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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
四十年述怀

■ 谭南周

最美教师
最美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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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

程中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同

学们，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应当把个人

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

蔡东洲这样说，也这样做。

去年8月以来，蔡东洲在省委宣传部

的直接指导下，进高校、到市县，开展“牢

记总书记嘱托，传承蜀道文化”等专题宣

讲38场。“学史可以明鉴。作为一名历史

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我认为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使命和担

当。”他说。

在日常教学中，蔡东洲注重发挥传

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他常常采用演讲、视

频等方式为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多重载

体，积极指导学生参加传统礼仪表演、历

史论文写作、历史剧创作展演等课外活

动，还带领学生参观和考察历史文化专

题博物馆、档案馆及名胜古迹，让学生更

深刻地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

史纵深和文化根基。由他主持完成的“高

校传统文化课程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

践”获得了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育优秀

教学成果三等奖。

与此同时，蔡东洲还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建设。结合三国

文化、巴蜀文化、川陕苏区等领域的学术

研究，他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川北道署”

“安丙公园”“顺庆府署”“川陕苏区群众

工作展陈馆”等17个专题文化场馆的展

陈内容策划工作，以另一种方式弘扬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985-2024 年，教

师节已经栉风沐雨地

走过了40年。40年间，

一代代教师扎根讲台、

接续耕耘，为一双双眼

推开知识之窗，给一颗

颗心指明前进方向，扶

一株株苗成长成人成

才。“9月10日”的仪式

感存在了 40 年，但教

师的奉献岁月远不止

40年，而我们对老师的

尊敬和热爱更不仅限

在教师节这一日。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2024年，为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

会风尚，教育厅继续开

展“最美教师”“最美教

师团队”遴选活动。经

推荐评审，西南财经大

学教授邹红等10名教

师被评为“最美教师”，

电子科技大学功率集

成技术实验室教师团

队等 3 个团队被评为

“最美教师团队”。即日

起，本报推出“2024年

四川省最美教师（团

队）风采”系列报道，展

示新时代我省教师立

德树人、躬耕报国的精

神风貌。

编者按

【一】
立身天地一生持，职业清贫勋业奇。

顺逆坚行前路远，辱荣未改寸心痴。

春风桃李人为本，磐石江山智做基。

佳节今逢饶有意，中枢新略正当时。

【二】
何幸斯身忝做师，韶华未负志无移。

潜心挥洒台三尺，奋力研求笔一支。

淡却功名图效命，常因物事费沉思。

斜阳莫笑吾霜鬓，耄耋依然鞍马驰。

自1980年涉足教坛至去年圆满退

休，40余载的悠悠岁月，我如一位忠实

的守望者，目睹了校园的变迁。

铃声，这个简单却又意蕴深厚的符

号，见证了我与教育的不解之缘。曾几何

时，小铁锤敲击钢轨的声音，清脆而富有

节奏感，像是对知识的呼唤；古老的钟声

悠扬，宛如岁月的低吟；电铃的清脆，象

征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悦耳动听的广播

音乐、语音播报，诉说着教育的新篇章。

铃声的演变犹如教育的发展，不断进步，

永不停歇。我在其中，感受着教育的脉

搏。

我任教的第一所小学，坐落在青翠

的山区，108颗童真的心，与6位教师的

汗水共同铸就了那里的岁月。我，作为那

里最年轻的教师，肩负起了一个特殊的

使命——敲响上下课的铃声。那截曾代

表工业力量的钢轨，在我手中小铁锤的

敲击下，发出“当当”的声响，如同时间的

脉搏，简单而深沉。铿锵的金属铃声回荡

在山谷之间，彰显着知识的坚实力量，提

醒着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

1985 年，我踏入了城郊的一所完

小，那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朴实而亲切。

学校的走廊横梁上悬挂着一个铜钟，它

承载着整个学校的节奏。我初次尝试敲

响那悠扬的上课铃声，手中的细绳似乎

与我有些生疏，缺少了小铁锤敲打钢轨

时的那份自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

渐与这铜钟融为一体。每当悠扬的钟声

响起，都像是诉说着一段段温馨的校园

故事，引领着孩子们步入知识的殿堂。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时代悄

然变革，电子打铃系统崭露头角，以其精

准的定时和清脆的响声，宣告了旧时代

的落幕。尽管这新式的打铃方式给人们

带来了便捷，但我却无法割舍对那古老

钟声的怀念。那悠扬深沉的钟声，仿佛承

载了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厚重。相比之

下，电子铃声虽然精确、便捷，却仿佛少

了那份情感的温度和历史的底蕴。

到了2008年，科技发展为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的那片

宁静，也被科技的魔法轻轻触碰。昔日的

机械铃声已化作悠扬的音乐，轻轻弥漫

在校园里每个角落。每当上课时分，那

“请同学们整理好学习用品，准备上课”

的语音播报，宛如诗人的低吟，让人沉

醉。而下课时分，那句“老师，您辛苦了”

的提示，则如春风拂面，让老师的辛劳化

作了满满的感动。科技，让学校的每一刻

都充满了温馨与诗意。

如今，我已在家中安享退休生活，日

常的悠闲与宁静让人心境恬淡。但偶尔，

一阵熟悉而悠扬的铃声会穿透这份宁

静，让我瞬间穿越时空，回到曾经奋斗过

的校园。

回忆起学校里那上课的铃声，它伴

我走过了青涩年华。铃声从坚硬的金属

敲击声到悠扬的铜钟声，演变到后来智

能的电子音响，至当下各式各样的音乐

旋律，每一次更迭不仅记录着时代的发

展，也伴随了我40多年的教师生涯。那

些曾经指引师生准时上下课的声音，如

今在我心中久久回荡，化作最深刻的时

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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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蔡东洲

历史很短，一两百年放在浩瀚宇宙中也

不过沧海一粟；历史很长，填满了蔡东洲的大

半辈子。

蔡东洲今年62岁，是西华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教授，年少求学时学历史，毕业工作

后教历史，以至于他在接受采访时自嘲：“我

一辈子都在学校，大半辈子和历史打交道，人

生平淡得就像一条直线，没什么好讲的。”

然而，正是在这平淡人生中、平凡的岗位

上，他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既有料又有趣，公

选课“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课堂爆满、精品视

频公开课“中国传统文化纵论”辐射全国；教

学之外，他还在三国文化、蜀道、宋元城堡、清

朝南部县衙档案、川陕苏区等历史研究中，梳

理巴蜀大地上的文化脉络，弘扬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教贵乎敬教 学贵乎好学

“高校教学与基础教育不同，不以知

识传授为主，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能力。”蔡东洲说。

1988 年，蔡东洲从南充师范学院

（今西华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

毕业后，留校任教。教学中，他一直避免

照本宣科，想方设法让历史与现实产生

联结，用“接地气”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比如，讲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

蔡东洲就会介绍颜真卿留在南充离堆山

的书法真迹。周末就有学生前去观摩学

习。“知识会忘记，但激发了兴趣、掌握了

方法，学生就会自主地去探索。”他说。

除了用“接地气”的内容激发学生兴

趣，蔡东洲安排课堂互动和问题讨论时，

也总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设计。讲解明

末清初农民起义后，他给学生们留下了

作业题目——“如果我是李自成”。一周

后，学生们准备充分，侃侃而谈，从时局

分析、历史教训到战略部署，每个学生都

有自己精彩的见解。“虽然历史不能假

设，但学生们有了代入感，学习的积极性

就不一样了，会花心思做得更好。发言也

更踊跃，不害怕出错。”说话时，蔡东洲眼

里闪着光，仿佛又置身于和学生畅谈古

今的课堂。

然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

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讲台生活平静却

清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蔡东洲的许

多同事、同学都选择下海经商，但他没有

动摇。他说：“教育是一份事业，有时就需

要刻苦的情怀。”遍读史书，他从历史上

一个个教育家的故事中归纳出“教贵乎

敬教，学贵乎好学”的教学理念，以此鞭

策自己。

36年的教育生涯中，蔡东洲也实实

在在地用行动践行着“敬教”“好学”的座

右铭。从青年教师成长为学院负责人，再

到如今退出管理岗位，他一直坚守在教

学和科研一线。为了持续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他不仅赋予传统历史文化课堂

科学性与趣味性，还在作业设计、社会实

践、论文选题等方面下功夫。指导本科生

写毕业论文时，他往往要求学生研究自

己家乡的历史文化，这样既能避免抄

袭， 又能激发学生兴趣。学生们在对

家乡文管所、史志办、历史遗迹的走访调

查中，收集到的资料远超毕业论文所需，

有学生甚至在硕士、博士阶段持续研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202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元市考察翠云廊古蜀

道时，蔡东洲承担解说工作。他为总书记

深入地讲解了蜀道“北四南三”的格局，

对于一名历史教学和科研人员而言，这

是莫大的肯定。而这份肯定的背后，是蔡

东洲近40年的蜀道调查研究。

蔡东洲的蜀道研究开始于学生时代。

虽然他学的是中国古代史，但学在南充、教

在南充，对蜀道的研究有着天然的兴趣和

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学生时期的初探，到任

教后组织团队立项深入研究，他的足迹遍

布蜀道沿线。2017年至2018年，是蔡东洲

团队蜀道调查研究最深入的时期，日常有

教学和行政管理任务，他只能用周末和寒

暑假时间开展研究工作。酷暑难耐或寒冬

腊月期间，他却常常处在深山老林中。有时

候为了前往某处遗迹，团队还需要自备柴

刀开路。

“辛苦当然辛苦，但亲眼见证到那些

古建筑、古关隘、古碑刻、古柏树，所有的

疲惫都一扫而空了，我立马就来了精神

投入下一步的研究中。”蔡东洲说。

回顾自己近40年的历史文化研究，

蔡东洲认为，立足现实、扎根当地是做历

史研究能深入、可持续并走向专精尖的

重要因素。

上世纪90年代，因《三国志》作者陈

寿是南充人，当地史学界盛行三国文化

研究，初出茅庐的蔡东洲将宋史与三国

文化结合，研究“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

改修《三国志》之风”，得到了同行和专家

的认可；20世纪初，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公

开，得益于他带领学生研究家乡，自己也

广泛涉猎县（区）历史的经验，他主导和

参与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著作

10 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入选 2011 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得

四川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后来，他开展的宋元时期巴蜀古城堡

研究、川陕苏区研究等也在四川省人民

政府社会科学成果奖评选中多次获奖。

立足现实 扎根大地

发挥专业优势 弘文传道

铃声里
的教育记忆

■ 梅春

1 9 85 - 2024

年年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人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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