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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精神的具象诠释
———纪念王汉澜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

李桂荣

摘要：作为我国教育学界的著名学者，王汉澜先生的精神品质是教育家精神

的具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知通统类的儒者，潜心学术、体用并举的学者，精

心执教、挚诚育人的师者，宽人律己、厚德博爱的仁者，乐观旷达、自强不息的

达者。他的精神品质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宝贵资源，在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的

新时代，我们应继承先生之儒者精神，以文化人，行为世范；继承先生之学者精

神，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继承先生之师者精神，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继承先

生之仁者精神，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继承先生之达者精神，走出小我，胸怀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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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品质是对一个人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精神风貌等内在精神的概括性表达。深

描 “大先生”的精神品质，能够将教育家精神具象化，进而为学习教育家精神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

激励。

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颁布

之际，恰逢教育学家王汉澜先生的百年诞辰，众弟子齐聚菊城开封，追忆王汉澜先生的学术品格、

教育影响和历史贡献，共沐先生的教育家精神之光。王汉澜先生长期担任河南大学教授、全国教育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为我国教育学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儒

者、学者、师者、仁者、达者形象熠熠生辉。

一、儒者———温文尔雅，知通统类

先生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曾任河南省项城高等小学校长，父亲曾是项城县立第二小学首

任校长，家教十分严格。先生５岁即入蒙学，师从名儒阎坤瑞，６岁进入县立小学读书，初中毕业后

进入省立高中读书，１６岁考入河南大学，这些经历不仅使先生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品质，更造就了

他以文化人的气魄和胸怀天下的弘道追求。

先生的书房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荀子名句 “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隐而显，微而明，

辞让而胜”（见下页图１），以及王夫之的致知二途名句 “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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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见图２）。

图１　王汉澜书法作品 （一）

　　　

图２　王汉澜书法作品 （二）

深厚的儒学功底滋养出了先生的儒雅气质，先生的言谈举止和眉宇间总是透着睿智和灵气，超

凡脱俗，气宇轩昂，正所谓 “腹有诗书气自华”。

先生不仅自己向往并努力实践儒者精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并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读研

期间，我们学习的第一门专业课就是先生主讲的中外教育名著研究。对于中国名著主要是精读四书，

先生以他深厚的经史功底给我们的为人为学厘定了一个文化框架。他总是建议我们多记诵 《古文观

止》中的名篇名句，他自己也能把 《阿房宫赋》《前赤壁赋》《醉翁亭记》等轻松准确地背诵下来。

他说 《古文观止》中的好词好句数不胜数，经典只有背诵才能深深地融入脑海并化为自己的品行。

先生酷爱书法，精通诗词歌赋，留下了多幅墨宝和多篇诗词作品。先生的字，功力深厚，技法

精湛，气韵通畅，浑然天成。先生的诗词，不管是庆赞类、勉进类，还是怀念类、记述类，都是情

真意切，直抒胸臆。《晚年自吟三首》是先生生前的最后词作，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吟唱，字

里行间透射着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勤勉奉献的境界，转抄于此，以共沐先生的儒者之风。

（一）

八十年，如梦幻，回忆往事思万千。少年时，逢战乱，负笈千里，苦读深山。难，难，难！

解放后，天地变，生活安逸事如愿。搞教学，作科研，酷暑寒冬，从未休闲。干，干，干！

（二）

律己严，与人善，师德高尚树模范。参政务，进良言，清正廉洁，备受称赞。贤，贤，贤！

业有成，名入典，学术论著四海传。公门内，学府园，贤契众多，群星璀璨。甜，甜，甜！

（三）

人虽老，志愈坚，奉献精神犹如前。改文稿，作举荐，培植后生，殚精沥胆。愿，愿，愿！

衣食足，心身健，子孙满堂天伦暖。撰诗文，把字练，抒发情趣，欢度晚年。圆，圆，圆！

二、学者———潜心学术，体用并举

作为一位学者，先生有着坚定的学术信念、深耕的学术领域、突出的学术成就和广泛的学术影

响，他活到老，学到老，勤学笃行，勇于创新。

体用并举是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张，他认为 “学术”既应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要掌握科学的

研究方法和技术，既要有学，又要有术，要理器兼备。在这种学术信念的驱动下，先生既致力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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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论研究，又执着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都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

在教育理论方面，受教育部委托，王道俊和王汉澜两位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等五院校合编的

《教育学》教材基础上，共同主编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教育学 （新编本）》（１９８８）。这本教材由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得到了教育学界的一致称誉，不少年轻的教育学人

都是读着这本书进入了教育学领域。同时，先生的 《教育对人的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１９８０）、《正

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１９８１）、《社会主义教育不能商品化》（１９８８）、《浅谈

教育的价值》（１９９１）、《教育是促使个体社会化完善化的活动过程》（１９９２）等文，曾是改革开放初

期关于教育本质问题讨论的强音。先生关于教育本质的卓见，关于教育价值的透识，关于教育规律

的彻读，关于教育、环境和人的发展关系的卓知，关于劳动教育的远见，多处彰显着他在教育理论

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和深刻影响。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先生更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１９８０年，河南大学教育

学专业恢复本科招生以后，先生在国外教育资料中看到，我国停开３０多年的教育统计学等课程在国

外教育科学体系中备受重视，基于体用并举的执着信念，他想给本科生开设教育统计学课程。可是，

先生上大学时学的主要是描述统计，而要给学生讲的主要是推断统计，高等数学知识是难以逾越的

障碍。于是，已经５０多岁的王先生又坐在了数学系的教室里，从头学习高等数学。他不仅向老师请

教，而且向年轻的本科生请教数学公式的推理、演算以及数学模型的构建。最后，凭着这份学者的

执着，先生出色地完成了授课任务，于１９８６年正式出版了 《教育统计学》。而后，先生又凭着体用

并举的信念，开始招收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专业的硕士生 （１９８８），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多门研究

方法类课程，并先后主编出版了 《教育测量学》（１９８７）、 《教育实验学》 （１９９２）、 《教育评价学》

（１９９５）等著作。这一系列著作及时满足了教育科学研究的需要，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获得了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优秀教材特等奖、中南地区大学

出版优秀教材一等奖等。景时春先生曾公开撰文，评价王汉澜先生主编的 《教育实验学》是一部体

系完整、结构严谨、阐述精湛的著作，并从六个方面总结了该书对于科学推进教育实验工作的贡献。

另外，凭着对学术的执着，先生除了自己潜心于学术研究外，也为学术团体的建设付出了大量

心血。１９７９年他参与创办全国教育学研究会，为首届常务理事。为了推动河南省的教育科学研究，

１９８０年先生主持创建了河南省教育学研究会。至２００２年先生去世，他历任六届理事长，举办了１８

届学术年会。在先生的学术引领和人格魅力感召下，研究会实现了凝聚学术力量、促进学术研究、

搭建学术平台、引领学术方向、关注学术前沿、服务区域发展等职能。在后任理事长王北生教授的

带领下，研究会继续开拓创新，成为河南省教育学会的旗舰专委会，连续多年参会规模保持在２００

人以上，被誉为规模大、质量高、影响广泛的模范学会，成为河南省教育学人的精神家园。

三、师者———精心执教，挚诚育人

作为一位师者，先生以德立身，以德施教，不仅为学生树立了示范榜样，也成了学生名副其实

的成长引路人。

先生从事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５０余年，教学

成绩突出，深受学生爱戴，曾多次被授予国家、省、市、校优秀教师称号。记得先生在一次经验交

流会上深有体会地说：“我教教育学已３０年了，深感要教好教育学，使学生对教育学发生兴趣，愿

意深入钻研，并非一件易事。为此，在讲授内容上要从 ‘深、广、新、实’这几个方面下功夫，讲

得理论性要深一些，知识面要广一些，内容要新一些，还要多联系教育现状和中小学实际；在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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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要注意讲述的理解性和逻辑性，要让学生感到 ‘教育学有学头’。”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他每讲一遍教育学，就写一遍讲稿，补充一些新东西，一个学期的讲稿就有５０多万字。并

且，上课前至少熟悉三遍讲稿：第一遍熟悉内容，第二遍再次考虑纲目、要点和补充材料，第三遍

考虑教学方法。通过悉心准备，先生对讲授内容总是能够剥烂揉碎、融会贯通。

作为一名教育学教师，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教研结合的典范。先生公开发表的 《谈话教学的两种

形式及其实现方法》（１９５３）、《怎样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１９５４）、《学校中劳动教育的方式方法及

应注意的问题》（１９５４）、《讲授 “美育”一章的意见》（１９５５）、《如何认识和对待教学大纲》（１９５６）、

《学生操行的考察与评定》（１９５６）、《实习生进行学生心理鉴定工作的步骤和方法》（１９５６）、《在教学

中如何启发学生积极的思维》（１９６０）、《试谈教学过程的规律》（１９８０）等文章，具有极强的体验性、

可读性与可操作性，充分展示了 “教育学的学科魅力要通过教育学人来表达，来传达”的道理。

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先生对于弟子可谓是 “躁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

计”。一方面，他给我们提出了严格要求， “不读书、不博览群书，专业学习和研究都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读书要有讲究，要会读书、读好书”“做研究生就得搞研究，搞研究就得有创新，而做

好研究和创新，只有在不断研究、写作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和提高”。这些教诲，我们至今还

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先生非常重视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点燃学生的智慧之火，不仅专门请外校

的知名教授 （如西北师范大学李秉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黄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王道俊教授、中

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滕纯研究员等）给我们授课，为我们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和以游学的方式访问名

师提供了多种制度化的便利，给我们的学习和科研打下了坚实基础，形成了河南大学教育学专业研

究生培养的风格和亮点。

四、仁者———宽人律己，厚德博爱

作为一位仁者，先生之仁是融敬爱、厚爱、博爱、大爱于一体的智者之仁，先生的 “仁”与

“智”如影随形，相辅相成。

先生是一个尊师的楷模，每每讲起求学时代，对他的老师的敬意总是溢于言表。通过先生的口

述，一批人格高尚的前辈形象印刻在了我们心中。杨振华是先生的心理学老师，平易近人，能谈善

舞，思想进步，“五四 “时期常发表新诗；陈仲凡是先生的逻辑学、教育哲学老师，伸张正义，热爱

学生，多次营救被反动派迫害的学生，虽受逮捕和解聘的磨难，仍坦荡直爽，崇尚真理；陈梓北是

先生的教育测量与统计学启蒙老师，河南大学校歌的曲作者，一生勤俭，却厚德载物，解困济贫。

这些前辈的人格形象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激励，也让我们悟到了先生仁爱精神在书典之外的源泉。

或许是基于一种传承，先生之仁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弟子的厚爱。在河南大学组织出版并由刘志

军牵头编著的 《夷门学人传———王汉澜》中，郭戈、刘济良、汪基德、杨银付、王卫东等几十位同

学都分享了自己与先生之间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不仅能真切地重温先生给予我们的严慈相

济的师爱，而且能深刻地体会到先生对于弟子的爱是毫无偏见的阳光之爱，这种爱着实温暖了每位

弟子的心灵。这是高尚的为师之道，也是睿智的为人之道。先生的五个儿子在追忆父亲的文章 《敬

仰的丰碑，心中的歌》中也曾写道：父亲治家严谨，我们兄弟多，但他自始至终坚持统一标准、统

一规则，一碗水端平。先生的小儿子裕临与我们年龄相近，更是不止一次地感叹道：在执行规则方

面，老爸从不含糊。

另外，先生之爱，不止于弟子，他总是以培养接班人的责任感关爱所有年轻人。先生非常关心

青年教师的成长，不仅把自己教的一些课程让给年轻老师，甚至连讲义都给了他们。读书期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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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曾多次帮先生邮寄信件，大多是给全国各地年轻学子求学问教的回信。先生曾说：“凡是来信者，

我总是挤出时间，及时认真作答，从未推辞。”师弟熊光慈也回忆说：正是连续收到王先生热情洋溢

的回信，才鼓舞他这个县高中的物理教师成了一名教育学研究生。

先生的座右铭是董仲舒的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可见，先生奉行的仁爱是无私

的大爱。先生曾任河南大学教育系主任、河南省人大代表、开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政协副主席，

先生的弟子里有很多人担任行政干部，但先生从不以权势谋私利。程凯老师回忆说：“王先生有五个

儿子，其中四个儿子的处境都不是很理想，王先生利用他的威望和职务之便，让一两个儿子进学校

工作是说得过去的，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也没有给我们提出过这类要求，现在看来，先生的人格

真是高尚。”正是有感于此，程凯老师在 《缅怀汉澜先生》中写道：“明伦就读复奉公，慈祥睿智近

人情。胸昭日月感校史，留得功名千载青。”

五、达者———乐观旷达，自强不息

作为一位达者，一方面先生心胸宽广，拿得起，放得下，永远乐观、旷达；另一方面先生心有

大我，胸怀天下，始终与国家命运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先生一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也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

的摧残，但他始终怀抱着一颗感恩之心，爱岗敬业，与人为善，积极乐观，自强不息。１９８５年，年

过六旬的先生庄严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他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

回想我们跟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常常被先生积极的生命情态所感染。先生常说干工作要有高

度的革命责任感，要有完成任务的紧迫感，要有艰苦奋斗的牺牲精神，要有有条不紊的计划。正是

基于振兴教育的责任感，先生倡议并促成了河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在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恢复与重

建，同时创建了河南省教育学研究会，极大地推动了河南省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正是基于紧迫感，

先生总是以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与同学们共勉；正是基于革命加拼命的牺牲精神，先生长期坚

持伏案工作，日夜不懈，不知病痛加身，不知老之将至；正是基于计划性，先生的工作永远是井井

有条，先生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经验报告、讲话发言、序言题词、评审鉴定、诗词歌赋等文稿都

整理得妥妥帖帖，先生整洁有序的书房常常充作我们读研时的教室，也是同学们心中永远惦记的学

术殿堂。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如今，先生已离开我们２２个春秋，但翻开 《王汉澜文集》，他 “达

者”的情感和境界仍鲜活地跃然纸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生感谢政府对历史是非的澄清，满怀激情地投身改革开放的新时

代。从先生创作的 《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１９７８）、 《贺开封市人大常委会成立十五周年》

（１９９５）、《欢庆香港回归》（１９９７）、《庆祝开封解放五十周年》（１９９８）、《建国５０周年颂》（１９９９）、

《欢庆澳门回归》（１９９９）、《庆祝中共建党八十周年》（２００１）、《庆祝民盟成立六十周年》（２００１）、

《庆贺民盟成立六十周年》等诗词中，我们能浓浓地感受到先生热情拥抱时代发展的壮志豪情。

先生善于用诗词勉进同事和后学， 《除夕系内座谈》 （１９８１）、 《生查子·除夕与同学联欢》

（１９８２）、《忆王孙 （二首）·除夕与同学联欢》 （１９８３）、 《捣练子 （二首）·除夕与研究生座谈》

（１９８５）、《圣诞节与研究生座谈》 （１９９２）、 《新年赠言》 （１９９６）、 《贺与教科院８５级同学重聚》

（１９９９）、《水调歌头·贺与教科院８１级同学重聚》（２０００），一篇篇慷慨激昂的诗词，感人肺腑，催

人奋进。

先生作为 “达者”，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们作为后学，看到先生从１９８５年第一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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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笔书怀：“身许孺子数十年，备受尊重史无前；伏枥老骥曷所欲，吐尽银丝效春蚕。”到１９９９年临

近退休时的 《自慰》：“执教河大五十年，舌耕笔耘未偷闲；公门学府满桃李，学术论著四海传；正

谊明道淡泊志，修身治事谨而严；博得众多好声誉，清苦一生自觉安！”从 《自述》（１９９２）中回忆

自己历经坎坷，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感慨 “悠悠岁月过，奋斗数十冬；耿耿赤诚心，聊以慰平

生”，到生命终点前一年通过三首 《自吟》，吟唱自己 “难难难”“干干干”“贤贤贤”“甜甜甜”“愿

愿愿”“圆圆圆”的不朽人生，谁能不为先生的豁达、通达、风骨、风范而情不自禁、肃然起敬？

巍巍吾师，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先生精神，吾辈永继：继承先生之儒者精神，以

文化人，行为世范；继承先生之学者精神，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继承先生之师者精神，启智润心，

因材施教；继承先生之仁者精神，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继承先生之达者精神，走出小我，胸怀

天下。

（责任编辑　曹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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