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宇靖：守初心研外语，用真心做教育
□ 深 杰

“三代外贸人的使命传承”

1985年，张宇靖参加高考，当时正

值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

投身外贸事业的外语人才。在此背景

下，张宇靖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

意大利语专业的一名学生，开启了一段

与贸大、与小语种教育的奇妙缘分。

谈起与贸大的缘分，她说：“我们

家三代都是外贸人，我的父亲母亲、

儿子儿媳全是贸大毕业的。”张宇靖

在贸大完成了本硕学习，又选择在贸

大继续任教，教书 34载，贸大几乎占

据了她的大半个人生，“这份缘分实

在了得，而学习意大利语也是另一种

缘分，很多时候不是你选择了这个专

业，而是这个专业选择了你”。

在本科毕业从教数年后，张宇靖

前往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处工作，随后选择带着驻外工作收

获的知识与经验回到贸大，继续从事

研究和教育工作。张宇靖直言，用实

践经验和数据说话，更加有说服力和

吸引力。她把自己学习和工作期间

的各方面知识传授给年轻人，让他们

少走弯路，更好地为中意经济搭桥，

“当学生得到认可的时候，我这个‘幕

后英雄’也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在张宇靖看来，驻外的这段经历

使她在不同层面都获得了历练，“实践

出真知，真知促实践”，接触到真实的

工作场景，不仅让“纸上谈兵”更“掷地

有声”，还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工作背

景推动学生核心素养落地，从而为国

家培养更多实干型外贸人才。

“守得住正，才能创得出新”

培养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让他们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张宇靖从教30

余年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也是她作

为师者的最大心愿。谈及她的优秀学

生时，她眼中闪着自豪而满足的光芒。

张宇靖享受作为教师的育人过

程，在她作为研究生导师的育人过程

中，坚持学生的思想品德、家国情怀

教育和学生专业能力的引导并重。

“教师不仅传道授业解惑，也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要在言传身教中影响

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化学生，一

位好老师给学生留下的心气和劲头

都是不一样的。”张宇靖认为，教育

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事业，教师不仅

要承担教书重任，更要有育人初心。

这也是她分享给年轻教师的心得，

“打铁还需自身硬，要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

养”，“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

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

守。要守得住正，才能创得出新，方

能培养出国家的人才”。

30余年里，张宇靖不仅亲手将一

批批优秀的意大利语人才输送到中央

国家机关和各重点企事业单位，服务

改革开放大局，奉献“一带一路”倡议，

她还是全国意大利语教学界编著出版

教材最多的教师。编写教材是为师的

本分，也算是她的初心。语言学习者

不仅需要掌握语言这个工具，还需要

明确用这个工具去砌什么砖。与人沟

通只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功，而我们需

要高水平的外语人才，做到专业上的

互联互通。张宇靖一直坚持编写具有

经贸特色和蕴含思政元素的高质量教

材，助力全国小语种人才的学习和研

究。高水平的外语人才要走向世界，

在国际传播与交流互鉴中推动做好

“民心相亲、民意相通”这一基础性工

程，是她对这份工作的理解与热爱。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对张宇靖来说，长期的科研和教

学生活并不是枯燥的，随着时代进

步，不断学习新东西是一件很有趣的

事。她说，现在的大学生都是时代的

宠儿，自主性更强、机会更多、试错成

本更低、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广泛，

国家和世界科技飞速发展，这是一个

可以全面施展才华的时代。“‘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我要不断与时俱进，向

学生学习，做教师一定要有活到老学

到老的心态。”张宇靖说。

“爱唱歌跳舞，也爱游泳健身，还

喜欢唱点京剧。”提到京剧，张宇靖笑

得特别灿烂，“我尤其喜欢程派”。这

些爱好是她在严谨工作之余释放压力

的渠道，更是她丰富精神生活、陶冶情

操的途径。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才中，她身体力行，始终以健康

的体魄、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响应

着国家对师者的需求与期盼。

在生活中，张宇靖跟随时代脚步

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不

变的是她面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和面

对工作笔耕不辍的严谨精神。“一本

教材的打磨，需要两三年功夫，翻译

一篇好的作品也需要一两年。‘罗马

不是一天建成的’，科研也一直不能

停歇，否则手感就没有了。要时时

看、日日干，同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

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心态，

多看到自己的进步。”张宇靖笑着讲

道，“我希望自己能再多为国家做几

年工作，再多培养一些人才”。

张宇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意

大利研究中心主任、外语学院教授，

中国意大利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共编著各类专业教材8部、教学辞书

2部，所编教材均已成为全国高校意

大利语专业相关课程通用教材。

2022年获评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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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杰妹

一 件 外 套

一片情，那是一

段 难 以 抹 去 的

记忆。

记 得 一 个

星期一的中午，

按 照 惯 例 我 在

校 园 值 日 岗 上

值日。“老师，你

好 ！”循 着 问 候

声，我看见班上

的 小 胖 墩 儿 正

向 我 走 来 。“小

韬，你怎么只穿

一 件 短 衫 呀 ？

难 道 不 冷 吗？”

我 把 他 叫 到 跟

前，“你看，同学

们都穿着外套，

有 的 还 穿 着 小

棉袄呢。”

小 韬 捋 了

捋汗衫，拍了拍

胸 脯 ，大 声 说 ：

“老 师 ，我 一 点

也不冷，身上好像有火似的。再说，

我身体结实得很，您不用担心。”说

罢，他便蹦蹦跳跳地飞向教室。

我还是放心不下，随即给小韬的

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孩子只穿了一

件短衫，小心着凉呀！”一会儿，我收

到了回复：“谢谢您！说了他也不听，

早上为穿衣服的事和我大干一仗。

真没办法呀！”

从短信中，我读到了一位妈妈的

无奈。是的，这个孩子的确有点任性，

经常不完成作业，课堂上也时常和前

后左右的同学讲话。要是老师批评一

下，他总爱找理由跟老师顶嘴。但是，

他很朴实、善良，在班上人缘不错。

“当，当当——”上课铃声响了，

我拿起签到册，拿了课本，迅速来到

教室。这时，风似乎更大了，寒气更

重了，我轻轻关上门，目光不由自主

地落在小韬的身上，只见他嘴唇发

紫，两手交叉捂在胸前。摸了摸他的

手，冰凉冰凉的。于是，我大声问：

“谁穿的衣服多一些，借一件给小韬

同学穿吧！”

话音刚落，大家都把手高高地举

了起来，不约而同地叫着：“我借，我

借……”一向热心肠的小澳不等点

名，就干脆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送到

了小韬的面前。

小韬既感激又腼腆地说：“谢谢

你，我不能穿你的衣服，你穿得也不

多呀。”“不，我的身体比你棒，受得

了，你穿上吧！”小澳一边说着一边将

衣服披在了小韬身上，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看到这个情景，有人情不自禁地

唱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我大

声说：“学校不是正在举行学雷锋征

文活动吗？大家今天就写一写刚刚

发生的事吧。写得好的作文，老师可

以推荐参赛，还可以推荐到报刊上发

表。大家说，好吗？”

“好！”同学们齐声回答。

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平时

写作文总是抓耳挠腮的小韬，变得神

情激昂，下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

成。还没下课，他便交上了自己的作

文。我看了他的习作，不由拍案叫

绝：“好，好极了！”随即，我在班上朗

读了他的作品。末了，我摸着小韬的

头说：“谁说你不会写作文呀？回去

后，让爸妈将习作再分享、修改一下，

然后发到老师的邮箱。好吗？”小韬

的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好，谢谢

老师！”大家都向小韬投来赞赏和羡

慕的目光。

当晚，我便收到了小韬发过来的

《雷锋就在我身边》的电子稿。我立

即修改、推荐了这篇热乎乎的习作。

一个星期后，当我拿着刊有小韬

习作的报纸走进教室时，大家沸腾

了，小韬的眼眶湿润了。从此，他似

乎变了一个人，学会了举手发言，学

会了把字写得方方正正，学会了将日

记写完后还要再修改几遍。一个月

后，学校举行期中考试，以前总落在

队伍后面的小韬这次获得了 93 分的

好成绩。

看到小韬的变化，我倍感欣慰，

不禁感慨：围绕一件外套，我和学生

所做的只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但

是，正是在这不经意的举动间，我们

感受到了一股爱的暖流和前行的力

量。同时，我们也收获了一份快乐与

感动。身为人师，我们在给予所谓

“问题生”帮助时，也在给自己储藏教

育的幸福。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湖北省

仙桃市大新路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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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帮扶共同体
师
生
之
间

不愿意上公开课、反思不勤、缺

乏阅读、很少写论文……这是浙江省

永嘉县岩头镇中学科学教师曾经的

教研状态。

2019 年 10 月，浙江省谢杰妹科

学名师工作室（简称“工作室”）与岩

头镇中学建立帮扶关系。工作室基

于帮扶学校和教师的需求，结合工作

室核心科研成果，精心制订任务驱动

式帮扶方案，建构了以“需求·流动·

联动·引领”为导向的帮扶共同体。

经过两年的帮扶，岩头镇中学科

学教师的“教而不研”现象消失了，每

位教师都确立了更高的职业目标并取

得了不俗成绩，同时带动了其他学科

教师和学校的发展。

精准定位，从“需”出发
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如何精准找到帮扶突破点，在最

短时间内产生最大帮扶效应？发现问

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而提出需求就

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我们从需求出

发，手把手帮助学校梳理存在的问题。

从教师层面来讲，我们对学校13

位科学教师做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归

纳出教师在目标追求、课堂教学和教

科研等方面的需求：7位教师5年内的

目标为职称晋升和参加“三坛”评比

（教坛新秀、教坛中坚、教坛宿将），他

们需要提升教学技能、积累教学教研

成果；5位教师的目标是成为学生喜欢

的科学教师，他们需要激发教育热情；

在课堂教学方面，7位教师表示需要复

习课教学的帮助，3位教师提出如何培

养学生高阶思维的需求；在教科研方

面，所有教师一致提出发表论文、案例

分析、命题研究等方面的需求。

从教研层面来讲，当时存在教研

活动层次低、教研理念和模式落后等

问题，教师由于教学任务繁重，教研

意识淡漠，教研常常浅尝辄止。

从学校层面来讲，学校希望以科

学教师为支点，以科学组为杠杆撬动

学校发展，并提出了共同体帮扶要求。

了解到各个层面的需求后，工作

室决定以复习课为切入点，将帮扶的

核心聚焦在复习课上，以点带面撬动

学校的课堂改革，提升教研氛围，促

进教师专业成长，并确定了《问题·任

务：初中科学复习课的有效性研究》

年度帮扶主题。之后，工作室不仅多

次以“同课异构+观点交流”的互动方

式开展主题研讨，还在复习课上开展

《问题与任务：促进科学深度学习》的

课堂教学实践，带动教师专业成长和

教研活动有效开展。

在帮扶过程中，工作室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打破时空阻隔，摸索出“灵

活引用与多元流动并行，线上与线下

相济”的特色帮扶，以“模式引用—教

研流动—线上把脉—线下补充”为活

动路径，采取“师徒结对—工作室骨

干教师和帮扶学校教师个人结对”

“线上交流、网课学习”“线下共享教

学教研成果、集体备课资料”等方式

稳步推进帮扶工作。

工作室还从期末复习、中考复习

和单元复习三个维度开展研讨，着重评

估学生的自主能力和结构化思维发展，

并围绕复习课教学开展了三次大型同

课异构活动。此外，全方位、多角度为

学校和教师提供复习课指导，并以复习

课为支点，以点带面，辅助开展新授课

教学、教科研写作、命题等培训。

模式平移，灵“活”实施
引导教师教研由“浅”入“深”

工作室的基地校——温州市第三

中学和温州市第十九中学科学组曾经

的教研氛围也不浓厚，但是经过工作室

两年的帮扶，均获评为浙江省优秀教研

组，这为工作室积累了丰富的帮扶经验

和活动模式。为了改变教师“教而不

研”的现状，我们利用工作室的科研成

果和两所基地校的教研经验，将成功的

教研模式平移到岩头镇中学，并拟订了

任务驱动式帮扶方案。

任务驱动，创建教研氛围。围绕

任务展开教研，以任务的完成结果检验

和总结教研过程，从而改变教师教研状

态。每次活动前，工作室都会布置活动

任务，在任务驱动下，教师以完成任务

的心态参加教研，按照任务要求进行教

研，不再是随意、浅层次的教研。

同课异构，注入教研动力。举行

同课异构活动时，要求上课教师提前

一周备课，反复磨课，同时要求其他

教师做好观课笔记，课后从教学亮

点、有待完善、我来执教3个方面进行

交流评价，保证全体参与，最大程度

实现“研中有得”。同课异构让教师

拓宽了思维，更新了教学理念，激发

了他们开展教研的热情，增强了他们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他们主动进

行教研的意愿，实现了初步转变。

方法引领，提升教研深度。工作

室不断引导教师学习有效的教研方

法，推动上课评课一体化，即要求上

课教师和评课教师成为一个整体，评

课教师全程参与备课，给予上课教师

一定帮助和建议，并以讲座的形式进

行评课。在备课方面，工作室提出要

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自主能力

的训练以及结构化思维的发展，要求

教师结合活动反思进行二次备课。

在提升教研深度方面，工作室要求教

师理论结合实际，对课堂实践进行反

思和提炼，综合理论知识书写案例论

文。工作室还就案例论文素材如何

收集给出了具体办法——从教学设

计的思考、课堂观摩的评价、试题的

研讨、教材文本的推敲以及科学实验

的思辨等方面着手。工作室传授的

“秘籍”让教师体会到了“研中有法”，

从而提升了教研深度。

资源共享，促进教师发展。为了

有效推进岩头镇中学科学教研组建

设，工作室采取培养骨干搭建框架的

方式，挑选了 5名骨干教师共享工作

室的各项资源，要求他们参加和完成

工作室的各项活动和任务并向其他

教师辐射。资源共享模式的开启，丰

富了教师的视野，让教研由“浅”入

“深”，教师的自我需求不断实现，从

而逐渐“爱上教研”。

辐射带动，“引”领成长
推动被帮扶学校和教师发展

“只要被帮扶学校和教师发展得

好，我们怎么做都可以。”在这一理念

的指引下，通过任务驱动创建教研氛

围，同课异构注入教研动力，方法引领

提升教研深度，资源共享促进教师发

展，岩头镇中学科学组的教研氛围逐

渐浓厚起来，教师教研的主动性逐渐

提高，教师教研的成果也不断扩大。

教师的职业热情和专业技能得到

提升。任务驱动式帮扶以任务驱动教

研为主线，让教师在活动中不断反思，

在阅读中不断积累，在书写案例论文

中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热情也有了

显著提升。13位科学教师重新确立了

更高的职业目标，教研的主动性逐渐

得到提高，积极参加各项评比，并取得

优异成绩：获省级奖7人次、市级奖10

人次、县级奖67人次。

教研团队显著成长。教师积极参

加工作室线下和线上主题教研活动，

主动承担各级各类主题教研活动，经

历了“不得不研—研中有得—研中有

法—爱上教研”的转变，促使教研有了

质的飞跃，教师成长明显加速：4名教

师被评为市学科骨干教师、县教坛新

秀、县骨干教师和学区教坛新秀。

带动学校发展。工作室的教学

理念和教学模式不仅为科学组提供

了学习模板，也促进了学校其他学科

的教学理念转变。岩头镇中学教师

对任务驱动下的复习课教学的理解

更加深刻了，对于复习课的教学目

标、问题与任务设计、学生自主能力

培养和结构化思维训练有了具体的

操作方法，对于单元复习课、期末复

习课、中考复习课的不同功能和复习

侧重点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将在巩固帮扶成果

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帮扶主题，拓宽

帮扶形式，提升帮扶效果。

（作者系浙江省首届正高级教

师、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第二外国语

学校科学特级教师，浙江省科学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

浙江省谢杰妹科学名师工作室成立于2009年，在50多所学校设

立了实践和成果推广基地，长期结对帮扶农村薄弱学校。工作室深

耕课堂，形成了“一卡一单”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式及“思维的科

学”教学主张，长期承担浙江省教育厅“百人千场名师送教”、国培、省

培等培训任务。

工作室学员遍布浙江省及全国其他省份，工作室核心科研成果

《问题与任务：促进科学深度学习的实证研究》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培养浙江省科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市级名师、

省教坛新秀共16人，市教坛新秀、县区级名师和教坛新秀共65人。

•工作室名片•

谢杰妹科学名师工作室成员参加名师成长活动谢杰妹科学名师工作室成员参加名师成长活动（（前排右起第前排右起第33人为谢杰妹人为谢杰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