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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之所以是智者，最重要的标

志之一是在处理复杂事务时能化繁为

简，把握事物变化规律和趋势，并与时

俱进。智者，我认为是对朱正威老师

最真实和恰当的评价。

第一次见面，就被他“圈粉”

朱正威老师是中学生物学界第一

个在我笔记本上签名的名人，也是唯

一的一个。

1990年暑假，在山东青岛举办的全

国生物学教研会上，朱老师做了一场专

题报告。这场报告内容丰富，极具前瞻

性，涉及STS（科学、技术和社会）、中外

科学教育比较、教材与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科学教师应该努力的方向等。

但最值得我学习的是他作报告的高

超技巧，显示了一位优秀教师的特质。

他尊重听众，却又将听众当作自己的“学

生”，努力让双方互动并产生共鸣。作报

告时，他往往先设问，后回答。用自己特

有的表述方式，结合听众实际理性分析

具体案例，启发你思考，使你信服和难

忘。记得他当时作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

“形势在悄悄变化”，我们自然被他所吸

引。他说话非常干脆，充满激情，声音洪

亮，富有感染力，也比较自然，仿佛在给

我们上“示范课”。

朱老师的报告显示了他的别具一

格。他能将上课、作报告与写作融为

一体，能根据实际设置恰当的问题，显

示出他特有的“智慧”和魅力。朱老师

发表的文章平实而富有哲理，让人深

感开卷有益，不仅让我们学习研究方

法，更能开拓思路。记得 2005 年，时

任《中学生物教学》主编梁秋英曾让我

一起编校一篇即将刊登的朱老师有关

科学素养的文章，她说：“朱老师的文

章表述字里行间反映了他的教学风

格。”我深有同感。

遇到复杂问题，还得他“定调”

教材编写工作非常繁杂，高中《生

物学》教材涉及大学细胞生物学、生物

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理

学、遗传学、生态学等 10 多个学科的

专业知识，如何将如此繁多的生物学

知识按照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提炼成

适合高中生学习的教学素材，彰显科

学教材的特色，各种流派众说纷纭。

2016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北京

召开普通高中《生物学》教材编写启

动会议，朱老师抱病参加了这次会

议。会上，编写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诸

多编写意见，常常出现观点不一致的

情况，有时还有激烈的争论。若按一

般思路，采取“并集”的办法处理可以

比较好地兼顾更多人的意见，却难以

落实“少而精”的原则。会议最后，朱

老师做总结发言，他的话不太多，但

能看出有备而来，他详细记录了每位

参会者的意见并加以归纳总结，创造

性提炼出富有“朱氏特色”的综合性

意见，形成“先抓大放小，再打磨细

节”的编写思路。人民教育出版社副

总编辑赵占良对他的意见给予充分

肯定。如同以前的会议一样，他的发

言总是激情满满、有理有据，最后还

要特别说一句“不过，我说了不算，最

后还得听大家的”，赢得与会教师一

片掌声，这掌声既是大家对他的睿智

和个人魅力的赞赏，更是对老前辈谦

虚品格的肯定。

近距离接触，感受他的关心

智者有情，总能让他人感到温

暖。朱老师的情不仅表现在对待教育

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对晚辈的关心和

鼓励上。

2000 年暑假，在陕西西安参加

《中学生物教学》举办的全国生物学

教研会期间，主编梁秋英特地将我介

绍给朱老师。我说：“朱老师一定不

记得我。”可是朱老师说：“怎么不记

得，你长胖了。”事后我对其他老师

说，朱老师是善于给人留面子的，我

认为他是不认得我的。说明朱老师

是幽默机智的，也说明他对晚辈的鼓

励是真诚的。

2007年，在广东参加人教版《高中

生物学教材同步解析》编写会议期间，

我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触朱老师，便请

他对青年教师提几点建议。朱老师回

答道：“说什么呢？就说三点吧……一

是关于教师的专业发展。青年教师应

在全身心育人方面多下功夫。若不能

安心从教，总存在离开教师行业的期

待，业务水平是难以提高的；二是现代

青年教师的知识层次比较高，我们培养

出来的学生专业水平不低，但知识面总

体比较狭窄。青年教师应该有各方面

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教育科学方面的知

识；三是教育的中国特色问题。许多专

家都是将国外的东西照搬过来，让国内

教师无所适从，青年教师应该考虑中国

的现实和具体的学情。”

前几年在北京召开教材编写会

议期间，时年82岁的朱老师坚持按时

参会，有时一坐就是 4 个小时。在会

议间隙偶尔与他聊天，他提到年轻人

要特别注意身体，不要太拼。我说，

您这个年纪还这样努力，我们需要向

您学习。

阅读他的著作，感受生
物学的魅力

生物学的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生

物学独特的育人价值和学科特色上。

让生物学“有意义”和“有意思”，是一

代代生物学教育者的共同追求。而朱

老师是生物学教师的杰出代表。

早在 1956 年，他发表的《我怎样

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积极思维和

独立思考能力》的文章中说到，为了让

学生明确畜牧业的发展对祖国建设的

巨大意义，他采用过这样的教学案例：

“一吨猪肉可以换回四五吨钢材，十吨

猪肉可以换回一辆拖拉机，一千五百

吨猪肉可以换回一个五万纱锭的纺织

厂……接着我开始讲农业动物——猪

这一节”“因为学生懂得了养猪在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意义，就迫切地要

求获得饲养猪的知识，那么思维活动

自然就处于积极状态”。

让学生感受到学习“有意思”，是

教学的基本规律。同样，在上述文章

中他说到，给低年级讲课除了注意语

言的通俗和生动，必要时还可以把教

材组织成故事的形式。他在《生物学

通报》1997年发表的文章《调动学生积

极参与教学过程的建议》中指出，课堂

里要有社会，课堂里要有学生的生活，

课堂里要有对科学史的分析，课堂里

要有更多的观察和实验，课堂里要用

好各种现代化手段，尝试构建新的课

堂教学模式。

朱老师的报告和文章之所以给

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除了他的问题

驱动式导入，还有他总是饱含激情，

总是心里装着听众或读者。他总是

与你共情，启发你思考。他说，兴趣

是带有感情的，教师教学活动的情

绪，要特别体现出对本学科的热爱，

对科学真理的信念……直至今天，我

上课、讲座或写文章时遇到困惑，总

是有意无意想到他。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育才中学

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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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威（1934—2018）江
苏宜兴人，1954 年毕业于华
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即赴北
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任
生物学教师、教研组组长、校
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
他深受师生爱戴，曾获“北京
市特级教师”“北京市有突出
贡献的专家”“全国先进教育
工作者”等荣誉。他治学严
谨，心中始终装着学生；他是
终身学习者，不遗余力支持青
年教师成长。他的教育情怀
和智慧，经由学生以及与他交
往过的人一并传递了下来。
本期我们将跟随 3 位老师的
文字，去感受智者朱正威的教
育人生。

智者朱正威
□ 夏献平

许多人都说朱正威老师很威

严，“朱老师认真时，旁人都不敢多

说一句话”，但在我看来，朱老师也

有宽厚、随和的一面。

朱老师住在北京潘家园地区一

个仅有两幢高楼的小区里。小区建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地处深巷，道路

狭窄，虽然小区内干净整洁，但与北

京大多数老小区一样停车很难。小

区唯一的出入口朝东，正对一个铁

门，铁门总是锁着，显得有些神秘。

有一次，我们开车去探望朱老师，准

备停在神秘的铁门里面。

只听铁门旁传来一声嚷嚷：

“谁让你们进来的？”铁门内侧一位

大姐叫停了我们。

我带着歉意说：“就停一会儿，

看17楼的朱老师。”

没想到大姐的语气瞬间转变了：

“哦，你们看朱老师呀，放这儿吧。”

没想到，在逼仄的小巷里，打

着看望朱老师的旗号也能停车。

后来我从大姐口中了解到朱老师

在生活中对她的诸多帮助。

说到探望朱老师，除了工作上

的沟通交流，每年春节前夕，人教社

生物室还会集体出动，逐一探望曾

在生物室工作的前辈名师。早上从

单位出发，一般先去离单位较近的

两位老先生家，因此赶到朱老师家

时往往临近午饭时间，朱老师有时

会提前准备午餐，简单的会餐成为

春节前与朱老师欢聚的美好时光。

每次去朱老师家，朱老师与夫

人总是提前煮好咖啡，备好点心、

水果。朱老师坐在沙发上，询问每

个人的近况，时常发出爽朗的笑

声，偶尔也皱起眉头。就这样，在

探望老同志的一天里，中午在朱老

师家休整仿佛成了一个惯例。在

朱老师家，我们补充能量、放松心

情，看看书架上的藏书，欣赏摆放

的照片。如今回忆起来，书架、沙

发、照片、书本，朱老师的笑容、略

带吴侬软语的口音，以及生病之后

日渐消瘦的面容，依然历历在目。

说朱老师威严，可能是因为朱

老师在开会时敢于向上级提意见，

在评课时又会直言不讳指出授课

教师的不足。

还记得新课改10周年之际，中

国教育学会生物学教学专业委员

会召开了一次学术年会。大会第

一天，一位教师上了一堂总体十分

精彩但略带瑕疵的现场课。按照

大会安排，朱老师在第二天作报

告，并不需要点评这堂课。然而，

朱老师在做报告时，结合报告内容

指出了那位授课教师的一个科学

性错误。至今，我仍记得朱老师指

出那个错误时，会场几百位教师赞

同的掌声。

直截了当指出错误，真是毫不

留情，但如果朱老师不指出错误，

授课教师何时能意识到？这个错

误是否会传递给更多学生呢？在

教材编写会上，我们始终坚持民主

讨论的工作方式。作为主编，朱老

师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我 想 ，正 是 这 样 不 留 情 面 的“挑

错”，才能真正促进教材质量的提

高和教师水平的提升。

除了严格要求，朱老师也经常

鼓励年轻后辈。2012年，在参加初

中生物学教材编写过程中，我请朱

老师指导自己刚写成的有关插图

设置的研究论文。朱老师认真提

了修改建议，还鼓励我说：“看

得出，写得有一定水平。”

这是我进入中学生

物学教育领域撰写的第一篇论文，

经朱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指导后

发表在《课程·教材·教法》上，正是

朱老师的鼓励给了我继续做好教

材编研的信心。

朱老师愿意说真话，愿意指导

年轻人，是因为他真正关心教师的

成长。早在1981年，朱老师看到科

技进步日新月异时，就鼓励教师向

“渊”和“博”的方向努力，并提出建

议。朱老师曾说：“人的一生一定

要与时俱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就是要与时俱进，终身学习。”

“四海五洲桃李艳，身居陋室乐

忘忧。”朱老师退休后，不愿下楼聊

天和下棋，而是居家学习。因此，在

80岁高龄时他依然能够在教材中反

映科技的进展，回应时代的需求。

朱老师曾说，他准备将国家历

年发给他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全部捐出作为奖励基金，奖励使用

他主编的教材教书育人、贡献卓著

的教师。为此，中国教师发展基金

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积极筹

划，“朱正威中学生物奖教金”设立

在即，朱老师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激励广大生物学教育工作者，继续

为我国中学生物学的发展默默作

出贡献。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

编辑室副主任）

敬爱的朱老师：

经常在朋友圈看到怀念您的

文章，大家回忆您的教育教学故

事，总结您的思想，谢谢您给我们

留下这么丰富的思想“遗产”。

我们都是您的学生，您用您的

一言一行教给我们当教师的道理。

“老师的心中要装着学生”。

听过您的课的教师，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您眼中只有学生，您的课堂

是给他们讲人生，遇到学生难懂的

知识，您就在黑板上画图，用学生

熟悉的事打比方，用肢体语言帮助

学生理解。您讲光合作用时，眼中

充满敬意地说：“我们应该向光合

作用脱帽致敬”，并做了脱帽这个

动作，全班学生肃穆、坐直，认真学

习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反应。您

常常给我们讲您如何上课，课堂上

不断问学生问题，让学生思考。您

的课堂把当天学的知识结成网，还

连接了前面的知识和未来要学的

知识。您的心中装着学生的发展，

装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使命，装着

家国情怀，您带学生编织了他们的

人生梦想。

“老师是终身的学习者”。您

是老一辈的大学毕业生，学术水平

极高，但您总是不断学习、思考。

与您一起编写教材时，您常提到最

近读的书，都是些很难懂的书，有

教育学的，也有哲学的，您常提到

书中有哪些东西值得借鉴、如何借

鉴。您关注国家教育的发展政策，

编写教材时带我们学习课程标准

以及相关文件，谈其如何在教材中

呈现。2016 年见面时，您的头脑、

智慧依然令人赞叹，一直在智力的

最高峰，您是我人生的楷模。

“老师要对学科有深刻的理

解”。我荣幸地参与了教材编写，

每次开会都很激动。聆听着前辈

的发言，轮到我发表看法时总是

战战兢兢的。您看着我，眼中充

满鼓励，最后您总结时鼓励每一

位 教 师 ，同 时 告 诉 我 们“不 忘 初

心”，您的“初心”便是落实课标理

念，您反复提“科学教育要与人文

教育整合”，您带着大家写了教材

中的“小诗”。您常说“教材要体

现科学、技术、社会”。

在编写选修二教材时，您与大

家一起设计了栏目“从社会中来”

和“到社会中去”，就是想让学生从

社会的需求出发理解学习的意义，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您

的“初心”是编写的教材也能帮助

教师理解和落实课标，您反复告诉

我们“教材是写给学生的也是写给

老师的”。

教材就像桥梁一样，把课标理

念与课堂落实连接起来。您的“初

心”是提升学生素养，把他们培养

成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您特别重

视在教材中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参

与编写教材的时光是幸福的，让我

们得以迅速成长。

“老师是很优雅的”。教师应

该是什么形象？一身粉笔，满色憔

悴？不对，看您总是帅气整洁，您

告诉我们站讲台要有仪式感，要盛

大，要隆重。您也与我们聊生活，

言 语 中 透 露 着 生 活 的 幸 福 和 满

足。您喝咖啡，还爱做饭，也对“时

尚”很有研究，聊起旅行，聊到历史

典故，您什么都知道。您告诉我

们，教师要热爱生活，要把自己的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爱生活的人能

够传递对生活的爱。

“当老师是很幸福的”。您酷

爱教书，甚至能记得每一节课，每

一个教过的学生，您还记得编写的

每一本教材，写过的每一句话。前

不久，我重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

师》，最后的镜头中，满头白发的女

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看着

学生从各地归来，她快乐起舞，镜

头一点一点拉近，她露出了幸福的

微笑。当时我就想到您，想拿出新

的教材给您看一看，把我们的进步

与您分享。

我始终珍藏着您赠给我的书，

您谦虚地写“指正”。朱老师呀，您

是影响我一生的人生导师，我要像

您一样帅气地生活。

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特

级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

写给朱老师的一封信
□ 于 璇

宽严并济 心系教师
□ 王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