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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凌晨4点，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史宁中家的窗前就亮起了灯光。

虽年逾古稀，但对科学研究和对教育

教学的强烈热爱，指引他不断攀登一

座座高山，跨越半个世纪，风雨无阻，

矢志不渝。

史宁中，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

荣誉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2023年当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当下，史宁中仍坚持为本科生、

研究生上课。他主讲的本科生专业

课“数学专业导论”，每堂课都座无虚

席，连走廊里都坐满了人。几十年

间，史宁中培养的学生遍布祖国各

地，其中博士生近百名，就职于国内

外多所知名高校，他们不仅自己学有

所成，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曹冲称象为什么可行？”在东北

师大附小四年级的一堂数学课上，老

师引入我国经典的历史故事“曹冲称

象”，一边借助透明水缸、模拟小船、

小石头等模型来为学生讲解这种办

法的原理。新课标修订后，在数学课

堂上有意识地让学生更加直观生动

地理解数学推理过程，而这背后，凝

结着史宁中20余年来对数学教育的

深刻理解和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执

着与行动。

自2001年起，史宁中致力于国

家数学教材的编写和课程建设工

作。作为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

订组组长、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修

订组组长，他主持修订了《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主编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选修课程用书

数学A、B、C、D类》14本。2006年，史

宁中把数学课程目标中传统的“双

基”拓展为“四基”，2011年，把传统

的“两能”拓展为“四能”，又提出“三

会”的数学核心素养。“四基”“四能”

“三会”已被纳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2011年版）》和《义务教育数学

课程标准（2022年版）》，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

说起大学治理，史宁中表示，“学

校发展必须走内涵发展之路，必须让

广大教师参与学科建设、学科布局调

整和学校改革。”2000年5月，为激发

学校发展活力，时任校长的史宁中率

先在东北师范大学实行“教授委员

会”制度。教授委员会的权力表现在

学术领域，在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

划、招生政策、学位标准等方面拥有

决策权。

1998年至2012年，史宁中在任

东北师大校长期间，紧扣“为基础教

育服务”的办学特色，形成了一系列

卓有成效的校内管理制度，为学校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文

理融合的基础上，史宁中形成了丰富

的教育哲学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尊

重的教育”理念，强调尊重教育规律、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受教育者的

人格人性、尊重教育者的劳动成果，

为培养创新人才、尊重人的发展、尊

重学生的主体性、尊重教师的主导地

位提供了理念遵循。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史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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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奇迹，

三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东北师范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都为

同一位“老校长”树立了雕像，这位

“老校长”就是被陈云同志誉为无

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无产阶级战

士、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

的成仿吾。

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博学

多才，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

言，曾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

直接从德文版本翻译《共产党宣

言》的国内第一人。他是长征路上

唯一的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宣传

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一直从事党和

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中国教育学会

第一届名誉会长，“伟大的红色教

育家”。

1952年10月，成仿吾出任东

北师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主政期

间，成仿吾以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

的远见卓识，完成了学校向新型正

规化师范大学的转型。他首次提

出并确立了“为基础教育服务”的

办学方向，开创我国高师函授教育

之先河，奠定了东北师大“人民教

师的摇篮”历史地位，使其成为全

国著名高师院校之一。

“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

教育”是成仿吾到校之初提出学

校建设的三项基本方针之一。据

此，学校开设了《中国革命史》《马

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门

政治理论课，并设立了四个直属

教研室，成仿吾还亲自担任马列

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他为东北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

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并长期关

注，始终如一。

成仿吾先后发表了《教育必

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重视

教育方法研究》《高等教育十年的

辉煌成就》《毛泽东教育理论简

述》《关于教师的培养和提高问

题》《关于目前普通教育的若干意

见》等系列理论文章；出版了《成

仿吾教育文选》《战火中的大学》

等教育著作。

其主要观点在于：认为教育是

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培

养工作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中华

民族的百年大计和千秋大业，应摆

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位置；突出

强调高校办学要坚持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看作完成教

育任务的根本保证；尊重教育规

律，把教学工作作为学校的中心任

务，把改进教学方法作为提高教学

质量的重要手段；教育工作是科学

工作，教学和科学研究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这些高屋建瓴并富

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教育思想，在其

长期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应用

与检验，满足了革命和建设对教育

的迫切要求，具有真理性、全面性、

系统性和创造性，是我们党的教育

理论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奉献给中华民族的珍贵思想遗

产与精神财富。

人民教师摇篮的奠基人——成仿吾

2023年4月，“日知世界史奖”

第三届颁奖典礼暨新时代首届中

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高端论坛在北

京举行。该奖项是教育部批准、东

北师范大学设立的我国世界史研

究领域的首个全国性专业学术奖

项，以已故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史

学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林志纯（笔名“日知”）的名字命

名。这位睿智而执着的老人长期

在世界文明史研究领域深耕细作，

致力于“把西方古典文明引进中

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

1980年，在林志纯的倡导下，

东北师大历史系成立了西亚北非

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后来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

所。研究所成立后，以古代文献

研究为基础，开始在以古希腊和

拉丁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

以西亚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献、

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以古

埃及象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

的埃及学，以小亚赫梯楔形文献、

文物为研究对象的赫梯学等领域

进行艰苦的攻关，填补了国内这

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在他的苦心

经营下，研究所创建了我国第一

个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专门藏有

世界古代文明史图书及杂志的中

西文图书资料室。

1986年，林志纯创办了国内

唯一的英文国际年刊《世界古典文

明史杂志》（JAC），刊登中外学者在

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与

国外同行的交流，为中国学术界赢

得了荣誉。这期间，他主编了《世

界上古史纲》（上、下册）和《古代城

邦史研究》两部著作，对世界上古

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

《中西古典学引论》开比较史学之

先河。经过 20多年的研究和建

设，林志纯构建了古代世界历史的

学科体系。

在从事本科教学与研究工作

的同时，林志纯还着手培养世界古

代史教学与研究人才。1953年至

1955年，林志纯先后举办了两届

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1955年至

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

大学承办由苏联专家主持的世界

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学校责成林志

纯协助苏联专家，并指导进修教师

毕业论文写作。这两届研究生班

和一届教师进修班共培养出37名

学生，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

代史方面的青年学者和精英人

才。自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培养

研究生制度开始，20余年间，林志

纯共培养了近40名世界古典文明

史的硕士博士。为了能够令学生

可以更好地掌握国际水准的专业

知识，林志纯不遗余力通过种种渠

道促成学生赴英、法、德、美等具有

悠久古典文明研究传统的国家访

问和留学。林志纯派送出国的许

多学生已经学成归来，他们与林志

纯在国内培养的学生一道成为我

国世界上古史第二、第三代研究工

作者的中坚。

一代史学宗师——林志纯

步入东北师大附属中学教学

楼，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我国著名的

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陈元

晖先生的名言：附中教师要做教育

家，不要当教书匠。这句话成为东

北师大附中教师70多年来一直追

寻的理念。

陈元晖，1948年至1954年任

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教授。

“先办好附中 ，才能办好教育

系”——1950年，面对东北师范大

学校长张如心创办教育系的邀请，

陈元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陈元

晖做过哈尔滨大学教育系主任和

附属实验小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知识基础

厚实、教育实践丰富，但他依然强

调，任何时候，教育理论一定要与

一线实践紧紧捆在一起，因为教育

理论具有鲜明的应用性，时刻离不

开一线实践。

当初，陈元晖对有些学校特别

重视外国教育理论的引进并直接

移植感到担忧。为了突破理论束

缚，培养优秀教师，陈元晖要求附

中教师“要当教育家，不要当教书

匠”，要求教师具备先进的教育理

念，更要有创造精神，要敢于打破

传统教育的窠臼。陈元晖认为，使

学生闻一知一的教学，是一种“教

书匠”的教学；而闻一知十的教学，

则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是“教育

家”的教学。启发学生思维、培养

具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陈元晖眼中

“教育家”的重要标志。1990年，

陈元晖回到东北师大教育系，他强

调培养学生是为了使学生聪明，而

不是使学生记住许多东西，重点应

该放在培养思考力方面，而不是培

养记忆力方面。

作为著名的教育学史研究专

家，陈元晖一直在积极处理中国教

育学“中”与“西”的辩证关系，一直

主张中国教育学要“善于总结自己

的优秀遗产”。他以自己的哲学背

景为基础，编著了《中国古代的书

院制度》《卓越的教育思想家——

孔子》《孔子的德育思想》《孔子的

美育思想》等，为教育学的研究又

打开了另一扇窗。

陈元晖觉得，只有总结了我们

教育学中丰富的、宝贵的遗产后，

才能真正摆脱“进口的教育学”，而

有“出口的教育学”。中国学者也

应为教育学发展作出世界性贡

献。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依然具有

进步意义和决定性影响。

陈元晖一生出版多部教育专

著，其中许多著作都情透纸背、力

透纸背，呈现着他对教育学研究的

执着与眷恋。正是在马克思辩证

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引下，陈元晖

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陈鹤

琴的“活教育运动”以及陶行知的

“生活教育运动”等教育思想进行

了深刻反思，为今天研究我国现代

教育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研究

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要做教育家，不当教书匠——陈元晖

2023年12月，占地12公顷的小

冰麦种植标准化示范区落户通榆县

开通镇。2024年6月，在“弱碱低产

耕地小冰麦新种植模式”鉴定会上，

东北师大“小冰麦33号”品种得到各

方高度认可。

饮水思源，随着优质抗病的“小

冰麦33号”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

省区大面积推广种植，我们不由得怀

念一位老先生——已故中科院院士、

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

家、东北师范大学郝水教授。

1926年，郝水出生于内蒙古通

辽的一个平民家庭。青年求学期间，

因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离开国统区

的长春，投奔解放区，先后在东北军

政大学和佳木斯东北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前身）接受革命理论熏陶。1949

年8月，毕业于东北大学博物系并留

校任教。

郝水对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的热爱始终不渝。他曾结合自己在

苏联留学的经历为学生讲党课。他

的语言朴实简洁，事实如铁，逻辑入

理。一位师长对学生的情深意切，一

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忠

诚使青年学生深受感染，坚定了无数

学子的爱国信念。

作为科学家，郝水的休息日多

是在系里实验室度过的。他是我国

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国内

外生物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他关于

染色体骨架真实性的研究、染色体

骨架中收缩蛋白的存在等创新性理

论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

关注，为我国生命科学发展作出了

重大、卓越的贡献。他与夫人何孟

元教授一起，经过多年努力，在国

际上首次建立了两套小冰麦异附

加系，从中选出优质抗病的新品

种，为我国北方农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作为教师，郝水深得人们的尊敬

和爱戴。从教61载，他几十年如一

日勤勉教学，80岁高龄仍坚持工作、

关心教育。他因材施教，善于启发式

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写

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育得桃李满天

下。他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和夫

人先后为“希望工程”、贫困大学生和

灾区人民捐资十几万元。2001年，

他又将刚刚荣获的“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元港币

全部捐赠，设立“吉林省农村优秀教

师奖励基金”，资助农村优秀教师的

培训和学习。

郝水的一生与东北师大紧密相

连，为东师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任东师校长

时，他注重学科建设，以教育家的胆

识和睿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博士学

位授权学科在较短时间内由2个增

加到了10个，为日后学校学科发展

格局和科研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郝水还拓展学校办学特色，针

对农村师资短缺、基础教育师资素质

不高等问题，坚定地推动了“长白山

之路”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建设，开

启了东北师范大学自觉服务农村基

础教育的新篇章。

小冰麦之父——郝水

他用一生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

践来坚定“初心”与信仰；他用为国

育才的赤子情怀坚守三尺讲台；他

用对党始终如一的赤胆忠诚来践行

和丰富自己的家国情怀。他就是我

国著名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东

北师大原副校长、荣誉教授、博士生

导师郑德荣。

1926年 1月，郑德荣出生于延

吉，饱受战乱之苦的少年追求真理，

心向光明，毅然决然投奔到解放区东

北师范大学前身的东北大学，怀揣一

腔报国热情开始了长达67年的中共

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学和研

究生涯。

1964年，作为吉林省唯一代表，

郑德荣参加了全国马列主义理论课

教师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70年代

末他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这

是改革开放后教育部最早推出的全

国高校通用党史教材，曾再版五次，

发行量突破百万册。此后十几年间，

他探索建立了全国公认的党史学科

教材体系，这些教材的广泛使用深深

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郑德荣牵头成

立了全国第一家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并任所长。他的《毛泽东思想史稿》

一书是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早的

专著，开创了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科学

体系的先河。另一部力作《毛泽东思

想概论》是最早创立概论体系的著

作，曾获教育部优秀著作一等奖，广

为高校和党校所采用。他主编的《毛

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被学

术界公认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宏观研究方面的“拓荒之作”。

1983年，郑德荣成为全国高校

中共党史学科最早的四位教授之

一，1986年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

学科首批三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1991年，他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毛

泽东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直属院校

147个社科研究机构评估中名列全

国第一。作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领

航者，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的开拓性贡献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流学科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根基。

从80岁到90岁，郑德荣又迎来

一个学术黄金期，他共承担了三项国

家课题，出版了五部学术专著，发表

了70多篇论文。耄耋之年，郑德荣

仍然耕耘在教学实践第一线，他说，

“我人生的最大快慰，一是科研成果

给人以启迪、服务于社会，二是学生

的成长、成才给我以鼓舞，青出于蓝

胜于蓝。”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郑德荣还坚

持反复修改已经入选的北京纪念马

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论文。弥

留之际，郑德荣用微弱的话语留下遗

言：“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

郑德荣逝世后，教育部追授其全

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授予

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红色理论家——郑德荣

（本版图片均来自东北师范大学）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教育大
会上指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
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

因师而立、缘师而兴、依师而荣。作为“人
民教师的摇篮”、两代师表共育的师范大学，东北
师大近80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
躬耕教坛、潜心育人，强师报国、胸怀天下的“大

先生”。他们提灯引路，育梦成光，既为“经师”，
更是“人师”，造就了一大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
的栋梁之才，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了重要
贡献。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气
象，那便是教育家精神。

在欢庆第四十个教师节之际，本报特推出
专版，选登六位东师“大先生”的故事，回顾他
们的光辉事迹和卓越贡献，感受他们的教育智
慧与人格魅力，进而传承师者风范，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努力奋斗。

史宁中史宁中

郑德荣郑德荣

郝水郝水

林志纯林志纯

成仿吾成仿吾

陈元晖陈元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