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与鲁迅师范学校
杨延存

鲁迅师范第一任校长王志匀 鲁迅师范第二任校长林迪生鲁迅师范的奠基人徐特立

编者按: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历
史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鲁迅师范学
校。《毛泽东与鲁迅师范学校》一文记叙毛
泽东对鲁迅师范学校命名、明确学校培养
目标、指导教员发动群众办学和阐述教育
与时代紧密联系等。这些温馨回忆、珍贵
资料今天读来还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
那么动人，它对于我校传承延安精神，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职业教育，培养大批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亲自命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把发展
教育事业作为抗战的重要准备之一。无
产阶级革命教育家徐特立高瞻远瞩，力主
办教育培养革命所需之人才。通过调研，
他发现陕甘地区文化极度落后，1937年 1
月党中央进驻延安，时任教育部长的徐特
立就提议：要创办一所像江西苏区那样的
列宁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发展苏区的教育
事业。于是他就去向主席提出创办学校
的建议，毛主席指示：应当创办一所中等
师范学校，但校名应叫鲁迅师范。因为鲁
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这样一方面用
以纪念鲁迅，另一方面有利于发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有了主席这个批示，徐特立同志嘱在
中央教育部工作的王志匀着手筹办。
1937年 2月鲁迅师范正式成立，王志匀任
校长，地址设在延安二道街。开办不久，
经中央批准，在鲁迅师范学校附设了“干
部子弟小学班”“红军家属扫盲学校”。鲁
迅师范学校，是陕甘宁边区发展中等教育
成立最早的一所新型师范学校，是当时边
区成立最早的中等教育学校，开创了陕甘
宁边区红色教育的先河。这是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
的，以培养文化教育工作干部和小学师资
为宗旨的第一所中等学校。

有了主席和中央的支持，徐部长亲力
亲为带领鲁迅师范学校攻坚克难，很快学
员从 23人发展到 400多人，转战延安、延
长、旬邑办学，两年半为陕甘宁边区培养
了1093名各类人才，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
教育乃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
设储备了大批人才。

毛主席明确了鲁师的培养目标

1937年 10月 23日，毛泽东参加陕北
公学的开学典礼时指出：“要造就一大批
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种人要具
有民族意识、阶级觉悟、群众观点、劳动观
点、民主作风，吃苦在前，不谋私利，勇于
克服困难，敢于坚持真理，有科学文化知
识，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热忱，有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能遵守纪律，服从工作需要，能
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这
既是陕北公学的培养目标，也是鲁迅师范
的培养目标，更是鲁迅师范延续的边区师
范、关中师范、延安师范的培养目标。鲁
迅师范的光荣历史责任，具体生动反映在
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师范校歌
中：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教育

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双肩。我们鲁迅师
范的青年，敌人的枪火响在黄河边，战士
们战斗在前线。我们要艰苦学习、艰苦锻
炼，才能有丰富的奶汁去哺育孩子们，他
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有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鲁
迅师范在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下，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培养一大批“革命的先锋
队”，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
了巨大贡献。正如边区政府工作总结中
说的：鲁师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它打破
了旧日师范教育的一切陈规。在教学科
目和教材内容上都有些新东西，有创造新
教育的精神……它是新教育的一种雏形，
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教我们办学校

根据原空军通讯学校副政委杨清轩
同志回忆，1938年 8月中旬，他们 50多个
鲁迅师范毕业生，从旬邑马家堡来到边区
教育厅报到，等待分配工作。就在凤凰山
下，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他们，并教导他们：
你们下去办学校，首先是要提高群众对学
习文化的认识。只要认识水平提高了，她
们便会主动地支持办学、送子女上学。学
校就会得到群众的支持，校舍就有了，经
费也有了。这样学校变成了一个名副其
实的学校，教员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员
……关键的问题是教育人民群众，提高民
族自尊心，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教育人
民群众武装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
争。

主席讲话之后，杨清轩等同学，“一动
不动地坐在原地，回味聆听主席教诲的幸
福情景。主席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工作
方向，增强了工作信心”。回到驻地后，大
家高高兴兴、愉快地接受了教育厅的分

配。到农村后，基本上每人办一所学校，
每校有二三十名学生，困难太多“但我们
是热血青年，有一颗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决
心；我们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我们是党和
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乡亲们从我们身上
看党的政策、党的作风的”。

主席对抗战初期教育的关切、鲁迅师
范学校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精神，无不影
响着每一个毕业生。鲁迅师范第二任校
长林迪生就说：有了鲁迅师范培养出的这
些优秀教师，就大大加快了边区文化教育
事业的发展，这就是鲁师所起的作用和它
的历史意义。

结业典礼上聆听毛主席作报告

1939年 8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延
安桥沟举办暑假教员培训班，除了当地教
员，主要就是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毕
业的同学。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即将结束，
在结业典礼上，教育厅厅长周扬邀请毛主
席前来为数百名同学作报告，大家无比激
动。主席作了《抗战教育与小学教员》专
题报告“抗战要全中国老百姓来抗，你们
教育了老百姓，他们都懂得了抗战，起来
抗战了，这样的教育意义何等重要，是不
言而喻的了”“农村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
到农村去锻炼，工作也是锻炼”要为边区
的农村多做贡献，为培养和教育中华民族
的新后代而努力，“培养革命接班人，才是
最艰苦最光荣的工作”。

据曾任陕西省高教局副局长的范永
新回忆，这天听报告的人比哪一天的都
多，不仅有训练班的学员，还有训练班的
所有干部公务员。毛主席神采奕奕地坐
在一张旧的小桌旁讲演，不住地站起来挥
手比划着什么，同志们人人聚精会神，个
个奋笔疾书，记录着毛主席的教导、还不

断地抬起头端详毛主席。眼前的情景，使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担
负着防控放哨的任务……虽然未全部亲
自聆听，却给我上了极其重要的一堂课。
毛主席的教导一直鼓舞着我为人民的文
化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

有多少鲁迅师范毕业的热血男儿，听
从主席的号召，抱着远大理想，投身到陕
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中。1941年边
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
对鲁迅师范毕业生给予了高度肯定：鲁师
毕业的这批青年教师，形成了今天边区教
育工作中的主力部队，这是我们边区教育
事业中最宝贵的财富。

鲁迅师范学校可以说是陕甘宁边区
中等教育的源头，之后边区政府才陆续开
办了边区中学、边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
学校、陇东中学、延安师范学校……鲁迅
师范是徐特立提议、毛主席亲自命名的，
主席指明了鲁迅师范的办学方向、培养目
标，主席的教导指引着鲁迅师范毕业生积
极投身到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中，“这对
边区国民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起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贯彻执行抗战教
育方针和新的教学、管理方面，创办出了
不少模范小学，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
了全面的发展”。

鲁迅师范、边区师范、三边师范、延安
师范、延安中学、行知中学、解放后恢复的
延安师范一脉相承、同根连理，历届师生
矢志不渝，艰苦奋斗，为延安的社会经济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5年，延安师范并入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后，我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传承鲁迅师
范光荣传统，发扬鲁迅师范创新精神，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
斗，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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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年轻的思政课教师，我既感
使命光荣，又觉挑战严峻。光荣的是党和
国家对思政课的重视，我们迎来了思政课
的春天；挑战的是我生活阅历浅，教学经
验少，在掌控课堂、引导学生等方面还存
在不足。为此，我要加强理论学习，多向
各位思政前辈们请教，使自己尽快地成长
起来，努力打造有温度的思政课，成为学
生喜爱的思政课教师。

加强理论学习，提升个人素养。一是
注重在思政课教学中阐述思政课科学性、
真理性。严格要求自己辩证地看待问题，
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有意
识、有步骤、有系统地以唯物辩证法指导
展开教学，在教学中注意语言的严谨、思
维的辩证、行为的有力，真正走进学生心

里，指引学生学习。二是处理好一瓢水、
一桶水与源头活水的关系。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领会精神，把握实质，实现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教学方案、推
动教学工作。一是符合学生实际、符合
教学实际。入职以来，我担任的多是五
年制学生的思政课教学。五年制学生优

点是大胆、有活力，缺点是基础知识不扎
实，自己在讲课的过程中有时特别费
劲。我所面临的客观实际就是这样一群
可爱的、基础比较弱的学生，是 90后最后
一代、00后第一代，学医护、学师范，以女
生居多。我这样设计教学方案，每节课
开设课前三分钟，主题为“你我传递正能
量，增强使命与担当”，让学生讲新闻、讲
好人好事、展示才艺，有非常好的成效。

对于学生在台上的表现，我都会给予鼓
励。二是面向中国实际来讲课，使我们
的课堂生动有趣。在讲课中结合时政，
多运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数据，
正确引导学生，使学生爱集体、爱人民、
爱社会主义、爱党、爱国。

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在教学方
法上，放管结合，宽严并济；动静结合，灵
活有序；学思并重，知行合一。在教学内
容上，一是将理论与情怀结合，把《概论》
课讲出《基础》课的情怀，把《基础》课讲出

《概论》课的理论；二是将思政课与课程思
政结合起来，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三是将学理结合，用最
通俗的专业案例讲最朴实的道理，用深刻
的道理引导学生专业实践。

梁娜妮
努力打造有温努力打造有温度的思政课堂度的思政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