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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理想(序一)

薛吉强

成江从江苏挂职学习归来，带给我两份礼物，一份是一幅山水画，使我眼

前一亮，在这寒冬的北国山城仿佛看到了江南的水色锦绣；一份是一本书稿

《走南说北话教育》，使我心头一热，在这短短的六十天里，竟然能写出一本

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我惊叹。翻看书稿，仿佛进入苏州园林，他把在江

苏三十七校“走南”所见所闻、所学所思都尽情地表达汇集在字里行间，有见

解、有深度、有感悟，“一校一景”“一校一品”像一个个别致的景观。

田家炳高级中学的“心本”教育，王荣伟校长对教育深厚的解读，校长的

情怀令人敬佩感叹……

苏州十中的“诗性教育”渗透着唯美的人文气息……

苏州六中的艺术教育，春暖花开……

平江中学“四段一案一回头”，体现出平铺务实的风格……

吴文君大师的心理讲座———没有打不开的心结……

宜兴外国语学校姚建光校长的“参与式教学”值得借鉴探索……

“说北”是对比的感慨，是理性的思索。

宁夏的教育，我没有资格评说，但感觉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内涵缺乏教

育的本真……

固原一中 120年的风雨历程、苦难辉煌，谁都可以评说，但他的见解令我

感触颇多。我当校长近十年，做了不少，但没有他写得那么好，对比江苏的教

育，苏州的校长，深感差距不小……

我和成江交往多年，深感他是一个有个性、有想法、有闯劲、有追求的人。

他对学习有股钻劲，专业的书本、苦涩的古文、当代的名著、前沿的理论，

作者系宁夏固原第一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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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涉猎并研读，而且勤于反思，修正自己。在“固原一中百年史系列丛书”

十卷本的编写中，他担任主要编写任务，在短短三年中，我见证了他的执着

钻研和高效运作。在 2013届高三尖子生工作室最繁忙的日子里，他还挤时

间，编写出了宁夏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宁夏中小学红色党史故事》一书

的十个篇目。

他对工作有股闯劲，在固原一中他先后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年级主任、

督查室主任、副校长等职务，尽管工作方法有待改进，但工作中他从不打折

扣，敢闯敢干、敢较真。他担任特长部主任，和何文峥一道勤奋认真工作，使

特长部快速提升；他担任 13级高一年级主任，创办的年级文化和学生自主

管理模式很有特色。特别是他兼任 2013届高三文科尖子生工作室主任，和

韩映顺副校长、王育宏主任全力拼搏，带领尖子生工作室团队，创下了固原

一中建校以来最好的高考成绩。

今年 5月，组织上提拔他担任学校副校长，就是对他工作能力和成绩的

肯定、公认。

人生是一条小溪小河，她有源头，也有尽头。途中坎坷不平，能在生命的

长河中奔流不息，汇入大河、长江、海洋，就要不断地汲取水分、养分补充自

己，也要懂得取舍、济困别人，滋润大地，小河才能成江。

祝成江同志经史子集勤读，生命之树常青！

写于 2013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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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教育 我们一起执着(序二)

王荣伟

苏州这几天下雨了。入冬以后第一场雨。雨不算大，但很透，有点寒意。坐

在办公室能听到淅沥的雨声，让人有所依恋。其实，在校园里，几乎看不到冬天的

模样，除了一棵百年银杏，尽情褪去了所有由绿泛黄的叶子外，满园依然蓊郁葱

茏：两排香樟依然那样青翠坚挺，数棵桂花树依然那样油绿风情，多处篁竹依然

那样萋萋摇曳……

今天午后，来我校挂职已两个月的何成江校长，推开我办公室的门，递给

我一本厚厚的他在苏期间完成的编著样本。我惊叹不已。他期待我为此作个

序，我有所忐忑。

自我 1999年起担任一把手———校长，已接待过多位挂职校长，短则半个

月，长则一个学期。他们分别来自西藏、新疆、广东、北京、宁夏等省市区，也有

来自英国的。与挂职校长在一起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有一种跨度特别大的开

合，思想在活跃中被生成，被拓展。本质上，是磨炼了自己，成长了自己，也强

大了自己。最终留下的还有一份纯真醇厚的情谊，在回忆中咀嚼，犹如赏春

花，品秋果。但是，像何成江校长那样胸有立意、笔端生花而留下著作的，仅此

一人！我能不敬佩？

其实，我的教育背景、教育经历和教育业绩，是无法与何成江校长相比拟

的。事实上，他的教学追求、他的管理经验、他的理念，远远高于我，这从他的作

者简介中可以得到印证。单从个性色彩来说，他的沉着、他的勤奋、他的细致、

他的敏锐、他的坚守，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一向以为我的内心强大，可以征服

有志于教育的“性情中人”，然而面对他，我必须谦卑，在相互交流中自我鞭策。

关于教育的话题，我们的肺腑是充分敞开的，凝眉相视时，幸福并痛苦

作者系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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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面对教育，我们共同有着诸多的挑战和困惑。地域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

同，办学条件的不同，教育的挑战和困惑也有所不同。在苏州这文化之地，在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这办学之园，我倡导推行“心本教育”，自我定位做

一个“文化校长”，自有它的土壤和氛围。而当我们彻悟教育的本质，回归教育

的本位，共鸣之音，就如海涛。宁夏固原一中办学的挺拔，管理的周全，对于我

来说，完全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整整一个下午，我翻阅了何校长的这本编著，他的真诚，他的用心，他的

思考，全凝结和流露在字里行间。为了教育，他行踪匆匆，足迹深深。为了教育，

他思索不已，笔耕不止。他的编著的封底上的题记：“我们以校长的行政职务身

份而来，能不能带着教育者的信仰回去；以学习者的情怀而来，能不能带着传

播者的智慧回去……”让我掩卷长思。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何校长随感之丰，笔记之实，收集之广，捕捉之敏，

实属不易，内含教育壮士之义。当然，由于时间仓促，编著有待日后进一步修

葺和润饰。这当又是一件再回味的美事，幸福感与成就感会由此更稠。

何校长在苏挂职期间，我对他的生活，几乎没有照顾，真是心存愧歉！然

而，他是那样有情分，我受寒咳嗽时，他给我备了枇杷花和冰糖，嘱咐我煮着

喝汤。

这几天，苏州下雨了。何校长对这雨，一定会有独特而深刻的感触。还有，

12月上旬苏州的雾霾天气，一定也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再过几天，何校长将结束这一次挂职经历。我在祈愿，他离开苏州时，一定

阳光灿烂。当然，下着雨也无妨！阳光与下雨，都是一份眷念的心情！

以上一并为序，以志我们两个人的情缘和教育情怀，并致互勉：为了教

育，我们一起执着。

2013年 12月 17日于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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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魅力(序三)

吴文君

初识何校长，是在那个晚秋的午后。他走进办公室，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

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段很深入的交谈。送走他，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不一般的校

长，他来苏州刚刚几天，已经熟悉了苏州的好多地方，看了好多资料，有了很多思

考———这是一位勤快的、善于钻研和学习的校长，也是一位极有思想内涵的校

长，同时还是一位开放和主动交流的校长，交谈中我会忘记他的身份，就像遇到

了一位早就相识的老朋友。相谈中触及到他带着浓重历史情怀的教育思考，是不

可多得的教育人的反思与人性思考，我感受到的，是充满理想与感性成分的教育

者的深厚的爱，他让我肃然起敬！

是的，在校园里，做教育越久，越会有很多无奈。所以常听各类教育人士嬉笑

怒骂、怨天尤人，或者是长久的麻木不仁之后的司空见惯、无动于衷，可是在何校

长的言谈之中，我听懂了他的思考，他在寻找“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担

起教育者的责任？怎样去陪伴学生们成长，对得起这些鲜活的生命？”他说他是带

着一大堆问号来到苏州的，他说他要做的是吸收这个两千多年古城的所有文化和

知识营养，让自己内化之后带回宁夏，带回他热爱和骄傲的学校，去分享给老师

和学生们。

我感动于何校长的学习精神，恰巧这一两个月里我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在黄

埭中学为高一学生开课，为老师们做《有效沟通》的讲座，《快乐亲子导师班》二阶

段的课程、家庭系统排列工作坊、学校高二高三家长心理课堂的讲座，苏州市教

育局的《心理骨干教师亲子工作坊培训》《心理上岗教师培训》，学校里的高二高

三班主任专题讲座《有效陪伴学生应考》……让我感动的是，每一次课程中，都见

作者系中国著名心理学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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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何校长早早坐在台下，他听着、记着、思考着，全情地投入所有的活动和体验，

积极地分享自己的所得所感，就是那么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储藏着，消化着。每一

次课程之后的一两天，他总会拿给我课后随笔，或者把他连夜整理好的录音文字

稿发给我，我一次次地被他感动，一次次感受到他的真诚与力量，这是让我感动

的教育工作者行走着、思考着、改变着的力量！

我内心里常常好奇，作为一个 6000名学生的偌大学校的副校长，他是如

何让自己如此安静地坐得下来听一节又一节课，放弃的是旅游或呼朋引伴的

应酬？他是如何让自己淹没在学员中，放下校长的架子与傲慢，把“成长”———

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学生和孩子专利的名词，变成自己的追求状态？他是如何

让自己放下逻辑和理性的规条，冒着风险在人群中分享内在的感受，体验很多

人害怕触及的感觉和情绪？他是如何让自己孜孜以求地奔波在苏州大市各个

中小学里，不放过任何一个听课研讨的机会？是什么让他有如此大的动力，一

篇篇随笔记述他在苏州所学所感的点点滴滴，短短两个月就写下了十几万字？

是什么让一位武术和篮球高手成为历史老师？是什么让一位好老师有胆量向

校长请命，创下学校里高考的好成绩？

越熟悉何校长，我听到的故事越多，也就越明白：他就是一个如此矛盾而

又平衡的教育人———平衡了文理科学习、平衡了感性与理性、平衡了热爱与责

任、平衡了付出与给予、平衡了梦想与现实……而种种平衡的背后，是他做教

育的大爱与使命，是他爱学生的悲心与智慧，是他为深爱的学校贡献一切的深

层动力！

当我找到答案时，我在内心里，向何校长深深地敬礼！

2013年 12月 15日于苏州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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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因有了思想而变得生动，因产生了信仰，我们一生都愿倾其所有，

敬畏地思考着我们要去的方向!

去苏州的时候，薛吉强校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去苏州‘留学’我私

人请你吃个饭算作践行。江苏的教育很发达，去了要多看、多听、多记、多琢

磨。但回来有个任务，就是把学来的经验在全校搞个专题讲座。”到了苏州，

他隔段时间就会通过短信和电话问我生活有没有困难，还有啥需要，不要惦

记家里和学校，安心学习。作为长者，他让我体会到了温暖，作为一个受人尊

敬的专家型教育家，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期望。我追随他的办学思想成长了

十年，收获良多，感触很深。

这次到苏州，我习惯于走路吃饭的时候，随时带一支笔一张纸想起什么

记什么，我生怕那些从大脑偶尔掠过的闪光瞬间被遗忘。苏州挂职的两个多

月，我有了足够完整的时间静下心来去走动、去学习、去观察、去思考、去梳

理。这几年读的书少了，知识能量的不足让我内心彷徨，感觉自己如此浅陋，

如此渺小。在苏州努力写点有关教育方面的记录、觉察和体会，以此些许安

慰我忐忑的心。

苏州挂职期间，我一直住在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中隔壁的书香门第酒店。

优雅的书香环境和舒适的人文布局每天都会激发我动笔写作的冲动。

苏州秀美的景致、深厚的人文底蕴、灵动的教育给了我诸多启迪和感

悟。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中的王荣伟校长毫无保留地和我畅谈教育的本真、

教育的理念、教育的理想，作为苏州有影响力的教育专家，他敏锐的智慧和

见解让我心中无比敞亮。

机缘让我和全国十大心理学名师吴文君成了挚友，我庆幸自己在苏州

前 言

·1·



遇见了她，我在短短的两个月，聆听了她各类讲座中最精彩的部分。她的宽

容与善良粉碎了我的狭隘与偏执，她的谦和与低调融化了我的清高与自

私，她的渊博与深刻丰富了我的浅陋与单调，我从她的课堂里出来，我知道了

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怀揣感恩，我的内心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

从苏州老城区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再到工业园区，我跑遍了几乎所有苏州

具有特色的学校，那些扑面而来的书香文化和“一校一品”的鲜明特色和办学

品质，尽管在短期内我无法内化，但毕竟耳濡目染了不少有启发的实实在在

的东西。我在这个室雅墨香的地方安静地读书，忙碌地汲取，不停地思考，尽

力地总结……两个月的行程忙碌而美妙。因此，当这本书的初稿完成后，我感

觉给它起名《走南说北话教育》再合适不过。我能与我的同事还有那些为宁夏

教育梦想而呕心沥血的耕耘者一起分享的东西仅此而已。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中的王荣伟校长曾说，作为一个教育者你所能做到

的终极就是“你能留下的和你所改变的”。回想这句话的瞬间，王荣伟、柳袁

照、吴文君、顾苏云、姚建光、邓大一、徐磊等等这些苏州教育园地里对我产生

影响的面孔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实中他们谦卑地与你交往，思想上他们

却像一座高山矗立在你面前。他们留给你的让你感怀颇深，他们影响你的让

你终生难忘。让这些跃然纸上，永远留存！我深情地呼唤自己对教育、对写作

抑制不住的情绪。不管它是深是浅，不论它是美是丑，不期待赞许，也不惧怕

贬斥。我的随笔我做主，我只是撒播一种心情，期望当下在苏州面朝大海，明

天在固原春暖花开。

写于 201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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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与苏州教育

相对苏州而言，宁夏的文化积淀更像大漠中的绿洲，谈不上

山清水秀，宁夏的教育更像登门求教的跋涉者，在路上、在故事

里、在不甘落后的情节中。经济对教育的支撑不言而喻，我们更像

一群饥饿的勇士奋勇杀敌，但能量不足、体力不支。如果说纠结是

一种弥漫的情绪，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我们被课改思潮猛烈地冲

击着，另一方面我们却更愿意守成观望。我们的教育缺少大师级

的人物谋局布篇，更缺少诸多精英团队高屋建瓴的智力支撑。我

们不奢求模仿了什么，我们更乐于受到的启发和感悟是否能变成

我们践行教育梦想的一种动力。看看苏州和苏州的教育，有些东

西不去比、没法比，但有些东西必须想、应该想，坚持走到下一个

拐点，说不定眼前就会豁然开朗。

苏州概况：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东临上海、南接浙江、西

抱太湖、北依长江，拥有 140千米长江岸线。自公元前 514年吴王

阖闾建城至今，已有 2500多年历史。至今仍保留有大批名胜古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目仅次于北京和西安。

苏州共有 200多个水乡古镇，其中 直、同里、周庄、木渎等 7

个古镇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目前苏州保留有 60余个古典园

林。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 9个园林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昆曲于 2001年 5月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宣布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弹和苏剧于 2006

第一篇 苏州行记

00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