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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张杰光临“最美书店”钟书阁徐汇店，

带来他的新书《十年筑梦录———张杰演讲集》，与读者进行

面对面交流。 本书以 2017 年张杰院士离任交大校长时的

告别演讲开篇，收录了他担任上海交大校长十年间的大部

分重要演讲，李政道先生亲笔为本书作序，姚明、卢燕、孔

海南、 沈南鹏等校友分别为本书作序或提供延伸阅读材

料。 图为张杰正在为新书首发讲话 李瑾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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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社区教育，你会想到啥？唱唱跳

跳、 写写画画……给休闲在家的中老年

人带来了不少乐趣。 近年来， 受疫情影

响， 一方面各街镇社区学校线下教学暂

停；另一方面，上海积极推进数字教育进

社区、智慧助老等相关工作，各种网上慕

课、“云课堂”五花八门，让这部分群体也

能共享丰富便捷的“数字生活”。

在天平街道，不仅有服务于中老年

人的声乐、茶道、二胡、智能手机等特色

课程， 还有孩子们喜爱的青少年科创、

智能物联等线上课程，支持这些课程背

后的是一支专业、敬业的专兼职教师队

伍， 今年 68 岁的郑心慈就是其中的一

位“宝藏老师”。 这位优雅的上海阿姨克

服技术难关， 为了更好的线上教学效

果，婉拒录播课，“一步到位”开起了直

播声乐课。

座椅上叠凳子， 支起一方屏幕，有

时示范，有时弹奏一段旋律配合学生练

声……窗外大雨滂沱，建国西路弄堂深

处的郑心慈老师家里， 却是歌声绕梁、

琴声回荡。

“我一开始是不同意开线上课的，

因为其他课线上可以，唯独声乐是不可

以的， 它需要现场双方的直接交流；录

播课有一个时间差， 我做示范他听不

到，他的练习如果不是我想要的也没法

及时指出。 ”郑心慈告诉记者，和学校几

番沟通后，考虑到老学员在家里也需要

练声、自娱自乐，唱歌又特别能释放情

绪，最终她邀请两位学员作助教，现场

教唱、练习、纠错，好比讲台上的演示，

声乐直播课就这样开了起来。

“郑老师让我特别感动，她用心，会

动脑筋，请学员做助教，弥补了网课缺

少互动性、体验感的遗憾，大家都反馈

说效果很好，感觉又回到教室里了！ ”天

平社区学校常务副校长林凤慧说，对一

个 68 岁的兼职老师来说， 直播课挑战

大，一方面是技术；另一方面要求整个

一气呵成，郑老师棒棒的！

“声乐课因为有它的特殊性，所以

没法上课郑老师也蛮着急的，老年人的

声音很容易变的。 ”郑心慈的助教、老学

员俞仪芳说，“你唱得不好她是不放你

下课的， 一定非得达到她的要求才能

走，她全身心地付出我们都能感受到。 ”

郑心慈酷爱声乐，师从上海音乐学

院著名声乐教授张仁清先生，老一辈对

声乐教育的严谨认真深深影响着她，即

便是服务社区，她也认为普及声乐要从

打好基础开始。 作为天平街道社区学校

的资深声乐教师，十多年来，她的课始

终是学校的明星课程，最忙时一周要开

9 门课，上到嗓子哑。热爱歌唱的阿姨爷

叔们在郑老师的课堂上了解了声乐知

识、习得了发声技巧、走进了艺术天地，

修身养性的同时也幸福了晚年生活。

“郑老师教民歌，也教美声唱法，英

语、法语、意大利语的艺术歌曲，我们学

了好多，工作时有接触英语，但法语、意

大利语想都不敢想，在郑老师这儿都能

解决。 ”俞仪芳坦言，小时候有歌唱家的

梦想，后来工作了也没机会，现在退休

了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有时在

家里做做事， 会忽然哼几句意大利歌

曲，而且不止学唱歌，包括乐理、发声、

技巧，还有怎么欣赏，都是从郑老师那

儿学到的，“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给我们找了这么好的老师。 ”

有示范、有纠错、有演练的直播教

学营造了沉浸式的云课堂，线下学员也

从互动学习中获得了体验感。 课后郑心

慈还会布置作业，鼓励大家把练唱的录

音发到学习群里，大家互相点评。 社区

学校的优质公益课吸引了不少有艺术

梦想的老人，直播课听课学员从几十人

扩大到了百余人。

实际上， 随着数字教育进社区，从

国家到市、区各层面，针对老年人的课

程包、慕课资源都非常丰富，覆盖了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习需求只增

不减的情况下， 我们针对辖区居民特

点，积极推进校本网课，原来在线下学

习的学员， 又能在群里互动、 提问、交

流，作业互相鉴赏，感觉特别亲切，弥补

了学员不能到学校上课的遗憾和不

足。 ”林凤慧说。

据了解，以“学养天平，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为目标，近年来天平街道社

区学校积极推进课程建设，目前已形成

“探童艺创新课程”“品天平文化课程”

“融智能生活课程”“修一技之长课程”

“乐颐养天年课程” 五大课程体系和一

支乐于奉献、创新发展的专兼职教师队

伍，在社区学校“圆梦”、收获新知、结交

朋友， 共享家门口的优质文化生活，天

平居民乐在其中。

68岁线上直播教声乐

社区“宝藏老师”圆梦美好生活

强国复兴有我

青春志愿行 筑梦新时代

记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杨岑岑

杨岑岑，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

育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中共预备

党员。在学习上，她十分刻苦，曾荣

获国家奖学金，专业成绩连续三年

智育综测均排名第一，平均绩点达

3.74。 在工作中，她兢兢业业，所在

团支部对标定级被评为“五星级团

支部”，带领支部荣获 2022 年上海

师范大学第十一届活力团支部院

级二等奖。 科研方面，她多次带队

参加科研创新项目，荣获“三创赛”

市级优胜奖、校级三等奖和“互联

网 + 银奖”。

杨岑岑是金山人，在回乡挂职

锻炼期间， 她以高度的责任心、严

谨的态度全面协助党群办老师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期间，她还积极

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和防疫志愿服

务活动，荣获金山区挂职“优秀个

人”称号。

在课余时间里，杨岑岑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的总时长已达 1000 余

小时。 她参与组织过 14 次寒暑假

爱心学校、2 次无偿献血、 两年防

疫志愿者等志愿服务活动，多次荣

获区级、校级“优秀团队”“优秀个

人”“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上海疫情期间，她第一时间加

入社区抗疫一线，协助完成核酸检

测、 解决居民急盼难愁等问题，今

年暑假，她也以大学生青年志愿者

身份辅助常态化采样点的核酸采

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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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设国际杯”第七届

上海市台球俱乐部联

赛（斯诺克）总决赛近

日在徐汇举行。 沪上

16 支台球劲旅汇聚

一堂，争夺桂冠头衔，

这也是参赛队伍最多

的一次。

经历了一个月的

预选赛， 晋级总决赛

的 16 支队伍中，既有

传统强队， 也有黑马

队伍。 总决赛中的每

一场、 每一盘都是关

系到最终名次的关键

战役。 每一位选手都

全力以赴，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比赛

现场十分安静，只有球杆击球的声音，

虽然参加决赛的都是业余选手， 但是

水平都相当高， 击球的姿势完全是大

师级的。

据了解， 上海市台球协会在上海

市体育总会“创新赛事”和“吸引更多

市民参与全民健身活动” 的总体要求

下， 近年来采用了新的组织方式和新

的办赛理念用心打造、 不断完善新型

赛事， 俱乐部联赛是其中成功的案例

之一。历经多年打磨培育，赛事已经成

为沪上各台球俱乐部交流切磋的固定

平台，受到广泛好评。

俱乐部联赛作为一项正规比赛，

组织工作和报名工作受到各大俱乐部

的充分重视， 参赛热情比往年更加高

涨。协会也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一

如既往地保证比赛本身的对抗性和精

彩度。各家俱乐部也都全力以赴，选派

实力最强的会员出战， 力求在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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