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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
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
之心、弘道追求六方面完整阐
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的核心要义，赋予新时代人民
教师崇高使命。对于每一位
教育工作者来说，大力弘扬教
育家精神，最需要做到的是用
心做人、用心育人，而真正的
教育家确应全心全意为国家、
为人民育人。

所谓用心做人，指的是教
育工作者心中要有国家、有人
民，也就是教育家精神中的第
一点，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
样才可能做到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所谓用心育人，是因为教
育本身是用心点燃心的工作，
唯有用心，才能点燃学生心中
的火苗。所谓育人，不是灌输、
不是简单塑造，唯有用心，方能
因材施教、乐教爱生。用心做
人和用心育人，两者不可或缺，
对教育工作者而言，没有用心
做人，就不可能用心育人。

青年时期是人生观和价值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年时期
接受的教育和影响，对人生未
来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我自
己在大学期间遇到的三位导师
对我影响至深。可以说，他们
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充分印证
了什么是教育家精神，影响了
我的科研、从教之路上的每一
次选择，且让我能将他们的影
响传承给我的学生。

我的第一位导师是上海第
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的余贺教授。记得当
时麻疹病毒流行，而我国又缺
少麻疹疫苗。余贺与众多的科
学家以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等合作，共同开发出“沪 191”
麻疹减毒活疫苗。直到今天，
上海的麻疹疫苗毒株仍然是

“沪 191”。可以说，他用自己
的言行为我们学生辈做出了榜
样，那就是科学工作必须实事
求是，用开放的胸怀合作，以人
民利益为第一考虑因素，也就
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给
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学生带来了
很大的影响。日后，当我从事

研究时，只要觉得这项工作能
够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就不会
考虑其他因素，先做起来再
说。不论是上世纪 60年代的
红眼病研究、还是后来的乙肝
疫苗研究，莫不如此。

我的另一位导师是上海
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的林飞卿教授。她
一 心 一 意 为 国 家 育 人 的 精
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改
革开放后，我第一次出国交
流三个月后回校，学校让我
担任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此
时正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发来访学邀请。为难之际，
年过七十、退休多年的林老
先生站出来说：“闻玉梅需要
在国外的研究环境再多留一
段时间，这一年的主任，我来
做。”后来，林先生觉得我跟
随她学得差不多了，又把我推
荐给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
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少
文做“徒弟”。这两位先生都
用自己对学生的大爱，对教育
的执著给了我人生路上诸多

指引。而两位先生更是让我
看到了，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
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人。

学习领会总书记提出的教
育家精神，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都应有所思考：教师在育人中
究竟该起什么作用。我们现在
有不少老师和学校，都是以“塑
造”人的态度来做教育工作，这
不是育人的真谛。教育家精神
中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
德情操，充分说明了教育工作
者是培育人而不是塑造人。所
谓育人，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
燃学生心中的火种。每一个学
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火种，需要
教育工作者有充分的育人智
慧，因材施教，启智润心，让每
个学生心中的火种都能够燃烧
起来。

由于每个学生的个性禀赋
是不同的，更需要教育工作者用
心、用爱，努力去了解、关心他
们。我的三位导师，都曾经针对
我成长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给
出很多的指导，而我也会像他们
这般，在带教学生的时候开展有

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比如，
对于一些不太善于表达的学生，
我给他们设定要求，每次开学术
会议，必须坐在第一排，而且每
次都要提问。我出国开会，只要
有机会，也都会带着他们，督促
他们提问。提问的过程，既促使
他们通过思考带来学问的增长，
同样也让他们能在参与重大学
术探讨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表
达和沟通能力。对于另一些口
齿不够清楚的学生，我则会要求
他们在组会上读报，以此来锻炼
发音。现在，这些学生，不少已
成为学术界独当一面的学者，或
是成为一些医科院校的掌门人。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还
要求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不断学
习。老师不能固步自封，把自
己局限在眼前的小小一方天地
里，而是要在学习中与学生共
同成长，更好地为国育人。

文 / 闻玉梅（中国工程院
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
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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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人用心育人，点燃学生心中火种

每周二上午，生命科学学院

（下文简称：生科院）教授吴燕华

都会走进第六教学楼210教室，

开启秋季学期的“遗传学（H）”

课程。就在不久前，她刚刚获得

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基础课程正高组一等奖，在

大赛上所展示的正是这门课程

的教学探索与发展过程。

2020 年 12 月 ，吴 燕 华 和

2016级生科院本科生任淑婷在

“遗传学”课程的实验室里合拍

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二人拿着

任淑婷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

命科学竞赛一等奖的证书。

任 淑 婷 所 做 的 项 目 是

“E1F4EN1F1和KMT2B在早发

性卵巢功能不全中的遗传分

析”。对大量遗传疾病致病基

因未明的好奇，就源于她在“遗

传学”课上系统学习了单基因

疾病的遗传分析策略。彼时，

是“遗传学”课程第四代教学团

队探索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有效路径的第二年。

三阶递进培养人才

“我讲你听”的教与学惯性

是长期困扰教学的痛点，在课

程学习中培育科学思维，实现

从理论课程到科学研究的全链

条衔接，更是遗传学拔尖人才

培养要突破的难点。

为了寻找这些痛难点的突

破路径，2018年，在学院的支持

下，吴燕华带领课程团队，响应

学校“本科荣誉项目”，在“遗传

学”基础课程之上，增设高阶版

的荣誉课程“遗传学(H)”，通过

高挑战度的荣誉课程和科研训

练，推动遗传学拔尖人才培养

模式的深入改革。

5年、12项课程教学改革项

目，团队探索出了从“深度学

习”到“思维训练”，再到“科学

研究”的“学-思-研”三阶递进

遗传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课程的另一主讲人之一、

基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生科院教授卢大儒对学

生进行“思维训练”时，有自己

的一套独特经验。讲台上的他

总是激情满满，他喜欢启发同

学们用哲学思想理解生物学的

过程，强调遗传学思想是学习

遗传学的灵魂。

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张锋

是课程的另一主讲人，主要负责

染色体畸变、基因组相关拓展内

容，这也是他科研主攻方向。他

的讲授总会选择以科学问题来

开篇，用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科研和书本并不是脱节

的”，生命科学是探索自然规

律的科学，离不开实验。为

此，结合自身学术研究特色，

团队成员从课堂上的主讲教

师，变身实验室里的课题导

师，依托学院和学校各类本科

生自主创新科学研究项目，指

导本科生开展独立的科学研

究，为学生从课堂学习到科研

训练的一体化培养消除最后

一道物理屏障。

四代人的发扬光大

1956 年，谈家桢先生在复

旦建设了全国第一个遗传学专

业，1957 年复旦开设“遗传学”

专业必修基础。

“刘祖洞先生是谈先生的

学生，也是‘遗传学’课程的第

一代负责人，赵寿元先生是第

二代，乔守怡教授是第三代，到

我是第四代。20 年前，我在

3108教室里听乔老师讲授遗传

学，100 余人的教室座无虚席，

同学们在课后争相传阅刘先生

主编的《遗传学》和乔老师的笔

记，买不到书的同学直接大段

大段地抄写，乔老师的课堂笔

记我收藏至今，备课时还会翻

出来看，这是复旦育人传统的

传承。”吴燕华说。20 年后的

她，与团队成员们一起继承和

发扬优秀教学传统，持续推进

课程建设与发展。

复旦团队主编的《遗传学》

是享誉全国的遗传学经典教材

之一。这本教材贯穿了课程的

四代教学团队。刘祖洞先生作

为中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遗

传学教育学家，主编了《遗传

学》第1、2版，为百余所高校所

选用，曾荣获“国家教育部优秀

教材奖”。“很多遗传学者都是

读了刘先生的书走进遗传学领

域，先生特别重视教学团队的

培养，培养了赵寿元和乔守怡

两位教授，让他们在遗传学教

学领域大显身手”。1993年，赵

寿元就带领团队获得了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接续传递，当乔守怡成为第

三代团队负责人时，他带领团队

先后获得了国家级精品课程和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08年个人

又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到

吴燕华时，曾在学生时期，被同

学争相阅读的《遗传学》已进入

第5版的修订，并入选复旦百本

精品教材项目。结合教育手段

的发展，吴燕华主持了在线课程

的建设，开设遗传学网络慕课，

目前10期课程被来自200余所

国内外高校、6万余人次选修，高

居该平台同类课程中的首位。

要传承更需要创新

“既然教学团队已经第四

代了，还能做什么创新？为什

么要做创新？”这个令吴燕华印

象十分深刻的问题，事实上也

正是团队坚持改革的初衷。

在吴燕华看来，虽然课程

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但遗传学

学科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去团

队获得过很多荣誉，但我们并

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我始

终觉得我们要守正创新，既要

传承，更要创新。

卢大儒在看待“遗传学”

时，更多的是将其看作一门思

想课，认为它充满了哲学思

辨。在他看来，很多遗传学的

概念里面，没有僵化的东西，永

远是在不断向前发展。

“自然科学的优秀课程的

教学效果应该像一瓶老酒，学

生在听完课程之后，能够回味

无穷。”乔守怡如是说。

本报记者赵天润

实习记者张校毓

四代人，六十六年，只为一门遗传学好课

弘扬教育家精神

▲“遗传学(H)”课程教学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