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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岭南教育家丛书》第一辑即将付梓，顿时心生感慨，对于这

套承载了诸多使命感和关注度的丛书，我不免要坦陈一些肺腑之言。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书籍出版更多集中在教材和教辅

类图书领域，这种情况一方面应归因于以应试和升学为主导的教育机

制，它造成了以教材辅导和习题汇编为主要特征的出版现状，另一方

面也肇端于人们对“出书”观念的传统认识而引发的畏难情绪。在教

育领域，人们习惯于把“出书”跟“学术”和“研究”联系在一起，

甚至直接画等号，而“学术”和“研究”又很自然地被贴上了繁赜艰

涩的标签，极易被人们想象成一种非悬梁刺股、掘地三尺而不可达的

高深行为，往往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写书、出书与高等教育的学术

研究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而与基础教育的相关性除了教材辅导和习

题汇编外，形同微末。

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领域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上述偏颇的认识

和不合理的现状正日渐改观。基础教育方面的名师名家纷纷出版个人

著作，分享各自的教改成果、探索实践和心路历程，书籍出版蔚然成

风，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势头。即便如此，仍然不可否认的是，基础教

育领域的非教辅类专著出版依然是零星分散、不够系统的，即使已经

出现了一些成套或成系列的丛书，但其数量与我国基础教育的整体发

展规模相比，无异于九牛一毛。事实上，奋战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一线

教育工作者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成果，很

《岭南教育家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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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成功案例由于书籍出版方面的迟滞和短板而寂寂

无闻。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萌生了出版一套聚焦基础教育领域优秀

人物和成果的丛书的想法，这一方面是想把那些已有可观优秀成果却

苦于没有出版机会的名师的成果和著作推向社会，为基础教育的创新

探索提供案例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也是想为改变目前不尽如人意的

基础教育出版现状尽一点绵薄之力。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

究院成立已有五年时间，作为一个专注于基础教育领域职后培训的专

业机构，我们在开展各级各类培训项目的过程中，始终在认真考虑和

积极寻求对培训成果的提炼和转化。因而，出版一套基础教育领域的

优秀教育专著，也正契合了这一发展趋势和要求。

我们的这套丛书命名为《岭南教育家丛书》。“家”这一称谓，

通常被赋予了某些神秘甚至神圣的色彩。其实，“家”既可以指经营

某种行业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如渔家、行家），也可以指掌握某种

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如画家、科学家），还可以指某

种学术流派（如儒家、法家）。史学大家司马迁将其著作《史记》的

目的阐述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

能“成一家之言”亦是成为“家”的因素之一。综观上述含义，那些

能够展现“自成一家”特点、具备独特教育思想和主张、具有鲜明

教育风格和特色的教师、校长等教育工作者，皆可以称之为“教育

家”。另外，“教育家”不仅包括已经功成名就、在行业内具有较大

影响的历史上和当代的教育名家，还应该包括那些已经崭露头角、正

在成长中的好校长好教师。丛书借名“岭南”，是因为岭南文化是具

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流派，在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岭南教育

也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在岭南教育发

展史上，也曾涌现出张九龄、朱九江、陈献章、康有为、梁启超等教

育大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中国经济与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排头

兵，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勤劳务实和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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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精神的广东人在许多方面却依旧秉持着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的

品行和风格，这也造成了广东基础教育不善包装、在宣传和形象上居

于人后、在全国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力略显薄弱的被动局面，这显然与

广东基础教育的发展现状并不符，也与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所处

的地位不符。《岭南教育家丛书》意在以广东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岭南

地域和文化为依归，立足于本地，梳理和提炼广东先进教育人物的教

育思想，集中展现广东基础教育领域的先进典型和优秀成果，并提炼

汇聚具有岭南特色的教育思想流派，在全省全国形成广东基础教育的

思想影响力。《岭南教育家丛书》作为展现广东基础教育名师名家优

秀成果的一套丛书，既是对广东基础教育领域先进典型和良好精神风

貌的展示，也将为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学习借

鉴的标杆和榜样。

依照我们的设想和计划，《岭南教育家丛书》主要由三部分构

成，即“历史上的岭南教育家”“当代岭南教育名家”和“成长中的

岭南教育家”。“历史上的岭南教育家”集中于从古代到20世纪50年

代左右对岭南教育做出过巨大贡献、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家；“当

代岭南教育名家”主要关注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岭南教育做出突出贡

献、社会影响较大、得到社会公认的教育名家；“成长中的岭南教育

家”则聚焦于21世纪以来在岭南教育界做出优异成绩、在行业内崭露

头角、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名校长、名教师。从整体上来看，丛书的

编写和出版将会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靠一册册的

点滴积累才能达至目标，但我们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循序渐进

开展工作，这个目标的实现就不会太遥远。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已经日益表现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

综合国力的较量，为了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我们国家正努力

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教育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突

出。伟大的民族复兴，需要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需要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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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校长和教师；高水平的校长和教师的成长，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

教育实践，而且需要理性的思考和思想的凝练；理性的思考和思想的

凝练，需要教育领域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成果来体

现。因此，鼓励并促进基础教育领域的校长和教师整理出版相关的优

秀案例和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教育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而且也是校长和教师从教书匠成长为教育家的必由之路。

本套丛书从启动到出版经历了诸多波折，其间一度停滞甚至差点

“夭折”，可谓命运多舛。但是，因为有我们学院的鼎力支持，有我

们参训学员的热切期望，有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有负责此项

目的同事们的勤勉工作，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最终坚持了下来。另

外，第一辑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广东省合生珠江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供

的资金支持。在此，我向所有为本丛书出版工作做出贡献的人员和机

构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基础教育领域的成果集结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市场，需要更多热心

机构与力量的支持和奉献。“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本丛书第一辑的出版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很乐意为基础

教育出版领域走向繁荣的汪洋大海贡献涓涓细流，继续为基础教育领

域的教师专业发展和培训成果转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诚邀并期

盼有更多学校、校长、教师参与到这个出版计划中来，让更多的教育

好思想、好观念、好经验、好成果能够和广大读者分享，也希望这项

活动能催生更多的好学校、好校长、好教师。“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我们诚愿以本丛书的出版为契机，使广东的基础教育出版工作

获得更快发展和更大进步，使岭南教育步入全面改革创新的新常态，

谱写岭南教育的新篇章。

（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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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手上的这本书，是一部教师生活叙事，是教育教学经验的忠实

记录与深刻反思，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抗争。它不是以群体为基

础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个体为对象的“私人叙事”，是一部富有

浓郁个性色彩的“野史”，更需您的认真阅读、留意倾听、用心感

悟。

您手上的这本书，是被逼出来的，是一篇“命题作文”。当获悉

《岭南教育丛书》的出版计划后，我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拿出了

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参与“竞标”，尔后九易其稿，最终如愿以偿，得

以付梓。

虽然拙著荣幸地列入《岭南教育丛书》出版，但作为岭南教育战

线的一名微不足道的教育人，要撰写一部教育自传，我除了惶恐，还

是惶恐。

当下，要出版自传并不难，似乎只要愿意花钱。然而，作为一名

“穷教书匠”，我既无物质基础，也不敢狂妄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我

撰写此书的唯一心愿就是力求使您了解一个农民之子的茁壮成长，知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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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一位教育人的执着情怀，为当代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而鼓与呼！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而且是为许多人并不看好的思想政

治课教师，既无教育理论的重大建树，又无教育实践的突出成就，有

的只是在路上行走。我的教师梦，就是做一名“学者型教师、实践型

专家”。

在传统教育模式里，中小学教师是“春蚕”“红烛”等成就他

人、牺牲自己的悲剧形象。我认为，现代教师应当成为一名学者型教

师、实践型专家。

什么是学者型教师？所谓学者，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学

者型教师不是固守书斋的教书匠，不是专事考证、阐释经典的学问

家，而是以自己的学科为基础，拥有高尚品德、渊博学识、深邃思

想、充盈智慧、精湛技艺、独特风格的教师。

什么是实践型专家？所谓专家，是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

究或特长的人。教师成为专家，无非是要像医生、律师一样，拥有为

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师专业化

发展。中小学教师是践行者，是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的转化者，是先

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转化者，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生力军。中小学

教师最大的优势是实践性。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小瞧自己，因为

再新潮的关于基础教育的理念，都需要中小学教师付诸实践，都需要

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检验与发展。

学者型教师、实践型专家——应是现代中小学教师最切合实际的

定位，也是每一位中小学教师应执着追求的教师梦！

1997年1月，《中学政治教学参考》曾在封面刊发本人照片，并

配发了一篇题为《学者型教师、实践型专家——记华中师范大学胡兴

松副教授》的通讯报道。该文开篇即指出：“他，犹如蜡烛，照亮了

莘莘学子前进的道路；他，胜过蜡烛，不是燃尽而是充实了自己的人

生。他——华中师范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胡兴松副教授，以学者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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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实践型专家的形象为广大同仁所赞誉。”在拙著《思想政治课教

学艺术论》出版时，国家教育部小学思想品德和中学思想政治教材编

写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铎先生在《序言》中说：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通讯员文章曾作过十分贴切的概括，称胡兴

松是‘学者型教师、实践型专家’。……这一概括对于他来说是当之

无愧的。称兴松是‘学者型教师’，是指他将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使两者相得益彰，获得了教学与科研的双丰收。一般认为，重点高等

学校才能达到教学与科研双丰收的水平。兴松敢于向这个结论挑战，

以其成功的事实说明一个中学教师也能以教学与科研双丰收来要求自

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称兴松是‘实践型专家’，是指他的研究

以实践为基础，研究成果又用以指导实践。教学实践是研究工作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许多人却处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况。兴松以自己不懈的努力、艰辛的研究，说明

‘深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和‘深识’，不过

一字之差，而这一字却代表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与“学者型教师、实践型专家”的标准相距

甚远。我只是一名“孩子王”，是一名“苦行僧”，是一名终身以教

师为职业的“舞者”。我以《杏坛舞者胡兴松》为书名，旨在彰显我

的所行、所思、所获、所悟，期望能对同仁和心系教育的人士有所启

迪。若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青睐，则是我莫大的欣慰。

杏坛，是传说中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是孔子教育光辉的象征，

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而今成为了教育圣地的代名词。《庄子·渔

父篇》载：“孔子游手缁帷（即黑惟，假托为地名）之林，休坐乎杏

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你看，杏坛上的孔子是多么悠

闲自在啊！弟子读书，而孔子“弦歌鼓琴”，就差载歌载舞、手舞足

蹈了。我从小就对孔子心怀敬意，即便在“批林批孔”的时代，孔子

“至圣先师”的地位在我心中也没有动摇过。因此，我以有幸成为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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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舞者为荣，也会终身以杏坛舞者为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而美丽的人生轨迹。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拥有农民的吃苦精神和善良品质；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拥有教师的

敏锐思维和教育情怀。我先后执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对中学教育

则是情有独钟。从教以来，我聚焦课程改革、教学艺术创造、教学方

法探索、教学手段更新、学生思维激活、教学风格形成以及教育梦想

追逐，呕心沥血，上下求索，且行且舞，有所思，也有所获。我撰写

本书的心愿是：以我坎坷的人生故事鞭策后来人，以我平凡的教育故

事启迪后继者。

当我实现职业生涯的“三级跳”（即先后被评为特级、省名师和

中学正高级教师）后，有人说我已登上中学教师职业生涯的巅峰。其

实，巅峰只是起点。特级、省名师、中学正高级教师都是虚名，生活

才是最实在的。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云：“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

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是啊，“一山放

过一山拦”。人生也好，事业也罢，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在前进的道

路上，你虽然征服了一座大山，但随时可能会被另一座大山拦住。人

生没有休止符，事业从来无尽头。人生的成长，事业的发展，只能靠

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我会沿着自己所选择的路不断跋涉。教师

永远都是哥伦布。让我们携手共进，开拓创新，托起共和国明天的太

阳！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我贴在地面上步行，不在云端跳

舞！”这是一种对生命姿态的抉择。哲学家喜欢踏实，喜欢求实，故

选择步行。这给我的启示是：作为“杏坛舞者”，应仰望星空、放飞

梦想，更应脚踏实地、贴在地面上行走。我坚信：有务实的行动，一

定就会有成效！有艰辛的付出，一定就会有收获！

每一位教师都是一部活的教育学。如果您有兴趣认识正在行走

中的我，请登录“胡兴松  教育博客”（http：//blog.s 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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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hu6691），我最新的“行思录”尽在其中，等待您的欣赏与点评。

南山红荔共树生，前海潮水连海平。身处南山脚下、前海之滨，

仰山慕海，辑录我行走的生活琐事，传播我思考的快乐，只是为了谱

写更加绚丽的人生，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如书中有不妥之处，您只

要想到这全是“胡说”，一切皆会心平气和，或许还会心花怒放。

我曾写有一首小诗，愿献于此，与大家共勉互励。

舞 者 之 歌

　

课堂上

我是执着的舞者

因激情迸发而美丽

因智慧绽放而精彩

心似梦蝶

生命始终律动飞扬

校园里

我是幸福的舞者

因个性张扬而欣喜

因思想升华而快乐

志如磐石

灵魂永远自由翱翔

胡兴松

2011.6.18初稿于南山脚下

2014.5.1定稿于前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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