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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弘扬张敷荣先生的
教育思想与教育家精神

———纪念张敷荣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选编

吴 定 初,陆 志 远,等

摘要:教育家精神深刻体现了人民教师的价值追求、人格特质、专业精神,赋予了教师崇高的使命,为

新时代教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一体化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是当前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命

题。2024年适逢我国著名教育学家、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张敷荣教授诞辰120周年。为缅怀先

生卓越的学术贡献,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举办了纪念张敷荣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传承与弘扬其深

邃的教育思想和高尚的教育家精神,更好发挥其在引领教育理论创新、促进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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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敷荣先生学术生涯中的巍峨成就,犹如

璀璨星辰,点缀在学术的浩瀚苍穹。学界晚辈

与张先生共度晨昏的一幕幕珍贵记忆,如同历

史长河中波光粼粼的片段,映照出他深厚的家

国情怀与诲人不倦的光辉形象。满载时光印

记、温情脉脉的一幅幅照片,不仅是过往岁月

的见证,更是张先生学术人生与人格魅力的深

刻印记。此外,张先生那些如晨钟暮鼓般振聋

发聩的治理格言,字字珠玑,句句发人深省,引

领与会的专家学者及学生们步入一个充满智

慧与哲理的学术殿堂。

一、 张敷荣先生的师者风范与学术思想

  回顾张敷荣先生的教育事业与学术贡献,

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张先生那既博大精

深又细腻入微的学术世界,感受着他对学问的

执着追求、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以及那份对后

辈无私奉献、启迪智慧的崇高精神。张敷荣先

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一场学术的

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深刻领悟

到,真正的教育家精神是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是智慧与情感的共鸣,是家国情怀与个人修养

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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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敷荣先生与第一届教育学学科评议组

吴 定 初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610068)

  张敷荣先生于192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

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36年以《1885
年前美国旧金山市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

动的研究》为题,获教育学博士学位。评价先

生的学问与学术,或可“见仁见智”,但他青年

时由清华资送留美,深造于斯坦福,是我国“民

国”初期出洋研修教育学,且敢于研究留学所

在国的教育问题,并在世界顶尖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归国的学者,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是先

生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教育学学科

评议组成员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先生就多次撰文指出,中国

的学者应当紧跟世界文化思想潮流,力争与

“世界学者并驾齐驱”,中国的大学也应力求其

学生能够“同世界日新月异的学术发展并驾齐

驱”。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又多

次指出,中国应当更多、更快地培养一批能与

国际一流学者“并驾齐驱”的人才。1981年,张

先生参加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向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提交了《关于保证学位质量的问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第2期《学位工作

简报》中将其下发,提出以逐步建立“世界上最

先进的学位制度”为目标,“使我们国家学位的

质量,不亚于世界任何国家的先进水平”,并为

此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斯坦福大学的培养经验。

学高为我师 身正为我范

陆 志 远
(海南省慈善总会,海南 海口570105)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是

对我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恩师之一。先生出

生于1904年贵州省普安县,幼时家教甚严,饱

读诗书,10岁入读小学二年级,17岁考入清华

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先生考入美国斯坦福

大学教育学院三年级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

士、教育社会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1936
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受邀出任四川大学教育

系主任、教授。1953年,因院系调整,调任西南

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同

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1991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张敷荣先生是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优秀的教育实践家。

人才培养方面,张先生始终以严谨治学和

不懈追求感染和指引学生,将个人生命与祖国

教育事业融为一体,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深

厚学养的人才。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张先生始

终坚持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相统一。服务社

会方面,张先生胸怀天下,奉献社会。无论是

创办平民学校、捐资助学还是义务教学,他的

生命总是映照着热心教育和服务社会的高尚

人格。张先生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

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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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影响了无数学生,不

仅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还为学界后辈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形成

了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强大动力。

作为张先生的子弟,对他老人家追念和报

答的最好方式,就是要以先生为榜样,不断提

高自己的德才学识,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实践,真真正正做一个对我们国家、

民族和人民有益的人。

张敷荣先生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践的生命叙事

姜 文 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8)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奠

基人之一,其生命历程从个体学者角度实现了对

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史叙事的微观表达。

首先,就时间轨迹而言,张敷荣先生的一

生历程,恰与20世纪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发展阶

段中沿袭—借鉴的特征契合,描绘了个体发展

与学科发展间的节点和线索。其次,就空间轨

迹而言,张敷荣先生在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

的多元共叙中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特

征。历经贵阳初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斯坦

福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物理空间

轨迹变迁,实现了张敷荣先生作为师范生、本

科生、研究生、教育系教授、教育系主任、教科

所所长等社会身份的心理空间轨迹演变。在

此过程中,张敷荣先生的物理空间轨迹和心理

空间轨迹互为表里,确定了张敷荣先生在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化实践中的选择和判断。最后,

就事件轨迹而言,经由学科化实践,张敷荣先

生作为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人的身份形塑与我

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合法性融会贯通。他

通过翻译著作、编写教材、创办期刊、设置课

程、发表论文等学科专业化实践,明晰了课程

与教学论学科史叙事的结构和要素。

由此,张敷荣先生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

践在包含学科制度结构、学科边界、学科主题

和学科方法论的布展样态中,形成了多学科支

撑的学科体系,兼容并包、融贯古今的学术体

系,基于中国教育实际的话语体系和以“学生

的发展”为逻辑起点的概念体系。在课程与教

学论学科史叙事中认识和理解张敷荣先生的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践,旨在通过学者的个

体生命叙事,具象呈现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

践,实现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史叙事中学者

实践与学科发展间的印证和互嵌。

张敷荣先生的德育思想

和 学 新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天津300382)

  张敷荣先生十分关注德育问题。他身体

力行,知行统一,始终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

来,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德育思想。他首先关注

的是做人问题,认为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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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做人。在他看来,人生存在着不同的境

界,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穷生命之所限,不断

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他提出了道德的“五档

次”说、“好人”观与“三求”,主张培养道德的主

体性。他认为我国学校教育虽然十分重视德

育,并且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却实效不佳,其症

结在于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不当。他认为,德

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在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

要让儿童从日常生活做起,学会关心、互助、合

作,和谐共处,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养成良好的

道德行为习惯,形成稳定的正确的道德信念。

张敷荣先生的德育思想是其个人人生经

历和思想境界的反映。他对德育的关注,就像

世界上大多数大师级的学者一样,学问越高,

境界越高;越关心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越关

心人生的终极问题,越是从较高的视角来思考

和审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或根本性问题。

张敷荣先生德育思想具有高境界与高要求的

统一、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结

合、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等鲜明特点。

张敷荣先生是时代的大先生,是中国教育

家精神生动具体体现的教育大家。作为张先

生的弟子,我们要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其思想

和精神。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公平思想

夏 海 鹰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教育公平是一

个核心的理念。他认为教育科学无国界,都是

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可以共享。但是,教育

学家有国籍,应该爱国。他的这一理念体现在

他对教育公平性的重视上。他倡导教育公平,

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这在他的学术生涯和教

学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张敷荣先生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

起点,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机会。

他强调,教育公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更

是实质上的公正,它要求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教

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先生早年在美国留学期

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

山市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就针

对当时美国公共教育对华人的非法歧视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他从美国宪法及加州各种法

规的检查入手,运用大量事实说明华人对美国

及加州公共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了华

人受歧视的非法性和不公正性。

张敷荣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强调教育的公

平性,更是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这一理念。在对

学生的培养上,有教无类,不问出身,因此先生

的学生不仅有科班出身的,也有各类专业的。

他让每一个有志者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

对待保姆上,先生倾囊相助,鼓励保姆攻读自

考专科、本科,还从经济上给予资助,甚至在去

世前就留下遗嘱,给保姆留下足够的资金,供

其继续完成学业。这充分体现了先生教育公

平的思想。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

教育公平性理念。他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和

教育实践,为推动我国教育公平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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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敷荣先生教育家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仰观高山之巅,心慕景行之远,虽力有不

逮,难以企及,然心之所向,矢志不渝。教育者

之路,犹如攀登峻岭,需心怀敬畏,步履坚实,
虽不能至其极,然行之所往,乃是对理想人格

与教育境界的无尽追求。此中哲理,不仅关乎

个人修为,更在于对后世学子的深远影响,激
励吾等在为人、为师、为学之道上不懈探索,勇
攀高峰。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靳 玉 乐
(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广东 深圳518060)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人生生动体现了中国

特色的教育家精神。先生从少年时代就树立

了教育救国的理想,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求

学,并毅然回国执教,彰显出至诚报国的政治

追求和“心有大我”的心胸及格局。先生以“常
有‘八贤’作我师,终身黾勉能‘九思’,耄耋‘脱
毛’功无间,全心全意作‘人梯’”为立身治学的

座右铭,体现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人生境

界。先生是“人格型”教师的典范,他总是用自

己对学术、人生的不懈追求来感染和吸引学

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境

界,是真正的“教育家”“艺术家”。先生饱读诗

书、学贯中西,真正做到了“博学而不穷,笃行

而不倦”。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始终保持奋发

有为、积极进取的昂扬姿态。先生淡泊名利,
乐教爱生,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位课程与教学论博士。
先生不只是学问家,更是一位有仁爱之心的长

者、师者,是一个有浓厚真情的人。他不只是

关爱学生,即使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
也怀 着 一 颗 宽 厚、仁 慈 之 心。先 生 是 一 本

“书”,是一本学问之“书”、智慧之“书”、思想之

“书”、仁爱之“书”,这本“书”凝结了他乐教爱

生、甘于奉献的人格魅力。先生早年的成长经

历奠定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朴素感情,五四运

动使他深刻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留
美期间的种种经历更坚定了他的爱国主义信

念,其博士论文以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无情

揭露了美国教育中种族歧视的历史遗憾,为华

侨子女争取平等受教育权利而斗争。先生也

是一位胸怀天下的国际主义者,他在入党申请

书中写道:“只有把生命融会在为人类的解放

而斗争的事业中,才可能得到永生。”他认定教

育是为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以

极大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

张敷荣先生“大国小我”之教育情怀

李 臣
(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广东 深圳51806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回顾张先生的

教育人生,尽管他并没有在其论著中明确阐述

过这句话的内涵,但事实上始终践行这一教育

信条。先生早年异国求学8年,学成之后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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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享受境外优越生活,却为改革旧中国教育

之需,婉言谢绝导师挽留,放弃美国丰厚待遇,

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祖国大西南的新教

育而奋斗。主动服务与奉献国家最需要的地

方,是先生做“好人”最深刻、最持久的情感的

具体体现,这就是心怀国之大者的教育家的浓

厚情怀。

先生始终践行“大国小我”,与其正直正

义、爱国爱党的坚定信念相关。先生早年留学

海外,责请大学校长拆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牌子,组织旧金山华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

议日本侵略,如此等等,堪称惊奇之举。尤其

是博士论文研究,在美国揭示美国教育种族歧

视,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充分显现出心怀国

之大者的教育家风骨。先生积极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经30余年漫长考验,立场坚定,终在

80岁零25天时实现愿望。先生平常教学,善

于引导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发展,在《教育

研究》发 文 《一 定 要 重 视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事

业———学习<决议>的体会》,集中反映出他对

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关系之看法。

张先生是经师,更是人师。先生捐资“希

望工程”、捐助贵州普安乡村教育等,堪称“学

界宗师,桑梓楷模”。先生甘为人梯,躬耕教

坛,从教62年,87岁还翻译出版《学习的基本

理论与教学实践》。先生铭记鲁迅的话,“在人

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

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常说自己达不

到“纯粹利他”,只是在努力争取“为我利他”,

实际上,先生追求的是“大国小我”境界与情

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厚植爱国情怀 恪守初心使命

李 森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710062)

  张敷荣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教

学论专家,更是当代教育学人践行教育家精神

的典范。先生在长达60多年的教育科学研究

与实践中,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众多在政界、学

界卓有建树的德才兼备人才,用毕生铸就了独

具特色、历久弥新的教育思想。

张先生的教育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

与现代相融的文化根脉,推动和影响着中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暗含着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建设

的双重考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将个人价值融入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之

中;内蕴着中国人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文化

品格,倡导和践行做人应“求实、求是、求效”,

做学问应“求正、求严、求信”,重新塑造了中国

人的精神气质和学人形象。

值此张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

先生生平事迹、学习先生教育思想,就是要赓

续先生精神血脉,以先生心有大我、求是创新、

胸怀天下的内在涵养,至诚报国、言为士则、乐

教爱生、勤学笃行的外在表现,启智润心、因材

施教等教育理论,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实践

要求等鞭策自己,厚植爱国情怀,恪守初心使

命,在新的事业上作出更大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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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甘为人梯

范 蔚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1996年,我有幸成为张敷荣先生首次招收

的女弟子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总是那么

慈祥温和,对我们有高期望、严要求,更有关

爱、鼓励和引导。我们入学的时候,先生年事

已高,但仍然亲自给我们授课。先生用他个人

不凡的求学和人生经历、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

教导我们,让我们对如何治学求真、为人求善、

做事求实有了真切的认知和体会。晚年的先

生常常被病痛困扰,但他总是那样坚韧、乐观、

幽默。每次走进先生的寓所,直入眼帘的是简

朴整洁的陈设和各种各样的报刊书籍。先生

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十分简单,却慷慨捐资助

学,不仅捐助贵州家乡的教育事业,连身边照

顾他的小保姆,都在他的鼓励和资助下读书深

造、改写人生。先生始终关心国家的教育事业

发展,操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先生用自己平

实、丰富、精彩、卓越的人生历程,生动诠释了

教育家的大德、大智、大爱、大善。先生的一生

是严于律己、不断进取的一生,是敬业爱岗、甘

为人梯的一生,更是情系教育、为教育事业努

力奋斗的一生! 先生于我,是恩师、是榜样、是

灯塔……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不负先生的

期望,努力践行先生提出的“好人观”,即“好人

就是尽自己最大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幸

福的人”,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努力做一个对

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且深受学生喜爱的“好

老师”,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做一个仰天

俯地无愧于心的“好人”。从1982年考进西南

师范学院,我经历了本科生到博士生、学生到

教师、讲师到教授、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

的若干次“蝶变”,我应该是西南大学教育学学

科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吃水不忘挖井

人”,我更加感恩先生给我们开创的事业平台,

感恩先生给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也十分庆

幸自己的人生能够与教育学、与教书育人工作

为伴。

张敷荣先生治学育人精神的意象阐释

兰 英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我于1996年在张敷荣先生的引领和指导

下做“教师教育理念形成研究”。对教育家精

神现象的合理阐释需要首先建立抽象性、概括

性和普适性的认识论基础。西方学者对精神

的释义呈现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精神与物质

相对,如黑格尔认为精神属于意识范畴;第二,
精神是人类心理活动的表现及结果,如爱尔维

修认为,精神主要指人的思维、情感和个性特

征;第三,精神具有神圣性与宗教性,如格里芬

认为精神由主导观念、最高理想、基本信念构

成,与灵魂含义相近。
中国文化的认识论源于《易经》的太极思

维。它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来阐释宇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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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演化现象,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

里“意象”一词即有刻画事物阴阳两面之蕴意。
中华文化的“五行”生克观是阐释世间万物生

发的机制与状态。据此可较为合理地阐释张

先生的治学育人精神的内核与表象。
作为20世纪的大教育学家,张敷荣先生的

精神主要透过其治学育人活动得以彰显,具体

体现在他对不同时期中国科学化教育学体系

的建构中。他在1936年的《近代教育科学之新

动向》一文中以“(1)谁教? (2)教谁? (3)为什

么教? (4)教什么? (5)如何教? (6)在哪里教?
(7)什么时候教?”这“七教问”析出了教学论的

基本要素;在1953年的《教育学试教论稿》中,
对“教学过程”进行了本质属性探讨,为其要素

论的展开与运行建立起了动态的实践机制。
他在20世纪80~90年代培养博士生期间提出

的“三大支柱”的教学论体系构想:生理学与心

理学———帮助了解学生,科学学与社会学———
帮助了解教学内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简称“三论”)———帮助设计教学思路和方法,
使其教 学 论 学 科 体 系 得 以 完 整 建 立。他 在

1991年的自述录音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学体系的结构:“从当前我们的根本制

度出发,我们的教育学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型的;从我国的经济与教育

具体特点出发,我们的教育学应该是多元的;
从我们所处的世界背景出发,我们的教育学应

该是赶超型的。”先生以正己立德、严谨治学、
全心育人的教育情怀,以汇融中西文化的方法

论,努力探索了不同时期中国特有的教育学科

体系的建构样态和实现之路,彰显出他富有强

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教育家精神。

传承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精神 共筑教育强国梦

罗 生 全
(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

设的奠基人之一,西南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

创始人。博士学成归来,先生即为中国课程与

教学论学科的建立奔走。他从全国需要和学

科发展两个大局来谋划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

设,积极推动和鼓励其他大学开展课程与教学

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可谓一生都在为教育诠释

道义! 值此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相聚

于此,深切缅怀先生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所作

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后继者,第一,要将学科发展视为终

身的事业和追求。实现课程与教学论这一学

科的繁荣强大,需要我们必须担负起时代使命

与责任,积极关注学科前沿动态,推动学科建

设与时俱进,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第二,
要把加快人才培养作为核心发展任务。一方

面,依托师德师风建设、教师育人能力提升、一
体化培训体系完善等举措,努力打造新时代高

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通过优化

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创新教育理念与方法、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途径,努力培养具有民

族担当、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的拔尖创新人

才。第三,要让教育家精神成为我们的强大力

量。教育家精神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我们要

把准其时代价值,将其科学转化为我们的理想

信念、价值追求、实践品格和精神图谱,以此潜

心治学、悉心育人。
未来,我们要继续以先生育人治学的精神

为指引,以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为阵地,携手共

进,致力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加快教育强国

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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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ingandPromotingProfessorZhangFurongsEducationalThoughtsandtheEducatorSpirit:
SelectedSpeechesfromtheAcademicSeminaronthe120thAnniversaryofProfessorZhangFurongsBirth

WUDingchu,LUZhiyuan,etal.

Abstract:Thespiritofeducatorsembodiesthevaluepursuits,personaltraits,andprofessionaldedica-
tionofteachers,endowingthemwithaloftymissionandprovidingfundamentalguidanceforteacher
developmentinthenewera.Itisnecessarytoshapesoulsandstrengthenteachersundertheleadof
thespiritofeducators,andtoadvanceeducationdevelopment,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
andtalentcultivationinanintegratedmanner.ThisisnotonlyapowerfulmeanstobuildChinaintoa
countrystrongineducationwithitsowncharacteristics,butalsoasignificantpropositioninimple-
mentingtheimportantspeechdeliveredbyPresidentXiJinpingattheNationalEducationConference.
In2024,itcoincideswiththe120thbirthdayofProfessorZhangFurong,arenownededucatorinChina
andapivotalfounderofthedisciplineofcurriculumandteachingtheory.Tocommemoratehisout-
standingacademiccontributions,theFacultyofEducationatSouthwestUniversityheldanacademic
seminarinhonorofProfessorZhangFurongs120thbirthday,aimingtoinheritandpromotehispro-
foundeducationalthoughtsandnoblespiritofeducators,andtobetterleveragehissignificantrolein
guidinginnovationsineducationaltheoryan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educationaldisciplines.
Keywords:ZhangFurong;educationalthoughts;theoryofinstruction;pedagogy;spiritof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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