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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教育学科持续引领、智能教育等交叉学科跨越突破的发

展格局，已成为拥有若干一流学科、多学科协同发展、引领中

国教师教育发展的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正稳步踏上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面向未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方向与高水平师范大

学的发展方向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保障。

这是因为，高水平的师范大学不仅仅体现在拥有一流的教育学

科上，它保障培养出来的教师懂得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还体

现在拥有一流的文理基础学科上，它保障培养出来的教师有扎

实的学科知识并处在知识的最前沿；也体现在拥有高水平的艺

术、工程等学科上，它保障培养出来的教师拥有卓越的想象力

和创造性思维；等等。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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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师范生还是非师范生，华东师大致力于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培养亲华友华、推动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国际人才。如果要说有什么特质的话，或许可以

用我们刘佛年老校长的话来概括：有创造精神、有开放态度、

有面向未来的眼光。我希望民众在谈到华东师大时，认为这

是一所创获智慧、陶熔品性、勇担民族与社会发展使命的大

学。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首任校长孟宪承先生对我们的

要求和希望。

《新民周刊》：今年是建党百年，华东师大独特的红色资源，

对于贵校的党建工作、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了怎样的

效果？

梅兵：华东师大办学建校历史中有着丰富且独特的红色资

源，已成为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比如，

今年 1 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

岁老战士中，110 岁的施平、100 岁的胡友庭都曾担任过华东师

大的党委书记。“难不倒、拖不垮、打不败”的新四军精神在

华东师大的传承和发扬就是师生进行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在

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前身学校之一大夏大学校友郭大

力历尽艰辛翻译《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故事，更是激励

全校师生要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精益求精干好工作。像这样的

资源还有不少，比如恩格斯《反杜林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作者

吴亮平，高尔基《海燕》等作品的翻译者、新中国派出的第一

位外交官戈宝权，《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考古学家“秦

俑之父”袁仲一等等，都是华东师大或者华东师大前身学校的

校友，他们追求真理、献身工作的事迹已成为师生学习教育的

生动教材。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又去看望了施平老书记，这位 110 岁

的新四军老战士亲笔给学校题词“越办越好，教育强国！”，

令我们备受鼓舞。

《新民周刊》：在 70 周年的历史节点，华东师大下一个十

年的规划乃至更长远的战略是什么？或者说，梅书记心目中华

东师大的美好未来具体是怎样的？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华东

师大正在或者计划做哪些工作？

梅兵：2021 年是非凡的具有独特意义的一年。站在党和国

家“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和华东师大建校 70 年再出发的

新起点上，学校将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育人、文明、发展”三大核心使命，

为“建教育强国”和“以教育强国”的光荣事业做出持续性贡献。

我心目中华东师大的美好未来，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地践行新时代华东师大三大核心使命，即“通过教育模式的深

刻转型，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育人使命，“提供改变世

界的新力量源泉，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社会等多

重意义上的永续发展”的“发展”使命，“参与建立走向世界

的中国知识体系，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自

己的贡献”的“文明”使命。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十四五”期间，我们将统筹实施

“教育教学创新引领、学科科研优化提升、国家战略精准对接”

三大工程；在校庆 70 周年之际，发布并实施“卓越育人纲要、

通识课程纲要、卓越学术纲要”三大纲要。通过“卓越学术”

牵引“卓越育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在7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梅兵，原党委书记严凤霞（右一）、

张济顺（左一）、童世骏（左二）前往华东医院看望110岁的老书记施平（中），

五位书记同框祝愿：祝华东师大，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