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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成就卓越  教育创造未来

　　高水平师范大学需要致力于高水平的、综合性的学科建设，以支撑一流的教师教育。

专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梅兵：

面向未来，攀高行远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师大人，

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用她的话说，她见证并感悟着

校园从丽娃河畔扩展至樱桃河岸，学校从国家“211”“985”

工程高校跻身于“一流大学”建设 A 类高校。这是一路不平凡

的历程。

《新民周刊》：华东师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第一所

社会主义师范大学。从成立之初到如今这 70 年，在师范教育方

面的愿景、人才培养是如何为了服务国家战略而与时俱进的？ 

梅兵：1951 年的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要

为培养百万人民教师而奋斗”的目标，3 天后，华东师范大学

正式开学。可见我们这所学校的诞生，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对

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责任是极重大的，任务是极光荣的。

在新中国初期，我们主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

形成了独立设置的三级师范院校体系分别培养中小学师资的格

局，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新中国师范教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为

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作为三级师范院校体系中的领头羊之一的华东师大，到

1959 年，就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全国 16 所重点高等学校之一，

那时候，国家对华东师大有着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和期待，即主

要培养师范院校的师资，所谓的“师范之师”，我们也是新中

国最早举办师资培训研究生班的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七十年的办学历程，是党的领导下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生动缩影，凝聚了几代教育工作者对中国特色教育

强国之路的不懈探索，展示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探

索的壮阔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根据中央和教育部党组的部署，进

一步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教

师教育和养成教育为一体的卓越教师培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一流专业教育 + 一流教师教育 + 一流智能教育”的改革

方向，为新时代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华东师大方案。

华东师大地处上海，在苏州河畔孕育成长，在扎根和服务

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我们牢记“国之大者”，以“建教

育强国”和“以教育强国”的使命和责任，进一步提升教育服

务能力和贡献水平，更好地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比如，学校在坚持为全国各地培养师范生的基础上，今年

又面向刚脱贫的 832 个县招收“优师专项计划”师范生进行精

心培养，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持。学校在长三角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海南等地开展基础教育合

作办学，在四川凉山、云南丽江及贵州等地开展组团式帮扶，

在教育综合改革、师资培训、科学研究等领域深化区域创新合作，

积极探索更高质量、更全面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新路径。

《新民周刊》：华东师大不仅是一所师范类高校，更是一

所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位列上海四所 985 高校之一。

作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华东师大有哪些优势和特长？华

东师大希望培养怎样的人才？

梅兵：前面我已介绍了华东师大在组建之初就有着扎实的

综合性学科基础，经过 70 年的发展，华东师大已形成了文理基

础学科优势彰显、信息学科等应用学科后发强劲、包括心理等

记者｜金　姬

梅兵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