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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

“我喜欢校园，我的梦想在校园，所
以我从未离开过校园”“一个实践者重要
的是战胜自己，坚持自己的实践”“人要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拥有坚定的
信念、热爱校园、在教育上不断思考钻研
与实践付出，这些还远远概括不了苏州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苏州大学高邮
实验学校校长陈国安。

然而，不论是在学生眼中，还是在同
仁眼中，他都是大写的“先生”、为教育理
想不断奋斗的践行者。

孕育师者心

陈国安的启蒙老师是他的伯祖父，
最先接触到的书本是《三字经》《千字文》

《论语》，这些都是中国以前启蒙教育不
可或缺的作品。或许正是因为最初接触
到的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和经典
之作，使得他在后来的教育生涯中与古
代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真正让陈国安理解教育、爱上教育，
成为一名教师的转折点，是在他考入镇
江师范学校后。

成为中师生的陈国安完全沉浸在自由、
平等、快乐的教育中，“在那里，我明白了什
么是爱着去做教育。”陈国安回忆道。而独
立、平等、自由、有爱的理念，也深深烙印在
了他的心里，并贯穿到如今陈国安自己创办
的学校中，成为教师与学生们恪守的校风。

在教育思想上有了准备后，20 世纪 90
年代在苏州大学求学的经历，则让陈国安
回归初心，静下心来做学问、读元典，进一
步开拓心胸和视野，全面认识何为大学、何
为教育。

1995 年，大学毕业的陈国安成为苏
州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真正开始了
教学生涯。适逢身边同事对当时孩子所
接受的语文教育颇有不满，他就在自己
的家中无偿办起了“私塾”，陪孩子们一
起品读经典，培养他们的思考力，体味博
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刚开始课堂规模并不大，只有三五
名学生，都是同事的孩子。我很喜欢小
孩，也喜欢教他们读书。”陈国安说。

这样的小班课堂都是占用陈国安周
末时间。从 1995 年开始至今，除了前往台
湾大学访学、任韩国全北大学客座教授
外，课堂从未间断。

后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陈国
安还把这样的“语文课堂”从小学、初中
到高中按年级分为十二个时间段，每个
时间段都有十多名孩子来听课，每周末
都能吸引 100 多人。即便如此，因场地限
制想听而不得者还有许多。

“听安子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通过
课程，我们不仅阅读了经典名篇，更了解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提及这样的上课
方式和他们嘴里的“安子老师”，学生们都
是赞不绝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上过课后
爱上了读书，甚至高考时报考文学相关专
业，明确了自己未来前进的方向。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总结，陈国安
提炼出了“书院式阅读”的概念，“就是在
书房中，为孩子们选读好的作品，和孩子
一起阅读讨论”。

在陈国安看来，这样的无偿课程能够坚
持至今，规模不断扩大，在于“信任”二字。而
一个良性教育展开的基础恰恰在于各方的
信任，尤其是学生父母和教师之间的信任。

“如今的教育，在我看来缺乏‘信任’感，
特别是家长对于学校和教师缺乏信任，往往
会以一己所思随意而任性地干涉正常教学。
在我开展的书院式阅读课堂中，学生和家长
都给予了最大的信任，我才能够放手实践自
己的教育理念，结果也证明，效果还是不错
的。”陈国安总结道，“教育，方向对了，彼此
信任，然后就是坚持！没有彼此的信任，所有
的变革都无法坚持到底！”

扎根在教育

从求学到工作，陈国安从未离开过校
园，也未曾停止过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传道
授业。即便如今身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兼任苏州大学实验学校、苏州大学第二
实验学校、苏州大学高邮实验学校的校长，
他依然每周都会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
同时也亲自为学校的初高中生上课，把自
己所学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带进中小学课
堂。因此，身边的学生、朋友、同事，见到他
都会亲切地唤一声“安子老师”。

陈国安曾经调侃道，自己就是大学在
中小学的一个“卧底”，他走进中小学校
园授课、讲座，将自己多年的实践与探索
结集成册，《语文的回归：一个大学老师
的小学课堂》《语文的坚持：一个大学老师
的初中课堂》《语文的静守：一个大学老师
的高中课堂》等著作相继编辑出版。

如今的陈国安作为“三校之长”，正在
完成从一名大学教师到基础教育管理者的
转变、从教育思考者到教育实践者的转变。

“读书、抄书、教书、写书，以前的自己
是个单纯的‘四书先生’，但作为管理者，
我面对的不再是一本本书而是一个个多
样的人。”陈国安说，这也让他思考得更
多了，思考往往让人感觉到理想是丰满
的，实践常常让人感觉到现实是骨感的。

在别人眼中，陈国安在教育立场上是不

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正在经历从教育思
考者到教育实践者转变时自我内心的斗争。

“在斗争中妥协，在妥协中斗争，一个
实践者重要的是战胜自己，坚持自己的实
践。”他分析道，理想主义应该被坚持，没
有理想主义就没有今天的教育。没有理
想，教育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因为教育
是要着眼于三十年后的社会，未来永远
与教育在一起，理想自然不可或缺。

“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永远是痛苦的。
很多人问我，难道你真要撞了南墙才回头
吗？而我是个硬脑壳，即使是把南墙撞个窟
窿，我也不会回头的。”陈国安坚定道。

在他看来，中国教育需要有人来做出
改变，哪怕在改变的过程中头破血流，也不
应放弃或后悔。因为，总需要有人迈出第一
步，即便一时未能改变得很好，但只要有人
站出来改变了，中国教育就一定会慢慢变
好，中国教育也才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空想玄说，纸上谈兵，何来变化？！”
于是，陈国安和他创办的“苏州大学

实验学校”，正在迈出第一步。

变革要理性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苏州大
学的校训，自然就成了所有“苏州大学实
验学校”的校训。“独立、平等、自由、有爱”
是陈国安所在实验学校的校风，是每一位
师生奋斗的源泉。

在陈国安带领的学校中，人人平等、学
科平等，坚持儿童立场是所有人的共识。

“我很反对所谓大学科、小学科，主要
学科、边缘学科，必考学科、选考学科等的
划分，所谓基础教育，是给孩子全面尝试
的可能，不能人为地迫使孩子着力于某一
些学科，放弃某一些学科。语数外与其他
课程在高考中分值不等，对此我是心存质
疑的。”陈国安分析道，这些称呼的出现，
已经人为地把学科划出了三六九等，而每
一门学科事实上应该是平等的。从宏观
角度来看，之所以在今天的教育背景下缺
少创造型人才的大量涌现，把学科分成三

六九等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人是有差异的，可以进行选择，但基

础教育不应存在区别对待，考查所有学科
时分数都相同，才是真正地检验全人、培
养全人，虽然人确实不能成为全人。”陈
国安解释道。

在他看来，基础教育要求“全”，大学教
育应该“选”。在“全基础”的中小学教育之
后，大学才能够真正让孩子去选择，甚至尝
试选择，现在允许大学生变换专业，就是好
的探索，但要理性引导大学生去尝试，而不
是被社会世俗功利的观念绑架着选专业。
同样，在基础教育中，素养也不应存在所谓
核心，每一门学科都是学生所需的素养，并
不存在哪个是核心的问题。

“我非常强调学科的专业化，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教师教专业的学
科。让教师专业化发展、专业化研修、专
业化教学。这是我在学校中做出的第一
个改变。”陈国安说。

除此之外，在机构管理上，陈国安在
学校中增设职员，将教师从繁杂的表格、
报告、材料填写等重复性的行政事务中解
放出来，回归教学，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
投放在学生和教育教学上。

“人应该是平等独立的，站着教书，才
能够让孩子站起来。老师先要学会独立
思考，学生才会独立思考。”他在学校中
很强调作为站着的人的美好姿态。

走在街上，学生遇见教师会主动行鞠
躬礼；教师全情投入教学，与学生平等地互
动讨论；“全人”基础发展，学校初中部在全
区统考中成绩稳居第一……陈国安因这些
变化而感到欣慰，“教育似乎只存在好的教
育和不好的教育，一个教育者一定要有教
育价值观，‘什么是好的教育’‘教什么才是
好的’是所有教育者首先要去思考的。”

作为大学在中小学的“卧底”，对于高
等教育的思考，陈国安同样重视。

大学教育中同样需要培养学生的阅
读习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关注
学生精神的发育与成长。

“如今的大学生，在十几年的基础教育
后，其精神发育仍然不够乐观，而大学四年
正是他们精神自由成长的最佳时期。大学要
培养学生对书和阅读的感情，从而培养独立
思考的习惯，让他们的精神发育、成长起
来。”陈国安总结道，“教育的力量体现在孩
子离开校园之后与书籍有多远，他们与书籍
拥抱得越紧，教育的力量就越大。”

匆匆结束采访后，陈国安又将继续投
入到密集的工作中。

“我这四年几乎没有休息过，今年只
在大年初二到初五休息了，大年初六回来
就继续上班，自从创办了学校，我就没有
假期了。”陈国安告诉《中国科学报》。

几乎全年无休，甚至在周末还要加
班义务开课的生活，换到有些人身上或
许会叫苦不迭，但在陈国安看来没有抱
怨的必要，生活永远不是简单的享受，
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受苦受难，人的一生
欢乐与痛苦总是掺半的。“这是我自己
的选择，没有人逼着我去做。也许哪天
觉得累了就会停下来。一个人总要对自
己的选择负责。”

未来尚未可知，但当下，陈国安还将
继续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实践中奋斗下去。

“卧底”中小学的大学教授：

安子先生的教育之道
姻本报见习记者许悦

8 月 19 日 0 时 53 分，在我国
的科技星空中，一颗明星猝然陨
落。我国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工业
工程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现管理与经济学部）原副院长顾
培亮因病医治无效，安详地走完了
他的一生，享年 84 岁。

8 月 21 日，顾培亮的生前好
友、同事、学生等 100 余人含泪目
送先生最后一程，沉痛悼念这位德
高望重的前辈和师长。人们如此称
颂顾培亮———先生以“拓荒之智、
报国之心、育人之情”，书写了一个
大写的人生！

拓荒之智
完成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著作

近日，记者拜访了顾培亮的夫
人、已经 85 岁高龄的陈云路。陈云
路 1955 年留学苏联，1960 年回国
后被分配到南开大学任教，并于
1963 年与顾培亮结为伉俪。

陈云路告诉《中国科学报》，当
时丈夫在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
业大学）任教，工作地则在四川。直
到 1979 年，顾培亮调入天津大学
系统工程研究所，两人才结束了
16 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据 《天津大学人物志》（1992
年 11 月）记载，顾培亮 1935 年 1
月出生于上海，1956 年本科毕业
于北京矿业学院采矿专业。此后，
他在苏联专家阿·伊·阿尔先捷也
夫的指导下，在本校攻读副博士学
位，并于 1958 年研究生毕业后留
校任教。

1959 年，顾培亮参加了由周
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长江三峡水
力枢纽工程的设计研究工作，并负
责三峡水库大坝的风化砂用料开
采方案设计。1962 年，他发表在

《煤炭学报》上的科研成果，成为国
内最早应用运筹学理论处理矿山
运输和采装运输工艺配合的研究
成果之一。

1979 年，顾培亮调入天津大
学工作后，历任天津大学系统工
程研究所副所长、管理学院副院
长等职。

陈云路回忆，夫妻团圆后，顾
培亮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
研中。

在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
所，顾培亮建立了“系统分析”课
程的内容体系；出版了《能源系
统决策》以及我国第一部系统分
析著作《系统分析》，该书为系统
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一套具有通
用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方法，
获得了原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他在
1998 年出版的 《系统分析与协
调》一书，成为国家“九五”重点
教材。

顾培亮还参与了《中国大百
科全书》的撰写工作，并担任其
中《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卷《系
统工程》篇的副主编。从 1990 年
开始，他还系统参与了筹建我国
工业工程（IE）专业的教学研究和
学术活动。

“早在多年以前，顾先生的《系
统分析》就已成为系统工程领域的
经典教材。”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
学部首任主任张维表示，顾培亮不
仅对天津大学系统工程、工业工程
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这
两大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特别是后
者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报国之心
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顾先生 1980 年后开始从事
能源与资源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
工作，他满怀报国之心，殚精竭
虑、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天
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霍宝
峰说。

顾培亮去世后，弟子们为了缅
怀恩师，赶写了一篇题为《树不攀
高自成林》的追记文章。文中提及
不少他的贡献。

1983 年，顾培亮作为原国家
科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中长期
能源模型”的组织者，提出“能源
供应系统模型”，为我国其后 20
年的能源结构及发展的总体规
划和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
论依据。

他应邀参加了“国家十二个重
要领域的技术政策研究”中关于能
源技术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组织的“2000 年的中
国”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制定“21
世纪中国的经济方针”提供了科学
依据。

此外，顾培亮先后完成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资源
系统动态对策理论和方法”、原
国家环保局“七五”攻关项目“城
市污水资源化研究”、原国家科
委资助的国家“七五”重点软课
题“京津水资源政策与管理”等，
建立了资源系统分析范式和方
法，为我国城市水资源合理利用

和结构调整提供了科学指导。

育人之情
使学术后来人受益终生

“先生一直坚持因材施教的全
人育人理念，他总能找到最恰当的
方式给人以鼓励、帮助和指导。”受
访中，无论是顾培亮的同事还是学
生，都表达着一样的感受：先生有
着超乎常人的谦和。与他交往越深
厚，越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独有的睿
智和人格魅力。

顾培亮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杜
纲回忆，刚入学时，自己的英语是
短板，顾培亮为了帮助她尽快适
应，特意派她参加国家委托西安交
通大学举办的全英文授课的“中加
班”。经过半年的历练，她的英语水
平有了显著提高。“先生爱生之心
可见一斑。”

“ 先 生 学 养 深 厚 、 淡 泊 名
利。”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河北
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武义青曾师从顾培亮
攻读博士。他告诉记者，顾培亮
教会了他协商对策、冲突的协调
等系统协调理论方法，对他的工
作，尤其对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给
予了重要帮助。

“先生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
长，十分健谈，每次总是把科研经
验和体会分享给大家，为我们指点
迷津。在学术发展的关键节点，总
能得到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党委书
记马寿峰说。

40 余年的教学历程，顾培亮
培养了博士生 80 余人、硕士生
200 余人，为我国管理领域的人才
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几十年来，顾培亮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
项、三等奖一项以及多项省部级科
技奖励，被原国家科委、原国家计
委、原国家经委联合评为国家十二
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研究中做出
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先生之名，永留人心。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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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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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培亮先生生前照，摄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对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石油工程专业 2018 级的玉苏甫·克然木
来说，是令人激动兴奋的一天。

这天，远在新疆阿克苏新和县玉奇喀
特乡海力派艾日克村的他们一家人，迎来
了少数民族辅导员米娜瓦尔·胡吉的家
访。看到带着 8 岁女儿和 70 多岁父母风
尘仆仆赶到村头的米娜瓦尔，玉苏甫既高
兴又心疼。

过去的 12 天，米娜瓦尔从乌鲁木齐
出发，先后前往阜康、克拉玛依等地，总行
程 4000 多公里，到十余位学生家中家访，
其间还经历了山体滑坡和车祸，所幸人并
无大碍。“我的假期短，为了不影响工作，
家人一直在车上等候。我不家访心里就
难受，但又舍不得爸妈，有他们在，我心里
更踏实。”

米娜瓦尔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少
数民族大学生辅导员，18 年、十万公里的
家访路，她的家访让偏远地区少数民族
大学生真切感受到爱。

走个“亲戚”串串门

有一次，一位藏族学生格桑的闷闷不
乐引起了米娜瓦尔的关注，但是多次谈话
也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米娜瓦尔决定

去家访，老师的到来让小姑娘深感意外，
格桑终于向米娜瓦尔敞开心扉，原来，家
境贫困让她一直很自卑，读高中时遭受
的不公平待遇让她很排斥老师。

“那一刻，我意识到当一个有仁爱之
心的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是多么重
要！”米娜瓦尔紧紧抱住泪流满面的格桑。

每逢寒暑假或出差，米娜瓦尔只要踏
入新疆或西藏，行程总是满满当当。坐完
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坐“招手停”，甚至
还要搭乘拖拉机和驴车，才能赶到偏远学
生家中。

“我对西部的环境和文化很了解，懂
得偏远地区家庭的渴望。走进一个家庭，
就走进了大学生心灵深处。”米娜瓦尔说，
在学生家里谈现状、未来发展，没有距离，
就像亲戚去串门，家长和学生对我非常信
任，“这是在办公室里和学生谈心永远达
不到的效果”。

从内地新疆班考来的艾利有一阵子
变得心神不宁、无心向学，成绩下滑到退
学的边缘。有一天，米娜瓦尔发现原本家
境不错的艾利竟然在卖冰淇淋，她意识到
艾利可能遇到了经济问题。通过多种渠
道，她了解到，艾利陷入校园贷的危机中。

她利用假期开展家访，和家长一起帮
助艾利走出校园贷的阴影，并让他重回学

习生活的正轨。现在，艾利每天都会发来
早起学习的打卡短信———这是他和米娜
瓦尔的约定。

促进学生成才之路

家访的路上，纵使相隔万里，也不能
阻挡米娜瓦尔走进学生心里的决心。她
的足迹涉及新疆、西藏所属的十余个区
县，行程 10 万公里。家访搭建起了家校、
师生之间的连心桥。

家在新疆阿克苏柯坪县启浪乡的孜
来汗是家里的“乖乖女”，怕家人担心远在
青岛求学的她，大学三年来从来都是报喜
不报忧。“虽然我经常给父母汇报学习生
活情况，但是米娜瓦尔老师家访后，父母
才从更宏观、全面的角度了解了我的大学
生活和未来规划，他们更支持我在学习上
的决定了。”孜来汗说。

工作 18 年来，米娜瓦尔不断鼓励少
数民族大学生奋发进取：入学时汉语表达
十分糟糕的卡哈尔江，在大二就拿到国家
奖学金；学业一度困难的格桑，通过司法
考试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三名学生像米
娜瓦尔一样，选择留在内地高校担任辅导
员；艾白布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
专利，成为“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获

“第六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等多项
奖励……

让少数民族不“少数”

米娜瓦尔心里清楚，少数民族学生同
样是国家的希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一分
子。她坚持将平台助推与典型引路相结
合，让少数民族学生不“少数”。

艾买尔艾力·肉孜对本专业不是很满
意。米娜瓦尔鼓励他：“学好任何专业，都
照样可以回到边疆建设家乡。”此后，艾
买尔艾力的学习不断进步，他竞选成为米
娜瓦尔的助理，跟她一起做好“upc 石榴
籽”微信公众号平台，并成为后台维修和
发布的主要成员。

米娜瓦尔每年组织学生回乡宣讲民
族政策；邀请专家学者为少数民族学生培
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组织开展“民族团
结活动月”，促进民族团结；汇聚新疆内派
教师力量，助推学生成长；创办石榴籽微
信公众平台，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引领
学生成长。

今年 3 月 18 日，米娜瓦尔以全国辅
导员年度人物的身份参加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与她亲
切握手，并勉励她：“好好干！”

米娜瓦尔·胡吉：走过十万公里家访路
姻本报通讯员刘积舜 记者温才妃

陈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