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宏大气的校园、设备齐全的教室、宽
敞舒适的宿舍、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入读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后，邓火红
发现这个现代化的校园几乎满足了她对大
学生活的全部向往。

2012年，邓火红进入海南师范大学化
学与化工学院就读。那时，桂林洋校区新
建不久，各类教学用房相继完工，多个学院
的师生搬迁入住。

几顶帐篷、一摞传单、三五声吆喝……
那年9月开学，校园里很快掀起了社团纳新
的热潮。望着眼前各式各样的社团招牌、
宣传海报，邓火红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
步。还没等她研究明白，一些社团的报名
表已被拿光，“那些热门社团十分抢手”。

后来，邓火红加入了学校的爱心协会，
通过参加志愿活动，为孤寡老人、孤残和失
学儿童提供帮助。

“在服务他人的同时，社团也帮助我们
成长。”邓火红说，海师丰富的社团活动不
仅让学生们的生活精彩有趣，也让他们与
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结。

大四那年，在学校的组织下，邓火红前
往屯昌中学顶岗支教。初登讲台，她稍显
紧张，未能与学生们充分互动。后来，在老
教师的指导下，她逐步掌握了上课的技巧
和方法，教学效果越来越好。

“教学需要经验，课上得多了，接触的
学生多了，自然得心应手。同时，要注重因
材施教、有的放矢。”经过两个月的教学实
践，邓火红喜欢上了站在讲台上的感觉，下
决心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2017年，邓火红考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特岗教师队伍，成为琼中乌石学校的
一名化学兼生物老师。从教7年来，她注重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开展有趣且富有启
发性的教学实验活动，使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学知识。

出色的教学能力让邓火红收获不少荣
誉，2024 年 9月，她被评为“全国优秀教
师”。接过沉甸甸的证书，邓火红感慨地
说：“感谢母校的辛勤培育，为学子们提供
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无比珍贵的实践
机会。”

不同年代的海师学子，有着不同的海
师记忆，那是对青春的镌刻，更是一种精神
烙印。当阳光洒在大榕树的枝叶上，海师
已开启下一个发展篇章，与海师有关的故
事还在继续书写。

庆祝海南师范大学建校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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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忆海师是深情每忆海师是深情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通讯员 曾丽芹

深秋的风吹过，海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大榕树更显苍翠挺拔。寒来暑往，它们始终静静伫立，迎来又送走一批
批优秀学子。1949年，符致逵等一批琼崖有志之士，怀抱振兴海南教育之初心，在琼台书院内建起了海南第一所公
办高校。从此，海师就像一颗榕树种子在琼州大地生根发芽、芬芳远播。

2024年11月8日，海师将迎来75岁生日。这所与新中国同龄，被称作“琼岛名校，教师摇篮”的高等学府，历经
75年栉风沐雨，愈发展露出蓬勃向上的风姿。

回望历史，每一位海师人心中都有一段珍贵的海师记忆，它或波澜壮阔，或恬静美好，蕴藏着对母校的真情实
感。近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对话不同年代的海师毕业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海师情。

“全校学生齐心协力背沙、运红土，一起
修筑学校体育场”“食堂是一间大大的茅草
屋”……60多年过去了，谈到上大学的时光，

“40后”范基宁很快打开了话匣子。
1963年的夏天，一张薄薄的录取通知

书，让范基宁与海南师范专科学校（海南师
范大学前身）结缘。当时，海南归广东省管
辖，广东仅有两所师范院校：华南师范学院、
海南师范专科学校。其中，海南师范专科学
校仅设中文科、数理科2个专业，共招收150
名学生，来自海南的学生寥寥无几，竞争激
烈程度可想而知。

“那年中文科招了90人，我是班上海南
学生里唯一的女生。”范基宁回忆，当时学校
文体活动不太多，入学后不久，她就凭借在
文艺晚会中展露的朗诵才艺，成为不少同学
心目中的“偶像”。

上大学期间，范基宁经常往图书馆跑，
有时一“泡”就是一整天。她清晰地记得，那

是学校唯一的高楼，有6层高，楼顶的造型像
是一本摊开的书。在图书馆里，学子们认真
看书，求知求学的氛围很浓。

为了让学生们享受到更多优质教学资
源，海师从全国知名高校引进人才，充实师
资队伍。“当时学校还未开设英语专业，但从
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位英语老师。”范基宁说，
部分对英语感兴趣的同学“组团”跟着这位
老师学英语，师生关系很融洽。

学生们也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学
校广播站每天播报全国重要新闻资讯及英
雄模范事迹，大家通过听广播了解校园外的
世界。“早、中、晚都播出，我有幸也是广播站
的一员。”范基宁说。

在海师求学，范基宁不仅结识了多位学
术造诣深厚、品格高尚的老师，还遇到了许
多志同道合、心灵相通的朋友。如今，她时
常在校友群中与他们交流，组织大家重返母
校叙旧。

“当年学校只有一个田径运动场，跑道
还是煤渣铺的。”回忆起30多年前一次次奋
力奔跑的画面，“70后”蔡于江思绪万千。

1991年，怀揣对体育运动的热爱，蔡于
江来到海师求学，就读体育教育专业。次
年，他因成绩优异，代表海南参加第四届全
国大学生运动会。

然而，在一次赛前训练中，蔡于江不慎
受伤。这一突发状况，让他险些错过了这场
重要的运动会。受伤后，他一度陷入失落、
焦虑的情绪中。指导教练柯向渔见状，主动
担负起照料蔡于江的重任：关注伤势，为他
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每天准备营养餐，以确
保他能迅速恢复体力。

“柯教练耐心开导我，帮我重拾信心。
他的关怀与帮助，令我终生难忘。”回忆起与
柯向渔相处的点滴，蔡于江深情地说。

难忘的还有同窗情。备赛期间，蔡于江

的同学帮他搜集比赛资料，协助他进行恢复
性训练，在他因伤缺课时主动帮他补习、耐
心讲解知识点……这些温暖的小事，蔡于江
一件件记在心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蔡于江顺利参
赛，并在大运会标枪比赛中斩获第七名。“这
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体的温暖和力量。”
蔡于江感叹。

毕业后，蔡于江选择投身乡村教育事
业，成为一所职业学校的体育教师。“看到乡
村的孩子们因知识焕发光彩，那份成就感无
可替代。”他先后鼓励多名学生通过发展体
育特长，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

得益于在海师求学期间系统学习教育
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以及参加教育实习
和教学实践等，蔡于江在工作中得心应
手。“海师给我的滋养，一直在发挥作用。”
他说。

“70后”蔡于江：难忘师恩同窗情

“40后”范基宁：氛围育人细无声

“90后”邓火红：上好社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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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参加军训期
间,邓火红（右二）与同学
合影。受访者供图

范基宁（中）和校友合
影。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
由海南师范大学提供

海南师范学院时期的校门
海南师范学院时期的校门。。

爱国华侨胡文虎捐建的游泳池遗址

爱国华侨胡文虎捐建的游泳池遗址。。

蔡于江(左）参加比赛
后拍照留念。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