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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风
—贺允清教授的师爱故事

文�_�檀传宝

在
我们“60后”这一代人中，我幸运地

属于学习经历最为完整的一类。从小

学、中学、大学到硕士、博士、博士后，

不同学段的师爱都像春风春雨，给我最为

美好的滋养。其中，贺允清教授对我的关

怀更是推动我生命之帆奋勇向前最为关键

的东风，无上珍贵与慷慨。或许贺老师门

下弟子众多且有教无类，早已不记得当年

曾经给予一个年轻学子的巨大恩惠，但是

于我，恩师的所有细心照拂都无时无刻不

点滴在心。值此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成

立60周年大庆之际，回望恩师教诲，表

达个人对先生的由衷感激，也希望先生

的师爱风范能够启发更多后人，裨益国家

教育事业。

“北师大的亲戚”

我是1991年秋季幸运入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学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为贺允

清教授的弟子的。在长长的新生报到队伍

之中，我不过是普通一员，但谁也不知道，

我有和其他同学完全不同的入学经历。

1989年，我第一次报考贺允清教授的

研究生（学科教学论专业，青少年思想品

德教育方向）。当时我正在皖西南一个

农村中学教高三政治课。我是政教专业

科班出身，教学成绩突出，且在教学刊

物上发表过教研论文多篇。但第一次研究

生入学考试却因为高中毕业班教学任务繁

重、准备不充分而名落孙山（总分远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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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研究生录取分数线，但外语成绩却只

有区区15分）。

考试成绩下来之后不久，我十分意外

地收到了贺老师的亲笔信。贺老师在来信

里鼓励我，说我的专业成绩非常好，只是

外语成绩差了些，应当认真补习一下来年

再考。老师还特别提及我在他负责的《中

学政治课教学》1986年第10期“改革与实

验”栏目发表的《“小组测试法”尝试》

一文，认为我在教学上有自己的真实体

会，难能可贵。老师的鼓励犹如冬日的暖

阳，很快驱散了我内心沮丧的阴霾。于是

我重新拿起当时最流行的《新概念英语》，

积极备考。但1990年考研的申请最终没有被

教育局批准，理由是“工作需要”—教育

局那年刚刚提升我为所在中学的教导处副主

任，我已属学校的“中层干部”。

1990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突然被

教育局管人事的副局长叫到家里。他劈头

问我：“你在北师大有亲戚？”我一下子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贺老师应邀到

安徽讲学时通过省教育厅孙培新副厅长亲

自过问了我考研申请不被批准的问题。贺

老师对他说：“如果檀传宝能够考上研究

生，毕业后回来，算我们北师大给安徽培

养了一个人才；如果孩子将来不回来，也

算是安徽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这都是

好事情！”省教育厅直接过问一个农村中

学教师的考研问题，恐怕在县教育局的历

史上还是第一次，难怪副局长认定我有一

位做教授的“北师大的亲戚”！

于是，我顺利参加并成功通过了

1991年度研究生考试，幸运地成为贺老师

的弟子。

超出想象的关爱

教师的爱虽属一种有教无类的博爱，

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学生来说，却往往是促

进其生命成长的具体、特殊和无比珍贵的

阳光雨露。

早在入门之前，老师就不仅帮忙解

决了我的考试资格问题（即让县教育局同

意我报考），而且为帮助我跨越外语难关

而专门为我联系了北师大举办的外语补习

班。1990年秋，我刚到北师大参加外语补

习班不久，一天傍晚，我居然在宿舍迎来

了两位慈祥微笑着的长者—贺老师竟然

和彭万春教授一起到宿舍来看望作为晚辈

和“学生”的我—而我那时候对能否考

取他的研究生或未可知！那时我大学毕业

后已经工作8年，外语单词几乎忘光，后来

能够涉险过关，可以说最大的动力来自老

师超越常规的无私的关爱。

1991年9月，我在老师身边开始了愉

快的研究生学习生涯。直到1993年秋，我

赴南京师范大学提前攻博，我从恩师那里

所得到的教育与关怀远远超越我个人的想

象，也超越了我许多同窗好友的想象。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成人研究生，

但是我很少在学期中间请假回家。除了十

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之外，其中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师设身处地的关爱—

每次我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回家的时候，

老师总是问：“你家那么远，只请这么

两天假，够不够？要不要多请两天假？”

这与某些老师和学生“猫鼠”游戏般的相

处之道是恰恰相反的。当年像我们这类研

究生生活的困难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比

如和爱人通一个电话就要在北太平庄邮局

等上3～4个小时。但有了老师的信任与关

怀，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

对我来说，贺老师的关爱是我个人生命

历程最重大转折的基本前提。以我当时的处

境，如果没有当年老师的关爱与支持，我肯

定会失去进一步深造的宝贵机会。我们一家

也可能会一直生活在那个离县城还有几公里

的，一个名叫“二里半”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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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我的学术人生

贺老师的关怀不仅大大改变了我的个

人生活，而且有力地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

在专业上，老师虽然有十分严格的

要求，但是也给我以最大的自由学习的空

间。比如培养计划，除了专业必修课之

外，好多课程都是我依据自己的兴趣自主

选择而后请贺老师帮忙斟酌的。因为我认

为学科教学论需要更多教育学、心理学课

程的学习，所以我的主要学分都是从教育

系拿的（以至于很多教育系的同学一直认

为我是教育系的硕士）。这样也就给贺老

师带来了许多麻烦—他需要不断与教育

系、心理系等“外单位”打电话帮我联络

上课的事情。但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从来

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厌烦，相反，他总是微

笑着鼓励我大胆选择和前行。如果说我后

来在专业发展上有一点创造性的话，重要

原因之一就是硕士阶段，我的导师这种信

马由缰的培育方式使然。

老师的爱是无际的春风，最终唤醒了

我的学习热情。师从老师学习的短短两年

中，我在包括《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8

篇。这算是一颗小苗“报得三春晖”的最

初努力。

由于老师的宽容、鼓励、耳提面命和

无私帮助，我不仅在北师大顺利度过了两

年自由、幸福的学习时光，而且顺利提前

攻博，成为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博士后，

在教育学原理领域特别是在德育原理、教

师伦理等方向有所心得。我深知，我的所

有成绩都源于老师的恩泽。今后，我也将

用更大的成就来回报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恩

师对我的悉心培育。

古语有云：仁者无忧、仁者寿。我衷

心祝愿我敬爱的恩师和师母，以及所有像

贺允清教授一样满怀教育大爱的老师们健

康、长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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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继续实施“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

为进一步丰富来稿机制，优化来稿渠道，推广典型经验，推出优秀人物，建立监测窗口，增强

辐射能力，中国德育杂志社拟在全国遴选若干学校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

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是中国德育杂志社推动德育创新、促进教师成长、服务学校发展的

公益性活动，不收取建设费用。

“校本德育创新基地”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我社的指导下，研究热难点问题，开发高水平案

例，提炼原生态经验，打造有特色模式。

为此，我们拟订了《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和《中国德育杂志社

“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协议》。有意者可与我社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商谈。

联系人：温建锋  李春娥

邮  箱：xbdycxjd@163.com

电  话：010—56039243

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