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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是在“广州市优秀校长工程”第三期与韩斌校长结缘的。在广

州市教育界“黄埔三期”这个充满灵气和活力的团队里，他算一个

“问题生”：善于发现问题，喜欢思考问题，总有自己对问题的独特

见解。

在培养优秀校长的过程中，我们一起去山东、河南课改先驱学校

进行考察；一起走过了中国江苏、浙江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在美国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共同度过了深度研读世界先进基础教育的三

周……三年里，我们有了深层次的交流。

韩校长是个痴狂的学习者，每次总是夙兴夜寐，甚至通宵达旦，

从未停下记录和反思；考察学习时每天都撰写心得，动辄几千上万

言。《我在美国读高二》《走近杜郎口，走进杜郎口》《新绛现象的

研读》《一堂课的价值》等十几篇反思文章已经公开发表。

形成符合教育规律以及校长个性化的教育思想是培养优秀校长至

关重要的目标，这并非轻而易举，更非唾手可得。一个校长的教育抱

负、教育胸怀、教育情感，决定着他的教育思想的境界。在这一点

吴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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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韩校长无疑是有先天优势的：除了十几年里经历过校长、区教育

发展中心主任等角色，出生在黔北极地红色遵义的他，有一个教师世

家的基因传承。

一名校长的使命是推销愿景，传播思想，传递正能量。在韩校长

形成泥土教育主张的过程中，我和他提到了“三说论”：一是自说自

话，校长必须要有话说，整理好自己对主要教育理论和现象的观点与

看法；二是自圆其说，校长还要从主流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中找到自己

所讲的归属和出发点在哪里，形成自己逻辑严密的体系感；三是任人

传说，这时候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业已成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说

是更高的境界。依我观察，韩校长提出的“躬耕泥土教育，静待满园

芬芳”，体现了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的感悟和修行。

优秀校长的成长路径之一，便是回顾和反思自己的教育理论学习

与实践的过程；其中，不要忽略了一个个晶莹剔透却又质朴的教育故

事的价值。教育思想与教育故事是一个共同启发、促进、修正的互为

因果；有的是提纲挈领，彩线串珠，用教育思想串接起颗颗珍珠；有

的是同类并举，吹糠见米，去粗存精，形成体系化的教育思想，从而

使珍珠更好地发出耀眼光芒。

韩校长的这本书，把自己过去教育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幽微细节重

新审视，去发现其中细微的教育蕴涵，从而把作为叙事者的教师、校

长自身的思维触角引向自我教育生活的深层，使看似平淡的日常教育

生活显现其并不平凡的教育意义。全书采用了扎实而系统的教育叙事

方式写就。这一系列的教育故事，围绕教育主体提出的“泥土教育”

的主张，叙述了50个真实的教育情境，体悟“静待芬芳”的教育真

谛。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通过教育叙事展开对现象的思索，

对问题的研究，将客观的过程、真实的体验、主观的阐释有机融为一

体，成了一种教育经验的发现和揭示过程。

也许，这就是我向大家推荐韩斌校长这本书的深层意义。

韩校长是岭南教育培养起来的后起之秀，还在培训期间，已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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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常参与“国培计划”的教授工作，参与到广东省“百千万名教师”的

指导工作；甚至培训甫一结业，便受聘为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

学院客座教授。

希望在以后的岭南教育界，听到更多他与教育故事“无射应钟”

相呼应的，那一份“黄钟大吕”般的声音；这也正是我们出版“岭南

教育家系列丛书”的目的。

一如这本书的名字“静待芬芳”……让我们静待一位位岭南未来

教育家们创造的教育芬芳。

26839-序.indd   3 2016-4-8   16:18:42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清楚地记得那一天，2010年12月9日，正是我到广州市彭加木纪

念中学任职校长一周年的日子。那一天，我应邀在白云区做高考经验

介绍，因为这所常年在广州市位列百名以后的学校在2010年高考中有

了质的飞跃。可是，再怎么提高，和名校高考成绩相比起来仍是不值

一提。讲什么呢？在学校操场一圈又一圈地散步时，我陷入了沉思。

我想到了一个大命题——基础教育的使命，并隐隐约约想到了百年名

校自有其辉煌和光荣，而百名后的学校也应从教育的使命感中找准自

身的生存空间。    

回想自己在白云区从教二十年左右，既在数一数二的名校待过，

也做过全区业务管理者，还任职过彭加木纪念中学这样的薄弱学校。

教育是什么？基础教育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始终是萦绕在我的脑

海中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谜团。而解开谜团，给自己的教育生涯中的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以较为清晰的注解，成为我的梦想。     

正是这一梦想，促使我写下了这本小书，书中50个属于我自己的

教育故事，每一个都裹挟着生命的感动。    

躬耕泥土教育，

静待满园芬芳（代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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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年在彭加木纪念中学这所“百名外”学校里，我的教

育理念还只是朴素而朦胧的想法，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无论

先天丰厚抑或贫瘠，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都肩负为一方百姓提供

适合的教育的使命，那么，那一次看电影《新少林寺》，一个场景触

发了我的思考，我的教育思想得以进一步厘清。    

电影里，方丈劝大厨师出去闯闯天下，大厨师说自己除了会做饭

一无是处。方丈问道：“一颗金子和一堆烂泥，哪个更重要？”大厨

师愕然道：“我想，是金子吧。”方丈指点道：“如果，我给你一粒

种子呢？”一番话点醒了大厨师，更点悟了我：教育，岂不亦是

如此？

从此，我将自己一直追求并努力践行的教育理想，称之为泥土

教育。

一棵树苗，百年千年，可成栋梁之材；小花小草，春荣秋枯，一

把野火便毫无踪影。它们看似不同，价值有大有小，但是，在生命的

意义上完全是一样的。它们的生命价值、喜怒哀乐，都有独一无二的

意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同样，无论是参天大树还是小花小草，其生长都需要植根于泥

土。教育之于我们的孩童，就如这泥土，是营养，是孵化，是襁褓。

我们提供合适的养分，供参天大树和小花小草自主选择、自由生长：

既不强迫小花小草长成参天大树，也不强求参天大树长成小花小草。

但是，泥土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生命成长负责，让每一个学生在教育

中都能够受益，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与特殊性。它渴求回归基础教

育的本真，为学生发展的“基础”服务。    

它顺应基础教育普遍性、基础性、全面性和义务性的性质与特

点，不是统一标准的教育；它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从学生现

有的基础出发复制体验；它不排斥精英教育，却更强调因材施教。泥

土教育，其终极目的是：让学生会飞的飞，能跑的跑，善走的走；需

要搀扶的，学校、老师和同学并肩同行、携手共进；它让每一个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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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成长、乐于学习、学有所得。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将不同材质的种

子培育出各自的芬芳。

作为教育者，要敢于承认教育不是万能的，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只是其中的一个变量。我们就是要进行扎根泥土的教育，培养现代意

义上的合格公民，一群有灵性、懂感恩、会生活、愿学习的人。

泥土教育是去功利性的，不浮躁的——是为静。

每颗种子都是以其自有的速度、规律，在教育的园囿里，享用阳

光雨露，汲取泥土里的营养，慢慢地生长、成长——唯有待。

为师者，大可诗意地、以一颗等待的心，等待这些泥土中的种

子，无论是小草、小花、灌木、大树，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长成应

该有的挺拔姿态，吐纳一片片芬芳。

躬耕泥土教育，静待满园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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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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