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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应对教师难，54年决定建师院。

白手起家万事艰，吴晗市长总领衔。

情同志坚齐办校，组建专科教学班。

中学名师班底厚，大学教师骨干坚。

当年速招专修班，生源京冀晋豫川。

借址白家庄中学，师生同吃大锅饭。

首任书记兼院长，凌莎女士帅身先。

55年迁至花园村，文史数物四系建。

文史数理化生地，仍招专科不间断。

四栋四层教学楼，一座食堂共进餐。

没有围墙菜地环，农舍犬吠破晓天。

良师益友生活艰，以校为家创业难。

呕心沥血师表严，传业解惑连轴转。

废寝忘食学子坚，顶星夜半读诗篇。

夜晚教室通铺眠，德智体美全面展。

57年建系生化地，本科七系建制全。

当年招生五百员，在校学子刚过千。

有幸考上北师院，毕业从教三十年。

园丁精神代代传，首都师大春满园。

现设院系三十余，五十九个专业含。

一级学科二十六，二级已有一四二。

已达一百博士点，十五博士后站点。

在校学生近三万，院士博导三百余。

留学生已超两千，国际交流日频繁。

孔子学院走天涯，校际协议纷纷签。

省部实验室十三，实验中心高精尖。

数学学科入一流，“双一流”中勇登攀。

人才摇篮绩不凡，培育贤才二十万。

喜看桃李遍天下，荟萃京城中教坛。

回眸六十五周年，牢记校训心田丹。

“为学为师”学师范，“求实求新”学风严。

继承传统谱新篇，教坛花开首师艳。

不忘初心日日勤，牢记使命勇向前。

师生共筑教育梦，教坛之上绩不凡。

祝福母校前程远，日新月异星光灿。

回眸首师大
机关退休教职工 尹光

“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

你，我的朋友？星光奉献给长夜，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

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这是一首耳熟

能详的歌曲，歌名叫“奉献”。在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六十五周

年到来之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母校？

光阴荏苒四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大雪覆

盖，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刚满二十岁的我，风华正茂、意

气风发，走进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也就是从那一

刻起，奠定了我未来的人生方向。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徒

工走来，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的蜕变。在成长的路上，有鲜花

有掌声，更有坎坷与艰辛。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收获了太多、

太多，因为是母校养育了我、教育了我。

如今我已经退休了，工作的重心早已回归到了家庭。每

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带着我的小外孙女尽情的享受着天伦之

乐。可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母校有着深深的眷恋。由于住在

学校的缘故，每天都能有幸目睹学校的变迁，大事、小情尽收

眼底。也正因为是母校给予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所

以在我的血液里，总是流淌着那份浓浓的爱。

面对着我的母校六十五岁的生日，此刻的我有些激动同

时又有些忐忑。激动的是，我的母校能有今天的辉煌，令人感

到骄傲和自豪。可忐忑的是，我该拿什么奉献给我的母校呢？

记得我刚退休时，心灵上的孤独与寂寞，总是在困扰着

我。出门时，总是刻意地去在乎别人的眼神。在与人接触时，

所看的惯和看不惯的也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段时间糟

糕的心情，就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好在时间的磨砺，让我已学

会了慢慢的去适应，从在意别人的眼光，到接受而不被负能量

所影响。

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偶尔

薄凉，但我们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因

为它让我深深地懂得，淡淡地释怀。现在的挫折与磨难，也可

以说都是时间最好的安排。现实中的困惑是不可逃避的，只

能是积极地面对，并勇敢地向前。

所有的挫折都是收获，所有的伤痛都是成长，所有的努力

只为成为最好的自己。我时刻用这句话来鞭策自己、审视自

己。放心吧，我的母校！人的成长不能简单的取决于时间，但

成熟代表着希望与未来，这也许就是我要献给母校的礼物吧。

最后，我想对我的母校说:再大的伤痛我们能忍，再大的

困难我们能扛，再难的路我们也要朝前走。因为母校，永远是

我们最最坚实、有力的臂膀。

感谢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与母校双手相牵。感谢

您在过往的岁月里，时时刻刻呵护着我们，并见证着我们的成

长。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愿我们的母校枝繁叶茂、桃李满天。

衷心地祝福我的母校，节日快乐！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体研部退休教职工 牛小红

如是·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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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学院校门

首都师范大学是北京市属重点大学，教育部和北京市“省部共建大学”，

是涵盖文、理、工、管、法、教育、外语、艺术等专业的综合性师范大学，是为国

家和北京市基础教育输送合格师资和培养其他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重要

基地。其前身是创建于 1954 年的北京师范学院，是建国初期北京市建立的

第一所高等学校。1960 年后，当时的华北人民大学、工农师范学院、艺术师范

学院、北京师范专科学校等部分院系先后与北京师范学院合并。1992 年，北

京师范学院分院划入北京师范学院，学校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1993 年，北

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师范学院并入首都师范大学。1999 年，北京第三师范学

校、通州师范学校并入首都师范大学。2011 年，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并入首都

师范大学。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学校已成为一所具有“学前－小学－中学”一

体化教师教育体系的办学层级齐全、特色鲜明、有影响力的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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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暨 92

级开学典礼

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1964 ▶▶▶▶▶▶▶▶▶▶▶▶▶▶▶▶▶▶▶▶▶▶▶▶▶▶▶▶▶▶▶▶▶▶▶▶▶▶▶▶▶▶▶▶▶▶▶▶▶▶▶▶▶▶▶▶▶▶▶▶▶▶▶

掀开“伟大的变革”这一历史画卷，建校65周年来，时过境迁，不

变的是脚下踏实的这风清气正的成长沃土，是回荡在耳畔的乌鸫清

丽之音，是贪念于踏实肯干的学术风派，是勤修于自身功底的如兰贤

师。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到来，回望师大经历过

的光辉岁月，在我这位地理人的眼里，岁月仿佛也贪了杯，白驹过隙

中的师大却愈发的香远益清，盛开如诗。

师是师大的魂儿，闲是师大的趣儿。到今年，师大已经六十五岁

了，新时代的来临，是谁扣响了师大人的心房，又是谁坚守着锤炼作

风的风采？六十五年来，我们不断铭记着师范院校的使命担当。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不同历史时

期，时代也会赋予了师范二字不同的主题担当。

为学为师，求实求新是她矢志不渝的志。作为全国重点的师范

院校之一，我们积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特色下的教学观，紧

跟时代的脚步，从政治办学到思想作风，再由师德风范到学生风采；

上到师大的党委教师工作部编印的《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专

题》，组织全校教师积极开展理论学习，明确树立师德培育导向，过渡

到在我校重头开展的现象式教学的锤炼作风的坚守，下到师大的中

青年教师的学科带头示范引路，锐意进取，在科研创新领域上先后创

造佳绩的表现，从党-师-生的全线出发迎接新时代挑战，为师大的

继续建设提供了确切的时代方向。

香远益清，盛开如诗，亦是我眼中学校的办学特色，“闲趣”是它

让人解不完的谜，恰如东门的那一颗与光影相依的泰山石，“气定神

闲”则是它的传世秘籍。云回万壑，松海连气。苍松岁柏，青春依旧。

有这样一位骨干教师，虽然已过半数人生岁月，作为资源环境与旅游

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接触这位老师以来，他为我们班讲授

气象学与气候学以及物候学的内容。他，心系校园的一草一木。从

莺歌燕语到绿肥红瘦，老师带着我们贴合自然，牵手时光，记录下各

种植物物候期的成长。他曾对我们说过一句：“坚持观察一种植物半

年，让它变成生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又能

获得自己的教学资料，气定神闲的他，也着眼于我们未来的发展。犹

记得学校主楼前的横幅：弘扬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教学方法的

传授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过程，老师为我们推荐了相关校本课程的

开展，给我们提供了气象台站的资料获取来源，推荐了如《中国季节

变化》《北京地区的物候日历及其应用》等书目，让我们能够站在长远

的时间尺度上发掘地理变迁。“……地北天南，首师无悔心间。”正如

我们院歌唱的这样，在首都师范大学第60周年校庆的时候，张老师还

参与整理并修正首都师范大学的植物物候记录日历，这是一份属于

首都师范大学的记忆，字里行间传递着他对于脚下这片土地浓浓的

首师情。

香远益清，盛开如诗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赵思晴

丁亥年仲秋，始进京求学，迄今已一纪矣。本硕八载，皆于师大度过。

少年悲欢，青年情愁，蓦然回首，宛在目前。年逾三十，虽觉身处惝恍迷

途，亦未能中道而改路。本科时为比较文学学生，因慕古典文学情兼雅

怨，遂转入古代文学攻读硕士。始学魏晋名士放荡不羁，痛饮酒玉山自

倒，读《离骚》轻肆直言；又喜李义山深情缱绻，笔力如弩，常于清晨、午后

诵读于北一图书馆二层天台。

首师地处西三环北路，地狭人多，往来熙攘。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且北一区图书馆设备精良，宽敞舒适，书目繁多，取用自如。食宿之外，大

半居此。后虽至社科院读博，地广人稀，绝无嘈杂。然其图书馆阴湿矮

小，常觉霉腐，所需之书，亦难查阅。三载之中，鲜至其处。虽不乏老大惫

懒之由，而亦无脱于环境之天差地别。

读书之外，玉渊潭赏樱花，紫竹院倚幽篁，玲珑塔看月色，公主坟享美

食。唳天剧社展才情，“三人行”讲台说学问。弹丸之地犹有俊采星驰，弱

冠书生不忘宗悫长风。昔柳如是激赏辛稼轩“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应如是”，今首师学子敢竭鄙怀，惟愿母校应如是：

献岁萌春惠风畅，烟雨微茫独远望。

滔滔孟夏郁心凝，软风轻拂未思量。

天朗气清微波转，阴沉志远兀成霜。

霰雪无垠矜肃虑，溯流滥觞山水长。

在目皓洁希音声，桃李成荫钟绕梁。

为学为师皓首志，求实求新力能扛。

横行阔视取公卿，卓荦观书椽自狂。

濯足万里邈四海，振衣千仞恃高冈。

拊膺祝颂爱无疆，甲子勃发弦继响。

文学院校友 李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祖国颂 首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