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美】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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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汉族，河北省栾城县人。中共党员，河北师

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河北省特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

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中

学创新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国家督学。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自1987年8月以

来，历任石家庄市二中教师、教务处副主任、教务处主任、教学副

校长等职务，1997年4月任石家庄二中校长兼党委副书记至今。先后

被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河北省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第二届河北省“十大女杰”，获得河北省改革

开放二十年百名优秀大学毕业生“贡献奖”，是省管专家、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省政府授予二等功。

邵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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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报道：河北石家庄二中因学校改建而另辟西门，门外四五

米的地方长着一棵粗大的法国梧桐。树挡在门口，不便通行。学校行政部门建议把树

砍倒或移栽别处，却被校长全部否定了。校长的理由是：砍倒，不光法规不允许，更

主要的是，树也有生命，是生命就该被呵护而不是被加害；移栽，似乎两全其美，园

林局的阻力也不会太大，可是，人挪活，树挪死，而且这本来就是人家树的地方。

因为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树最终留了下来。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不已，不仅因为这

是树的幸运，更因为有这样一位心中有爱的校长。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项奉献给生命

的善举。校长对一棵树尚且如此，她对于学生、对于教育的情怀，自然可想而知。

这位校长，就是河北石家庄二中的邵喜珍，国家督学，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石家庄桥西区是我们新教育的实验区，我多次去桥西区进行新教育实践活

动，却一直没有机会去二中看望邵喜珍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全国人大的会议

上。后来虽又有很多机会见面，但一直没有与她深谈过。不久前，她完成了著作——

《学生好　一切都好——我和我的学校》，希望我给写个序言。书稿我读了又读，一

次又一次被感动着——的确，这是一本能够触动心灵的书。

学科奥赛是石家庄二中的特色，近几年所获得的国际金牌有七块之多。但邵校长

对此却一带而过，似乎羞于陈述和张扬。邵校长这样说:“我们搞学科奥赛是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为了获得国际金牌，更不是为了保送学生进

大学。从本质上讲，学科奥赛培育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一种标新

立异的创新精神。我们的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伟大复兴，就需要这样的

精神。”她曾多次告诫参加学科奥赛的学生，如果你是为了保送或获得奖牌就不要参

加奥赛培训。如此说来，她在书中对于奥赛成绩蜻蜓点水式的处理就不难理解了——

一切为了满足生命发展的需要，一切重在培植生命和精神。

我 在 乎 你

序

和国旗班的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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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二中是全国名校，教育教学质量有口皆碑，高考升学方面也是成绩斐然。

但是，与学科奥赛一样，邵校长在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没有些许的提及。骄人的高

考成绩也是教育成绩的一部分，突出和彰显无可非议，但她对此却有点儿“讳莫如

深”。这应该也是邵校长有意为之。邵校长说，教育的核心是尊重个性，培养精神，

发展生命，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奠基，她更关注人文教育的春风化雨，更关注学生人文

情怀的发展与完善，更关注教育自身而不是教育以外的东西。细细品味，书中处处可

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石家庄二中不仅有学科奥赛、高考佳绩，更有丰富的社团活动，还有“金世纪讲

堂”、科技创新等主题活动，不胜枚举。邵校长说，做人成功，一切都能成功。在她

看来，“教育的职责就是引领学生在体验中养成良好的德行素养”。为此，她格外重

视学生的集体活动，格外重视开掘集体活动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升旗仪式上的爱国

主义教育，宿舍里的珍贵友情，志愿服务中的帮助弱势、奉献爱心，成人仪式上的感

恩父母……“品德之于生命，一如甘霖之于禾苗。”邵校长如是说，她也如是做。她

用丰富的教育教学活动，让品德的滋养直抵学生的心灵。这些自成体系的教育活动无

不散发着尊重生命天性、助力个性发展的光辉。

还有，在中学里办“大学节”，这种活动不仅新鲜好玩，更意义深远。这种活

动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们有可能因此而更好地规划人生，有可能因此不再

“被”上大学。这对于教育事业特别是高考改革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大

学节”这种活动设计本身就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令人感喟与敬佩。

在这样一个“目中无人”“见分而不见人”的当口，在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今

天，邵校长这样坚守和坚持，需要充满浪漫气息的教育理想的支撑，也需要在担当历

史责任的同时承受世俗功利的不解甚至责问。

本书的第一篇纪实文章《尊重源于心灵的热爱》写的是邵校长与一名违纪学生交

流的故事。校长喜欢跟学生交流，在当下已经少见了，而且邵校长还从学生的错误行

为里发现并引导了隐藏着的善，不光事情得到圆满解决，违纪的学生也因此经受了爱

的洗礼，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这是一件看似平常却不大容易做到的事。我们习惯了

序

�00�年春天，参加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后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和老师们在一起进行研讨。 和学生一起放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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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纪学生运用批评的“武器”，而不大喜欢倾听他们的心声，更缺乏应有的爱心与等待。

这个故事的温馨结局固然体现了教育的目的，但过程中所隐含的尊重、关爱以及善于把握时

机的教育艺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品味，因为这是教育家必须具备的情怀。

我的台湾朋友吴建国曾经为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出过一个校训——我在乎你。我很

喜欢这个校训。把学生的成长、学生的终身发展看得比奥数、比高考更加重要的校长，一定

是一位优秀的校长。一个真正在乎每一个生命、懂得“学生好，一切都好”的校长，一定是

学生喜欢的珍宝。

祝福邵喜珍校长。是为序。

                                                                         

　　                                                           

                                                                                               

　　　　　　　　　　　　　　　　　　　　　　　　　　　　　　2013年7月24日

                                                                                             　　　写于北京京西宾馆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序

为运动员鼓掌加油。

讲座后为学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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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怎样做？在三十四年的中学教育生涯中，我时时

会这样自问。回首自己的教育历程，蓦然发现我竟有那么多机会，使我可以从不同的

视角思索教育、感悟教育，对理想教育的认识也逐渐明晰。

我的教育生涯是从1976年1月做民办教师开始的。作为一个刚刚走出中学校门、不

满十八岁的老师来说，难免有误人子弟之嫌，但正是从那时起，我发现了自己终身热

爱的事业就是教育。1978年高考，我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师范大学。之后的三十四年

从教之路，十七年校长历程，我一直坚守在教育这片热土上，从最初的人民公社中学

民办老师、公办教师、班主任，到中层干部、副校长、校长，再到全国人大代表、国

家督学……我有机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体验教育、审视教育、思索教育、感悟教

育，事业的发展和艰难的探索给予我足够的沉淀，让我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诠释我的教

育理想，但我却还是对一种最朴素的表达情有独钟，那就是“学生好，一切都好”。

“学生好，一切都好”，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但是它的内涵却是无限丰富

的。“学生好”，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是

实现家庭好、学校好、国家好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提出这个理念十多年来，我有过

“蜡炬成灰”“春蚕丝尽”的耕耘与求索，遇到过无数的艰难险阻、坎坷泥泞。可

是，一想到我所做的这一切能换来“学生好”，我便有了破除万难、奉献到底的勇气

与动力，便有了用生命和热血来书写教育篇章的豪情与壮志。

我的教育理念

前言

在操场上与学生快乐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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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我到云南昆明参加全国重点中学实验中学联合体年会。会议期间大

家进行着热烈的思想交流与融汇，我内心也一次次地激荡起浪花。教育领域中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教育理念，我却始终在冷静地思考着、探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经过长

时间的冥思苦想和不懈的探寻，我对教育的理解渐渐明朗，属于我的那个理想的教育

理念似乎已经成形，呼之欲出了。

有一天在参观昆明市容时，公交车上的一条广告语映入了我的眼帘——“孩子

好，一切都好”。看到它，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商家真是把话说到父母的心坎儿里

了。哪个父母不是把孩子的“好”看成自己和家庭的一切呢？哪个父母不是把自己和

家庭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呢？这条广告语一下子说出了我多年来欲言而未语的心

声，这种神奇的契合更加坚定了我对教育苦苦探索与追寻的信心。“学生好”，不仅

关系到家庭的希望与幸福，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未来。“学生好，一切

都好”这简练、朴实而又深刻的七个字应该就是我上下求索三十多年的答案。“学生

好，一切都好”看起来脱胎于“孩子好，一切都好”，但绝不是刻意的抄袭和模仿，

而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默契与超越。

这个理念能否作为学校的办学方针，当时我还不是很自信，担心这样朴素的说

法不能被教育界人士和广大师生及家长认可和接受。但我对于这种教育理念的实践却

一直没有停下来。我边实践边思考，不断积累、锤炼，不断深化对“学生好”中的

“好”的理解。这七个字慢慢成为我衡量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尺。我们石家庄二中

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围绕着“学生好”这一核心来展开：从责任教育、礼仪教育、感恩

教育、尊重教育、赏识教育到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的多层次探索、全方位育人模式的

建立，从开放办学、修学旅行到率先组织学生开展社会综合实践课程，从师资队伍建

设、校舍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扩建到新校区的投建和使用等。我们二中进入了建校以来

最好最快的良性发展阶段。

2007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将“学生好，一切都好”的办学理念大胆地提了

出来。同年12月，《河北日报》以《学生好，一切都好》为题对我校作了大幅报道。

这篇报道促使我进一步厘清“学生好，一切都好”这个办学理念的具体内容。我认为

“学生好”的核心应该是学生的身体好、思想品德好、学业成绩好、人际关系好、家

庭环境好，只有实现了学生的这些“好”，才能最终达成学生的今天好、明天好、一

切都好。“学生好，一切都好”这一办学理念在石家庄二中得到了完善和成熟。在二

中，有利于“学生好”的就坚决执行；反之，则坚决不做。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破解了

困扰二中发展的种种难题，成为我们迎难而上、引领潮头的不竭动力。

和老师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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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高低需要通过学生的“好”来衡量，需要通过追求学

生的“好”来引领。所以“学生好”所关注的应该是学生的全部，学校在“学生好”

的指导下，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辉煌的高考成绩，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奥赛国际金牌，

不满足于全国一流的硬件设施，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和宽广

的胸襟，培育学生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勇于探索、接受挑战的精神。

我的办学理念不断得到领导及国内外同行专家的认可和好评。2008年12月，乌克

兰基辅大学附属中学（人文中学）葛琳娜校长带领学生来我校进行修学访问。葛琳娜

校长从教四十多年，还是乌克兰的议员，在我向他们介绍学校“学生好，一切都好”

的办学理念时，她极感兴趣并赞不绝口。2009年11月，国务委员刘延东、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文化部部长蔡武等领导到我校南校区视察。刘延东委员在对我校教师讲话时

说：“你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很好啊，‘学生好，一切都好’。”刘延东委员在充分肯

定了我校七字办学理念的同时，又为我校今后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更高的希望和要求。

2011年5月，由国家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组织的第41期全国高中校长研修班的

四十三名校长到我校访问时，我介绍了学校在“学生好，一切都好”办学理念指导下

的教育教学工作。与会的校长们对“学生好，一切都好”的办学理念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并称我校是一所神奇的学校。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刘莉莉主任也给予充分的

肯定，她说“‘学生好，一切都好’简洁、质朴、内涵深”，并对“好”字作了更深

层次的剖析。

所有的认可和激励都成为激发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永远追求“学生

好”的信念。目前，二中正着力深化“学生好，一切都好”办学理念的内涵，对“学

生好”的各项指标进行细化和量化；同时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下足功夫，为把“学生

好”落实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校成为教师发展的舞台、学生成长的乐园。

从1976年初涉教坛到现在2013年豪情依然，在三十四年的中学教育生涯中，艰辛

伴随着喜悦沉淀在我的心头。蓦然回首，我发现曾经的一系列叩问都有了答案，那就

是——学生好，一切都好！

�00�年11月，国务委员刘延东（从我往右数第一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从我往左数第一

位）、文化部部长蔡武（从我往右数第三位）等领导视察我校时与师生在一起。

前言

�00�年奥运火炬传递到石家庄，和我校党委书记赵洪（第二排左六）、副校长贺君巧（第二

排左一）与师生一起走上街头迎接奥运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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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且行且思 001�

尊重源于心灵的热爱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跟学生在一起，真的很幸福

孩子，你的未来，我的梦

培养体魄强健、心态阳光、乐于协作的好学生

01 军训生活 ——身体的锤炼，意志的磨砺

02 竞技运动会——运动的魅力，勇力的较量

03 趣味运动会——团队的智慧，集体的拼搏

04“风华杯”体育联赛——挥青春汗水，看魅力风华

培养品格高尚、热爱祖国、关爱他人的好学生

01 周一升旗仪式——爱国情怀的濡染

02 艺术节——革命精神的洗礼

03 宿舍文化节——书香寝室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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