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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

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 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

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

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 年 9 月开始，党

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

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

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

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

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学部 韩秋红教授

大抵从教师这个称谓的诞生之日起，师者乃传道、授业、解惑的定位便延续

至今。通过授业方可解惑，通过授业方可传道，这使得大学教师的授业职责非常

清晰，其角色定位也从未单一。当代的大学教师既要成为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教师的“学者”角色，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学专家——教师的“教师”角

色，更要实现学者与教师的一体化。何以做到如此，通过授业以解惑是知识的转

基因移植，通过授业以传道是教学活动的有机性创造。因此，教师之所以成为教

师的本质在于授业——“教”，“教”也不是照本宣科式的直来直去，而应是一

种双向互动与有效促进，是技术活儿和艺术活儿的有机统一，是教育的创造性活

动。

孔子被尊称为“万世之师”“至圣先师”的原因多是在于他真正体现了教师

的职责：传道、授业、解惑，以此培养与要求其弟子通过学习而不断成为真正意

义上大写的“人”而成“仁”。怎样使学生成“仁”，朱熹在《大学》中曾做过

这样的解读：大学之学问在于做“大人”，做大人必讲五性：德性、悟性、韧性、

个性、记性。德性乃教师之本，是教师的本体性存在，是教师的“教”之德性所

在。这样的“教”之德性可否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诚实、勇敢、节制、自

由来加以理解。教师当以德配师方能称上诚实，当以这样的底气、勇气呈现担当



时，坚守三尺讲台既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及其自我价值

的实现。如此的存在感以获得感的方式体现时，学术之思想、自由之个性进行着

创造性的演绎，将教师之教的德性与创造性有机结合：不断学习的诚实品性、善

于勤奋的节制行为、自由个性的学术思想、教育教学的勇敢创造——创造教育、

创造人才、创造思想、创造自我。

苏联学者苏霍姆林斯基早就谈到过学习他人教学经验，尤其是移植他人的创

造性成果在自身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学习优秀经验，并不是把个别的方法和

方式机械地搬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是要移植其中的思想。”这就需要不断提

升个人“悟性”，通过不断的“悟道”才能真“知道”、会“用道”。教学实践

性知识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乃是“个人实践性知识”，如何将对他人教学经验

的学习和借鉴并不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的领略与技术层面的模仿上，而是真正从

其中抽象出教学理论的真知，并将其再次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内化为个人教学的

具体方法，所需要的是以悟性为根本的创造性思维。借用鲁迅先生的思想来说，

经验移植本质上就是要采用“拿来主义”，然而却不仅仅是“拿来即可”，我们

所需要的“拿来主义”不仅要移植他人的成功经验，更要通过自我反思与体悟来

改造并超越此种经验本身，内化为自己的实践性知识，以创造性的思维促进知识

的转基因移植来全力实现教学活动的有机创造。

三十余载时光穿梭，至今仍然促使我坚持在三尺讲台上，最重要的因素是在

学生眼睛中感知到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这一切使我感知到作为教师最大的责任和

使命，同时也使我获得了作为教师最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

对理想的憧憬、对价值的追求让我仿佛回到青春岁月，回忆起当年对自已老师的

学识和品格的仰慕和敬佩。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空转换之后，当我成为一个能

够给学生更多影响的主体——我怎么能够辜负这种期待？怎么能不仔细认真地

为学生讲好每一门课和每一节课？认真讲好每一节课就是最基本的师德与良心，

坚守三尺讲台不仅是职业生涯更是存在价值和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为师之“韧

性”。至今仍记得，三十多年前第一次上大课是在我生完孩子尚未满月的产假期

间，学校因人员安排问题临时将这一教学任务委派给我，临危受命又加之个人情

况的特殊性，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当三十年后这个班上的同学来见我时，我所能

记得的都是这件事所带给我的快乐师生情和难忘的课堂经历，完全忘却了当时的



上吐下泻、生完孩子的臃肿和第一次上大课的紧张。三十年后，当我看到自己的

博士在生完孩子尚不到四十天就重新投入工作时，就发现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影响或传承，但是我认为更多的则是为师的“韧性”

的最高体现。从那一次大课之后，我就在三五百人的大课堂讲台上一站至今。在

我看来，教学既是教师对社会的贡献，更是教师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我

愿意以韧性为持守，站在三尺讲台上，通过不间断、长期的课堂来领悟教育在人

类文明传承中的巨大作用，能够以教促思，通过韧性的持守促进悟性的提升，在

教学活动中认真思考教育的本质与功用，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人之德性、品格、修

养等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

教育作为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和创生活动，执行着文明的社会遗传与自然遗

传的双重功能。教育当面向个体时，是使其自然遗传的德性有机有效地转基因而

成为被历史、社会和时代认同的基础，同时又是个体批判性地反思历史文化遗产

和创造性地构建现实与未来的前提而实现着教育的社会遗传功能。当对教育有如

此领悟与反省时，我们已经把自己不仅仅当作教书匠，而是努力塑造自己成为教

育家，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把学生

培养成具有无限潜能的全面发展人才。因此，努力让大学生在每门课和每节课中，

度过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青春年华，并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教

师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为此，我总是期望以优美的语言为思想载体，以理论逻辑的准确明晰、事实

逻辑的形象生动为实现方式，润物无声地感染学生，给学生艺术审美的感受。而

领悟与反省这样的道理，是需要自身的悟性与韧性的。当好教书匠又当好教育家，

讲好课是门技术活儿也是门艺术活儿，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让教学活动“活

起来”是实现创造教育的最根本途径。所以，一直以来，我在课堂上不因人数少

的小课堂而热情不足，也不因三四百人的大课堂而激情不够。特别是在讲授有关

“西方”的课程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为方法，以开阔学生的知

识视野为内容，以加强学生的理论分析水平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思

维能力为导向，以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升华学生的思想境界为着力点，在创新

性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上狠下功夫，这已成为我始终坚持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追



寻，也可以称之为我作为个体教师所试图彰显的“个性”所在。所以，我不仅以

我的韧性坚持上好每一节课，还与学生有着良好的互动与交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绝不是一时分数的高低，

而应该是长期而复杂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在过去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习惯将教师比作园丁，而学生就是那些盛放在花园里各式

各样的花朵，虽然每一朵花固然都需要阳光、雨露，但是不同品种的花对于阳光

和水分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因此尊重个性，发掘每株“植物”自身的生长潜力，

平衡个体与总体的生长与需求，才是“管”好这个大花园的关键。然而如果“园

丁”对于其所栽培的花朵都不敏感、不敏锐，他又如何能够培育出盛放的花朵呢？

因此教师在努力彰显作为个体教师所试图呈现出的自我“个性”的同时，也应充

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努力培养其个性中有益的方面使其不断发展、呈现为其

个人特质。

三十余载寒来暑往，这种坚守靠的是师德与良心，更要紧紧依赖对教学理念

和教学思想的不断追求和反复凝练，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地挖掘自身潜力，真正拥

有好“记性”。因为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既是对良好师德的培养，更需要反复提

升自身的理解能力与把握能力；既要不断领悟人类教育活动的本质与功能，使学

生成为综合性的全面发展人才，还要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彰显学生自由之个性、帮

助学生形成批判意识与独立之思想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无一不需

要教师的记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学经验移植不是一个从你到我的外化过程，

而是在教育主体双方之间的内化过程。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教学经验移植也

是一种再教育行动，是教师对教师的再教育，而有所区别的是，此时的受教育者

往往有更高层次的知识智性追求，因此对教师记性的要求也就更为严格。常言说：

教师备课不仅要备课程内容，更需要备学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备学生的意

义更为重要。因此教学经验移植对象的选择应该符合教学规律的内在逻辑，符合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诉求。诚如夸美纽斯所言，单纯的“用别人的眼睛去看，

用别人的脑筋去使自己变聪明”，结果只能是使大多数人都没有知识，因为这样

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带有坚硬外壳的明确知识，教师仅仅是做了一项知识传递工

作，而不是在更新知识和创造知识。教师的教学经验移植不仅仅是一个归入过程，

在终极意义上，更应当是一个知识的创新过程。



所以，教师需要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努力成为勇敢的探索者——努力实现思

想意识的创新性与教学实践的探索性的相辅相成。积极探索课程的历史传承和现

实批判相结合的新模式，教师作为授课主体可以充分将传统的课程教学与现代性

教学手段相结合创新教学模式；将教学活动与科学研究相一致扩展教学发展新常

态；将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相统一来努力实现教育理念新突破。与此同时，教师

还应该在探索与创新中不断实现教材内容的与时俱进，教材建设的不断完善，课

程建设有序进展。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较好地实现教材建设水平的提高和教风

与学风的有机统一、教材与课堂的相互呼应、教学对象与教学内容的交互映射、

知识与传授的内在一致、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特别是在这样的教学与科研活

动紧密联系的过程中，也可以打造个性化、全面发展的学术团队，使学术团队成

员既活跃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也活跃在学科团队与人才培养活动中，努力使团队

建设实现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发展的创新式新架构。

以“记性”为手段，以“韧性”为基石，反复锤炼“悟性”，通过知识的转

基因移植而达到教学活动的有机性创造，最终实现教师为师之“德性”的根本追

求，成为一个如朱熹所言的“大人”，也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个“大人”，

是我之为师的根本愿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我在为师的三十几年中始

终坚持的信条。白字黑板前，转身方寸间，立三尺瑶台，俯瞰万里世界，以五性

为章法，立己为“大人”，助学生成“大人”，吾生之所愿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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