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群老师：--位育北美校友会的热心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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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春节期间，王老师在纽约地区位育校友聚会上。 

 

王群老师，位育中学的英语老师，1950年考进圣约翰大学，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到复旦大

学，大学毕业后在河南師范学院工作。1958年回到上海，1963年進入上海市第五十一中

学担任代課教師。当时，每位老师的一般工作量是每周讲十八节课，由于王老师被安排每

周上十二节課，她的每月工資按 48元 5角的三分之二計算，才 32元 3角 4分，比校工阿

根他们还要少 6角 6分。文革後总算轉正，但工資仅為 47元，仍未達到大学毕业的最低

标准。当時潘承芬等老师为此鳴不平，管人事的翁岳庭說沒有办法。只得算了，能轉正已

屬万幸。几年前王老师曾寫了一篇文章，题为“年令永远大过工資”，投稿世界日報。台

湾朋友看後說这简直是東方夜譚了，往事不堪回首，只当夢一場。 

王老师教英语深入浅出。使学生们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终身受用。校友王师尧 (67

届高中) 至今还记得当年王老师是如何教 in 和 at這二个前置詞。王老师并不避讳自己

是臨時工，举例：“I work at 51 middle school.”和“I work in 51 middle school.”

有什么区别，用 at 是表示你是正式职工 而用 in 卻是个临時工。又举例讲解 “live in” 

和“ live at” 有何区别：住在大城市可用 in.，而住在小地方就要用 at。如此生动的

讲解，使同学们都記住了 in和 at 的区别。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王老师在纽约听到

学生讲起当年往事，感慨地说：“現在想想，那时哪能被我想出耒的，如果搞錯了，那真

是誤人子弟了。” 



王老师常常自嘲：“自己只会教書，不会教人。上完課就走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

老师成為批判師道尊严的重點批判对象，不过，她在大会上的檢讨，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

大家听了都捂了咀在闷笑，同事们事後講：“这哪里是什么檢討，简直是冷面滑稽，是在

唱‘是我錯’嚒。” 

王老师在 1979年移民耒美（王老师的父亲申请女儿移民，拖了七年，直到中美建交后才

批准）。来美之後定居纽约，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工作，直至 1999年退休。 

王老师是位育北美校友会的首批会员之一。她一直热心参与校友会的各种活动。位育北美

校友会成立初期，在洛杉矶，圣何塞，芝加哥，纽约等地区都曾举行过校友聚会。二十多

年过去了，只有纽约地区依然能保持每年举行校友春节聚会。这主要依赖于纽约地区的许

多热心校友，尤其是徐慧丽，宋薇楚等组织者。其中，王群老师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每

当春节临近，王老师就会打电话给徐慧丽，提醒要组织纽约地区校友的年度聚会。我们位

育北美校友会是一个联谊组织，二十多年来能维持蓬勃的生命力，主要来自校友们的参与

和支持。王老师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今年三月起，王老师加入了位育北美校友会的微信群：weiyuna51，使我们这个群热闹了

很多。王老师经常在微信群中转发许多有意义的帖子，令我们耳目一新，学到很多新知识，

王老师的微信参与，我们微信群里的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尤其是那些受教过王老师的学生

们，大家纷纷向老师致敬问好：有的学生说：“我记得王群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

从她那里学了很多英语。终身受用。她人也非常和善。终身难忘。如有空丶方便，请代为

问好，并祝她健康丶愉快。“ 

学生们的问候，令王老师非常感动。在回复学生的微信中，她深情地写道:“我实在想不

到，五十多年後同学们还記得我，真正感动至極，窮教師做到如此地步，口眼可以闭了。” 

“真的很感激，做教師最大的回報和安慰便是同学们能記住你（不論正与負的評論），但

現今的学生和你们那一代是截然不同的了。也祝你们一切順利。” “謝謝你至今还記得

我。当年我被你们小学借去上英文課，今天你提起令我回想起那段時期的情形。很抱歉，

由於是借的，我真是如文革时同学批判並命令我要作大会发言檢討的重点——教書不教人，

因此上完課就走人，只覺得小学生很可爱，而沒有像班主任那样与同学多接触，因此连名

字也沒記住。你姐姐的名字我有印象，但記不清她的臉，如見照片还可喚起回忆，毕竟已

过去了四十多年了“。。。 

王老师虽然已经 80 多岁了，还曾经过多次手术，如今依然能生活独立自理，精气神极好，

她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很有风骨和气质。王老师多才多艺，能够绣制精美的十字绣，并

且为服装设计师编织出很多时尚服装。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王老师的积极进取精神，虽然

已到了耄耋之年，王老师还兴致勃勃地玩起了微信，开始是她的外甥稍稍教了些，但是，

年青人教得極快，記也記不住，後耒便自己摸索，瞎摸瞎撞，无师自通地一点点会用了。



现在，王老师能运用自如地在最新潮的 Ipad上参与微信群聊，娴熟地在微信上和学生们

用中文交流，聊聊对世事的感受或历史的回忆。就连我们这些比老师年轻得多的学生都赶

不上王老师的微信水平。真是“老当益壮”。 

我与王老师原先不熟，只是在每次纽约地区的校友聚会上和老师短暂相聚。今年初，周家

钧想在网站的尊师篇上为王老师开一栏，本来想请王老师写一篇小文。但是，老师一向低

调谦虚，感到自己在 51中学教书时没什么光彩可提，“实在推板不敢当”。“在 51中学

里众多的优秀教师群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尚未轉正前，真的有作客思想。”我只

得代笔，把在微信上和老师的通讯总结出来，凑成一篇，向校友们介绍王群老师。 

祝王群老师健康！快乐！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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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绣制的十字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