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名单揭晓 

迎接党的十九大，做好学生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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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声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教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增强教书育人

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我国第 33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教育

电视台组织开展了“2017 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深入挖掘一批在教书育人方面

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 



    经专家评审和公示，并报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审定，推选马新玲等 10 人为“2017

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马龙生等 10 人为“2017 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提名”。今天，让

我们走近楷模，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 

     

    马新玲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 

    在华东理工大学，马新玲主讲五门本科课程，学生评教全部为“优秀”。连理论力学课这

样的专业基础课，她都能上得场场爆满，不少学生整个学期都来旁听。为贴近学生、服务成

长，家住松江的马新玲，往往一个月里有 25 天住在学校奉贤校区的教师公寓。入住时，她

几乎可以不刷卡，只“刷脸”。 

    近年来，马新玲连续指导六届七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的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学科竞赛合计获得 23 项国家级奖、74 项上海市级奖，指导本科生发表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 7 篇，并获国家专利授权 12 项。 

    马新玲曾获得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优

秀指导教师、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教师奖、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等多项荣

誉。此外，她也曾主持负责五项校级和上海市级教改项目，入选教育部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

业导师。抛开这些荣誉不论，她首先是一位将帮助学生成长看成自身价值所在的教师。 

    多年来，马新玲秉承“用责任担当、用智慧引导、用感情浇灌”的工作理念，采取“爱心

为先，教学为基，创新为要，培养为重”的工作方法，探索出“以赛促教、以做促学、知行合

一”的教育模式，全身心投入本科教学、创新实践活动指导和班导师工作，用扎实的成绩赢

得了华理师生的广泛赞誉、尊重和喜爱。 

    包蓓姹  上海市奉贤区青溪中学副校长 

    包蓓姹 200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之际，她放弃了其他高薪、体面的工作，

加入上海第一批“三支一扶”的队伍中，选择了到师资紧缺的奉贤乡镇学校支教。两年支教期

满，她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奉贤，这一坚持，就是十年。 

    支教期间，作为一个新教师，包蓓姹一心扑在教育教学上，努力从各个方面汲取养分，

让自己快速成长。她的风采在校、区的各项展示课中展露。此外，在各项教育教学比赛中，

她屡获佳绩。她所担任班主任的班级连续两年被评为“区红旗中队”，她本人也获得了上海市

优秀“三支一扶”大学生的称号。 



    支教快结束时，面对学生的不舍和学校的挽留，包蓓姹最终决定留在奉贤继续任教，

选择了把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正式加入教师队伍后，即便她的家离学校较远，每天来

回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但她总是学校里最晚离开的一个。 

    2013 年，根据区教育局的安排，她又来到了新开办的青溪中学，成为南桥新城教育拓

荒者中的一员。哪里需要她，她总是二话不说地走上新的岗位。每一次的角色转换，她都以

一名新教师的态度努力学习，毫不松懈。 

    包蓓姹尽心尽力在平凡岗位上挥洒青春，她对教育的热忱与对专业的追求，让她收获

了全国初中数学优课评选二等奖、上海市青年数学教师教学评比一等奖等奖项。 

    芦秀兰  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校长 

    芦秀兰从教 35 年，1992 年投身职业教育，先后在两所职校担任书记、校长。她带领

上海市南湖职校师生围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优化

办学环境，努力把学校办成学生精神生活的家园。让学生享受成长的愉悦，持之以恒地发掘

潜能，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为学生的职业发展、人生幸福奠基。 

    芦秀兰积极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开展创业

教育、培育学生创新意识；强化文化基础、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改革评价模式，探索实现“把

需要生活的人培育成生活需要的人”的办学理念。她在校内推动建立“给想干事的人机会，能

干事的人舞台，干成事的人荣誉，不干事的人危机”的管理机制，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

的提升。 

    芦秀兰还带领学校主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学校专业布局结构，形成了以精品特

色专业、重点专业为引领的四大专业群。她积极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了“三

联”“五建”的校企合作新机制。在她的努力推动下，学校实现了多专业中本、中高贯通培养；

邮轮专业试点“中外合作”；网络专业推行双证融通、物流专业试点现代学徒制；烹饪专业与

企业共建创业孵化基地。围绕“校企合作机制、专业特色鲜明、师资结构优化、国际化教育

突破、数字校园建成、社会服务功能拓展、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和创建国家级示范校”等 8 个

方面，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近年来稳步提高。 

    李文萱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院长 

    李文萱从教 36 年，在 12 年一贯制学校、完中、初中和教师进修学院等四种类型学校

担任校长 28 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形成了 自己的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她善



于把理论与实践对接，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校长生涯 28 年，她改变了好几所学校

的办学质量。 

    200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李文萱任徐教院附中校长。她以坚忍不拔的改革勇气

和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历经十余年的奋斗，带领一所教育教学质量亟待提高的学校走出困

境，将其打造成“家门口的好学校”，是徐汇教育“建峰填谷”的生动案例。有业内专家如此评

价：“其办学精神、办学实践与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今天上海基础教育实现转型，办出公平、

高质量义务教育学校，具有典型意义与推广价值。” 

    2013 年 10 月起，李文萱担任徐汇区教育学院院长。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教育改革，

在她的带领下，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机制建设、体系建构、

范式突破等方面进行了积极、丰富、扎实的探索创新。 

    作为上海市特级校长，李文萱发挥示范辐射，引领了一大批优秀校长的专业成长。她

先后获得了全国、上海市和徐汇区的荣誉称号 20 余次，主持市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多项，

获得科研成果奖近 20 项，公开出版专著 4 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张少伯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教师 

    张少伯从教三十余年，一直追求最有温度的“走心”育人方式。他会在学生过生日时，送

上有亲笔祝福信的笔记本。尤其是每届高考季，他都用书信这种最暖心的方式给每一位学生

送上“私人定制”。 

    作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班主任，张少伯以良好的个人素养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

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灵动的教育智慧引领启迪学生。他用“爱”抒写着每一天工作的诚挚

与充实，用“智”构筑了每一届学子的生动与风景。 

    在班级管理中，张少伯奉行并坚守的理念是：有制度，但不唯制度，巧用激励制度，

慎用限定制度，决不滥用处罚制度，在班级中形成讲秩序、讲团结、讲效率、讲情趣的风气。

他带的班级，时常传出学生们开心爽朗的笑声。在他看来，老师妙趣横生的讲解、师生间平

等温馨的对话、同学中轻松欢悦的说笑，这些都是“舒缓剂”，让疲乏困顿的学生们得到放松；

是“遮阳伞”，让学生们在笑声中感受到清凉的慰藉；更是“加油站”，在一段小憩之后轻松前

行，让学生们用更为饱满的热情、更为愉悦的心境投入到学习之中去，真正实现学习的有效

性。“宽松不失严谨、活泼又显踏实”是张少伯追求的境界。 



    张少伯常常告诫学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他让学生们明白：“一滴水

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永葆其生命价值”“一个人走，可能走得快，但要想走多远，就要一群人走”。 

    张黎声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教授 

    有 35 年教龄、31 年党龄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张黎声教授将艰深、枯燥的

专业课演绎成深刻的“人生大课”，在专业教育课中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为学生启明心智，让课堂主渠道功能实现最大化，将“人体解剖学”上出了生命哲理与使命担

当。 

    张黎声精心设计“人体解剖学第一课”，并把解剖楼的一楼布置成“遗体捐献文化长廊”，

让学生了解遗体捐献、接受和利用的具体过程。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

价值，让专业教育课堂上出情怀担当，奏响育人主旋律。每个学期，张黎声都亲身带领学生

拜访遗体捐献者登记者，解读和体悟他们的生命观，并邀请他们来校与师生面对面座谈，共

同发掘这门课可以承载的“感恩、敬畏、责任”价值观。他让学生在收获专业知识之外得到人

格的历练与提升，他注重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观的同频共振。 

    张黎声在学科建设上全身心地投入，将教研室的特色课程“腧穴解剖学”打造成了上海市

精品课程和全国中医药院校的标杆性课程。他的课堂教学深入浅出，每年的教学质量评估都

是 A 级。他连年被学生评为“明星教师”。 

    张黎声的个人魅力更是征服了一众“粉丝”。从田径、篮球到排球、足球、羽毛球，他无

所不能；从唱歌、演讲到辩论、主持、打鼓，他样样都行。校园内的多项文化活动上都能看

到他的身影，他用自身的人文素质和人格形象春风化雨般影响着学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学

生们。 

    陆广琴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老师 

    在学生们眼中，陆广琴是一名博学创新、严谨勤奋、富有爱心、德才兼备的好老师。

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周末和寒暑假都用在指导学生的科技创新上，用自己的执着和严谨，坚

持着自己的工作。 

    作为上海发明协会的一员，陆广琴积极指导学生参加上海市创造发明设计竞赛及上海

发明创新大赛。她善于以工程、计算机、数学及生物信息学等交叉学科带领学生进行科技创

新前沿课题研究。在她的指导下，学生们能将各个学科的思想结合起来，有效地衔接校内研

究性课程和校外的素质教育。 



    陆广琴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以及为学生无私奉献的精神。她孜孜不倦地指导学

生进行课题研究，许多学生走上了科技创新之路，有很多已经在国内外知名大学攻读硕士博

士，继续着前沿课题的研究，有的已经成为了优秀工程师以及优秀创新创业者。工作至今短

短八年，她共培育了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三人；“科技希望之星”三人、专项奖多人；第五

届“上海市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一人；先后有 100 多位学生在国家以及省市级的各种创新

比赛中获奖。 

    陆广琴本人也曾获得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重点研究项目的课题。除指导学生开发课题实验外，她还到区里的多所学校讲

学，提高更多老师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性以及辅导学生的能力，帮助这些学校发展自己的科

技特色，为全区的科技教师构建了一个展示能力的平台。 

    周颖芳  上海市长宁区初级职业技术学校教导主任 

    周颖芳从事特殊教育 18 年，15 年担任辅读班班主任。她不忘初心，坚守特殊教育岗

位，连续 17 年负责学生职业考证并 100%通过。周颖芳坚持撰写学生案例，将一个个凝聚

爱的教育小故事汇编成专辑 《鲜活生命的美丽》。 

    周颖芳任教的班级，每个孩子都很特殊。有的患有癫痫、有的严重抑郁……对每一个

细小的行为、情绪变化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爱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她生命的内涵，成

为了一种习惯，一种素质。有的学生家庭贫困，她慷慨解囊，不计回报。有的学生大小便失

禁，她亲自擦洗替换。 

    她的手机成为了家校间的“热线电话”，24 小时解答家长的疑虑。她可以记得班中每个

学生的生日并送上亲手挑选的礼物……但唯独忘了自己。她用天使般的魔力凝聚“征服”了特

殊学生，用爱融化了这些学生“冰冻”的心，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好老师、同事心目中的好党

员。 

    “颖果满枝馨特教，芳心一片付真情。”周颖芳热爱特殊教育事业，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

都充满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她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她业

务表现突出，获推荐赴美培训，回国后便立项市级课题，根据特殊学生特点，开发学校个性

课程。她的执著奋斗和无私奉献让她先后获得市园丁奖、市三八红旗手，市五一劳动奖章，

首届“长宁好人”等荣誉称号。 

    长宁区“树好人、学好人、做好人”先进典型文艺原创汇演活动中即以周颖芳事迹为原型

拍摄微电影 《船儿漂漂》，感人至深并被广泛传颂。 



    郑时龄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郑时龄是一位睿智而严谨的学者，他精通英、意、德等多 门外语，跨越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建筑历史、理论、评论等多个领域。只要学生需要，郑时龄总最大程度地挤时间

满足。无论是学术会议，为学生推荐图书，乃至对新生的励志交流，他都乐于参加。因此，

他被学生们推选为最具睿智儒雅风范的“可爱老师”。 

    在国内，郑时龄首创建筑批评学科，撰写了 21 世纪重点教材 《建筑批评学》。此外，

由他撰写的 《建筑评论》 获国家级精品课程。他主持的“建筑历史与理论”获国家级教学

团队，撰写的 《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获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他还主持翻译最具权威

的建筑通史巨著之一《弗莱彻建筑史》。 

    郑时龄关心学科整体发展，他主持完成的中科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建筑学和

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与中国的城市和建筑面临的现代化问题》 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作为国家级教学名师，郑时龄诲人不倦，至今仍坚持在课堂第一线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上课，并以传帮带的方式指导青年教师。他已培养超过 110 名博士和硕士，其中相当一部

分成为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领域的佼佼者，曾荣获国家级设计奖项，还有不少在行政管理中

担任要职。 

    为提高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建筑素养，郑时龄主持编纂 《十万个为什么》，担任

热心的志愿者，常年不懈地宣传城市和建筑理念。 

    董君武  上海市市西中学校长 

    作为一位上海市特级校长，董君武有着教育理想追求、心中永远装着学生、有着丰富

教育管理经历经验和较强的科研能力。他在教育战线上工作 28 年，一直在教育改革探索的

路上锐意进取。 

    在教育大变革的时代，董君武怀揣着“让学生微笑着走进校园”的教育理想，每到一所学

校担任校长，都犹如鲶鱼起效应，激起教育发展活力。他以学生发展为本，立德树人，为了

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针对不同类型学校实际，结合所在学校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发动并

带领学校团队，调动全校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精心设计并实施推动教育发展的变革实

践项目，积极稳妥地进行教育改革实践探索，为静安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为静安精品教育

的铸就乃至全国兄弟学校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教育事业上创造了突出的成绩。 



    在教育管理和教育改革实践探索中，董君武很注重科研引领，以课题研究促发展带队

伍，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迄今为止，他承担了 7 项市级以上课题，出版 4 本专著，主编 3

本，并在市级各类教育专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董君武还先后组织开展了多场教学现场展示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全国各地乃至港澳地

区的高度关注。发挥了学校对同类学校的辐射和示范作用。同时，他还受邀成为贵阳市教育

局名校长工作室领衔专家，为中西部地区培养人才、干部尽心出力。 

    (以上事迹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