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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的教育实践和办学思想

宋 镜 明

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达同志
,

不仅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宣传家
,

而且也

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

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
,

担任教学和教育行政领导工作
,

长达四十

年之久
。

他勤勤恳恳
、

扎扎实实
,

全心全意为党和人 民办教育
,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

为发

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

他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办学思想
,

是我们应当学习和

继承的宝贵财富
。

创力
、

上海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
,

就把培养妇女干部
、

领导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

早在

一九二一年十月
,

身为党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和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商定
“

在上海创办一个平

民女校
,

以期养成妇运人才
,

开展妇女工作
。 ”

①

为了创办这所学校
,

李达先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和稿费
,

租赁了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

做简易校舍
,

接着添置了一批带椅凳的旧课桌
,

还买了几台织布机
。

当然还聘请了具有新思

想的知名之士作兼职教员
。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工作
,

我党领导的第一所平民女校
,

即于一

九二二年二月
,

在上海正式诞生了
。

李达亲自担任校长
,

他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

事务
。

上海平民女校自诞生之 日起
,

就具有比较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
,

它是为我党培训妇运千

部的一所新型学校
,

同一切 旧学校相比
,

它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

第一
,

学生大多来自平 民家庭
,

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
。

学校分设高级班
、

初级班
,

学生

不多
,

包括知名的王剑虹
、

王一知
、

丁玲
、

钱希均等同志在内
,

总共约三十人左右
。

初级班

一般是年长失学的女子
,

文化水平都比较低
,

她们
“

有的是挣脱顽固家庭羁衅来求学的
,

有逃

脱封建婚姻出来革命的
,

也有党员和革命者的家属
。 ”

高级班则吸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学生
,

他们
“

都是不满足在官办或私人办的贵族女校受贤良教育
、

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来的进步

青年
。

②所以
, “

平民女校虽窄狭简陋
” ,

她们
“

却毫不在乎
,

反觉得自己有如出笼的小 鸟
,

到

了自由的天地
,
可以自由飞翔了

。 ”

③学生有着为革命而学的强烈愿望
。

第二
、

教员都是具有新思想的知名之士
。

陈独秀
、

李达
、

陈望道
、

沈雁冰
、

沈泽民
、

高

语罕
、

邵力子
、

张太雷
、

刘少奇
、

挥代英
、

张秋人
、

施存统等
,

都为平 民女校讲过课或作过

演讲
。

在李达主持之下
, “

各教师所选的教本
,

都是适应新思想
、

又合于平 民的
” ,

教授法也

极好
,

教员除了按规定讲解各学科之外
, “

每周还有两小时的讲演
,

由本校教员轮流主讲
,

讲

的都是关于平民女子切身的问题
,

这一课别的学校是没有的
”

④
。

第三
、

实行勤工俭学
,

半工半读
。

学校特设一个工作部
,

内分缝纫
、

织袜
、

编织三个组
,

统由王会悟负责
。

李达非常重视工作部的工作
,

特此撰文
,

要求参加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
:

`
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

,

切不可好逸恶劳
、

徽操作
。 ” “

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
,

切不可倚赖他人



或仰助学校
。 ”

并特别声明
: “

本校工作部是为一般愿作工读书的女子而设的
,

凡入工作部的凡
都要靠自己作工维持生活

”

⑤
。

第四
、

理论联系实际
,

经常组织学生参加革命实践
。

平民女校的学生
,

在李达领导下
,

不仅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
,

而且还要做支援罢工的工作
。

他们三
、

五人一 队
,

为罢工募捐
,

在

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
。

第五
、

组织法与贵族学校完全不同
。

因为
“

这是平 民求学的地方
” , “

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

养成所
” , “

总之
,

这不是贵族小姐们进行消遣光阴的地方
。 ”

⑥因此
,

当年李达就著文高度赞

扬说
: “

平 民女校实是以前所未有的学校
” , “

的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 了
。 ”

他大声

疾呼
: “

大家不要把平民女校等闲放过了
” , “

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
⑦

以上这些是早期李达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

集中到一点
,

也就是为革命办学
,

以革命精

神办学
。

上海平民女校虽然为时只有一年
,

但它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
,

留下了光辉的一

页
。

这所革命学校的诞生
,

反映了我党对革命教育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关怀与重视
。

它的

学生在李达等同志的亲自组织
、

领导下
,

在这里初步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
,

学习了新的科

学文化知识
,

并开始走上 了革命的征途
。

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
,

培养党的干部
,

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八月
,

在长沙创

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

次年十一月
,

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校长 )
。

他与毛泽东
、

何叔衡等同志同住清水塘
,

共同担负起培养党的干部
,

研讨马列主义的光荣任

务
。

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
、

培养革命千部的新型学校
。

毛泽东同志亲任校董
、

何叔

衡
、

李维汉
、

罗学琐
、

郭亮
、

夏明翰
、

毛泽 民
、

毛泽覃
、

陈佑魁
、

陈昌
、

贺昌
、

贺尔康
、

姜

梦周
、

夏曦
、

易礼容等同志都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
。

自修大学与官式大学不 同
,

它是
“

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
,

取自动的方法
,

研

究各种学术
,

以期发明真理
,

造就人才
,

使文化普及于平民
,

学术周流于社会
。 ”
⑧它要求打

破地主资产阶级垄断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

使
“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 民主义的大学
。 ”

它强调学生要

有明确的学习 目的
,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世界观
,

因此规定
: “

学生不但修学
,
还要有向上的

思想
,

养成健全的体格
,

煎涤不 良的习惯
,

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

⑨
, “
目的在改造现社会

。 ”

L

这里孕育着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

李达在主持 自修大学的工作中是切实贯彻了这

一重要思想的
。

自修大学设有文
、

法两科
,

以研究马列主义
、

探讨中国革命间题为中心组织教学
。

学习

方法 以自由研究
、

共 同讨论为主
,

教师负责提出问题
、

订正笔记
、

修改作文等责任
。

当年
,

长沙《大公报》有篇《 省城各校现况调查记 》说
:

自修大学
“

纯重 自修
,

除外国文外
,

皆无上课时

间
,

各人自由研究或 自由讨论
” 。

学生
“

每人每日作读书录及填写作业本各一件
。

每月作文一

篇
。

皆由学长考阅
,

以定成绩之良否
。 ”

⑧

自修大学还附设有补习学校和法文专修科以及初中班
,

公开招生
,

为党培训青年干部
。

李达主持全校教学
,

负责
“

指导学友之 自修
,

考察学友之成绩
”

@
,

辅导大家学习马列主

义
。

此外
,

还给补习学校和专修科以及初中班的学生通俗讲解唯物史观
、

剩余价值理论
、

科

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基本知识
,

结合实际
,

针对学生提出的间题进行教学
。

他特别重



视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
,

亲 自给 自修大学的学友讲授《哥达纲领批判 》 ,

并把它翻译发

表在校刊上
。

他还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 ,
印发学员参考

。

一九二三年四月
,

他和毛泽东同志创办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 ,

李达任主编
。

刊物一

间世
,

就受到国人注意
,

广大青年热烈欢迎
。

自修大学是湖南革命的摇篮
。

李达作为学长和何叔衡
、

李维汉等同志一起
,

共同协助毛

泽东同志和湖南党组织
,

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
。

红 色 教 授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

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后
,

李达转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和

翻南大学法科教书
,

继续讲授唯物史观
。

他那时虽然只有三十多岁
,

但已是知名的马克思主

义学者了
。

许多进步青年慕名而来
,

认真地听讲
。

有的则是党组织专门选送去听他讲马列主

义理论
。

例如
,

当时在湖大工科学习的吕振羽
,

就是由共产党人夏明翰介绍去听课的
。

自此
,

青年时代的吕振羽和许多革命同志从李达那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

他每次讲课都密切联系革命实际
,
并事先印发精心编写的讲义

。

为 了进行合法斗争
,

瞒

过反动派的眼睛
,

他把唯物史观题为社会学
。

一次
,

法科学长李希贤问他
“

我看过你的讲义
,

这不是我们在日本学的社会学呵 I
”

他说
: “

你讲的是老社会学
,

我讲的却是新社会学
。 ”

L这部

讲义
,

他题名为《新社会学 》 ,

一九二六年六月湖南现代丛书社正式出版时
,

定名为《现代社会

学 》
。

这是李达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
,

用文言文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

专著
。

丫九二六年十月
,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
,

他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
,

来到

武汉
,

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事宜
,

代理挥代英同志任政治总教官
。

浑代英到校 后
,

他任政治教官
。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举办中央农 民运动讲习所
,

他也应邀去那里讲授社会

科学概论
。

一九二七年三月
,
党组织要他返湘

,

与谢觉哉
、

夏曦
、

郭亮等同志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

党湖南省党校
。

唐生智挂校长头衔
,

谢觉哉任秘书长
,

他任教育长
,

实际负贵党校工作
。

马 日事变后
,

他隐居零陵乡下
。

后因湖南反动当局加紧搜捕
,

一九二七年九月
,

又秘密

转至武汉
,

到李汉俊参与主持的武昌中山大学 (今武汉大学 ) 暂时栖身
。

十二月
,

又潜往上

海
。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
,

上海法政学院三次请李达任教
,

他都未去
。

但是
,

当左翼社会科学

家联盟书记
、

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通知他
“

这是党组织同意的
”

时
,

他便毫不犹豫
,

前往讲授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
。

一九三 O 年秋
,

他又应聘到暨南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
。

次年

秋
,

该校历史社会系主任许德琦解职
,

张庆孚要他接任
。

他知道这是地下党支持的
,

立即应

允
。

李达同志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

把大学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
,

勇敢地对广

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

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
。

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

热烈欢迎
,

外校外系的学生也常赶来听讲
。

当年在上海法政学院听过他的课的一位老同志至

今还记忆犹新地说
: “

李达老师来上课时
,

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

而且鸦雀无声
。 ” “

倘若有人

发出骚动之声是会立即把他撵出去的
。 ”

因为
“

有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
,

在维护着一位在

黑暗的年代里
,

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的尊严
。 ”

这位 同志满怀深情地说
: “

我是一直怀念

和感谢李达老师的
,

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
,

他在我的思想上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老师
。 ”

O

一九三二年八月
,

李达由上海转移到北平
。

在广大进步师生的一致要求下
,

从这时起至



一九三七年六月
,

他应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

同时还

在朝阳大学等校兼任教授
。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下
,

他坚持开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课程
,

讲授社会学 (即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
、

政治经济学
、

货币学
、

西洋政治思想史
、

社会进

化史
、

社会科学方法论
、

经济方法论等
,

使这些大学的文法科讲台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

传阵地
。

他的自觉行动和勇敢精神是应受到尊敬的
。

当年
,

他和黄松龄
、

吕振羽
、

齐燕铭
、

侯外庐同志被进步师生誉为
“

红色教授
” 。

许多老学者
、

老同志回忆
, “

他学识渊博
,

造诣很深
,

为人治学
,

堪称楷模
。 ”

L
“

他语言简洁
,

没有废话
。

课后复习笔记
,

恰 象 读一 篇 精彩的论

文
。 ”

L他讲课态度十分认真
,

为人正直
,

很讲原则
。

他关心政治
,

猛烈抨击蒋介石的投降卖

国政策
。

华北事变后
,

蒋介石提出了一个
“

和平不到绝望时期
,

决不放弃和平
,

牺牲不到最后

关头
,

决不轻言牺牲
”

的反动 口号
,

李达针对这个谬论
,

在课堂上公开讽刺说
: “

照这样说下

去
,

读书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读书
,

抗日不到最后关头
,

决不轻言抗日了
。 ”

@ 一针见血地

揭礴蒋介石投降主义的丑恶嘴脸
。

正因为这样
,

李达成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两校
“

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
” , “

威信很高
,

学生不听校长的
,

而听他的
。 ”

L
“

七七
”

事变后
,

李达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
,

还未到任就被解聘了
。

一九三八年二月
,

他

才再次被聘为该校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

一九三九年一月
,

李达应冯玉祥之邀到重庆为冯本

人和研究室其他人员讲授辩证逻辑
。

九月
,

他回到桂林
,

原拟回广西大学继续任教
,

因校长

白鹅飞被撤职
,

李达因而失业
。

一九四 O 年秋
,

他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
,

未满一年
,

又被国

民党教育部直接 电令解聘
,

不得不困居在家
、

足达五年之久
。

一九四七年初
,

李达经 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和友人李祖荫的介绍
,

到湖南大学任教
。

湖

大当局惧怕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
,

有意刁难
,

不准他讲授熟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
,

而指聘他

为法律系教授
,

讲授他不熟悉的法理学
。

在法理学讲授中
,

他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

法律现象
,

以巧妙的方法抨击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本质
,

用李达自己的话说
: “

要我不宣

传马克思主义
,

办不到 I
”

L 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
,

对他规定三不准
:

不准参加政治

活动
,

不准发表讲演
,

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
,

并把他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一名
,

作为随时可以

逮捕的对象
。

但李达仍然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

在进步师生中
,

他享有很高的声誉
,

大家感到
“

他是一位可以完全信赖的老师
。 ”

L

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大学的教学活动
,

是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事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下
,

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讲授
,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理论
,

对于寻找出路的青年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

勇敢地投身于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

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
。

应 当说这也是与李达

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
。

综观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二十余年的教学生涯
,

他不愧于无产阶级的
“
红色教授、 他忠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主持湖南大学校政

新中国成立后
,

李达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 日
,

中央人 民政府任

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
。

这是当时全国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
。

他肩负着党和人民政府的

重托
,

于一九五 O 年二月
,

雄心勃勃地来到了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湖南大学
,

决心
“

改造旧湖

大
,

建设人 民的新湖大
” ,

为新中国造就各种合格的建设人才
。

李达的办学思想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

一
、

要为人民办教育
, “

不能为教育而教育
” 。

他着重指出
: 一个教育工作者在阶级社会



里
,

是有两极的
,

, 个是联系反动
,

一个是联系人民
。

我们是为工农阶级服务
,

是为人民办

教育
,
决不是为教育而教育

。

二
、

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
,

即民族的
、

科学的
、

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
。

当时
,

李达以此作为办学的根本方针
。

他指出
: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

,

我们的任务是
“
提高人民文化

水平
,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

肃清封建的
、

买办的
、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

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
” ,

并
“

提倡爱祖国
、

爱人民
、

爱劳动
、

爱科学
、

爱护公共财物
”

的公德
。

因此
,

要
“

努力发

展自然科学
,

以服务于工业
、

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 , “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
,

研究和解释历

史
、

经济
、

政治
、

文化及国际事务
” , “

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
,

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
,

鼓

励人民的劳动热情
,

奖励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

@
。

他说
,

只有依据上述教学的根本方针
,

才能

使我们所造就的人才
,

适合新中国的需要
。

三
、

明确办学宗旨
。

大学
“

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
、

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
、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 ”

现在干部的任用
,

讲
“

德才资
” ,

德就是指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
才资也可 以说是指的高级建设人才

。

德才资三者缺一不可
,

但
“

德是根本
,

没有德
,

才资都没有用
,

有时还有害
。 ”

@

四
、

实行
“

进步思想
、

健全体魄
、

科学知识
”

三位一体的学习
,
使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

育
、

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紧密结合
。

诚然
,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

但
“

必须贯彻爱国主义的

精神
。 ”

他说
: “

离开 了爱国主义的精神
,

教的和学的都是空谈
,

不 切实际
,

是人民的教育所不

需要的
”
L

,

因此
, “

要把爱国主义思想贯彻到每一门课程中去
。 ”
。 不但政治课要贯彻爱国主

义思想
,

其他任何业务课都须贯彻爱国主义思想
,

所有各门学科的教学都力求与爱国主义教

育结合起来
。

为了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

还必须
“

加强政治学习
” ,

努力

学习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只有这样
,

才能把思想改造

好
,

才能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单纯的技术观点是错误的
, “

仅会技术而没有政治认识
,

便

不能发挥高度的工作热情
、

全心全意的去为人 民服务
。 ”

当然
, “

要为人民服务
,

没有本领也是

不行的
。 ”

⑧所以
,

单有政治学习或单有业务学习
,

都是搞不好的
,

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二者

不可偏废
,

都要搞好
。

五
、

明确教学 目的
,

改造教学方法
。

李达认为
,

教学首先
“

要解决的问题
,

就是为什么教 ?

为什么学?
” ,
教就是要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

、

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
,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

学也是一样 ` 这就是人民大学教育的 目的
。

明确了教育目的之外
,

还要解决
“

怎样教 ? 怎样学 ?
”
⑧过去的教学方法

,

是机械式的
,

是教条式的
,

这样的教学方法

必须加以彻底改造
。

为此
,

第一
、

要做到自学
、

集体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

并以自学为主
。

政治课和业务课都要少上课
,

多给学生自学和讨论
、

实验的时间
。

第二
、

要走群众路线
。

教

师要相信学生
,

使学生尽量发挥高度的 自觉性
、

积极性
、

创造性
。

在师生互助
、

教学相长的

原则下
,

互相布助进步
。

第三
,

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无论政治学习或业务学习
,

如果

理论不 与实际相结合
,
就会流于教条主义

。

所以
,

教师教课要从实际出发
,

先要了解社会的

需要
,

了解学生的实际要求及思想情况 , 学生学习无论自学讨论或听讲
,

不要仅仅满足于理

论的了解
,

必须随时随地同自己的思想行动和 目前的中国实况及世界情势结合起来
。

不能读

死书
,

死读书
,

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 , 应该死书活读
,

死书活用
,

精简不必要的篇幅
,

加强

理论与实际的灵活联系
,

并且加深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认识
,

把新思想新观点灌输到课程中的

每页篇幅中去
。

第四
、

要加强教师与学生及教师间的相互联系
。

要改变教学脱节
,

各自为政

的现象
。



六
、

精简课程
。

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童
,

在少而精的原则下
,

`

使教师能有更多的时

间来研究教材
,

使学生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预习和复习功课
。

所以
,

它不是单纯的减少量
,

而

是要提高质
,

归根到底
,

是为了使学生学得更好
,

教师教得更好
,

学校教育办得更好
。

因此
,

不必要的课程可以停开
,

重复的课程应该逐步集中或归并
,

有用的禽要的课目必须加进去
。

七
、

提倡学术研究
。

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
,
要注意提高学术研究空气

, “

要把提倡新学

术的风气作为校风
”

@
。

为此
,

要出版学术刊物
,

创办科学研究机构
,

尽量争取与各文化科研

机关及各工矿企业部门技术合作
,

实行专题研究
,

以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计划
,

提

高教学质量
,
提高学术水平

。

李达以上的这些办学思想
,

无疑是正确的
。

当年
,

他在湖南大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
,

进行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建设的
。

首先
,

他紧紧抓住思想改造这一中心环节
,

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

组织领

导全校人员学习社会发展史
、

历史唯物论
、

实践论
、

党史和时事政策
。

他亲自动员
,

带头讲

课
,

并主编社会发展史讲义
。

同时
,

还组织师生参加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
。

通过这

些措施
,

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大大提高
,

基本上划清了敌我界限
,

划清了工人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
,

为巩固地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
,

为完整地贯彻党的教育政策莫

定了良好的基础
。

他在狠抓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
,

还以极大的努力大抓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

学校

取消了含有毒素的课程
,

添设了政治理论课
,

成立 了教学研究部
、

院系教学委员会和各学科

教研组
,

.

使教学计划化和组织化
,

实行教员间的集体备课和师生间的共同讨论
,

开展学术研

究
,

提高教学水平
。

并且对某些课程作了必要的精简
,

使各门课程和各系的培养目标密切配

合
,
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

提高了他们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在党的领导下
,

李达带领全校师生员工
,

经过三年多的艰巨努力
,

湖南大学无论在形式

上和实质上都初步走上了轨道
,

面貌焕然一新
,

使它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型大学
,

改

变成为人民的新型大学
。

就任武汉大学校长

一九五三年二月
,

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
。

为了把武大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

他坚决依靠学校党委
,

团结全校师生员工
,

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

一
、

坚持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
, 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
。

李达认为要办好高等教育
,

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理论武装
,

是不可能的
。

只有师生员工的

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
,

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

才能把学校办好
。

因此
,

他 , 到校
,

首先

就亲自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并兼主任
,

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
。

当年暑假
,

他就率领政

治理论课教师上庐山备课
,

亲自审阅政治课教学大纲和教师洪稿
,

指导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

改革
。

他还亲临教室听课
,

帮助教师改进教学
。

随后
,

他又创办 了马列主义夜大学
,

组织教

师
、

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
。

他亲自拟订教学计划
,

选拔任课教师
,

指导备课
,

并亲自担任

哲学课的讲授
。

每次课前
,

他将写好的讲稿印发给大家
,

然后针对大家自学中提出的间题进

行解答
。 “

武大的一些老教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教的
。 ”

@ 为了培养理论人才
,

一九五六年九月
,

他又重新创办 了武大哲学系
,

亲自兼任系主任 , 亲自写讲稿
,
编教材

,

为

学生讲哲学
。

为了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
,

一九五九年二月
,

学校又
.

成立了以李达校长为首的

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
,

下设办公室和四个教研室
,

并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



兼任各教研室主任
。

二
、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

一九五五年
,

中央提出了
“

全面发展
”

的教育方针
,

他认真贯彻执行
。

他反复强调
: “

贯彻

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教师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
。 ”

L他要求教师教书教人
,

使学生

在德育
、

智育
、

体育几方面都能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
。

他以为只有这样
,

才能为国家培养和

翰送真正合乎规格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
。

一九五八年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后
,

教育事业有了新的进展 ,

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
,

主要是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
“

左
”

的错误以及社会活动过多
,

生

产劳动过多
、

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等等
。

对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和党的 教 育 方 针
,

李达同志是积极拥护并力求正确贯彻的
。

在他看来
,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要坚持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
,

又红又专
,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

脑力劳动与体力

劳动相结合
,

对于出现
“

左
”

的错误
,

他一再提出批评
,

认为
“

拨白旗
,

擂红旗
” 、

师生
“

打擂台
” ,

让学生编讲义
、 “

放卫星
”

这样的
“

革命
”

是
“

胡闹
” , 认为

“

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
” ,

要学习科

学
、

相信科学 , 认为
“

学生尽搞劳动
,

大学就不会成其为什么大学 !
”

L
。

为 了及时有效地纠正
“

教育革命
”

中的
“

左
”

的错误
,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他提出要努力改善师生关系
,

尊师爱

生 , 要认真读书
,

又红又专 , 要使教学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
;
要改善党的领导

,

党的千

部要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

一九五九年二月
,

他在首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
,

重申
“

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

号召全体人员
“

为把我校建成以教学为中心
,

教学和科学研

究
、

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基地而奋斗
。 ”

@ 五月
,

他主持召开 以讨论教学工作为中心内容的校

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

并就教学中几个原则问题
,

作了重要讲话
。

他说
,

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在教学与科研
、

生产劳动的结合中
,

教学是中心
,

应把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经常放在首位
,

一切教学活动必须按计划进行不得随意变动
,
在师生结合方面

,

教师起主导作用
,

要保证教

师有充分的读书时间
,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活动
。

他很重视学生的学习质量
,

曾多次反复强调
“

教师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
,

务使学生在校学 习期间
,

养成一丝不苟
、

严肃认真的科学态

度
。 ” “

要加强外国语文的教学
,

要注意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正确指导
。 ”

L

一九六一年
,

中央颁布了高教六十条
,

李达衷心拥护
,

坚决贯彻执行
。

他要求各系系主

任主持教学
,

总支书记不要总揽教学行政大权
, “

要恢复教学秩序
” , “

恢复各项规章制度
” ,

“

要重视基础课
,

要由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
。 ”

L

一九六二年以后
,

随着教学秩序和教学制度的恢复
,

他又提出
“
现在我们学校的主要矛

盾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
”

⑧
,

培养和提高师资是当务之急
,

是学校能否

办好的关健
。

他多次召开会议
,

研究师资间题
, “

希望各系主任找点有培养前途的教师
,

以三

至五年为期
,

十年八年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
,

把中级骨干充实起来
”

L
。

他非常 关 切

地说
: “

武汉大学在国家大学中占第几位
,
我很注重这事

,

有人说我们是第五位
。

要努力迎头

赶上
。 ”

L

三
、

坚持双百方针
,

开展科学研究
。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
,
李达从来十分重视

。

他认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
,

既是教学机

构
,

又是研究机构
。

它除了搞好教学之外
,

还必须与各种科研机构及建设部门密切配合
,

发

挥重点大学在国家科研中的重要方面军的作用
。

为 了推动全校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
,

他总是

大力宣传和切实贯彻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他还高瞻远暇地指出
: “

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
,

建设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能
” ,

号召全校教师向科学理论高峰迈进
,

并要求
“

各系主任
,

拿出六



分之四的时间带个头
,

向学术水面进军
。 ”

⑧他是学校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者
,

也是模范实践

者
。

全国解放前
,

他发表的论文
、

专著
、

译著足有几百万字
。

解放后他又撰写出版了近百万

字的论著
。

他要求带研究生
,

为培养科研人才作出榜样
。

他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

积极开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

四
、

重视人才
、

爱惜人才
。

办好学校的基础在于有没有一批能胜任教学与科研的人才
。

李达从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深

感人才的重要
。

他常说
: “

要办好学校
,

就要有几个名教授
,

办好一个系
,

就要有几个拔尖的

人
”

L
,

也就是要有学术上的带头人
。

因为
“

大学是最高学府
,

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
。 ”

O
召
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水平

,

是反映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

是
`

出成

品
’ 、 `

出人才
,

的最基本条件
” 。

因此
, “

必须把师资提高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 ,

并把它
“

列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
。 ” L为此

,

他特别注意人才的发现和培养
,

广开才路
,

到处招贤纳

士
,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

充实学校师资队伍
。

他不仅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
.

尤其薄重专家

教授
,

经常登门拜访
,

促膝谈心
,

征求办学意见
,

对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
,

工作上努力创造

条件
,

帮助配备科研助手
,

生活上多方照顾
,

充分发挥每个教授在学术上的带头作用
。

总之
,

李达同志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
、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路线
、

方针
、

政策
,

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
,

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

为把武大办成名符其实的国家重点大学
,

为发展

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
,

他以自己的心血
、

智慧和勤奋的劳动
,

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发展

教育和科学
,
是我国实现 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

,

我们要认真学 习李达同志的教育实践经

验和办学思想
,

切实把武大办好
,

努力把教育工作搞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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