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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仲林先生的师德风范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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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60多年的从教生涯中,徐仲林先生一方面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体现了立德树人是教师本职所

在、扎实学问是教师立身之根、教书育人是教师为师之本、理想信念是教师修身之本、以身作则是教师育人之

道、仁爱之心是教师处世之本、道德情操是教师成事之基等高尚的师德和优良的师风,另一方面还以躬耕求

实的方式诠释了“经师”与“人师”融合统一、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立己与达人相辅相成等卓越的教学智慧。

这些优秀品质和教学智慧共同构成了徐仲林先生独特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时代“大先生”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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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徐仲林(1936—2022年),出生在四川省开

县(今重庆市开州区)的一个小商之家,生前曾

担任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重庆市陶行知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等学校行政和社会职务。他4岁

入私塾启蒙,从背诵《三字经》开始接受中国传

统教育,1950年进入新式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展现积极进步的倾向[1]528-547。徐仲林于1957
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前身之一)

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古代教育

史、当代教育史及国际教育比较等领域的研究

与教学工作。徐先生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

者,他著作等身、荣誉众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学生。在60多年“教书育人”的生涯中,徐先生

总是不失时机地指导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

体现了良好的道德修养、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卓

越的教学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把师德师风建

设作为提升新时代教师素质、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例如:2014年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

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大教师

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好老师”[2];2016年在北京市八一

学校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教师要

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

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

献祖国的引路人”[3];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

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4];

2021年在清华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

的示范”[5];2023年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对教育家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希望广

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6]。从引导广大教师做新时代“四有好老

师”“学生的引路人”“大先生”以及 “弘扬教育

家精神”角度看,徐仲林先生具有示范作用,其

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对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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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融合“经师”与“人师”:立德树人是

教师本职所在

  “经师”与“人师”二者在价值追求、教授内

容、教授方式、职业态度、身份认同和培育目标

等方面的取向大为迥异。“经师”追求专精深

入而疏于广博,主要是教书和言教,将做教师

视为一 种 谋 生 手 段,培 养 学 生 的 目 标 是“成

才”。“人师”则是除知识传授之外更在于教师

的人格魅力、精神境界和德行修养对学生的陶

冶熏染,不仅要培养学生“成才”,还要培养学

生“成人”[7]。故此,“经师”通常受到贬抑,而

“人师”则受到抬升。但在徐先生看来,“经师”

与 “人师”二者并不矛盾,是做好教师的两个层

次,即先做好“经师”,再努力做好“人师”。事实

证明,徐先生做到了知识与品德兼备、学问与

人格俱佳,体现了“经师”与“人师”的统一。

在教学工作中,徐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认

真对待每一堂课,每次上课都带着写满密密麻

麻文字的教案。徐先生是一位高水平的“经

师”,他在课堂、课后与学生交流时名言警句信

手拈来,甚至是一大段一大段地脱口而出,其

深厚的学问功底令人惊叹。学生们为此惊叹,

而徐先生认为这是教师应该有的基本素质。

徐先生不仅教学能力出色,在关心人、理解人、

帮助人、指导人等方面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更是

令人折服。徐先生知行合一,以德立身、以德

施教,教导学生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

世”的态度做事,向学生传授为学、为事、为人

之道,展现“人师”之风范。

关于如何做教师,徐先生的见解是:教师

的根本职责是教书育人,只有融合“经师”与

“人师”,才能够做到立德树人。具体而言:担

任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的教师,由于所教学生数

量多、接触少,难以全面了解和管理学生,就需

要把课上好,给学生留下好印象,至少达到“经

师”的基本要求;担任本专业或研究生课程教

学的教师,所教学生数量少、接触多,方便教育

指导,那就要做好“人师”,从做学问和塑造人

格两个方面为学生树立榜样。这就是徐先生

“面向大众做经师、面向小众做人师”的经验。

徐先生的“经师”与“人师”融合之道蕴含了教

书育人的智慧,对广大教师具有启发意义。除

“经师”“人师”的概念外,徐先生还多次探讨了

“大师”这个概念。他认为“大师”首先是在做

学问的基础上具备“古今通、文理通、中外通”

的“三通”能力,但现在过度专业化教育培养出

来的学生,缺乏这“三通”的能力,加上“事理不

通、人情不通”,表现出典型的“五不通”,难以

成为“大师”。徐先生经常勉励其培养的已经

成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弟子,要求其

弟子“不但自己要成为大师,还要把学生培养

成为大师”。徐先生关于“经师”与“人师”的妙

论,对于教师如何为师、如何指导学生专业成

长以及如何打造“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早五晚九”做科研:扎实学问是教

师立身之根

  教育科学研究能够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

使教师角色从“经验型”转向“科研型”,从“教

书型”转向“专家型”[8]。但面对科研工作的高

难度,一些教师望而却步。对此,徐先生指出,

做教师必须要有扎实学问。徐先生早年入私

塾,学习了《诗经》《尚书》《礼记》《春秋》等儒家

经典,颇有些“旧学”功底。他进入西南师范学

院学习,通过教育学专业的系统学习奠定了坚

实的专业基础,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开始了

教育学的相关研究,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

中断。“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徐先生便怀着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彼

时,在教学工作安排紧密、行政事务繁忙的情

况下,徐先生仍然孜孜以求,开始了“早五晚

九”的科研工作模式。即早上5—7点起床开始

相关的研究,结束白天的工作后,晚上9—12点

继续相关的研究。由此,徐先生生前在中国古

代教育史、中外教育史比较、当代世界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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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等领域深耕多年,著述颇丰,留下不少经典

著作。

其一,徐先生撰写的《孔子教学思想评述》

一文(后被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会务

组收录于《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从孔子的教

学目的、教学方法及其对学习意义的认识等方

面进行了总结与分析,辩证地分析探讨其进步

性与局限性[9]。1987年,100份《孔子教学思想

评述》在美国教育年会会场被国外学者“一抢

而空”[1]585。其二,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

想通史:第1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先秦时期

儒、墨、道、法等流派的教育思想[10],坚持主导

与非主导、一元和多元的辩证统一,填补了中

国教育思想研究的空白。其三,他与人合作编

写的《简明中国教育史》,阐述了各个时期教育

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同时内容

上兼顾了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思想[11],曾

是师范院校的专业教材。其四,他独立编著的

《文化教育概览》,按历史发展线索,介绍了从

先秦时期至清朝中叶各历史阶段的文化和教

育[12],是中国教育史学习者治学的重要参考文

献。其五,他参与主编的《巴蜀文化通史:教育

卷》,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三大部分,系统梳

理了巴蜀文化的源流、阐述了其发展脉络[13],

是研究巴蜀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

其六,他牵头编写的《万世师表:陶行知》,深入

阐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性,指出其教育

思想是“大众的”“创新的”“开放的”[14],为我国

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是重庆

市合川区党风廉政建设必读书目。

此外,徐先生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

习精神还值得进一步发扬。如他对《龙文鞭

影》等传统蒙学经典能大段诵读,并告诫学生

要“古为今用”。又如他在中国门联、楹联方面

搜集众多资料,能一气呵成地诵读云南滇池的

800字长联,对泰山、北京故宫等山川古迹的门

联、楹联几乎都能朗朗上口,对曲阜“三孔”、敦

煌莫高窟以及各地“文庙”、石刻能够如数家

珍,并加以评介,能够形象直观地描绘儒家、道

家、佛教对中国人精神的影响。关于如何兼顾

众多事务与做学问,徐先生自有“妙法”。一是

要重视科研工作。徐先生强调做学问必须花

时间、挤时间,认为大学老师如果没有真才实

学,上课照本宣科,学生则难以尊师敬学。他

指出:教学是“外功”、科研是“内功”,即教学是

台面上的事,科研是教学背后的支撑,研究越

深入教学就越深入,科研是教师立世的基础。

二是要掌握研究方法。徐先生反复强调:从宏

观上把握方向,即把科研与教学关联起来,既

从教学中发现课题、验证成果,又以科研作为

支撑提升教学成效;在微观层面讲究技巧,如

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中要坚持“论从史出”,

既要“证实”又要“证伪”,可以“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但必须“有一分证据才说一分话”,结论

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徐先生主张做研究要用

“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国内,一只眼睛看国

外,从比较着手找到规律,综观全局,坚持实事

求是。

他还特别强调,道德、伦理、思想观念与地

理条件、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心理、宗教

信仰等背景是密切联系的,必须结合起来进行

阐释,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在巴

蜀文化 通 史 研 究 中,徐 先 生 指 出 要“高 瞻 远

瞩”,即把握背景、抓住实质、看透格局———高

瞻,整体体现、突出重点、强调启示———远瞩,

同时还指出必须结合巴蜀文化教育发展背后

的地理交通条件、经济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习

惯、政治社会治理等信息进行分析。徐先生特

别强调要做高质量的学问,告诫学生做学问要

“宁细勿粗、宁精勿滥”,认为文字堆砌、语言繁

琐并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简直是浪费人力

财力,指出这种现象无疑是“纸上加纸、空言相

续”①。在探寻学问的道路上,徐先生治学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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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积极推进普及义务教育,彼时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还存在失学、辍学、买不起教材和课外阅读书籍的情

况,徐先生就此提出:其实许多文科类文章只写个较为详细的摘要就行了,把纸张留下来为贫困地区娃娃印刷阅读材料岂不更有价值。



谨,躬耕不辍,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实

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教育追求和躬耕态度,实

乃师者之楷模。

  三、三尺讲坛育桃李:教书育人是教师

为师之本

  在教学与科研冲突下,如何对待教学工

作,许多教师对此感到纠结。当今世界各国高

等学校普遍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15]。

徐先生虽事务繁忙,但十分注重教学工作,坚

决主张教书育人是为师之本。徐先生常教导

弟子: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不仅普通

教师应该上课,而且学校领导也应该上课。他

认为学校领导坚持上课有三大好处:一是有助

于了解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从而更好地服务

于教学政策的制定;二是有助于为普通教师树

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助推学校管理工作;三是

今后不做领导工作,但仍然可以继续站上讲台

教书育人,延长教师职业生涯。

在6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徐先生一直保持

着高度的教学热情。刚大学毕业,他通过给老

教授当教学助手汲取教学经验;初登杏坛,他

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打磨上课讲稿。虽然

“文革”期间,徐先生同众多教师一样远离教学

岗位,但恢复高考后,他立即以积极的态度和

巨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徐先生每次上课

都带着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教案,以其高度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渊博的学问、深刻的识见

赢得学生钦佩。如1978年秋季一次“停电的晚

自习”,徐先生花了两个多小时将《学记》这篇

教育经典一边背诵一边讲解给学生,其讲解挥

洒自如、旁征博引。由此可见,教师教书育人

的基本前提是拥有真才实学[16]。教师只有不

断充实自身、提升自身,保持对教书育人的真

挚热爱,才能更加自信、游刃有余地教育和引

导学生。

徐先生指出,虽然科研与教学在本质上是

相通的,但在时间分配上容易顾此失彼,需要

平衡二者关系,安排时间为学生上课。徐先生

多次告诫其弟子:把讲台站稳是教师的基本

功,把课上好是教师的本分。教师如何把课上

好,需要注重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熟悉内容,即阅读和钻研教材相关资

料,熟悉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唯有如此才能

在课堂上随机应变,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

二是熟悉学生,即通过点名册记住学生的名

字,通过翻阅学生的档案材料了解学生背景,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师生有效互动。正如康·

德·乌申斯基所说,“如果教育家希望从一切

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了解

人”[17]。三是讲究方法,即灵活地运用讲授、提

问、汇报、讨论等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提

高教学成效,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

在得法”。四是讲究科学,即把教学视野的广

度、教学内容的难度、教学知识点分布的疏密

度处理好,既呈现整体又强调关键部分,为不

同学生提供“各得其所”的内容,真正体现孔子

所强调的因材施教思想。五是讲究效果。徐

先生强调,通过点名强迫学生上课并非良方,

好的教学一定是学生课后能够达到学习目标

并有所收获,能够发自内心地喜欢并主动参与

课程学习。

  四、一生秉烛铸民魂:理想信念是教师

修身之本

  当前,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趋势正在动摇教

师教书育人的职业志向,如果教师对教书育人

的工作没有源自内心的热爱和坚守,只简单地

把教育工作看成是谋生的手段,那么职业倦怠

就会“如影随形”[18]。徐先生以立德树人为“志

业”的生动实践,为广大教师如何以坚定的理

想信念克服职业倦怠提供了示范。

20世纪末,由于受自由化思潮、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普遍

呈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倾向,本科生、研究

生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存在不同认识。徐先生

作为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学校领导,十分重视研

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了解学生实际

情况后,徐先生耐心帮助学生提高认识,为学

子们拨开迷雾。徐先生教导学生:一个人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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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加入中国共产

党,就要遵守党规党纪,严格按照中共党员的

标准做人做事,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带动其他同学积极向上,促进社会和谐美

好。徐先生还指出,特别是对教师而言,加入

中国共产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教书育人。徐

先生如此质朴的教育理想信念,接地气而抵人

心,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徐先生不仅有个人层面的教育理想信念,

还有社会层面的教育理想信念。徐先生出生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目睹过旧社会的

贫穷与落后。而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人

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旧社

会对比中,徐先生看到了当今时代发展的巨大

成就,强调教师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

对民族的信心,坚定对教育事业的理想信念,

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

在考察过美国、日本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后,徐先生指出他国的社会制度与我国不同,

他国可以奉行基于私有制的个人主义,但中华

民族有着仁爱传统和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独

特的文化、历史与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

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履职尽

责,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徐先生用

自己漫长人生所践行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理想信念,对筑牢教师教书育人的信仰之

基、涵养学生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的

示范作用。

  五、言传与身教结合:以身作则是教师

育人之道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身教”的传统。关于

如何让学生“亲师、尊道、敬学”,徐先生的做法

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9]。徐先生曾经以自

己戒烟事件为例来教导弟子,反复强调教师一

定要以身作则,给学生做榜样,要求学生做到

的事,首先自己要做到,欲“达人”先“立己”。具

体情况是,早年徐先生作为西南师范学院领导

分管附属中学,定期到附中学生中间做教学调

研。在一次调研中,徐先生发现一位学生躲在

墙角吸烟,于是询问情况并制止这位学生抽

烟。该生看到徐先生手里的烟卷,便反问徐先

生为什么不允许学生抽烟自己却抽烟。先生

闻此,随即掐断烟卷,与学生约定从此都不再

抽烟,由此便戒掉了抽烟习惯。

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几十年

的教书育人生涯中,徐先生始终注重言传与身

教相结合,用实际行动诠释“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展现了应有的师者风范。如在科研工作

方面,徐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教导众弟子:教

师要做到科研与教学并重,但前提是先做好科

研,这样的教学才不是照本宣科,尤其年轻人

不要急于登讲台,可以一边给老教师当教学助

手,一边做学问搞研究。他强调“做科研”必须

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动机,特

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价值立场

取向的论证,而不像理工科主要是基于事实取

向的揭示,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既不能因人

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

又如在教学工作方面,徐先生作为学校副

校长,在学校行政工作繁忙、社会事务较多的

情况下,仍然坚持给本科生讲授“中国教育史”

课程,给研究生讲授“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课

程。行课期间,他总是提前到达教室等候学

生,从不缺课或随意调课,严格遵守教学作息

制度,仔细批改学生作业,评阅学生课程论文。

再如在终身学习方面,徐先生手里经常提着一

个文件包,里面总是有一本书、一个笔记本,课

间、会议间隙、候车时以及火车上的空闲时间

等都是徐先生的读书时间。徐先生的这种勤

学笃行几十年一贯如此,可以说他是终身学习

的典范。

在几十年的教书育人过程中,徐先生始终

坚持宽严并济、以身作则,不仅注重学生的知

识增长与能力提升,带领学生寻求真理,还注

重学生的情感教育和人格养成,以自身言行举

止做示范,传授为学、为事、为人之道。徐先生

这种处处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的育人精

神,正是我们在构建 “三全育人”格局、建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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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育人体系”、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中需

要继续发扬的。

  六、为他人纾困解难:仁爱之心是教师

处世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

表座谈时指出:“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

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2]

“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师道传承

的重要精神内核。“仁爱之心”在徐仲林先生

的教育人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一,“乐教

爱生”是徐先生仁爱之心的集中体现。徐先生

关注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面对众多学科背景

不同、性格各异的学生,徐先生尊重每个个体,

不以统一标准要求,而是因材施教,注重以人

的需要和发展为旨归,根据学生个人特点制定

发展规划,加以引导,提出建议,给予支持。此

举既发挥了学生的长处又弥补了学生的不足,

既激发了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又树立了学

生的自信,既发展了学生的个性又培养了学生

的创新精神,从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20]。

除了学习方面的关怀指导,徐先生还很关心学

生的个人生活,爱生如子,无微不至。在从教

的几十年里,他通过提供购书经费、添置衣物、

购买回家车票、请学生周末到自己家吃饭等方

式关心和帮助贫困学生,同时兼顾其他学生。

这些受助学生因此而渡过难关,在徐先生的鼓

舞下精进笃行,走上各自岗位发光发热。其

二,“关爱同事”反映了徐先生仁而爱人的人格

本色。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子女教师家庭

生活较为艰难。徐先生常为此惦记,每次到乡

下老家或下基层工作时,总是会随身带一些农

产品给这些教师,每次工作餐结束后,徐先生

都会将还能打包的食物进行打包,带给有需要

的教师。这种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困难同事的

事情,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

徐先生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赢得了学生

和同事的爱戴与敬重。徐先生认为,自己做的

都是能解决具体问题的小事情,如果每个人都

这样做,营造你敬我爱的人际环境、社会氛围,

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就会“水到渠成”。同时,

徐先生注重宣扬身边其他教师的感人事迹,如

他非常敬佩的何志汉先生、徐国啓先生、张敷

荣先生等。在徐先生看来,“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徐先生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人际交

往”,不像西方文化注重“人神交往”。作为教

育工作者,不能忘记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爱万

物”的思想。今天,面临个人主体性的过分张

扬、各种关系的紧张对立,徐先生“乐教爱生”

与“关爱同事”的感人事迹值得学习,他的“仁

爱”精神应该得到继承发扬。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进程中,徐先生“仁爱”思想的时代价

值愈发凸显。

  七、真心为人民服务:道德情操是教师

成事之基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国家社

会的服务者[21]。“为人民服务”为大家所耳熟

能详,但能否践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则较大。

众所周知,高校里部分教师在承担教学、科研

工作的同时,还兼有行政及社会工作职务,即

所谓在学校里面“当官”。那么,作为高校的

“官”该怎么当呢? 徐先生以其担任学校领导

期间的“成绩单”作出了行动诠释。一是“800
余节课听课记录”。徐先生分管西南师范大学

教务工作期间,听过学校800多位教师的课并

做了记录。在徐先生看来,掌握学校老师们的

教学情况,是做好教务管理工作的前提。关于

如何听课,徐先生有自己的方法,即站在教室

门外听课,这样既不打扰教师正常教学节奏,

又能通过门窗观察学生反应,整体了解教师的

教学情况。二是建成“学术交流中心”。徐先

生曾经分管学校的科研工作,当时办学经费紧

张,学校没有一个像样的对外学术交流专门场

所。面对此情,徐先生创造性地找到了一个办

法:以支援西部落后地区———攀枝花人才定向

培养方案换取攀枝花钢铁集团对建设学校桂

园宾馆的支持。自此,西南师范大学有了第一

个“门面像样”的学术交流场所(即今西南大学

桂园宾馆的金桂厅)。三是支持建成“心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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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在高考恢复、高校运转步入正轨后,心

理学科亟待发展。徐先生深知教育学与心理

学的表里关系,力排众议,大力支持黄希庭教

授牵头组建心理科学研究所,这为后来其发展

成为心理系、心理学院及心理学部奠定了基

础。四是实施“文理交叉试验”。为了培养能

胜任各学科专业的教育学课程教师,徐先生创

造性地提出把其他学科专业的三年级学生选

拔到教育系来学习,通过两个本科专业学习训

练来培养文理交叉型教师。西南大学教育学

部朱德全部长和唐智松等人就是这一培养模

式培养的成功案例。

关于如何做好“官”,徐先生有着自己的独

特见解,即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

想当官不是坏事,因为社会正常运转需要有人

做组织管理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做官就要

做个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做官不是为了个

人官瘾或权利,而是要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时间精力,为单位、为社会多做好事、大事,做

利于长久发展之事。当官就要有为人民服务

的道德情操,在群众的监督下,更加严格地要

求自己,在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在生活中起表

率作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徐先生强调:高

调做事———为人民服务,低调做人———不居功

自傲。

此外,每当弟子中有人面临“当官”选择而

请教徐先生时,徐先生就会因材施教,指导学

生根据性格是否合适、品德是否配位、能力是

否足够胜任来判断个人是否选择“当官”。徐

先生的这些“官经”,体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

操,对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八、结语

徐先生虽然以其高尚的师德、优良的师风

和卓越的教学智慧立身处世、教书育人,广受

好评,但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勤勉刻苦、智慧

有待提升,以至于还有一些教学、研究、游学成

果未能完成总结提炼,如他的“人才交叉培养

试验”仅做了一届“从理到文的试验”,未能做

“从文到理”以及从“艺体到文理”的第二届、第

三届试验,《基础教育》未能办成公开刊物,等
等。在庆祝他从教60周年暨80寿诞学术会议

上,他回顾80年的人生、60年的从教生涯,觉
得自己 是“人 生 不 如 意 者 八 九,可 语 人 者 一

二”,遗憾自己没能做得更好。但在他者看来,

徐先生具有教师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其

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诚实守信的学术品格

致力于研究教育的真问题、大学问,以热忱真

挚的教育情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可以说,

徐仲林先生的一生是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一生。

徐先生在教育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作出了突

出贡献。徐先生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
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

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乐于奉献的仁爱

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6],展现

了教育家精神风采,体现了中国教育家所特有

的教育信念、教育智慧、教育情怀和教育思想。

教育家精神作为教师队伍的精神力量,为教师

队伍建设提供了方向性引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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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XuZhonglinsAuthenticDepictionoftheSpiritualStyleofEducators

TANGZhisong,YUANSiting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roughouthisover60-yearcareer,professorXuZhonglindemonstratedthroughwordsand
actionsthatfosteringvirtueisateachersduty,educatingisateachersfoundation,practicingwhat
onepreachesisateachersway,idealsandbeliefsarethebasisofateachersself-cultivation,morality
isthepathtoateacherssuccess,solidknowledgeisateachersroot,andloveisateachersenduring
virtue.Ontheotherhand,throughdiligenceandexploration,hegainedvaluableinsightsintoteaching
wisdom,suchastheintegrationofbeing“ateacherofbooks”and“ateacherofhumanbeings”,the
mutualenhancementofresearchandteaching,andthebalancebetween“self-improvement”and“help-
ingothers”.ThesequalitiesandwisdomcollectivelyconstituteProfessorXusuniquespiritasanedu-
cator,showcasingthedemeanorof“aGreatMaster”ofthetimes.
Keywords:XuZhonglin;teacherethicsandstyle;fosteringvirtueandcultivatingtalents;spiritofedu-
cationalist;GreatMaster;BuildingaStrongCountryin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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