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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高校教师讲述育人故事
本报记者 宋 迪 文/摄

1951 年，邬沧萍先生毅然放弃国外

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参加建设。在困难

时期，邬老极具前瞻性地开展人口学和老

年学研究。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

神，影响了一批后来者，也包括唐丹。

十几年前，唐丹刚到人大工作不久，

邬老让她参加《社会老年学》的编写。她

悉心编写了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没

想到，邬老给她泼了一大盆冷水：“小唐

啊，书稿写得不错。但我们要写的是中

国老年学教材，一定要有中国特色。”唐

丹不服气：“老年心理学就是西方做得好

啊，国内的研究都是重复国外的。”邬老

笑着说：“西方的理论是基于西方的社会

实践提出来的，但中西方有巨大区别。

在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必须从

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邬老跟唐丹煲

了快 1 个小时的电话粥。那些话听得她

心服口服。

邬老的执着带动着教研室的老师，大

家把对老年学研究的情怀和热爱传递给

青年学生，带着学生在祖国各地的农村和

社区留下脚印。学生们不仅学会了知识

和方法，更懂得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家

事”、肩扛“国家责”的担当。

记得从其他专业调剂到老年学的硕

士生小王，刚入学时特别不情愿，一心想

跨专业考博。了解这个情况后，唐丹鼓励

他多参与课题，带他到山东泰安参加对留

守老人的调研。调研报告中的一些对策

和建议被直接应用到村里。小王深有感

触地说：“没想到我们的研究还能帮助老

人解决实际问题。”后来他考取了老年学

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专门从事农村人口

老龄化的相关研究。

至今，教研室培养了约200名硕博士

研究生。唐丹说：“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要

继续扎根中国大地，做好老龄研究，将红

色基因代代传承。”

在岗位上奋斗了15个春秋，王政

被学生叫做“政能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

蹈学院创编的摩登团体舞《士》，要参

加号称国标舞界奥运会的英国黑池

舞蹈节。王政作为编导老师，跟学生

们共同准备了好几个月，却因为签证

问题不能和他们一起前往英国。为

消除不利影响，他及时调整战略。那

些夜晚，他辗转反侧，一会儿连线了

解战况，一会儿和学生研究战术。在

进入决赛前的一次视频连线中，王政

看到好几个学生低头沉默，一问才知

是对手的气势让他们不安。“政能量”

大声要求学生：“把头抬起来！狭路相

逢勇者胜。想想我们在战争中牺牲的

革命先辈，他们永往直前，从不退缩。

今天我们也要用这样的精神去拼搏。”

最终，学生们用完美的表演征服了裁

判和观众，击败强大的对手夺得了世

界冠军。他们舞出了中国气魄、中国

精神。

为纪念建党百年，王政被学校委

派到伟大征程编导组参与全程排练

工作。排练前线，王政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他说：“爱国爱党爱校爱

舞蹈的北舞精神，已注入每个北舞人

的血液。我是‘政能量’，我将用‘政能

量’来‘立德’，以德为先，引导、激励学

生；我将用‘政能量’来‘树人’，以人

为本，塑造、改变学生。以舞报国，不

忘初心！”

林存真，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会徽的设计者，也是冬奥形

象景观艺术总监。2016 年 7 月 31 日，

得知冬奥组委征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会徽设计的消息后，林存真和她的团

队马上组织专项教学活动，辅导学生

专业创作。同时，她自己也完成了三

幅应征作品。2017 年 1 月底，接到冬

奥组委通知，林存真递交的801号应征

作品被选中入围，但还要深化修改。

短暂的喜悦后，真正的考验摆在面前，

她带着两名研究生和三位教授组成保

密修改小组，开始了工作。

反复的调整设计，对林存真和学

生都是从未有过的挑战。有学生说：

“都改木了，实在做不出来，真想放弃

了。”林存真激励他们说：“做事不能半

途而废，我们的设计要展现中国文化，

展现新时代国家形象，要做到最好！”

在修改会徽的8个月中，他们修改了近

万稿，一个个0.2兆字节大小的会徽图

形 文 件 累 积 了 15 个 GB。

2017 年 12 月 15 日，会徽发

布了。“我们成功啦！”林存

真和她的团队兴奋极了。

从接到冬奥工作伊始，林

存真就想到要把奥运设计与教

学育人结合起来，开设相关硕博研究方

向和专业课、思政课等多种形式的课程，

组建冬奥设计团队，通过实施重大课题

和项目培养学生，让人才在实践中成长，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

冬奥会结束了，中央美院冬奥设

计团队先后共有师生 440 人次参与冬

奥和冬残奥二十多项任务。这也是林

存真和团队老师通过国家重大活动探

索教学模式和创新教学方法取得的成

果。她说：“今后我们将总结奥运经

验，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以‘尽精微，致

广大’的校训为工作标准，讲好冬奥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设计学院副院长林存真：

全世界在看着我们
今年 88 岁的黄会林，

已从教64年。

1950 年 朝 鲜 战 争 爆

发，正在北师大附中读初

三的黄会林毅然报名参

军。在清川江大桥保卫战

中，她和战友们战斗了七

天七夜，上千架次敌机昼

夜出动，仅她所在的512团

就有百余位战士战死沙

场，而她却在命运的眷顾

下幸存。从那时起，她感

到生命不再仅仅属于自

己，而是承载着无数忠魂

的意志。

1958年，她成为北师大中文系的

一名教师。她将育人经验总结为“严

是爱，松是害”六个字。所谓严，一是

做人品德之严，二是做事效率之严，

三是做学问方法之严。80岁时，她开

设“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课程。她

为这门课立下规矩：上课内容回归文

化原典；每节课设有提问交流环节；

每位老师出题目给学生留作业，并亲

自批改，给出得分与评语；学生须用

手书完成作业；每课督导，检查并记

录学生作业和老师批阅内容。有学

生在匿名评价表中写到：“通过这门

课，为探寻真理找到了方法，增强了

自身从事文艺研究的责任与自信。”

黄会林的人生阅历，让她立足于

大时代，胸怀大格局：一方面，听从组

织安排和学生需要，不断调整着授课

和研究方向，转移到空白、薄弱、亟需

投入的教学领域，每个领域都全力以

赴；另一方面，始终关注国家的重大需

求和顶层设计，引导学生认识中国文化

和艺术的独立品格和价值。如今，她创

建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已成立

11年，其中“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

划”项目已邀请国外来自五大洲91国

的878位外国青年，创作了844部纪录

短片，获得了140余个国际性奖项。

黄会林说：“回望过去，教书育人

已融入血液；展望未来，我还会在这

条充满探索、关怀、奉献的教学之路

上继续前行，尽心竭力,奉献终生。”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教授、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教研室主任唐丹：

扎根中国大地的传承

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教师王政：

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政能量”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

守望杏坛六十春 耄耋犹思济沧海

师者，人之模范也。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多位首都教师代表登上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笃志会堂的
舞台，在第四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我（我们）的育人故事”活动中分享自己立德树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