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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 慎思 笃行 做一个知行合一的吉师人 
——在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20 年 9 月 28 日） 

校长  杨小天 

 

各位来宾，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齐聚英雄之城，隆重举行 2020级学生开学典礼，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 5954名新同学。你们的到来，给美丽吉师

增添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向你们致以

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向辛勤培育你们的家长和老师们致

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同学们，你们这届高考无

疑是特殊的、不平凡的。在这段抗击疫情的特殊日子里，你们

停课不停学，凭借扎实努力、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熬过了“加

长版”高三，拿到了吉师“入场券”，我要为你们点赞。 

我比大家早了 2个半月来到吉师。短短 75 天里，我对学校

的认识由浅入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为自己能成为吉师的

一员感到由衷骄傲和自豪。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们也会和我

一样深深地爱上这里，把这里作为追逐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

新起点！  

同学们，吉师的美誉度，足以让你令人艳羡。前身是建于

1958年的四平师范专科学校。1973年升格为四平师范学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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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教育部批准，四平师范学院更名为吉林师范大学。2004

年学校被省政府确定为吉林省重点大学。学校在 60 多年的办学

历程中，始终坚持教师教育这一特色，秉承“好学近知，力行

近仁”的校训，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始终保持着省属师范

院校领跑者的位次。今天的吉师,已经发展成为吉林省高中骨干

教师培养中心、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和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同学们，吉师的人才培养，足以让你倍受振奋。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了 16万余名朴实、踏实、务实、现实的“四

实”型人才。他们成为了国家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撑起了吉

林省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在吉师，最值得尊敬的，是一批批

专心治学、立德树人的师长们；最引以为傲的，是一届届志存

高远、勤奋好学的学子们，他们共同铸就了吉师美好的今天。 

同学们，吉师的美好愿景，足以让你为之奋斗。学校在“十

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了“推进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进程，使学校进入国内知名大学行列，优

势学科进入国内一流学科行列”的奋斗目标，“六个吉师”“六

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在眼前。在软科 2019年最好大学排名

中，吉师位列全国 234位，吉林省省属院校第 2位。 

同学们，大学生活是多彩充盈的，希望你们培养良好兴趣

爱好，尽快从假期中对吃鸡、王者荣耀的痴迷，快手、抖音的

刷不停，小红书上穿着梳妆的教程中走出来，重振旗鼓，满血

复活。新时代呼唤培养胸怀天下的读书人，我殷切地希望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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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师校园里认真做个读书人。 

第一要“博学”。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进入大学，

学习不再是“亦步亦趋”的追随，而是“师者传道、学生悟道”

的点拨。学会学习已被喻为“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个人护照”。

希望同学们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责任追求，一种不

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在学习中，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坐得住

冷板凳。保持平静的心态、练就专注的本领。从求知到生活，

从迷茫到坚定，在大学一年年一月月一日日的点滴学习中，学

会求知，学会做人。 

第二要“慎思”。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

地之厚也。大学阶段是一个人思想观念逐渐成熟定型的时期，

学会独立和理性地思考，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必修课和必须完

成的过程。大学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接受某些知识，更重要的

是敢于对已有知识提出质疑，敢于探索新知，敢于学术批判。

希望同学们保持理性，摒弃青春伴随的盲动，做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第三要“笃行”。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如果说博学是博观，慎思是约取，那么笃行就是建立在博

观约取之上的厚积薄发。在大学，感觉有复习不完的功课就对

了，说明你正在为成绩而努力；感觉有忙不完的事就对了，说

明你正在为前程而奋斗；感觉还有不如人的地方就对了，说明

你正试图赶超；感觉走的路不那么容易就对了，说明你正在走

上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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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博学、慎思、笃行是一个内在统一、相联互动的

过程，其实质是知行合一。这与我们出于《礼记〃中庸》，“好

学近知、力行近仁”的校训精神一脉相承。希望你们能够在这

一精神的感召下，接过吉师勇于挑战与超越梦想的接力棒，在

这所不靠颜值靠实力，有内涵，有底蕴，适合做学问的大学里

开启人生新征程，愿你们能在各行业打头阵，当先锋，做表率，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努力做一个知行合一的吉师人，

用奋斗去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约定，书写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最后，祝同学们，在吉师立鸿鹄志，累五车学，修磨砺身，

达至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