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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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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读书，博闻与广识中成长

上篇
S H A N G P I A N

我的成长故事：阅读，丰盈飞翔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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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读书，博闻与广识中成长

一、与书为伴的童年

曾经，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孩子。梦见自己翩飞如蝶，飞过田螺姑娘

的灶台，飞过小鳗鱼的大海，飞过床前明月，飞过盈盈津渡。我梦幻的

童年在宁静的湘西南小城——洪江市简陋的图书馆里编织梦想。

记忆中的图书馆
《巴黎1900》一书中说：“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生命力的，每个地

方都在努力向我们展示它那里曾经发生过的、足资炫耀的辉煌。这些东

西，一边同它的自身相互妥协，一边就构成了它的一个独特的空间。”

我的家乡湖南省洪江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位于沅、巫两水交汇处的湖南洪江山清水秀，因得天独厚的水运条

件，此地自古以来就是湘西南重要的驿站和繁华的商埠。元朝末年，洪

江已成为湘黔边境的大圩场，明清时期更是成为湘西南扼守湘、滇、

黔、桂、鄂物资集散通道的商贸重镇，被称为“五省通衢”。20世纪

二三十年代有“小南京”之称，六七十年代被称为“湘西的明珠”，轻

工业极为繁荣，尤以纺织、瓷器制造为最，市民生活富足。

我记忆中洪江最难以忘怀的当数位于市中心的图书馆。印象中，图

书馆位于市政府旁边的文化馆内，内设有儿童阅览室、成人阅览室和

藏书室。那里的儿童读物都是用木板将书钉串起来，一块木板上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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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做 主 人 生

本书，这样便可减少损坏。读物多是黑白印的连环画，虽然不如今天彩

绘本的生动形象、色彩亮丽，可在我眼里它们却是儿时最大的乐趣和盼

头。从上学开始，每一个星期天我都在那儿度过。

星期六的晚上，图书馆里还会有大人给我们讲故事，那是我的最

爱。彼时图书馆里总是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每每有故事听的日子，我

便会早早来到图书馆，占据一个靠前的位子，仿佛只有近距离才能听得

清、听得明。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是那个著名的“掏坏蛋”的故事。说的

是两个小男孩暑假无事准备去掏鸟蛋，一人在树下接应，一人上树掏鸟

蛋。树上的孩子因为站得高看得远，发现了远处地里有人搞破坏，于是

小声地对树下的同伴说：“有坏蛋。”树下的同伴认为他不懂，特意提

醒他说：“不，是好蛋……”不过最后，两个小伙伴聪明机智地粉碎了

坏蛋想搞破坏的阴谋诡计，并成功地引来大人一起制服了坏蛋。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坏蛋”也指“坏人”，也是第一次被告诫：坏

人处处有，社会主义的好少年要时刻保持这种警惕性，要敢于同坏人做

斗争。

现在想来，记忆这东西真奇妙，一个无意中听到的故事可以终身难

忘，而当年老师辛辛苦苦教给我们且要求背记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

大意和写作特点，如今却再无一点印象。这正应了爱因斯坦所说：“教

育应该是当你把学校学到的知识都忘记了以后剩下的东西。”后来的我

一直不时地提醒自己，要尽最大努力把知识像“坏蛋”的故事一样长久

地植入学生心里。

《小黑鳗游大海》的魅力
在童年的众多读物中，给我最多快乐的是连环画。

第一次看见一个同学手里拿的木板上有本五彩缤纷的书，我一下就

被深深吸引了。那花花绿绿的纸上画着鱼儿、水草、海洋，还有许多有

趣的我没有见过的事物。我也要看！我的心跳伴随这强烈的欲望而急促

地跳起来。我立刻蹭到那同学旁边，心不在焉地翻动着自己手中的书，

时不时地“盯梢”，看他是否看完了。谁知他看完后半天也不放下，手

“儿时最大的

乐趣和盼头”，

这样质朴的“读

书之乐”的启蒙

何其可贵，对人

一生的影响是何

其重要。（肖艳

君：深圳市龙岗

区 福 安 学 校 教

师，龙岗区中学

语 文 学 科 带 头

人）

童 年 时 代 的

经历对笔者的教

学 理 念 影 响 颇

深，她从儿童的

视角出发处理教

材，解读——补

充——加工——

生成，把知识像

“坏蛋”的故事

一样长久地植入

学生心里，她真

的做到了。（肖

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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