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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办学理念识别系统表达体系

（征求意见稿）

一、校训、校风、学校传统（本条不讨论）

1.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2.校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

3.学校传统：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胸怀天

下、敢为人先的革命传统，实事求是、立德树人的教育传统

二、办学定位

1.发展目标定位：特色鲜明的师范大学

2.类型定位：应用型大学（学院）

3.办学层次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

4.学科专业发展定位

详细版：传承百年师范传统，对接国家新兴产业，以教

师教育类和电子信息类学科专业为品牌，多学科交叉融合，

做强教师教育类，做大电子信息类，做实文理基础类，做精

艺术创意类，做新经济管理类，形成教、文、理、工、经、

管、法、艺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简洁版：传承百年师范传统，对接国家新兴产业，以教

师教育类和电子信息类学科专业为品牌，多学科交叉融合，

形成教、文、理、工、经、管、法、艺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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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才培养定位

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基

础教育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五育并举，

培养“实基础、重应用、强能力、高素质”的具有社会责任

感和较强创新创业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三、办学特色三个方面

1.红色文化积淀深厚。......

2.教师教育特色鲜明。......

3.区域服务优势突出。......

四、教风、学风、作风

1.教风

方案一：传道树人 丽泽风长

释义：

传道树人：“传道”，取自城南书院创始人张栻的教育

主张——“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传斯道”，即传承道统，

担当起文化继承和弘扬的责任。“济斯民”，即经世致用、

匡济天下，强调学生应具有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树人”，

源自《管子·权修》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明道知责”是前提，“修身立德”是关键，“传道树人”

是根本。

丽泽风长：“丽泽”，取自《周易》——“丽泽，兑。

君子以朋友讲习。”意为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犹如君子朋友

通过讲会而交流知识、学说。今意为互动、探究。清代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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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曾为城南书院题匾“丽泽风长”，以嘉其办学业绩。丽泽

风长，意为君子朋友通过讲会而交流知识和学说的风尚，在

我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方案二：致知穷理 丽泽风长

致知穷理：取自张栻的理学思想“致知力行”“居敬穷

理”。“致知”，即获得知识。张栻认为，“考圣人之教人，

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

知也。”“穷理”，即穷究存在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

则与规律。张栻认为，“盖居敬有力，则所穷者益精；穷理

寖明，则所居者益有地。二者盖互相发也。为人之要，孰尚

于此。”“致知穷理”，意为通过穷究事物之理，获取知识，

完善认知。张栻的书院教育倡导并践行致知穷理的为学工

夫。乾道三年，张栻和朱熹的理学之辩即为致知穷理的经典

论辩，促进了理学体系的思辨化和精密化。

2.学风

方案一：学思并进 知行互发

释义：

学思并进：取自张栻的教育思想。在学与思的关系方面，

他主张“学思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指出：“学

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

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任何

学习，本身都是思考后所得的结果；任何思考，本身即是学

得知识的深化。学与思不能分开，只有在学的基础上才会得

益，而且思也是为了学；学只有在思的条件下才会有益，学

离不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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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互发：取自张栻的教育思想。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

他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

法，主张“知行互发”。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

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

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也使用了典故“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知、

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知可促进行，行亦

可促进知。“知”是为获得指导“行”而必需的知识；“行”

是能够更深入理解其所学到的“知”。知和行是一个不断促

进、不断深入的过程。

方案二：学思并进 知行合一

释义：

知行合一：取自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知行合一，即内在

的知识和行动的统一。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的真切笃实就是行，行的明察精觉

就是知。

3.作风

方案一：唯实唯新 善作善成

释义：

唯实唯新：“唯实”，源自校训“实事求是，不自以为

是”，指务实、踏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唯新”，源自学

校革命传统中的“敢为人先”，指追求创新，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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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作善成：取自于《史记·乐毅列传》“善始者不必善

终，善作者不必善成”。后逐渐引申为“善作善成”，指既

要善于干事情，更要善于把事情办好。“善作”，就是搞明

白做什么事，做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做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

事。“善成”就是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善作善成”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方法原则。

“唯实唯新，善作善成”，是对《机关作风建设六条要

求》（湘一师党字〔2021〕76 号）的精要概括，体现了新时

代一师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不懈

追求。

方案二：见处高 践履实

释义：

取自黄宗羲对张栻的评价，“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

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

（《宋元学案》卷 50《南轩学案》）“见处高，践履实”，

引申为机关干部“见处”和站位要高，视野要宽，全局观念

要强，而落地履职又要实，干实事，见实效，敢担当，要真

践实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