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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问你们如何将红色基

因转化为学生成长的养分？

张咏梅：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
的生祠碑，抗击英军的清军统领裕
谦以身殉国的“泮池”，党章守护
者、镇海中学首届学生张人亚的纪
念铜雕，中国“红色女特工”朱枫
烈士故居⋯⋯镇海中学校园内有着
诸多历史文物景点。

学校十分珍惜这份历史馈赠，
筹集专项资金，对这些历史文物景
点进行全面修复和定期维护。2019
年，学校还建起了荟萃校园红色基
因的镇中“红廊”，集中展示了不同
时期在镇海中学留下足迹的英烈、
楷模的事迹。

英烈伴读得天赐，红色基因代
代传。学生在触摸抗倭炮台时感受
家国情怀，在瞻仰朱枫故居时理解
信仰力量。这种浸润式教育让红色
基因成为学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
长养分。

我们希望传授给孩子们的远不
止书本上的知识。更为关键的是，
引领他们构筑起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与价值观，涵养充盈且丰富的
精神世界，为其成长铺就坚实的价
值基石。

记者：请问镇中如何以家国情

怀为导向，教育学生不做“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张咏梅：“永承红色基因，厚植
家国情怀，求真梓荫，扬善大成，
镇中卓越有我，民族复兴有我。”这
是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全体镇中师
生共同宣读的誓词。

我们教育学生不要做“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而要做心怀家国、乐
于奉献的人。中学阶段承担着引领
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树立远大理
想的重要责任。面对日渐多元和复
杂的社会，我们亟须用坚定的红色
信念来铸造思想堡垒，这样才能源
源不断地培育出德才兼备、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青年人才后备军。

多年来，镇海中学坚持思政课
改 革 创 新 ， 力 行 思 政 教 育 培 根 铸
魂，积极拓宽青少年审视自身价值
与社会、国家、民族关系的视野，
为学生的成长绘就殷红的精神底色。

学习的最大动力来源于家国情
怀，这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也是
一种责任担当。当家国情怀内化为精
神支柱时，学生就能生发出持久的奋
斗动力，在知识的求索中保持纯粹专
注，在真理的追寻中永葆赤子热忱。

在镇海中学，我们鼓励学生在
3 年内完成校内外各 60 小时的义工
劳动，以及 20 小时的社会实践。团

委、学生会组织学生开展认领便民志
愿岗、助老爱心岗等活动，在周末、节
假日开展对话榜样人物、调查社会生
活、建言民生需求等活动，让学生积
极融入社会生活、感受人生百态。

截至目前，我们的学生通过全国
中学生领导力大赛、模拟政协等活动
平台，已经自主完成了“规范使用远
光灯”“电动自行车安全”等 30 余个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项目，其中

“防治校园欺凌”的一项提案还被全
国政协委员带到了当年的全国两会，
实现了“小提案”背后的“大成长”。

记者：请问如何让看似枯燥乏
味的思政课入脑又入心？

张咏梅：在学生拔节成长的过
程中，节点很重要，引导更重要。
为此，镇中构建起了完整的“红色
三课”大思政体系。

入学“第一堂课”，将每学期第
一周定为“红色文化宣讲周”，这一
周不仅有校长新学年的国旗下讲话
和书记的学校红色文化讲座，还有
思政教师宣讲党史国情或邀请时代
先锋人物等进校开展专题讲座等活
动。

在校期间的“每一堂课”都贯
穿 着 爱 国 主 义 主 线 ， 比 如 我 们 将

《校园问典》《雄镇学府》《红廊，奔

涌在血脉里的镇中记忆》，以及兼具
思想性、创新性的 《学子凡语》 等
红色校本教材融入教学过程。

学 生 毕 业 离 校 前 的 “ 最 后 一
课”，既有校长致辞送谏言、学子感
恩 展 未 来 、 教 师 发 言 祝 成 长 等 环
节，也有“成人仪式话成长”等活
动，以此鞭策毕业生们：无论走到
哪 里 ， 都 要 做 一 个 对 国 家 、 对 人
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红色三课”的润泽下，镇
中青少年心怀家国，内心使命感悄
然而生，他们满心期待着自己羽翼
丰满后勇挑重担，既为家人撑起一
片晴空，又能投身社会，在各行各
业 中 发 光 发 热 ， 成 为 推 动 社 会 进
步、助力国家发展的有用人才。

近年来，我校院士校友、国家
863 计划首席科学家贺贤土数次回
校开设讲座，鼓励镇中学子学好本
领，矢志报国；企业家校友虞仁荣
捐资 300 余亿元在家乡建设宁波东
方理工大学 （暂名），助力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科研界校友冯
维一、杨起帆等毅然回国创业，为
科技强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我想，对数以万计的镇中学子
而言，梓荫山下的红色教育从来没
有停止过，始终激励着他们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披荆斩棘、
砥砺前行。

让红色基因成为精神脊梁

人 物 名 片
张咏梅，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

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连续四届当选浙江省党代会代
表。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浙
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浙江省优秀
共产党员、浙江省“千名好支书”，
宁波市杰出人才、宁波市十大强基
先锋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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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是一种责任担当

■在学生拔节成长的过程中，节点很重要，引导更重要
■教育不是知识的机械传递，而是生命价值的薪火相传

春日的暖阳轻柔地倾
洒在镇海中学的校园。校
园里古树葱茏，生机盎
然。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教育强国”“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弘
扬教育家精神”等重要表
述，在这所底蕴深厚的百
年名校里，有着生动且鲜
活的实践。记者近日采访
了参加全国两会归来不久
的张咏梅。

“教育的意义，在于
让每个孩子明白，无论未
来自己是撑起时代大厦的
栋梁之材，还是做一名默
默奉献的平凡劳动者，都
要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
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面对“如何培育时代新
人”的叩问，扎根基础教
育一线 40 年的张咏梅给
出了“镇中答案”。

记者 沈莉萍 2
记者：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受

到消极亚文化或一些负能量影响，请
你谈谈，怎样让正能量照亮学生的成
长之路？

张 咏 梅 ：在 当 前 对“00 后 ”
“10 后”学生的教育中，我们确实
也会碰到如何抵御消极亚文化或负

能量的问题。我认为，“躺平”“享乐”
这类消极价值观念，其形成源于四重
背景：在个体层面，青少年在现实挫
折中借消极亚文化寻求情感慰藉；在
社会层面，学业竞争、就业压力等现
实困境催生抵抗式文化表达；在技术
层面，算法推送加剧信息茧房效应；
在思想层面，多元思潮冲击导致认知

偏差。抵御消极亚文化，需要全社会
共同关注和支持。学校作为育人的主
阵地，应努力克服困难，为孩子们积
极打造能够抵御消极亚文化侵蚀的
活动、载体和平台。

镇海中学始终坚持“有效教学的
基础是有效德育和体育”的育人理
念，创新推行“德育小课”制度，将社

会热议话题、校内典型问题同青少年
成长教育有机结合；坚持开展“校长
有约”活动，时刻关注学生成长中的
心理动态，持续完善校园管理方案；
引导师生共同研讨“选择与坚守”“吃
亏与格局”“感恩与回报”“秩序与自
由”等有深度的德育话题，这些措施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抵御消极亚文化，引领青少年“向光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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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你谈谈，怎样筑牢师

德师风根基，让教育家精神蔚然成
风？

张咏梅：我时常在思索一个问
题：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教
育在哪些方面应顺势而变，哪些方
面又需坚守不变？

我给出的答案是：既要积极拥
抱变化，更要牢牢守住教育初心。
当 下 ， 一 名 合 格 的 现 代 教 育 工 作
者，不仅要熟练掌握“传道授业解
惑”的本领，具备运用信息技术的
素养，更要拥有深厚的教书育人情
怀。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灵魂。近年
来 ， 镇 海 中 学 取 得 丰 硕 的 教 学 成
果，核心就是把师德师风建设放到
了突出位置。“静下心来教书、潜下

心来育人”，镇海中学的教师始终践
行“以校为家”“学生在，老师在”
的承诺，不搞有偿家教、不谋第二
职业。

每年高考结束，学校都会派出
骨干老师、名优教师，分赴新疆库
车、四川大凉山等教育资源相对薄
弱的地区开展帮扶活动，让优质教
育资源辐射到更多人群。

镇海中学注重提升教师的师德
修养、师风风范与专业技能，实施
新型教师评价机制，努力用“德艺
双馨”的师资力量，培育一批批德
才兼备的学生。与此同时，我们还
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开展
校园特色文化活动、树立教师榜样
等方式，积极构建并不断提升教师
的 价 值 观 和 幸 福 观 。 在 日 常 管 理
中，学校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从

工作环境优化、职业发展规划到生
活 关 怀 ， 提 高 教 师 待 遇 和 保 障 水
平，设立教师子女“教育无忧”计
划，全方位给予教师支持与关爱，
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我认为，真正的教育家精神，
在于课堂上的春风化雨里，在于拒
绝课外有偿补习的静心坚守中，在
于深夜备课的孤灯明灭间，在于矢
志静心从教、潜心育人的人生选择
里。

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将学生
视为考试机器的“教书匠”，而是愿
做守望麦田的“大先生”，正如张桂
梅用病躯托起大山女孩的未来，于
漪“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
师”的躬身践行，这些值得我们敬
佩的当代教育家的坚守，本质上都
在诠释一个真理：教育不是知识的

机械传递，而是生命价值的薪火相
传。

当教育真正回归“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的纯粹本质时，教师的精神境界便
成了最生动的教材。那些课堂上的
谆谆教诲，那些对教育初心的无悔
坚守，那些在平凡岁月里绽放的生
命之光，都在无声地构筑着教育的
终极答案：唯有教育者用生命践行

“有用”的定义，学生才会懂得“有
用”的真谛。

这或许就是教育家精神最深刻
的传承逻辑——当教师将做人准则
镌刻进教育日常，当教育现场上始
终跃动着向善向上的灵魂，孩子们
自然会在“润物无声”中明白：无
论 走 到 哪 里 ， 都 要 做 一 个 有 用 的
人。

师者匠心，用生命之光照见“有用之路”

张咏梅

张咏梅向学生讲解镇中“红廊”故事。
（资料图片）

张咏梅和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镇海中学镇海中学。。（（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