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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相关]

□青年报评论员 唐骋华
在我国第 40 个教师节来临

之际，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倡导

“大先生”精神，有着特殊的意

义。

中国人用“大”字形容人之

顶天立地。《说文解字》云“天大，

地大，人亦大”，将人和天地并

列，凸显了人的尊贵。我们又以

“先生”作为学识渊博、品德高尚

者的尊称，而教师正是最典型的

“先生”，中国人对教师的尊重贯

穿古今。在“先生”前冠以“大”，

突出了为人师者所应具备的境

界和风范。

究竟何为“大先生”？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先生”的标

准，“大先生”是“学生为学、为

事、为人的示范”，是“促进学生

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要“成为

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

法的榜样”。

“大先生”首先要有大学

问。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

生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

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就

是大先生。20世纪20年代，清华

国学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

恪、赵元任、李济“五大导师”，他

们在学术界领风气之先，其教学

和研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余脉绵延至今。

“大先生”要有大视野、大格

局。近代以来，国家积贫、国民

积弱，乃有蔡元培、胡适、鲁迅等

以启迪民智、培育新民为己任，

引入新知、更新旧学，为“老大帝

国”注入新鲜血液，使民族精神

得以重生。鲁迅生前即被称作

“大先生”，正体现了世人对他及

那一代为人师者的尊崇。

“大先生”要有大担当、大胸

怀。抗战军兴，时值民族存亡之

秋，一大批教授、知识分子不甘

沦为亡国奴，离开城市，跋山涉

水汇聚云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

里教书育人。西南联大存续8年

零11个月，为中国文化保存下种

子，也为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

等青年才俊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钱学森、邓稼

先、袁隆平为代表的科学家一方

面攻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一方

面竭尽所能培育人才，将中国的

科学事业推向高峰。值得一提

的是，当年的他们还都是青年教

师，而他们的家国情怀足以动

人。

“大先生”也要有大爱、怀大

勇。张桂梅秉承“让山村女娃飞

出大山”的朴素愿望创办华坪女

子高级中学，几十年来帮助数千

名贫困女孩改变命运。陈荭辞

去百万年薪工作，筹办香港首家

一对一义务补习机构，为困难阶

层的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托举

起一个个贫困家庭的梦想。施

一公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

筹建西湖大学，致力于培养有宽

广国际视野、扎实学科基础、卓

越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和未来

引领者。他们树立了新时代“大

先生”的榜样。

纵观这群星般闪耀的大先

生，不难发现，他们有学识、有见

识，更有品格、有品德。他们以

身作则、垂范世人。换言之，只

有学术、人格、品德上都过硬者，

才称得上“大先生”。正在成长、

成熟中的青年教师，应当以此为

努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人

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对教师来

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

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

样的人。”日前，《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

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将师德

师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教

育课程和教师培养培训全过

程”。“大先生”，正是一颗丹心、

三尺讲台展现教育家风范的

人。

如今，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有

1800多万名教师，固然不可能人

人达到邓稼先、张桂梅这样的境

界，但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应是每一位教师的自觉追

求。教师之于学生不仅是知识

传授者，更是做学生为学、为事、

为人的“大先生”。成为“大先

生”之路注定是漫长的，却也是

值得为之付出的。

新时代呼唤更多“大先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同上一堂“弘扬教
育家精神”思政金课；纪念孟宪
承先生；回收新生们给未来的
自己和恩师的教师节书信……
正值第四十个教师节到来之
际，申城的两所师范大学正通
过一系列活动，让师范生更加
坚定教育理想。这些走心的活
动也让这些“未来教师”们提前
感悟教师节的真谛与担当，共
同许下“长大后我也要成为您”
的职业理想。

为庆祝全国第40个教师
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华
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这几
天正持续携手中国邮政吴泾
支局，为2024级新生特别定制

“教师节邮资机戳”，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引领未来教师以
笔墨承载心语，于方寸之间精
心镌刻对恩师的无尽敬仰与
深切感激。

纸短情长，这批刚踏入校
园的未来教师们写下了发自内
心的话语，既是给老师的祝福，
也是对自己的期待。

来自 2024 级地理科学师
范专业的王炜涵感到自己很
幸运。初入大学，就在教师节

来临之际为自己的高中老师
写信送上祝福，“我非常感谢
老师在我连续几次考试失利
时没有放弃我，而是通过约谈
的形式鼓励我，帮助我找回学
习的兴趣和方法。虽然已经
毕业了，但她永远是我的老
师，也是我未来教书育人的模
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心
想事成！”

截至目前，学院已收到来
自师范 新 生 的 280 余 份 信
件。每一张明信片、每一封
书信，都将在第四十个教师
节当天，印上定制邮戳，将这
份沉甸甸的心意穿越千山万
水，抵达恩师手中。纸虽轻
薄，却承载了厚重的情感，更
是师范生对未来自我期许的
庄重承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教师从来不仅仅
是一份职业，它是一份事业，更
应该是一份志业。”上海市教书
育人楷模张黎声教授与第六届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
奖教师代表高晨鑫、郭腾、钱疏
影共同演绎情景剧《我以我志，
无悔三尺讲台》，铿锵的誓言响
彻教师节庆祝大会，这也是对职
业的深情表白。

9月9日，第40个教师节前
夕，上海中医药大学聚焦“大力
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主题举办教师节庆祝
大会。大会分为《点燃梦想·追
逐光》《铸就辉煌·成为光》《薪
火相传·散发光》三大篇章，通
过情景表演、故事讲述、对话朗
诵等形式，呈现了学校系统教
师们在育人方法探索、引领学生
成长、师道精神传承等方面的生
动实践。

情景剧《我以我志，无悔三
尺讲台》还原了青年教师们备战
教学竞赛的过程。面对接踵而
来的挑战，他们迎难而上，通过
一次次磨课，从学生学习需求出
发，搭建教学脚手架，重新思考
科研反哺教学的有效方式和方
法……把一次比赛转变成一门
课程的深化改革，用行动回答：

“教师从来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它是一份事业，更应该是一份
志业。”

国医大师裘沛然曾经说过：
“医学就是人学。”他的著作《人
学散墨》以及他的教育理念，对
无数弟子和杏林学子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国医大师裘沛然学
术继承人、上海市名中医王庆
其，裘沛然名师工作室成员、上
海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
邹纯朴，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王怡
带来《老师，我想对您说》故事讲
述。

老中青三代人跨时空对话
裘沛然，传承弘扬老一辈教育家
的教育理念。“医道不仅仅是治
病，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
裘沛然寄望后学德才兼备，念好

“自重、自强、自信”的“三自经”，
并留下了“医学是小道，文化是
大道，大道通小道容易通”“医学
是应用科学，实践是精华”的真
知灼见和“中医特色，时代气息”
中医学发展方针，带给后学启
迪，彰显了医道之传承。

会上表彰了学校第四届“我
心目中的好老师”40位获奖者，
并推出以获奖教师为原型的主
题微电影《向光》。影片以“萌
芽”“茁壮”“开枝”“深根”“散叶”
5 个篇章截取了一名教师从启
蒙、求学到教学、科研、临床，在
前辈们的指引下成为一名学生
心目中的好老师的成长片段。

“师者如光，温暖而璀璨。而我，
正循着他们的轨迹，向光而行！”
影片传递了教书育人与师道传
承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对优秀教
师的礼赞，更是激励广大教师不
断前行，成为学生前进道路上的
那道光。

三十年光阴磨一剑，三十年
身心献杏坛。教育工作三十年
主题微视频——《时光雕刻》记
录了从教三十年的教师们辛勤
付出与默默奉献的珍贵画面。
颁奖仪式上，校党委书记曹锡
康、校长季光为从教三十年的教
师代表颁授纪念奖杯，感谢他们

“马不扬鞭自奋蹄”的敬业态度
和“不计名利无私付出”的奉献
精神。

教育是一场接力赛，“上海
工匠”、上海中医药大学炮制教
研室主任董志颖教授与教研室
新进教师黎哲作为新老教师代
表，共同演绎对话朗诵《我以我
心，传承共筑教育梦》，展示两代
教育工作者的传承与碰撞。两
位教师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表达
了共同的心愿：“不论时光如何
更迭，我们同舟共济，传承的火
炬，永不熄灭！”

在全场师生的见证下，从教
三十年教师代表李医明教授带
领新进教师代表，完成了庄严而
神圣的教师宣誓仪式。新教师
们面对校徽，庄重宣誓，忠诚人
民教育事业、为民族复兴广育英
才。

上海中医药大学聚焦“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是一份事业更是一份志业

手写感恩信 同上思政金课
“长大后我也要成为您”准老师们提前感悟教师节真谛

昨天，上海师范大学《教育

家精神》课程正式开讲。上海师

范大学校长袁雯教授、教务处副

处长杨帆教授，第七届全国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

者杨伊副教授，及上海师范大

学、教育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

划重点支持院校上饶师范学院

的师范生，同上一堂“学习弘扬

教育家精神”思政金课。

《教育家精神》课程由上海

师范大学与上海市教师教育学

院联合开发，是国内师范高校

第一门面对全体师范生和协同

提质伙伴高校师范生开设的教

育家精神课程。人民教育家于

漪先生为给师范生开设这门课

程的重要性给予大力肯定。她

认为，这门课的目的，是要让未

来的老师了解，教育家精神对

中国人塑造精神世界非常重

要，实际上是塑造心灵，因此建

设这门课，需要苦心经营。教

育家精神承载着我们几千年历

史传统师道文化的厚重，放在

新时代，它又承载着我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创造与活力

的特征，两者要结合起来。

《教育家精神》课程开课

师范生给未来的自己和恩师写信。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