”。当时的邯

郸路，市政府把它作为通往五角场的

主要公路予以加宽，大卡车都可以通

行，这样对学生过马路的安全就构成

了威胁。对此，常常关注学生生活的

校长陈望道非常不放心，一直想把学

生全部转移到学校里面来住，但盘算

再三，即便解决了学生的住宿，教职

工的宿舍还只能在学校的南面，他非

常担心，一再想办法。后来国权路也

加宽了，也可以通大卡车，他更加担

心师生的安全问题。于是，陈望道亲

自跑去跟市城建部门献策：国权路改

为从北向南走，而另一条相邻的国顺

路则从南向北走，这样由于单向控

制，两条马路的来往车辆都少了一半，

通过这个措施，一下子就减轻了来往

车辆对学生安全造成的威胁，而这两

条道路的通行规则一直延续至今。今

天的国权路和国顺路之间，都是大学

的教学区和教职工宿舍，却在楼宇间

多出一条“断头”的国年路——修得

整齐平坦，与其他市区道路无异，往

来图书馆、文科大楼和教职工宿舍

的师生骑行走路因此便捷安全。然

而，在 1965 年这条道路仅仅是一条

学校内部的煤渣路，泥泞不堪。陈

望道见师生来来往往，步履蹒跚、拥

挤不便，便亲自找到时任上海市城

建局局长徐怡芳。经过多次争取，

市里最终同意将这条道路修齐整，

保障了师生通行。

1965 年陈望道因公前往青岛开

会，盛赞青岛绿化环境之美：到处可

见紫薇夹道，因花开百日一串串呈嫩

紫色，对各种粉尘还有较强的吸附作

用，市民称之为百日红。陈望道对此

树心生爱意，想让它美化复旦大学的

校园，便自费订购 200 余株赠送给学

校，并亲自指挥，分植于教工第九宿

舍（九舍）及国年路两侧，直达校园正

门前。经年开花烂漫，空气清朗，这

段路被师生誉为“紫薇径”。可惜的

是，“文革”中一株株紫薇树被砍伐殆

尽，仅遗漏九舍内两株。50 余年来，

两棵幸存的“姐妹树”不误花期，到时

盛开，但知其来历者甚少，故而谓之

“掌故花”。

一把零钱、一座报馆、三条道路、

一径紫薇……这些比起“传布共产党

宣言千秋巨笔”或许微不足道。然

而，正是这样一位被家人誉为“热水

瓶”性格（意为“外冷内热”）的师者，

在他逝世40多年后，仍受到师生发自

内心的爱戴——因为在他的观念中，

学生总是占第一位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

室主任兼组织部副部长）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城

关一中坚持“为生命奠基，让教育生

彩”的办学思想，全面深化德育、体

育、艺术教育，深入推进课程和课堂

改革，办学品位、教育质量、社会声誉

均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的一

致认可，学校也因此成为县域内基础

教育龙头学校。

着眼双基，面向全体，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学校着眼于学生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不断构建和完

善学校德育工作体系，以“入学教育”

活动为抓手，抢抓入学教育制高点，

通过形式新颖的艺术体育活动和社

会实践内容，全面促进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发展，帮助每一名学生

迈好初中生活第一步。

持之以恒开展“双十双百”活动，

丰富学校的课程建设和内涵发展。

“读十本好书”：让每一名从城关一中

毕业的学生至少阅读十本学校推荐

的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并做好读书笔

记、撰写读书心得感悟、开展读书交

流比赛活动等，以此培养学生爱读

书、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形成

“终身读书”的优秀素养。“掌握十项

技能”：让学生掌握以生活劳动技能、

兴趣爱好、技巧特长等为内容的十项

基本能力，并通过校园艺术节、“爱挑

战”技能比赛活动充分展示出来，让

每一位学生无论是兴趣特长的培养

训练，还是在社会生活、劳动实践中，

都能具备和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强

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劳动实践

意识的提高。“认识100种植物”：通过

采集制作，根据植物的属地、属性，了

解植物的主要功用，提高学生学习自

然科学的兴趣；开展班级和全校植物

标本展示交流，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

走进大自然，认识更多的植物，体验

并享受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千姿百

态。“100次有意义的交流”：利用课余

或节假日，学校要求学生在保证自身

安全的前提下，同身边的教师、同学

和家族邻里中出类拔萃之士、社会中

平凡的劳动者以及各类社会精英，进

行 100 次有意义的交流谈话；逐步体

验和掌握与不同人群最恰当合理、最

简练准确的交流方式，打下良好的语

言交流基础，增长知识获取感悟，使

其更好地学习知识、感受生活、融入

社会。

“双十双百”活动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原则，尊重学

生的认知规律，遵循终身发展、终身

受益的活动理念，以“做最好的自

己”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在初中阶

段让每一个学生在城关一中都能找

到自己的位置，都有展示和证明自

己的机会，力求每一项活动的设计

都渗透着“情感与体验”这一永恒的

成长主题。

围绕“自主探究，交流合作”坚定

不移推进课堂变革。学校以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新

课程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强教学常规

管理，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认真落实

课程计划、教学改革措施，大力推进

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开

创并实践“221”高效课堂模式，即两

学（独学、众学）、两展示（小组展示、

班级展示）、一检测（在前两个环节基

础上整理知识点，当堂检测，向 45 分

钟要质量）。几年下来，学校教研教

改工作成绩斐然：各级各类教科研成

果、优秀课题论文 30 余个，省市级微

课大赛近 20 人获奖，基础教育成果

10余篇，县级以上教学能手15人。

特色教育、信息科学方兴未

艾。特色教育工作一直以来是我校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

面，主要通过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

展开。学校现在开设的特色社团活

动有体育、舞蹈、器乐、合唱等数十

种。如今，管弦乐团已经能够在学

校大型活动的升旗仪式上负责奏

乐，田径、篮球、足球在全县各类大

型体育比赛中多次斩获桂冠，合唱

团参加陕西省“春芽杯”合唱比赛也

多次斩获殊荣。

在信息技术教育方面，学校通过

组织校园科技艺术节、“爱挑战”活

动、计算机网络信息课程、组建3D打

印工作室、开设校园广播电视台、拍

摄校园微电影、参加网络科技创新比

赛等活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知识，

组织学生对信息技术进行实际操作，

积极参与各种信息科技类竞赛、活

动，最终实现对学生信息技术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养。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渭南市白水

县城关一中）

为学生素养奠基
□和利军

渭南 素质教育·校长谈 6 素质教育实施体系，陕西省渭南市各学校从德育、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体育、艺术、科技信息、社会实践七个方面有效推进。

教育家影像

陈望道：学生总是占第一位的
□ 周 晔

陈望道（1891- 1977），教育

家、语言学家，《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首译者。曾任复旦大学校

长，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

究工作，在哲学、伦理学、文艺理

论、美学等领域有较深造诣，建立

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主编

《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

简论》《标点之革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