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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注重师德

蒋自立告诉记者，在求学和教学生
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王思缄老
师。“他对待学生的态度特别是对待落
后学生的态度，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在
王老师眼里，没有好学生差学生之分，
他常常说，教师的目标就是朝着把每位
学生培养成国家要求的方向去努力。那
时，班上有位同学因成绩较差，一度丧
失了学习信心，最后发展到不愿意来上
课。王老师就要求班干部和同学轮番去
他家做工作，几次三番终于说服他来上
课了。同学们还与他结对，逐渐帮助他
提高了成绩。这件事给蒋自立印象极为
深刻，他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也是这样
去实践，去看待每一名学生，那就是：
“不让一名同学掉队。”

看到自己的学生高考尽了力，正常
发挥，蒋老师感觉比什么都高兴。“只
要当一天教师，就要尽最大努力把学生
教好。”蒋老师的师德和情怀感染了许
多学生，有一名高三毕业生当初完全有
能力报考清华北大，但他却填报了华东
师范大学。蒋老师惊讶地问他为什么，
他乐呵呵地答道：“我要像您那样当老
师呀！”

淡泊名利

在学校，当有的班主任遇到困难不
能带班时，领导就会找他商量，希望他去
当班主任，再难带的班级他也会接手。
有一段时间，蒋老师把一个班级带到了
高二年级，当时，有个初二班级的班主任
身体不好，实在撑不下去了，领导又来找
蒋老师，希望他去接替，他二话没说答应

了。那位班主任对蒋老师感激地说：“您
是虹口中学唯一一位既能教高中数学，
又能教初中数学的老师。”有一个学期，
学校本来没计划安排蒋老师当班主任，
没想到他刚刚“歇搁”两个月，一名班主
任突然跳槽走了，校长又让他去 “救
火”。

蒋老师为人真诚、师德高尚、教学水
平高，1997 年 3月，他被批准为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谈到“四史”学习教育与素质教育
的关系，蒋老师认为，现在的学生对历史
比较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加强“四
史”学习教育很有必要，这也是素质教
育的一种具体方法。人的境界、读书目
的从学生时代起就要明确。他说：“我一
直告诫学生，读好书，学到真本事，将来
才能有能力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否则无

从谈起。”
什么是教书育人？蒋老师强调，首

先要教育学生热爱国家、尊重家长、尊重
老师；其次才是认真对待学习，端正学习
态度，掌握学习方法；同学之间要相互帮
助、团结友爱，生活上不搞攀比。

2007 年，在蒋老师退休两个月后的
教师节，虹口高级中学仍然授予他优秀
班主任的荣誉。

退休后，他又应邀在江湾中学教了
8年数学，直到 2015 年才“解甲归田”。

当被问及退休后的休闲爱好是什
么？蒋老师的老伴笑着说：“他还有啥爱
好？还不是沉迷于做数学题啊！”

蒋自立 在我眼里没有好生和差生之分
蒋自立，虹口高级中学退休教师，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园

丁奖”“上海市优秀教师”等称号。
被问及如何看待这些荣誉时，蒋老师轻描淡写地说：“这大概是对我的鼓励吧。 ”也许是长期从事数学教学的原因，蒋老师“惜

字如金”，不善言辞，但说起话来像数学那样思维缜密、条理清晰。 听到记者如此评论他，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校长曾经对我说
过‘侬忒沉闷了，侬当年级组长，当数学教研组组长，绰绰有余，但要担任管理领导有点为难你了。 ’”

蒋老师在中学读书时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 没想到的是，在“1993 年上海市园丁奖”颁奖典礼上，他遇见了读初中时的班
主任王思缄，师生同台领奖，王思缄高兴地说：“你怎么会当教师的？ 而且干得那么好。 ”“我是被农场抽调去进修的，当老师也是
‘赶鸭子上架’的。 ”蒋自立笑言。 后来，王思缄还被调至虹口中学任校长，师生俩又在一起工作了。

““小城红记忆”” 凉城百位先进人物 （（二）） □□记者 武 钢

顾亦斐 教书先要教学生做人
67 届高中生的顾亦斐，毕业时正逢“一片红”，被分配到崇明农场。 务农 4 年后，由于当时教师奇缺，考虑到她出

生教师之家，便被农场保送到上海师范学院（现上师大）师资培训班。因为喜欢外语，她就选了英语师资培训班。学习
了一年半后被分配到虹口区教育局下的上海市五十二中学任英语教师。

如果说在上海师范学院英语师资班进修是“被”选择的话，那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则是顾亦斐经过深思熟虑
后的自然选择。

巧遇“贵人”

说来也巧，有一次，顾亦斐在邮局办
事，看到了一位老太太在填单子，因为视
力不好，填起来有点吃力，她就主动帮老
太太填好单子。在聊天时，得知老太太
70 岁了，是美籍华人，还是上海外国语
学院的退休教授，顾亦斐突然萌生了跟
老太太学英语的念头，便“斗胆”提出了
这一要求。老太太很诧异地说道：“跟我
学英语？我还不知道你的文化程度呢？”
顾亦斐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说：
“如果就这样的水平从事教学，会耽误
学生的。”老太太被她的坦率和真诚打
动了，答应先试试。经过 3 个月的“搭
脉”，老太太终于认可她，愿意收为学
生。就这样，顾亦斐跟着老太太学了两
年多英语，老太太分文不取，顾亦斐觉得
挺不好意思，就帮她料理家务、打扫卫
生。她俩相处得像一家人。

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老
太太竭力鼓励她去参加高考，并直言：
“我的英语水平可能比一般高校的英
语老师要高，但我给不了你文凭呀！你

要上正规高校，系统学习英语和其他相
关学科，这样毕业后才能教好英语。”
1978 年，顾亦斐如愿以偿考入华东师
范大学英语系。在校学习期间，由于在
老太太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口语
基本过关，专业课学得较轻松，1982 年
毕业后被虹口教育局安排到虹口中学
任教。

在校读书期间和毕业后，顾亦斐还
是经常去老太太家。老太太依旧特别认
真地检查她的作业和教案，常常“敲木
鱼”提醒道：“别以为学了这些就能教好
书了，你还要不断地研究教材、教法，研
究自己的教学对象。”顾亦斐在老太太
身上学到了一名教师应有的正直和严
谨，也给她今后的教学生涯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

教书育人

当被问到为何会选择教师这个职
业，顾老师笑言：“我喜欢与人打交道，
尤其喜欢与孩子们打交道，他们每天都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留给你。”更重
要的是，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感觉当时
国家发展整体较落后，对外交流刚开始，
外语人才稀缺，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当务
之急，因此，她觉得当一名英语老师很有
意义。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在虹

口中学任教期间，顾老师严于律己，一丝
不苟，被青年教师开玩笑地戏言为“有

点疙瘩”。她参加过高考英语卷（上海
卷）的命题与征题工作和多次阅卷检查
工作；主编或参与编写了许多英语教学
和教辅材料，由于成绩突出，她担任了英
语教研组组长。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顾亦斐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让学生们懂
得为人之道，她不是以教条式的灌输方
式，而是让学生在相互帮助中去感悟、去
践行。

班上有一位学生家庭生活上很困
难，为了消除她的自卑感，顾老师要求班
干部主动关心她，学习上多帮助她。这
位同学感受到了小伙伴们的真心和诚
意，心情也开朗起来。这些都成为她进
步的动力，成绩也大大提高，最后考取了
名牌大学，毕业后工作也干得风生水起，
成了一家企业的骨干。

顾老师总是放手让班干部去管理班
级和同学，班干部们也乐此不疲，越干越
带劲。这何尝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力
培养和育人方式呢？

磨砺心志

对于近期掀起的“四史”学习教育
热潮，顾老师坦言，学习“四史”，意义深
远，很有必要，但要运用当代学生喜闻乐
见的语言和方法，还要创造条件让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在“行走”和体验中学好
“四史”。

顾老师回忆起 1992 年暑假随上海

教育工会赴甘肃天水教育扶贫、进行师
资培训的往事时不无感慨：当时条件很
艰苦，教室里桌子拼拢来就当床；被蚊子
咬得睡不着觉；吃的是光面加几片生番
茄和辣胡酱；那里水资源缺乏，洗澡是很
奢侈的事。由于昼夜温差大，大部分支教
老师都感冒发烧，后来还是吃辣胡酱出
身汗，把体内寒气逼出来，高烧退了，感
冒好了，并逐渐习惯了那里气候环境。
然而，让支教老师们感动的是，参加培训
的老师都是学校打了白条，自筹伙食费
来的，为了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和教学
质量，他们真是“拼”了。

亲眼目睹我国还有这么贫穷的地
方，看到淳朴的乡村教师在如此艰苦环
境下坚守教学岗位，望着那么多孩子渴
望汲取知识的眼神，支教老师们无限感
慨，在圆满完成任务回沪后，还经常寄资
料给他们，继续教育扶贫。

经过教育扶贫实践的磨炼，顾老师
对“……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有
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工作更加勤奋，
1993 年 6月 1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她还获得“政府特殊津贴”证
书。

如今，退休后顾老师仍然活跃在社
区各种活动中，为社区居民开设英语口
语班，参加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还参加
烘焙学习班、甜品制作班等社区活动，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