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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鼓励教育激发学生自我成长内驱力
——— 记 西 安 市 班 主 任 工 作 室 主 持 人 、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附 属 中 学 教 师 黄 向 丽

“如果设计完，我也有想住在这里的想

法，那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建筑师姜芸芸用

这样一句朴实而深刻的话语，诠释了她对建

筑设计的执着追求和独特理解。作为城市梦

想的构筑者，姜芸芸以其卓越的设计才华和

不懈的坚持，成为行业内的翘楚，屡获殊荣。

她的作品不仅美观实用，更充满了人文关怀，

让人们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和幸福感。在一张

张的设计图纸上，感受到她对建筑设计的执

着与热爱。

学术与实践并重
构筑卓越建筑人生

从一个建筑师“小白”到汉嘉设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主任建筑师，再到浙江东南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建筑所所长，这一路成长，也

是姜芸芸对自己的“建筑”。

姜芸芸出生于浙江海宁，与知名作家金庸

来自同一个地方。毕业于浙江大学，拥有城市

规划与设计硕士学位和建筑学学士学位。在多

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探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多个领域的热点问

题，为行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在本科实习期间，项目负责人为她安排了

一个建筑总图的设计任务。那次的设计经历让

姜芸芸对设计有了更为宏观和深入的认识。

“起初，项目负责人让我绘制总图，我是

带着怀疑的，我之前从来没有绘制过总图。”

然而，在项目负责人的信任和支持下，姜芸芸

开始了自己第一张建筑总图的设计。在设计

的过程中，姜芸芸逐渐意识到设计并非只是

简单的绘图和构思，而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

素的复杂过程。她需要考虑设计的实用性、美

观性、创新性，还需要考虑用户的需求、市场

的接受度以及技术的可实现性。每一个决策

都需要权衡各种因素，确保最终的设计能够

达到最优的效果。

“回首这段经历，我深为感激。感谢当时实

习单位的项目负责人给予我这样一个宝贵的

机会，让我在面对陌生事物时不再胆怯，也让

我对设计有了更宏观的认识和更深入的理

解。”姜芸芸说道。

姜芸芸的工程经验也相当丰富。她主导和

参与过诸多高端住宅以及多个大型公共建筑

综合体项目的设计工作，包括杭州滨江·潮听

映月、杭州大江东智慧谷等。

在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任

建筑师期间，姜芸芸同样展现出卓越的设计才

华和项目管理能力。她主持并参与了多个大型

建筑项目的设计工作，从方案创作到施工图设

计，她都亲力亲为，确保项目的质量和进度。她

的作品不仅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还充分考虑

了实用性和可持续性，得到了甲方和业界的高

度评价。

在浙江东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担任建筑

所所长期间，姜芸芸全面负责整个部门的生产

管理、技术管理、业务管理以及人员管理。她带

领团队进行一系列建筑方案的创作，成功完成

多个大型项目，为客户提供了高质量的解决方

案。作为项目负责人，她不仅负责项目各个环

节的报批工作，还负责与甲方、政府部门、施工

单位以及各相关合作单位沟通协调，确保项目

的顺利进行。她的出色表现，使得公司在业界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姜芸芸的设计作品多次获得行业大奖。她

参与设计的杭州运河国家广告产业园项目荣

获 2017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优

秀建筑工程设计三等奖、2017 年度浙江省建设

工程钱江杯（优秀勘察设计）综合工程二等奖

以及 2017 年度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优秀

勘察设计）二等奖等多项殊荣。

在这些亮眼的成绩背后，是姜芸芸不懈坚

持的汗水。熬夜绘图，反复推敲每一个设计细

节，力求做到最好；跑工地检验工作进度，与工

人和同事们交流学习，不断加深对建筑行业的

理解。回忆起刚开始下工地，第一次坐施工电

梯上下时候的忐忑，如今的姜芸芸已经成为可

以独当一面的优秀建筑师。

从杭州到加州
用坚持延续建筑梦想

姜芸芸众多工程项目里，有许多都是浙江

城市小区的建设，在谈及如何设计一个“好小

区”时，姜芸芸表示要从多个方面考量。

首先，设计图的总考量是建筑设计的基

石。姜芸芸会深入研究建筑所处的环境、文化

背景和历史脉络，确保设计能够与之和谐共

存。她会考虑建筑的形态、比例、材料、色彩等

因素，通过精心的构思和布局，创造出既有特

色又符合整体风格的建筑形象。同时，她还会

关注建筑的功能性和实用性，确保各个空间能

够高效利用，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其次，居住用户的体验是姜芸芸设计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深知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

的，因此会充分考虑人的行为习惯、心理需求

以及生活方式。“在江南地区，许多人在选择住

房时都会看中日照，因此朝向很重要。”她会在

设计中注重细节处理，比如合理的采光、通风、

隔音等设计，以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同时，她还

会关注建筑的安全性和便利性，确保人们在建

筑内部能够自由、安全地活动。

姜芸芸认为：“一个好的建筑设计，有时也

不能过度掺杂自己的艺术想法，还需要从实际

出发。设计一个既符合投资方要求，还能让住

户满意的建筑，才是在设计时应该着重考虑的

地方。”

在 2024 年，姜芸芸怀揣着对建筑设计的

无限热爱和追求，来到朋友在美国加州的公

司，开始了一段崭新的旅程。这对于姜芸芸来

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来到加州，姜芸芸看到这里的房屋设计

与国内有着诸多不同，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的

观察和研究。木屋大平房作为加州的一种特

色建筑形式，其设计理念、建筑材料以及房屋

格局都与国内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她必须

重新调整自己的设计思路，以适应这里的建

筑文化。

陌生的语言环境是姜芸芸在加州面临的

第一个挑战。虽然她的英语交流能力已经足够

应对日常生活，但在专业领域的沟通上，她还

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她积极与当地人交

流，参加各种建筑相关工作，努力提升自己的

语言能力和专业素养。

在房屋设计上，姜芸芸坦言，正在学习并

融合一种新的方式。她发现，加州的住宅设计

更加注重公共空间的体验感、厨房的开放程度

以及卫生间的数量和布局，同时也更注重预

算。因此，在选择建筑材料和设计方案时，她需

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她深入研究

当地的文化和传统，与当地居民进行深入交

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从而打造出既符

合当地特色又满足居民需求的房屋设计。

在姜芸芸的建筑世界里，每一个设计都是

她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从钱塘江畔到湾区，

她的脚步从未停歇，她的追求也从未改变。她

坚信，好的建筑不仅仅是砖瓦和水泥的堆砌，

更是文化、历史和情感的交融。

谈及未来，姜芸芸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

芒。她说：“建筑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每一

个项目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

遇。我希望能够继续探索，不断突破自我，设计

出更多让人心动的作品。”她计划将国内的经

验与国际的设计理念相结合，打造出既符合当

地文化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建筑作品。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
见习记者 马溯萱

建 筑 师 姜 芸 芸 ：城 市 梦 想 构 筑 者

姜芸芸参与设计加建案例效果图

艺术人生 / 高质量发展看教育

黄
向
丽

“我从不把分数当作衡量学生的唯一尺

度，而是更看重孩子们在初中阶段所形成的行

为习惯和学习态度。真正的教育，是帮助他们

找到内心的热爱，从而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

去成长。”2024 年 4 月 9 日下午，在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附属中学，记者采访到了年级主任、

语文教师黄向丽。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分享了

自己与学生之间的许多故事与经验。

黄向丽，高级教师，西安市碑林区教学能手，

碑林区优秀班主任，西安市班主任工作室主持

人，碑林区康靖名师+研修共同体工作室成员；被

碑林区教育局评为大家访先进个人；她主持的碑

林区校本课题顺利结题，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校

级、区级先进班集体，所主持的校本课题顺利结

题；她在语文教学领域的多篇论文、教学设计获

得省市区级奖项，其课例 《第四单元综合活

动———少年正是读书时》被评为部级优课。

今年 46 岁的黄向丽老师，已经深耕初中

语文教学领域 27 载，深受学生爱戴。谈及教学

生涯，最令黄老师自豪的，并非她的课程引人

入胜，而是经常有毕业生回到学校向她诉说生

活中的烦恼，探讨人生的方向。每当这种时刻，

无论这些孩子是当年的佼佼者还是成绩平平

者，黄老师总能及时送上恰当的赞美和鼓励，

耐心帮助他们寻找方向。

用信任与责任带动学生成长

2007 年，黄向丽来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

属中学（以下简称“建大附中”）担任语文老师。

“由于学校是大学附中，所以这些年来我

遇到的学生的素质还是相对高一些的，家长们

也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令黄向丽印

象深刻的，是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的成长，“初

中阶段的男孩子总是比较调皮捣蛋的，一味地

批评和指责只会让他们更加逆反，所以我就让

他们负责班级放学关灯、锁门之类的小事情，

如果他们做得好，我会在全班进行表扬，一段

时间后，这几个孩子居然不太闹腾了，中考的

成绩还很不错呢！”

在这个过程中，黄向丽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鼓励的语言永远比批评和指责更有力量。

让学生动起来，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从

那以后，她更愿意去赞美和夸奖同学们，去发

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于学习好的同学，黄

向丽会教他们学会放松；对于学习成绩一般的

同学，她会教导他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努力成

为更好的自己。

用赞美激发孩子的内驱力

“对于很多初中生来说，上了中学其实目

标就很明确了，那就是要取得更好的成绩、考

一所更好的高中。但是每个班里都有成绩好的

学生和成绩平平甚至成绩不好的学生，所以，

在老师的眼里不能只有成绩好的孩子，成绩暂

时落后的孩子的上升空间其实也是很大的。我

会利用每周的班会时间，带着孩子们一起探讨

一下学习方法，让他们知道学习的意义以及意

识到学习是怎么一回事，等孩子们自己有了

‘内驱力’，定好了适合自己的目标之后，他们

自己就会进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的

鼓励和赞美是必不可少的。”黄老师总结了自

己的带班经验。

在黄老师现在教的班里，有一名女同学刚

上初一时很孤僻，遇到老师也是能躲就躲，和其

他同学也不主动说话。“我心想，这个孩子不能

再这样下去了，如果总是这样不合群，对她以后

的影响会很大。于是我主动和她的家长进行沟

通，然后会在课堂上让她回答问题，我还会多说

几句表扬她的话，让她觉得老师

很关心和重视她的表现。”黄

老师说，“这个孩子现在已

经上初三了，和初一刚

进校时判若两人，见了

老师会笑眯眯地打招

呼，也愿意和同学们

分享交流，家长也说

孩子的性格比以前

开朗多了。”

赞美不仅拉近了

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距

离，还会让他们在老师

的言语中感受到对自己的

认可和肯定，也会随之增强

表现自己的自信和勇气，当他们

愿意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而努力

时，教育就水到渠成了。

“目标日记”成为沟通师生心灵的桥梁

黄向丽老师所带的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特

殊的要求：让每位同学都准备一个笔记本，在

本子上记录与回顾自己的每一天。

黄老师向记者展示了其中一些笔记。这些

本子里记录了学生们每天上课的纪律，作业的

完成情况、完成时间等生活点滴；同学们会给

自己一天的表现打分；时而会向老师倾诉自己

的困惑和烦恼；有的同学还会在本子上写下一

行激励自己的话语：“雨后的彩虹是那样的精

彩！”“人最大的对手是自己！”“打雷时要微

笑，那是上天在给你拍照！”……

黄老师说，她班上的同学从初一就开始

记这个“目标日记”了，每天都会跟着作业一

起交给她，她也会每天认真阅读大家的自我

复盘总结并进行批改点评，她和

学生之间的很多沟通也都是

通过这个特殊的日记本来

完成的。

“如果在日记中发

现哪个同学情绪不好

或是学习遇到困难了，

我都会第一时间和他

们去沟通，帮他们把遇

到的问题解决掉。问题

不累积了，他们的进步

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20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

经历让黄向丽深深懂得，学

生的成绩固然重要，但帮助他

们形成积极乐观的性格、懂得发掘

自身的内驱力才是更重要，更能为他们以

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基础的东西，所以黄

向丽从不吝啬对学生热情的赞美，她把一个个

赞许的眼神和鼓励的手势传递给学生们，让他

们感受到老师的关爱，激发他们内在的学习动

力，树立良好的自信，在不断进步中努力成为更

好的自己———黄向丽通过鼓励教育帮助学生们

建立起自我成长的良性循环，她所带的班级也

在一年又一年的中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正如黄向丽所坚持的那样：“我想要做的

就是让孩子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文化艺术报见习记者 马溯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