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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许蔚菡

12月 6日，记者从厦门大学

获悉，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

学科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

元不幸于6日上午8时50分逝世，

享年103岁。不少厦大学子深切

缅怀老教授：“师者千古”。

昨天，厦门大学发布消息，定

于2022年12月10日10时30分

送别潘懋元先生。

年届百岁时
还给全国师生上网课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先

生”一词是名誉院长潘懋元的专

有名字，虽然著作等身，声誉卓

著，但他最在意的却是自己的教

师身份。他说：“我一生最欣慰的

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

里。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

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

因此，98岁高龄时，潘先生还

每周定时定点地给自己带的20多

位博士生上课；在即将满100岁的

前一个多月，应教育部邀请，他通

过网络给全国三万多名师生上了

一堂近一个小时的课。

潘懋元被誉为“中国高教界

第一代宗师”。1957年，他在《学

术论坛》上发表了《高等专业教育

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一

文，被学界公认为是倡建高等教

育学学科的开山之作。

1978年，潘懋元发布《开展高

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开展高

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

教育学科刍议》两篇文章，振聋发

聩，引人瞩目。

20世纪80年代，厦门大学建

立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

位点；90年代初期，潘懋元促成全

国最早的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

位点。有人如此评价其对中国高

等教育的贡献：“揭开了中国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对后来以

科学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起到了启

蒙和指导作用。”

每周六晚上
举办家庭式学术沙龙

潘懋元的学术风格是在教育

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尊重实践，

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他针对研究生的特点，创建

了“学习—研究—教学实践”三位

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前两

个环节，他根据主题给学生开出

书单，学生根据主题进行学习和

研究；“教学实践”环节，大家在课

堂上讲述学习心得和体会，其他

同学当评委，评析并展开讨论。

由于成效显著，这一教学模

式被推广至校外，2001年获得国

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是迄今为

止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获得的唯一

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教学相长、和谐平等的师生

关系，是潘懋元一直提倡的。因

此，1986年，潘懋元创设了一种家

庭访谈式的周末学术沙龙。每周

六晚上，潘懋元家中胜友如云。

沙龙举办时，他总是选择坐在门

口，点燃一支烟，听学生们的讨

论。

学生是他的
精神支柱和生活源泉

潘懋元对学生言传身教，循

循指导。他说，作为一名教育理

论工作者，不能够随声附和，也

不要事事反对；要敢为天下先，

也要关注现实；学会包容，不要

刻意追求“高深”，要深入浅出，

由博返约。

潘懋元不仅在学习上指引学

生，在生活中更是爱生如子。每

年春节，他会组织学院里没有回

家过节的学生一起吃年夜饭，饭

后还会给学生包压岁钱，这让许

多学生很感动。遇到家庭困难的

学生，潘懋元总是向其伸出援助

之手，为学生交住宿费。

潘懋元多年来坚持做公益。

2000年潘懋元80寿辰时，他从个

人积蓄中拿出近20万元设立“懋

元奖”，每年在厦大校庆期间对优

秀年轻师生给予奖励。在厦大85

周年校庆时，他又捐款25万元，其

中20万元指定用于“懋元奖”，成

为在校教师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

的一笔。此外，近年来，他每年都

向厦门市教育基金会捐款，用以

资助贫困学生。

一次难忘的
采访经历

2009 年，我在当时的《厦

门商报》（《海西晨报》前身）担

任《百姓书虫》版面编辑，主持

一个栏目《名家书橱》。是年

7月，我通过奶奶联系上潘懋

元先生，请他做客《名家书

橱》，他痛快地答应了。

在一个傍晚，我打车到

潘老先生家。老先生一见面

就聊起了当年一起住在厦大

小洋楼的邻居——我爷爷，

感叹我爷爷去得早，一下子

拉进了我和他的距离。他不

忘问候我奶奶还好不好，听

说我是打车来的，说：“你应

该买个车，这样采访才方便。”

作为国内高等教育理论

的创始者，对学生，潘老要求

严格，对孩子，他却不怎么管，

不过潘家“一门四杰”还是传

为美谈。那天，他聊与自己学

生的读书故事，也聊自家四个

孩子的读书、爱书故事。

13 年过去了，当年聊的

内容早已无法一一记起。但

他斜靠在椅子上的样子，永远

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晨报记者陈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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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名师》周刊
他题写刊头
2015年9月10日，晨报《名

师》周刊创刊，邀请到潘懋元教

授题写刊头并撰写发刊词。在

这篇《大美师德 诲人不倦》中，

潘懋元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什么

样的老师算好老师的理解。

他表示，好老师除了要有专

业知识、教学能力，还要有好的

职业道德，即师德。师德就是要

诲人不倦，要热心地教育学生、

爱学生，要从学生的角度和需要

考虑问题。

同时，潘懋元也呼吁，希望

社会能形成这样的风气——家

长对教师的要求不是他们要给

学生布置多少作业、把学生的学

习抓得很紧，而是让教师能带领

小学生、中学生快乐地成长。

晨报爱心活动
他乐捐万元
今年1月4日，潘懋元教授

通过儿子与晨报记者取得联系，

表示通过《海西晨报》了解到“新

春走基层 我圆微心愿”活动，想

为困难老人圆心愿，捐赠了1万

元善款。

1月25日下午，记者还跟随

厦门市老年基金会会长李建福

一行来到潘懋元教授家中。李

建福代表市老年基金会向他授

予“助老之星”牌匾。潘懋元告

诉记者：“我与厦大有着不解之

缘，年轻时经历过很多困难，当

年也有吃不饱的时候，现在生活

好了，想做一些公益，为困难老

人尽一点余力。”

他与晨报

记者讲述

潘懋元先生从教 87

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

开创者与奠基人。他写

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

的多个“第一”：率先提出

“我们不能把大学生当作

小学生来教”，于1978年

正式提出进行高等教育

研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并成

为第一个招收高等教育

研究生的导师。

曾获国家优秀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获评“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改革开放30年中国

教育风云人物”“中国杰

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当

代教育名家”“福建省杰

出人民教师”等荣誉称

号，多次获得全国普通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被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授予“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特别贡献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