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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学霸”纷纷回国再续人生梦想 

 

18 年前，他们是全徐汇区遴选出的最优秀初中毕业生；18 年后，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顶

尖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然而，在而立之年，他们中超过半数人，选择了回到祖国。辞

旧迎新之际，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回到上海，和当年的老师重聚一堂。 

这些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源于徐汇区 2000 年在全市首创的一项素质教育实验。当时，由

位育中学老校长、数学特级教师赵家镐领衔，从全区各所小学招募 80 余名优秀学生，每

年开办两个“素质教育实验班”进行初高中 7 年一贯制培养，分别在位育初级中学、南洋模

范中学和位育中学完成学业。 

会考试也要会折纸蛙 

“我们希望给孩子更多时间和空间，去发现自己的特长、兴趣和爱好。”说起创建实验班的

初衷，即将迈入耄耋之龄的老校长赵家镐颇有感触。赵家镐说，实验班的目的，并非为了

挑选生源，而是为了实现一个朴素的教育理念。约 400 名孩子来自全区每一所小学推荐。 

除了考量语数外笔试成绩之外，这些孩子还要接受体育、创新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

等综合能力测试。“我拿到的题目是跳绳、演讲，还有，折一个纸青蛙。”女生张恺伦回忆。

“可能，老师并不希望培养出的是书呆子吧。”张恺伦说。 

师资的选择同样令人有些意外。赵家镐特意挑选了一批充满热情的年轻教师，担纲实验班

教学。 

带教实验班时，位育中学英语教师缪晓艳才工作 4 年。她坦言，自己是带着忐忑的心情接

手这批“资优少年”的。但是，她很快找到了和孩子们沟通的“密码”——善解人意。 

用数年时间找回自己 

在很多人眼中，培养尖子生就要不停做加法，加课时、加作业、加难度……然而，曾经的

实验班上却没少做减法——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减少机械训练，增加社会实践时间，

鼓励学生走进博物馆、艺术馆、外出游学……赵家镐说，让学生们可以自由思考的时间和

空间，就是这样一点点腾出来的。 

昔日的皮大王，投身了国防科研；昔日的“文艺男”，成了 IT 工程师；昔日的“学神”带着

顶级名校的光环，回到位育校园当一名普通中学老师……“在一个相对轻松的中学校园，

更容易‘找到自己’。”张恺伦的话，代表了同学们的感怀。 

女生张尚骏是同学们公认的“学神”，常年稳居第一宝座。一次，她在课桌里发现了一本美

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传记。原来，那是赵家镐为了鼓励这个成绩优异的姑娘，悄悄放着



的。在这本书里，张尚骏第一次被普林斯顿大学的治学氛围所吸引，也有了出国留学的念

头。她从小学起就迷上了天文学，初中和高中也是校天文社团一员。高中毕业，她如愿以

偿。在普林斯顿大学修读完本科后，又赴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然而，这个年轻的天体物理学者随后的决定却出人意料——她先是去了云南昆明，成为

“美丽中国”公益项目的一名普通支教老师。项目结束后，她应聘来到母校位育中学，成为

一名物理老师。“科研可能并不适合我，我希望接触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世界。”张尚骏

说得淡然。 

“在小学，我始终是年级里最出挑的几个学生，到了我们班，一下就被淹没了。”张恺伦很

感激老师营造的班级氛围，让她明白，“即便读书不是最优秀的，其他方面说不定很厉

害。”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她，担任了学校心理社社长，并在高考时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心

理系。赴加拿大留学时，她继续选择了认知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如今，张恺伦回上

海开始了创业之路，发挥专业所长搭建“人机交互”网络社交平台，创业项目也在上海市女

性创业大赛中获奖。 

开放精神的最好答卷 

校广播台编辑、校戏剧社社长……一直是“文艺男”人设的男生杨逸哲，如今怀揣的却是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大名校的物理学和计算机专业文凭。

“课堂上老师从来不是给出答案了事，而是不断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门，我们也就学会去打

开一扇扇窗。”杨逸哲用“自由”和“活力”来形容自己的中学时光，这也成了他在文理科中

无缝切换的动力。也正冲着追求更有“活力”的生活，去年底，这名前硅谷工程师决定回国，

入职阿里巴巴。 

“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们就是这种开放精神的答卷。我们很多同学有足够的能力留在国外，

获得更好的待遇。我们选择回国，因为看见了时代的机遇，更因为我们是中国青年。未来

的中国梦，一定有属于我们的一抹色彩。”站在台上说出这番话时，活动总策划、男生李

蒙悦一改平日笑嘻嘻的模样，表情庄重。 

李蒙悦觉得，青少年时期充满爱和平等的环境，是一个孩子成年后，所有勇气的来源。 

 

 

新浪记者 陆梓华 

新民晚报新民网  2021年 1月 4日 

 



赵家镐父子全家六人从事中学教育 

2017-10-4 06:09:26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鹏 选稿:吴春伟 

 

  徐汇区有一户著名的“教育世家”，父亲赵宪初生前是南洋模范中学名誉校长、上海市首批数学特级

教师，儿子赵家镐是位育中学名誉校长、数学特级教师。此外，这户家庭中还有四人也分别走上了三尺

讲台。 

  “不能只满足于学生数学成绩好，更要帮助学生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这户教育世家的育人观，

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坚守基础教育，一家六人终生爱教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12 岁的赵宪初来到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小求学，

1924 年考入南洋公学。1928 年，电机系毕业的赵宪初欣然接受他的老师、南洋模范中学校长沈同一之

聘回母校担任数学教师。 

  赵宪初曾这样回忆与讲台的缘分：“我自己觉得中学教师比较适合于我的个性。由于我口齿比较清

楚、思路比较清晰，因此还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得到校长的信任。”他对基础教育的坚守，持续了整整

七十个春秋。 

  据悉，古稀之年的赵宪初仍热衷于教育事业，亲自参与职工初中数学课本《代数》《几何》的编纂

和审稿工作。他审稿非常仔细，每一页上都批注了不少修改意见，连错误的标点符号也都一一标注出来。 

  “您做中学教师，是不是与您父亲是中学教师有关系？”20多年前，已成为位育中学校长、数学特

级教师的赵家镐面对提问，笑着说：“我喜欢数学，我的教育思想和教学风格，与我父亲有相似之处，

那大概是遗传的关系，当然也有后天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因素。” 

  赵家镐确实“遗传”了赵宪初的人品。赵家镐的继任者、位育中学原校长任博生说起过这样一件小事

———一次，位育中学举办科技节，邀请赵家镐和实验班学生参与。原本应该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

赵家镐发现，坐在草地上的学生正被烈日晒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一声不响地来到学生们中间，直至开幕

式结束。 

  “我希望我们这个教师家庭在为祖国培养人才方面，有一些微小的贡献。”赵家镐说，在家庭氛围的

影响下，赵宪初全家先后有六人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赵家镐和同为教师的妻子与父亲同住，邻居都知

道这是一户教师家庭。 

  最钟情教学，引领数学教学实验 

  都是数学特级教师、都把一辈子奉献给教育事业，两位校长最为钟情的莫过于教学。赵宪初十分重

视“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他看来，知识的积累需要反复训练，为此，他还把一些常用公式

编成“公式歌”，带着学生一起吟诵。 



  赵宪初喜欢跟学生交流数学解题思路和方法，甚至喜欢接受学生各种难题的“挑战”。实在解不出题

目时，他就带回家去反复琢磨，直到给出答案。 

  在担任校长的 15 年里，赵家镐有 11 年在与病魔抗争，经历了三次大手术的他，仍旧关注着位育中

学的建设和发展。卸任校长之后，赵家镐成为位育中学素质教育实验班的班主任，带着几位青年教师兴

致勃勃地开展教学实验。时任位育中学物理教研组长的特级教师潘义善经常看到赵家镐利用中午时间为

学生批改试卷、找学生谈话的场景。每年，赵家镐起码要听几十节课，对各个学科的教师，他都能提出

颇有见地的教学指导意见。 

  教师所教学科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任务 

  赵宪初倡导的办学宗旨就是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各方面、各层次为祖国服务的人才。还

是一线数学教师时，赵宪初曾教过一名擅长唱歌的学生，但数学却是她的“老大难”。赵宪初每次都耐心

地启发她，以和蔼、鼓励的态度对待她。经过努力以后，虽然她每次数学考试还是不及格，但赵老师总

是判她 60 分，给她一份信心。后来这位学生终于顺利进入大学深造，毕业后成了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赵宪初的人才培养观念传递给了赵家镐，“我是教数学的，不能只满足于学生的数学成绩好，更重

要的是帮助他们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每个教师所教的学科可以不同，但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

长应该是全体教师的共同任务。” 

 



高考前夕怀念好老师 

2019-05-28 09:19 

现今正值进入高考季节，不由得想及四十年前我们参加高考时的情形。 

考场，这一久未经历的高考之场，让我穿梭到 1979 年刚刚恢复高考的岁月…… 

 

 

记得那天高考，我们是一大早赶起，匆匆吃了早饭，准备了几支削好的铅笔和一块橡皮擦、

一张准考证，还带了一小盒圆圆的红色铁皮包装的清凉油以及一把扇子就向学校的考场进

发了。 

带清凉油的目的，也许是让自己在考场上清醒和镇静一下，带扇子的目的是因那时正值夏

天，气候是炎热的、骄阳似火的，当初的许多教室还没电扇，更别提现在到处拥有的空调

设备了。 

我们走向考场并没有家长迎送，而是独自背着书包坦然进入学校的大门。 

当初唯一令人注目的是站在校门口频频向学生们点头的老师们，其中的赵家镐老师，虽外

表瘦弱，但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却是高大无比的...... 



 

高考的岁月，常会使人忆及高中的岁月、高中的老师，因为高考与高中的老师有着最密不

可分的联系。 

记得那时自己刚到五十一中学读高中的教室是简陋的，它正位于永嘉路一条狭窄弄堂的临

时高中部。不大的教室里的一大块黑板上，老师用粉笔一遍遍的写，讲解后又一遍遍的擦，

又一遍遍的写，一遍遍的擦…… 

当初我们这个高中班几乎没什么补课，仅把上课内容、作业内容吃透，以及测验和考试卷

子错题改正并记住掌握就 0k 了。 

而那时教我们数学的赵家镐老师为什么尤为令人记忆深刻和令同学们敬重呢？ 

也许是他那种严谨的举止、诚挚的态度、踏实的工作作风，他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使

他的形象在学生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了…… 

也不知为什么，其实我和赵老师并不太熟，甚至并未单独交流过什么。记得当初的自己只

是一个新入该校高中班的学生，是个老老实实、默不作声、甚至有点自卑的学生。一开始

的学习成绩真不怎么样，有的课程因不喜欢还会在课堂上打瞌睡而被课程老师狠狠批评一

顿。 

然而，赵老师的数学课，使原本对数字并不感兴趣的我，在课堂上竟然认真听讲，毫无瞌

睡之意。尽管平时数学的测验卷上还时常因做错而被老师在考卷上毫不留情的批评，但自

己全都认了服了地予以改正…… 

也许可能被认为这学生是个不服输的人，或者可以用激将法，或者表扬了会骄傲？ 



 

在临高考前夕，使我出乎预料的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赵老师说这个学生是有希望的，于是

我听得哑然了，内心却感动的无体投地，这老师是暗中表扬呀，这似乎比当时缺糖少肉的

时期都甜上 n 倍、饱上 n 倍了。于是暗暗决心，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那次高考，居然

真的考上大学本科了，且难度颇高的数学成绩竟达到科目中的最高分。 



…… 

诚然，高考，对一个人本身的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但好老师的踏实作风和悉心教导确实

是令学生永远难忘的。 

这几天正值全国高考日前夕，竟然又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高考、想起了高中时代的好老

师...... 

欣慰的是，赵家镐老师，现在和我们当初的高中同学都联系着，大家踏上社会工作生活四

十年后仍然从未忘记这位好老师的教导和严谨踏实的作风，他永远是我们学生心中的好老

师，也是老师们的好榜样。 

更令人欣慰的是，赵家镐老师，已多次获得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优秀人民教师、劳模等

荣誉。他深情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辈子从事教学，值了！ 

是的，我们人生中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更值了！如果国家多点这样的好老师，我们国家将会

更有希望！ 

 

此时，正值清晨，蔚蓝的天空上，太阳渐渐露出了绽放的笑容…… 



啊，这就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啊…… 

年轻人，新的希望正等待着你们，为少年的梦想、为披星戴月的拼搏、为艰难而不放弃的

努力奋斗吧！ 

迈向考场，请放松心情，像往常一样仔细思索、认真答题。 

这是一场你和自己的较量，告诉自己，我行！ 

加油！再加油！ 

髦髦 于 2019 年高考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