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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记载的是关于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的故事。
吴铎、钱洪老师嘱我作序，虽是诚惶，却不敢辞却。
作为丽娃学子，时常感念师长的教诲；作为一任校长，深知肩上承启的重任。
今年恰逢学校60周年校庆，离退休的老教授们担纲编辑这本书，有幸先读，感慨万千。
这其中，写就的是丽娃河的故事，凝聚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几代人的情感。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的这句话对于华东师范大学师生来说，就是“丽娃河”，就是丽娃河畔的故事
延续形成的丽娃河文化。
60年前，华东师范大学选址丽娃河畔的时候，师生们边建校边教学，挥洒着辛勤汗水，但一张张灿烂
的笑容表达了心中无限的喜悦。
创业的担当和直面困难的达观，在那一刻就已经彰显。
60年间，丽娃河畔演绎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过坎坷曲折，但更多的是朴实中闪耀着追求科学和真理
的光华，勤勉中折射出创造和进取的个性。
    关于老一辈名师，娓娓道来的往事，是悠悠的情怀，是深厚而热烈的爱。
丽娃河的雅致，处处让人流连，我们这所大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浸透着前辈建校时的用心
。
60年来，文史理工不同学科，大夏光华多元文化，以及五湖四海的教师学生，汇聚在丽娃河畔，是前
辈的胸襟，形成了求实创造的文化传统。
在许多人看来，丽娃河的色彩如同淡雅的水墨画，但换一个角度欣赏，也许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
丽娃河水，平静的是淡定从容，波澜的是追求创新。
建校之初，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不坠青云之志，提携后学共同进步；新一代锐意进取，瞄准前沿发奋进取。
60年间薪火相继，流逝了岁月，留下了感动。
这本书描绘的是丽娃河畔丰富的色彩，记录的是华东师大的历史，我们感受到的是文脉隽永、师魂人
望。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在我看来，大学所以最神奇最具魅力，是因为这是与大师对话的地方。
丽娃河畔的老一辈名师，有铁肩担道义的革命家，有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有探求真理的科学家⋯⋯而
本书的许多撰稿人，也是名师，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体会着老一辈名师给予的关爱，记录了老一
辈名师的风采，这是学者的对话，也是智者的交流。
每一篇故事，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反映着华东师范大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透过字里行间，也折射出每一位人物的独特个性，表达了作者的深刻体会。
作为大学精神的主要缔造者和履践者，老一辈名师求实创造，砥砺耕耘，凝练了今天华东师范大学深
厚的学术传统和鲜明的办学特色。
他们的开放胸襟和开拓精神，造就了今天华东师范大学浓郁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大气的校园文化。
他们弘学励教，薪火相传，成就了今天华东师范大学众星云集的辉煌景象。
    学校老教授协会组织编辑出版了这本《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恰逢其时，立意高远
。
走过一个甲子，当回眸风雨历程，我们为老一辈名师的辉煌而骄傲，也为老一辈缔造的光辉而感动。
但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转化为不断前进的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华东师范大学正致力于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我们需要铭记老一辈创业
者的功绩，需要继承老一辈开拓者的精神。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把我们的大学建设得更好。
    大师就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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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故事就是大学的故事，大师的历史就是大学的历史。
    是为序。
    俞立中    201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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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记载华东师大七十余位老一辈知名学者、教育家风采事迹的文章合集，所记人物有华
东师大第一、二任校长孟宪承、刘佛年教授，著名文史哲大家吕思勉、陈旭麓、冯契、施蛰存教授、
苏渊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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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开花、结果与扎根    20世纪80年代，为了突破教学上“大面积丰收”这个难题，刘校长与我结下
了特殊的师生情缘。
    1985年武汉会议开过之后，我与先生见面的机会比过去多了，主要是在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等会议上，彼此渐渐熟悉起来。
有一个初夏的日子，刘校长夫妇约我在他们家吃便饭。
菜很简单，大概四五小盘，可是刘师母亲自下厨，又有酒，是刘校长家乡湖南醴陵捎来的米酒，每人
一小杯。
边吃边谈，那天刘校长的兴致特别高。
不知不觉，又谈到教育。
他说，中小学教师积累的经验很多很多，有人说叫“汗牛充栋”。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是没有作出理性的概括，往往只是热闹了一阵，开了花不
结果，有人说叫“过眼云烟”，不能站住。
于是，新来的教师只好从头摸起。
这是多大的浪费，多么可惜。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理论工作者深入到中小学去，二是中小学教师都能做些教学研究工作。
现在最需要的是懂得中小学教育，又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善于思考的人。
    饭桌上的一席谈，深深地打动了我。
紧接着，1987年，在教育部有关领导的建议下，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成了刘校长的门生
。
在他的主持下，金一鸣教授、余震球教授、邵瑞珍教授、瞿葆奎教授和杜殿坤教授等先后为我作课程
指导，前三年读硕士，后三年读博士，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读书非易事。
回想三四十年前在复旦大学学数学时，苏步青教授有一句话：“严师出高徒。
”严格、严密、严谨，寒窗数载、丝毫不敢马虎。
到80年代苏老为我们开中学教师专题讲习班，严师之风仍不减当年。
这次师从刘校长，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宽容、宽厚的导师同样可以使你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刘校长对学生从不发号施令，只有平等讨论。
例如有一年冬天的某日，我从青浦赶到华东师范大学，刘校长亲自为我讲课，却不知在刘校长寓所还
是办公室合适。
于是在校门口先打电话问刘校长，他反而问我，你看哪里方便呢？
这种事当然不能由我来说定。
先生不说，我又不能说。
磨了好一段时间，刘校长说了一句，我家里有一盆火很暖和。
我才明白他比较倾向在寓所授课。
刘校长的家在楼上，每次讲完课，他都要送学生下楼，挡也挡不住。
送下楼时还要问我接着去哪里。
那天我告诉他，还要去一下师大教科院办公室。
刚到教科院不久，天下起了雨。
正在这时，我看到刘校长一手拿了双雨鞋，一手拿把雨伞走进办公室，对我说：“我看你今天没有带
雨具，给你送来了。
”此情此景，让人没齿不忘！
先生对学生的期望和感情，已无法用言语来表述，作为学生，唯有百倍的努力才能报答先生。
    在学术上的民主、宽容和大度，是刘校长大家风范体现。
他多次建议，从各学科领域选拔人才，共同开展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并付诸实践。
他经常与我谈到，要认真创设良好的研究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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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有一种“下午茶”的形式，出席的人来自各个领域，随便谈谈，出了很多
思想，不一定谁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毫无拘束才有创新。
人家有哥本哈根学派、剑桥学派，我们为什么不去形成学派？
全国有很多教育改革，但从理论上、实践上形成学派的还没有。
    物理学形成学派的根在实验室，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必须扎根于中小学校，奠基于活生生的课堂
。
时下，教育理论研究与中小学教育有一道人为的鸿沟，刘校长力主研究人员要深入实际，花大力气穿
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屏障。
他自己率先垂范，带头身体力行。
他曾先后五次来到当时我工作的青浦县，不仅听介绍，还下学校、进课堂，找教师、学生谈话，然后
给予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与指导。
刘校长指出，我国在教育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许多学科还只能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
要出自己的成果，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和应用研究工作结合。
从我国的情况出发，当前应该大力加强应用研究，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的联系。
他估计有不少新发展起来的理论学科，都将在教育改革中得到较大的发展。
  三、明源辨流话教改  明源头、辨流变，是刘校长指导学生学习教育理论的突出风格。
他常说，教育理论体系庞杂、流派纷呈，一定要分清哪些是源、哪些是流，它们分别产生于怎样的时
代背景，源与流之间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有这种变化等，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
。
    记得在1990年5月下旬，刘校长又一次在青浦考察。
同来的还有很多专家、学者。
那一年，我们正在做两件事：一是完成“析取教学目标主成分”的大样本实验，得出结论认为，布卢
姆的教学目标分类不等距、可简化。
二是青浦县实验中学“活动一发展”的教学整体格局显示出始料未及的一些真实效果，让学生聪明起
来似乎有了一点招数。
刘校长亲眼看过之后，很激动。
当天他在讨论会上说道，教育教学工作一定要改革，怎么改？
从前有两派(指赫尔巴特的传统派和杜威的现代派)，我们现在要解决联系起来的问题，既要学习书本
知识，又要通过活动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他说：“我过去学教育、就是两派都学。
过去变来变去，没有变出个好结果来。
这次来看了你们的三类活动，很有道理，想得比较深了，很多具体问题都考虑到了，所以学生能变聪
明。
学生怎样变聪明，这是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中心问题．，将来究竟怎么搞下去，当然很不简单，但终归
是要解决的。
刘校长还说，另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青浦的教育研究机构与学校结合得这么紧，几乎没有
见到过。
只是学校单方面搞改革，有困难；研究机构很积极，没有学校也不行。
青浦这两方面结合得那么好，坚持下去，一定能在全上海、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很兴奋！
”就在这一天，刘校长兴致勃勃的挥毫写下了“教育改革的楷模”七个大字。
    早在1984年，刘校长见到了青浦教学大面积丰收的例证，他很兴奋。
1990年，刘校长在青浦看到解决中小学教育中心问题的一种理性思考，又一次兴奋不已。
就在那天晚上，刘校长约我去他的住所。
坐定之后，刘校长从实验中学的“活动一发展”说起，一直讲到中外与古今。
他说，我从国际看到国内，从旧社会看到新中国，学校教学的方式有两种，那就是接受式与活动式，
其他很多方式无非是它们的流变而已。
接受式有利于教师传授知识，进行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但不利于学生的独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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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精神，获得出自需要和目的的技能技巧；但不利于学生学习系
统的知识。
前者的主要倡导者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一直到苏联的凯洛夫。
后者的倡导者有卢梭和杜威。
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两个不同的源头。
教育改革与创新离不开积累与文化，也就是说应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两种教学方式作实事求是的
客观分析。
最近一二十年来，这两种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的流变，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相互接受和吸收的趋势一真理
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
就目前我国的教学而言，防止机械灌输的接受、寻找让学生主动活动的教学方式，培养他们高超的创
造才能，应当成为改革的主导原则。
    此前此后，先生指导我读了许多书。
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到奥苏贝尔有关认知同化理论与有意义接受的著作，从杜威的《民主主
义与教育》到皮亚杰有关活动内化理论与活动式的学习，等等。
刘校长循循善诱，不断提出问题：为什么接受式学习至今还被广泛采用？
它受到现代派哪些方面的猛烈抨击？
它对学习的本意有哪些理解上的偏颇？
对发展思维有哪些局限？
另外，为什么人们说“离开了杜威，教育史是一段空白”？
现代不少改革流派与杜威的活动是否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而杜威及其后继者的实践为什么干不下去？
毛病出在哪里？
我渐渐意识到这一连串的问题对研究教育的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我们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着的时代，简单的“非此即彼”已不能回答真实的问题。
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正是这个时代教育改革的大敌。
刘校长的明源头、辨流变，站在前人肩膀上，坚持革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绵绵师恩，虽纸短而情深。
先生当年明源辨流的教诲，宛如无边大海中的航标灯，是生命里程中火播薪传的闪光。
P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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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组编的《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记载的是关于华东师范大学老
一辈名师的故事。
关于老一辈名师，娓娓道来的往事，是悠悠的情怀，是深厚而热烈的爱。
丽娃河的雅致，处处让人流连，华东师范大学这所大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浸透着前辈建校
时的用心。
60年来，文史理工不同学科，大夏光华多元文化，以及五湖四海的教师学生，汇聚在丽娃河畔，是前
辈的胸襟，形成了求实创造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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