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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岁月如歌，往事依依，留下的痕迹有浓有淡，有深有浅，有失落有收获⋯⋯作者回顾了求学和从教生
涯，总结了自己不断学习、深入思考、勇于实践的岁月人生，既有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心得，
更有一位在逆境中成长、不断奋斗的教育家的教育思考。
     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育家于漪老师一直辛勤耕耘在教育园地，在语文教
育、学校管理、教育改革和社会活动等多个领域作出卓越贡献，产生重大影响，本书是她的从教经历
、心路历程、经验成就和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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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漪，女，江苏镇江人。
1929年2月7日生，曾毕业于镇江中学，1951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
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
1978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
现年79岁。
　　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上海市第七、八、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
　　现任上海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
市教师研究会会长。
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及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全国五讲四美、为
人师表优秀教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主要著作】　　《于漪语文教育论集》、《语文教苑耕耘录》、《语文园地拾穗集》、《学海
探究》、《教你学作文》、《语文教学谈艺录》、《于漪文集》、《于漪教育文丛》等，音像教学辅
导材料有《于漪语文教学课堂结构精析》、《妙笔生辉》等数十盒。
于漪的文章《往事依依》收录在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第六课。
　　【于漪语录】　　1.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2.我有两把“尺”，一把是量别人长处，一把是量自己不足，只有看到自己的不足或缺点，自身
才有驱动力。
因为，“累累创伤，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
　　3.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同时选择了高尚。
首先要“知如泉涌”，而且要有伟大的人格力量。
　　4.座右铭：教育工作中，一切以教师人格为依据：智如泉涌，行可为表仪者人师也。
　　5.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所谓合格，就是不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6.教学参考书毕竟是别人的劳动，只有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是带着生活露水的鲜花，是你自己的心
得，学生才容易和你交融。
教出自己个性的时候，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
因为，教育事业是创造性的事业。
　　7.“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
的未来”。
　　【教学风格】　　1.思想性　　党的教育方针和“三个面向”是教学改革的依据，于漪牢牢地把
握着这一依据。
她的全部教学改革活动，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教文育人”。
于漪所上的语文课，充分地体现着“文道统一”的精神，在听说读写训练中，结合着思想教育，恰似
春风化雨，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真可谓教养与教育的和谐统一。
于漪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是很强、很突出的。
　　2.重学性　　重教轻学，是传统教学的积弊。
于漪主张，教师应把从教出发的立足点转换到从学出发的立足点上来，重视对学法的研究，使教学为
学生的学习服务。
为此，教师必须“目中有人”，要研究当代学生的新情况、新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学。
　　3.情趣性　　于漪主张，讲课要有情趣。
教学有了情趣，就能吸引学生产生一种孜孜石乞石乞、锲而不舍的学习愿望，才能产生实效，而效果
又会促使兴趣的巩固和发展。
为此，教学就须在“得”字上下功夫，学生学有所得，才能对语文学习产生情感和趣味。
　　4.智能性　　于漪站在培养开拓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高度，十分重视学生的智力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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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
只要全面地阅读于漪的教学论文，不难发现于漪全部语文教学活动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
：运用启发式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尽力开发他们的智力。
如何开发学生的智力，于漪曾写过不少专论，诸如“谈语言和思维的训练”“谈观察训练”“谈想象
力与创造力的培养”“谈把握记忆的支撑点”等等。
这些论述启示我们：语文教学要通过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在主动、活泼的学习中，逐渐成长为聪明有
为的人才。
　　在语文能力的培养上，于漪主张读写听说全面训练。
她深感“重读写轻听说”教学的滞后性，从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要角度考虑，她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是十分重视听力与说话训练的。
　　纵观于漪的读、写、听、说实践，可以从中寻找出另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在教师主导下，让
学生在主动、自觉的学习活动中，逐步地培养起自学能力。
　　5.文学性　　人的生活离不开文学。
文学修养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具有的文化素质。
于漪的语文教学，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这只要听听她的学生在发言时能熟练地运用古诗词，能恰到好处地使用成语表达自己的意见，能在课
堂上一首又一首地背诵古代诗词，也就可以知道于漪平时是怎样成功地向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了。
听于漪讲课，读于漪文章，文学味浓是一个突出的感受。
平时她的教学语言也充满了优美的文学词语，感染力很强，这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把学生带入文学的情趣之中，可以提高语文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语文教学的效率也就必然随之提
高。
　　6.整体性　　于漪认为，语文教学是个系统工程。
它首先应具有科学的序列，然后才能有序有效地传授知识、进行训练。
教师对每个学期教学工作的安排，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明确每堂课、每个单元、每个阶段的教学目标
与教学任务。
　　在实际教学中，她引导学生遵循文道统一的规律，从整体上去理解、把握课文，使学生不仅理解
、把握课文写什么、怎样写，而且理会为什么这样写。
学生从课堂教学中不仅学到知识、技能，而且受到思想教育。
　　于漪精通于教学艺术，对于一堂课怎么开头，选择什么作突破口以带起全局，怎样展开教学进程
，怎样收尾，都有独创的整体设计。
听她的课，所感受到的是：教学环环紧扣，节奏鲜明，抑扬顿挫，起承转合，有张有弛，波澜起伏，
引人入胜。
而且由于她的整个教学能“和学生的心弦对准音调”，所以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怎样上好一堂课，于漪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挖掘文章内在的思想性，揭示其寓含的深意
”；　　第二，“重锤敲打关键词句，使它们溅出耀眼的火花”；　　第三，“变换提问的角度，选
择最佳入口处，激发学生的感情”；　　第四，“创设情境，带领学生置身于情境之中，使他们耳濡
目染，受到熏陶”；　　第五，“联系、扩展，增添感情浓度，形成余音缭绕”。
　　永远的师者：于漪　　1951年，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了一位至今仍令母校感到骄傲的学生——全
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
40多年来，尽管工作岗位发生过许多变化，但她心中钟爱的职业始终只有一个：永远的教师。
　　一位激情似火的教师　　凭着激情，她在走出校门教了8年的历史课后，毅然改行拿起了语文教
材，并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虽然她一直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和出色的历史教师，但面对学生们不敢有丝毫马虎。
从语法、修辞、逻辑到中外文学史、甚至哲学、天文、地理、航海等知识，所有与教学相关的知识都
一一学习，天天明灯伴夜到三更。
奠定了自己作为师者的基础。
《于漪语文教育论集》、《语文教苑耕耘录》、《语文园地拾穗集》、《学海探珠》、《中学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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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教师学概论》等著述，向人们展示的正是这种基于对语文教学充满激情的硕果。
1978年，于漪以自己在语文教学中的突出成绩而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
　　一位一身正气的校长　　凭着一身正气，1985年于漪走上了几经变迁的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的
岗位。
当时，那是一所伤痕累累的学校。
踏进校门，于漪看到的是衰败的校舍、涣散的教师队伍。
于漪作出一系列令当时社会震惊的决定：教师实行坐班制，学生一剪头发，二穿校服。
并斩钉截铁地面对校内外的各种议论；社会上允许的，学校不能都允许；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不一定
都提倡。
她着手开展两代师德的教育，请离休干部作革命传统教育，请盲人乐队用精彩的演奏诉说怎样做生活
的强者，让教师、学生讨论当代教师和师范生的形象。
规划兴建了图书实验楼、体育馆、艺术楼，开辟了大草坪，植树种花，让学校春有花、夏有荫、秋有
果、冬有绿，硬是将学校营造成一块育人的净土。
于漪有许多耀眼的荣誉：全国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
但最为珍贵的是——永远的师者。
　　一种清新的教学风格　　1.思想性。
党的教育方针和“三个面向”是教学改革的依据，于漪牢牢地把握着这一依据。
她的全部教学改革活动，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教文育人”。
于漪所上的语文课，充分地体现着“文道统一”的精神，在听说读写训练中，结合着思想教育，恰似
春风化雨，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真可谓教养与教育的和谐统一。
于漪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是很强、很突出的。
　　2.重学性。
重教轻学，是传统教学的积弊。
于漪主张，教师应把从教出发的立足点转换到从学出发的立足点上来，重视对学法的研究，使教学为
学生的学习服务。
为此，教师必须“目中有人”，要研究当代学生的新情况、新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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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奋斗才能生存幼小心灵的震动求学的艰辛与欢乐永恒的怀念初遭疾病的磨难“放卫星”的闹剧“门”
在哪儿和学生的心弦对准音调把握驾驭课堂的主宰用语言“粘”住学生飞来的“机遇”灵魂洗礼拷问
感情与责任我也是学生意外的惊喜，清醒的定位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多彩活动催我长人民代表为人民
校长应努力成为教育家读书之乐乐天穷一辈子学做教师附录一 四方人士评于漪(评论荟萃)附录二 主要
创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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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4年夏，酷暑。
肺结核菌终于嚣张地夺走了年仅三十多岁的父亲的生命。
白发人祖父呆滞，茫然，母亲哭得泪人儿一般，我们姐弟五人跟着母亲嚎哭着，家里阴云密布，天塌
下来了。
　　从日寇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以来，父亲因带领我们逃难，只能间或做点小生意，但屡做屡赔，囊
中羞涩，家境惨淡。
然而，他毕竟是个中年人，担着这个家。
他撒手而去，家中老的老，小的小，何以为生？
姐弟中，我最大，妹妹才一岁，母亲是半文盲，识几个字，勉强能写封简单的信，无能力养家活口，
真是前途渺茫。
　　父亲的丧事草率办完，家里就商量孩子上学的事。
那年，我初中毕业，要不要继续升学，意见不一，求学，不求学，形成拉锯之势。
祖父认为女孩有点文化就可以了，家里那么困难，还读什么书，反正将来都是人家的人。
母亲从自身的无能为力担当家庭生计的教训出发，期望我能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并帮助带领弟妹，虽
不敢顶撞祖父，但总反复讲继续求学的重要。
再说，我才十五岁，没办法找活干，更没有门路，伯伯、叔叔、大姨、小姨，一个没有，有个舅舅也
患肺病，早已离世。
我当然死活要求读书，学点求生的本领。
最后，祖父作了让步，只要家里不要负担，可以继续求学。
　　天无绝人之路。
正好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到镇江招考新生，招收的人很少，我幸运地被录取。
不仅不要交学费，生活费也全给包了。
我有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兴奋，高兴，打心底里感谢母亲。
　　我喜形于色，母亲可不是如此。
我一个女孩儿家只身赴苏州求学，举目无亲，她又担心了。
于是，反反复复叮嘱我：要活，就要靠自己努力，自己吃苦；凡事，都要动脑子想想，要自己管住自
己，不能心血来潮；要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做人要有德行，宁可刻苦自己，也不能亏待他人⋯⋯反
反复复地说，简直像语录一样，镌刻在我的心中。
　　其实，何止我一人为求学而奋斗！
奋斗是我们姐弟五人的生命线，只有奋斗，才能生存，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孤儿寡母的命运——这成
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勤奋学习，刻苦自励，真诚待人，成为我们姐弟力求上进的做人准则。
大弟于渤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保谦公奖学金，全国一解放，又考取浙江大学公费奖学金，完成了浙江大
学电机系学业。
毕业后留校，一直从事电力系统及自动化学科的教学，教授，带教研究生，是能源部电力工程类教学
委员会委员，任《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的《电力技术基础卷》主编。
二弟于洗由于品学兼优，就读高中时就被调到团市委任学校工作部副部长，后又被选送到北京大学地
质地理学系深造，边学习边工作，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地质学方面课程和地质学史方面的科研，教
授。
重视课外实践，主编《中外著名山川湖泊辞典》，填补了我国地理学方面的空白。
先后任北京大学组织部长、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受教育部委托，从事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与编写。
三弟于渌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高中毕业由国家公费送往苏联哈尔科夫大学攻读理论物理。
回国后，先后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是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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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原子
能机构与意大利政府合办的国际物理中心负责凝聚态物理部工作，成绩卓著。
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小妹于涟，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文革”后调回母校任教，先后任畜牧兽医系副主任，动物科学学
院院长，教授。
主持并完成研究课题12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有两个研究项目在全国属领先地位。
多次被评为浙江省和全国普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者。
调任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后，仍坚持带教硕士生、博士生。
　　五姐弟在家乡接受了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人生第一课的教育，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
离开家乡时都是年少稚气的学生，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追求。
支撑我们的是奋斗精神，爱国情怀，发自内心的感恩。
　　每个人都很忙，两个人见面，三个人见面，已是了不起的乐事，五个人聚首已是几十年前。
但只要碰到，总离不开这几个话题：一是不解放，就没有我们于氏姐弟的今天。
人民养育了我们，国家培养了我们，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戚、朋友、同行给我们以关爱和支持，
在别人撒播的恩泽中成长，只有竭尽毕生精力才能报效一二。
二是母训不可违，在任何条件下，顺境，逆境，外物引诱，都要坚持立身，讲究德行。
我是中学教师，他们都是教授、研究员，要讲究师德、科学道德。
做人有基本准则，贪欲最为可怕，吞噬人性，如果人德都没有，还谈什么师德？
三是低调，工作竭尽全力是本分，个人无论是天分、学识、才能，都是极其有限的，离开了大家，一
事无成。
为此，从不谈自己的工作成绩，从不自我吹嘘，自我摆动。
吹，摆，不仅是无聊，小家子气，而且会目中无人，飘飘然，裹足不前。
我这个大姐只知弟妹工作的总体情况，具体业绩几乎不知晓。
上面说的一些情况还是从家乡报纸的文章《镇江于氏五兄妹》中摘录的。
四是重情义，一家有困难，大家帮。
互帮互学，互相砥砺。
如50年代我患重症肝炎时，需食较多的糖，个人配给的极少，二弟知道后，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想方设法购买到各种各样的糖果从北京邮寄给我。
人与人相交贵在一颗真心，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无须言谢，深深情谊寓于其中。
　　母亲抚育我们，整天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操劳一辈子，等我们长大成人，她又离我们而去，未
享到一点福。
每想到此，做子女的总情不自禁地嘘唏，深感内愧。
但与此同时，又有骄傲之感，母亲善良，宽厚，万分勤劳，给我们以良好的做人教育，使我们终生受
益。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岁月如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