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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飞逝，转眼间定仁师已是八十高寿，我们

也从 昔 日 的 学 生 步 入 真 正 的 中 年 时 光。２０１５年８
月１５日众弟子将从天南地北聚会母校，为先生祝

福八十华诞。我与在校的同仁一起筹备师生相聚的

庆祝活动，脑海里会时时浮现出与定仁师受业交往

的一些难以忘怀，又对我的人生之路产生影响的事

与情，我将之整理记录下来，既是对定仁师的一种

感念，也算是对先生八十高寿另一种方式的祝福。
我是１９８３年入西北师大教育系学校教 育 专 业

学习的。三年级第一学期，定仁师教我们外国教育

史课程。对于史学类的课程，大家会普遍认为干巴

枯燥，而且关涉的是远去的人事思想，所以普遍没

有兴趣。记得定仁师为我们开始上第一节课时，穿

着整齐板正的中山装，戴着得体的眼镜，俨然一副

书生气象和标准的学者形象，站在我们面前，严肃

有余，活泼不足。我至今还记得坐在我同桌的同学

李炳军给我悄悄说：“确实像教教育史的”。定仁师

开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班长是谁？”我同桌的李

炳军正好是我们的班长，我还以为是定仁师听到了

他给我说的话，我下意识捅了他一下，他站起来说

自己就是班长。定仁师仍然很严肃地说：“个还挺

高的”，大家都笑了，就定仁师没有笑，他很正经

地让班长把全班学生的名字给他抄到学校为教师专

门设计的点名册和记分册上，还要班长要记得每次

上课前 做 好 擦 黑 板、整 理 粉 笔 等 教 学 的 准 备。接

着，定仁师讲学习外国教育史的一些方法和要求，
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必读的外国教育名著，其中一

些书名在前面的课程学习中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如

《爱弥儿》《塔上旗》《林哈德与葛笃德》等，我就

是出于对这些书名的好奇才阅读了这些书。在一个

学期的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中，定仁师系统整体

又富有逻辑地为我们上每一节课，他严谨认真、表

达清晰、有板有眼、善于概括的教学风格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教师

形象。课程结束后，同学们常会一起议论，定仁师

的外国教育史是我们最为受益的课程之一，虽然大

家觉得遗憾的是在课间、课外没有与定仁师有更多

个人化、生活化的非正式交往，也未曾见到定仁师

的嬉笑活泼和课堂上有什么引发所谓兴趣的灵活教

法，但人人都认为定仁师是一个好老师，教育史的

课就应该那样上，因为教育史不是人事史实的简单

堆积和罗列介绍，而是一门由史实和思想构成的富

有内在逻辑和形式条理的具有哲学特性的课程。到

四年级的中师教育实习时，我们备战课堂，每每讨

论到教态、语言和内容时，大家常常会以定仁师的

教学为榜样依据，学习和模仿为师之道。

１９８７年我毕 业 留 校，安 排 在 当 时 的 教 育 科 学

研究所工作学习。定仁师从教育系调入教育科学研

究所任所长后，我们师生又成为同事，也能近距离

接触先生。刚开始还有拘谨，因为印象中的定仁师

严肃认真，但随着慢慢熟知了解，改变了我原先的

刻板印象，知道定仁师不仅有学问，人也可爱，会

开玩笑会幽默。他带着我们年轻教师讨论问题、申

报项目、编写教材，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做研

究。１９９３年秋 季 学 期，定 仁 师 为 甘 肃 省 高 校 师 资

培训中心任教 《大学教学原理与方法》课程，教学

对象是甘肃省各高校的青年教师，通过培训掌握大

学教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方法。有天下午，定仁师

找我，要我试着在他的课上给高师班的学员从教学

设计的角度 讲 讲 教 案 的 基 本 格 式 和 板 书 的 基 本 规

范，他鼓励我说，大学教学与中小学教学虽然有差

异，但也有共同的地方，尤其是在教学手段与方法

层面共通性更多，所以，可以尝试准备去上。有老

师的鼓励，我也就没有畏惧地备课。两天后，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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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讲稿拿给定仁师审阅，他给我指出的问题不是

知识性的问题，而是逻辑性的问题，如教案格式中

的 “教学过程”部分，应该让青年教师明白这部分

应理清课堂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及其关系，知识的

逻辑会 决 定 教 学 的 逻 辑。同 样 的，板 书 的 设 计 规

范，其实质更是以结构化的方式梳理和展示课堂知

识的逻辑 关 系，是 知 识 结 构 化 和 逻 辑 化 的 直 观 呈

现。定仁师如此的点拨，让我茅塞顿开，也是我领

悟了教案和板书这些属于教学手段的东西，其实包

含着深刻的学理蕴意。我沿着定仁师点拨的思路和

要义，又修改了讲稿，在课堂上除了展示教案和板

书的技术层面的基本格式，更向高校的老师们揭示

了教案和板书的特性实质。虽然这是第一次为非教

育专业的高校老师上课，也是第一次为成人上课，
当时的拘谨担心和焦虑不安至今还深记在心，但上

课后的自我觉悟成为后来参与成人教学的一次重要

的经历和经验，尤其是定仁师的点拨让我至今受益

无比。现在，每当我参与中小学老师或大学青年教

师的培训活动时，凡涉及到教育教学的手段、方法

和技术问题时，我都会引导他们从学理看手段，从

道理识 方 法，从 本 质 认 技 术，都 会 给 他 们 一 些 启

迪。我想，这也是一种教学的哲学思维，这种思维

之芽，也是定仁师根植于我心中的。

１９９５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难以忘怀的一年。
这一年，我第一次坐飞机，心头的欣喜激动现在还

能想起，虽然现在飞机成了最普通的交通工具，但

那个时代，坐飞机对大众是很新奇稀罕的事。这一

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广州，还要经香港去台湾，
这更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那时，广州是中国最

发达的地区之一，对于我们甘肃这些贫困的边远内

陆地方，广州是现代、发达、先进的代名词，也是

人们那时向往流动之地。香港那时还属于英国，更

是觉得 遥 不 可 及，只 知 道 它 的 发 达，其 他 知 之 甚

少。台湾更是一个无法把握的地方，尤其是那时两

岸分离对立的气息还未彻底散去，两岸的交流非常

有限，人民之间互相陌生甚至戒备。这两个第一次

其实是 一 个 第 一 次，但 对 于 我 是 两 个 第 一 次，因

为，一直渴望着去广州，实现了；未曾想过去香港

台湾，也实现了。所以对我来说是两个第一次，而

这都是受益于定仁师的不嫌引领。虽然至今已到过

广州１０余次，到过台湾７次，到过香港６次，但

１９９５年和定仁 师 到 广 州 经 香 港 至 台 湾 之 行，是 我

一生难以忘怀的。那么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 “第一

次”之旅，究 竟 是 何 因 何 事 呢？１９９５年９月 的 一

个傍晚，定仁师和师母饭后散步到我在学校 “中编

楼”的过渡住处，告诉我有一个去台湾参加海峡两

岸师范教育学术研讨会的机会，这个活动有华东师

大牵头组织，要求一个教授带一个博士生，要我们

为会议提交一篇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师范教育发展与

改革的论文，同时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定仁师说带

我去参加，并嘱咐我考虑一个研究的架构，并与他

详细讨论，并嘱托我与各方面联系办理赴台手续。
一个星期后，我将论文的架构提出与定仁师讨论，
听取了他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着手撰写论

文，很快拿出了论文的初稿，定仁师详细修改，后

送交学校外事部门审查后转换成繁体字版提交给台

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但由于我和定仁师赴台

交流是甘肃省对台文化教育交流的第一例，所以省

台办部门也不知道该是哪些程序办理手续，经过一

波三折，好事多磨，直到１０月底，所有手 续 材 料

经省台办提交国台办，一个月后批准下来。因为那

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水平低，赴台的费用全由台湾

邀请方支付，他们替我们买好了香港和台湾的往返

机票，我们预定好从兰州到广州的机票，于１２月

１５日出发，所 有 大 陆 赴 台 参 会 人 员，包 括 华 南 师

大副校长管林教授、华东师大薛天祥教授、广州师

院张仁杰教授以及他们的学生共８人在广州集中，
乘火车到香港，第二天办理好赴台手续。在香港停

留的三天中，我们各自解决饮食，香港的食品价格

相对于内地可以说是奇高，街边餐馆标出的一碗面

的价格普遍都在３０港币左右，那时的港币比人民

币的比值还高。定仁师说我的工资低，他买吃的请

我吃，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买到一个大大的

俄罗斯面包边吃边在路边看好车，吃完后又兴致勃

勃逛街的情景。到了台湾安顿好，台湾师范大学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及其同仁举行简单的欢迎会，他们

用多媒体技术播放了该中心的简介，那时我们的整

个教学设施和研究条件都很简陋，我记得欢迎会结

束出门时，定仁师给我悄悄地说，我们也应该有这

样的设备和条件。第二天的大会报告，定仁师的表

达流畅，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也是时间把握最好

的一位，让我又学习了一回如何做老师，也为自己

有这样的老师而觉得自豪。

１９９５年，随 着 民 族 教 育 研 究 的 兴 起，对 少 数

民族教育的关注也成为定仁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研究少数民族教育既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也是西北师大重要的学

术职责。１９９５年，甘 肃 省 委 宣 传 部 委 托 定 仁 师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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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一项 “西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的课题，定仁师带着王鉴、蔡宝来和我广泛收集资

料，并且进行实地调研，经过半年多的构思、交流

和反复讨论研讨，又征求有关专家和部门意见，最

终我们完成了 《西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对策研

究》一文，该成果由定仁师牵头，在 《西北师大学

报》发表，首次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从

背景与特征、问题与原因、重点与难点、思路与对

策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西北少数民族教

育中的老大难问题，如入学难升学差、双语教学困

难、办学体制僵化、寄宿制教育滞后、女童教育难

以突破等，提出了内地对口支援模式、集中与分散

结合模式、双语教育模式以及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一体的女童教育模式等相应的具体的对策。定仁

师带领我们完成的这项研究，在当时中国的少数民

族教育研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甘肃省政府政策

研究室对这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转化成

政府决策。１９９６年，《西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

对策研究》获得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同时也

受到甘肃省政府的表彰奖励。获得如此高的奖励与

荣誉，定仁师当之无愧，但作为学生的我们，则因

定仁师的精心指导和引领，获益更多。

２００８年，学 校 机 构 改 革，教 师 培 训 学 院 资 源

整合到教育学院，实体上实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

的一体化，我被安排到新的教育学院主持工作。教

育学院担负着全校教师教育的重要职责，教育学可

是学校的龙头学科，也是老一辈创业下来的在全国

知名专业，怎样既能守好基业又能建好家业，对我

来说是一项富有压力和挑战的工作。作为学生的我

和学院的杨旭东书记第一个去拜访了定仁师，表达

了我的压力和顾虑，并希望听听先生的建议。定仁

师很认真地 给 我 们 讲 了 从 教 育 系 到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再到教育科学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发展历程，也

以自己在以前教育系和教科所的行政工作经历很用

心地鼓励我们，期间用许多具体的人和事所展现出

来的优良 传 统 启 示 我 们，尤 其 强 调 要 重 视 学 科 建

设，重视科学研究，重视本科教学。这几个方面也

成为我们考虑教育学院发展的重点工作。记得那次

拜访结束时，他尤其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健康，保

重身体，让我觉得温暖感动。以后因为工作或私人

拜访，定仁师总会热情接待，师母也会端茶添水，

让人在轻松友善的氛围中互通信息、交流想法，每

次定仁师都会认真询问学院的发展动向，也会提出

一些自己的想法，更会鼓励加油。尤其在学院第一

届青年教师教学创新活动结束后，我和主管本科教

学的张定强副院长到定仁师家里，向他汇报学院开

展这个活动的意图，也谈了整个高等教育对本科教

学忽视的忧虑，我想请定仁师为学院的青年教师谈

谈如何教学，如何成为一名立足教学本职实现专业

发展的好老师，给青年教师指指方向打打气。定仁

师本身就是一位善于教学的好老师，他对教学有着

天然的情感，接到我们的邀请，他爽快地表示要支

持我们的工作，答应给青年教师准备一场关于教学

的讲座。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定仁师结合自己的教

学经历和经验，给青年教师语重心长地提出要热爱

教学、重 视 教 学、学 会 教 学 的 谆 谆 教 导。热 爱 教

学、重视教学、学会教学也成为我自己为师教学的

座右铭。
定仁师情系学院，让我们时时感受到前辈的关

爱。今年６月，学 院 组 织 退 休 教 师 参 访 学 校 新 校

区，之后在学校专家楼简单聚餐，席间定仁师将我

叫在身边，很认真地给我说了两件事。一件事是，
今年五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教学论年会，我们学院

没有派人去参加，他认为这不应该，“过去这个学

术会议一直有我们的声音，而且我们的教学论学科

是有地位的”。另一件 事 是，他 听 有 校 友 说 我 们 教

育学科在全国的排名有所下降，“这个事要引起注

意，找一下问题，研究研究人家是怎么排名的，要

高度重视”。对于第一 件 事，我 了 解 是 因 为 一 些 客

观的原因和信息沟通问题耽误了会议。对于第二件

事，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跟着排名走，但学科排名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发展的重要参考。于是，我与学

院班子成员一起对目前两个有影响的大学排名机构

的学科排名情况作了认真分析，我们的问题主要在

总体规模小、经费投入少、学生就业率低、高水平

成果数量及其影响力不够等几个方面，据此我们也

商议了采取了一些办法。后来我把我对这两件事的

了解和考 虑 情 况 告 诉 了 定 仁 师，定 仁 师 很 谦 和 地

说：“我就是顺便给你说说，没想到你还真的认真

了，不过认真也好，有利于学院发展”。其 实，我

们距真正的 “认真”还真有距离，而定仁师的担忧

和勉励却是学院发展宝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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