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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衔接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话题、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育问题。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和基

础教育大多“隔空喊话”，缺少交流对话；业界多有善念，而拙于实

践；会议精神多，基层应者少；近年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别进

行着热火朝天地改革，各有逻辑，各谋其成，有如铁路之双轨，并驾

齐驱但从不交叠，偶有交汇，立即分道扬镳。中学关心的是如何“拔

尖选优”，提高升学率；大学则关心如何“批量生产”，快出人才。

呜呼！“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茫然，而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漠然”的

“二元教育”局面下，教育的整体性荡然无存。

形变势迁，最近两年，深圳和宁波两地的中小学分别请我做了两

场学术沙龙，主题均为“以大观小”。他们想知道高等教育眼中的基

础教育该何去何从。但我的破题是“没大没小”，强调了教育品质与

教育层次无关，教育家以及有品质的教育行为可以出自任何类型及任

何层次的学校。

大学本不应该是高高在上（其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象牙

塔，高校师生也不应是脱离社会和基础教育的局外人。我们真该到最

基层的中小学多走走看看，更应该问道边疆教育，以绵薄之力送教到

基础教育第一线。“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我坚持认为：中国教育的脊梁、真正的教育生命在基层！就像本人

2014年元旦寄语中表述的那样：向下走、小生活、接地气、得文人，

身前身后方能轻松自然。高等教育理应与基础教育相携舞翩跹！ 

鉴于此，2014年1月，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和文山州砚山一

中、砚山民族中学、砚山幼儿园及平远二中等四所学校合作建立教育

硕士教研基地，不仅为教师提供一个教研思想分享与传播的平台，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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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山教育的发展提供帮助，更为研究生的成长增添鲜活血液，进一步

引导学生研究基础教育现实问题。高等教育“牵手”基础教育，加强

两大教育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帮扶与相互塑造。这是一件双赢而有意

义的事情。

是年教师节，基地如期迎来一次学术欢聚。我们高教院携手昆

明谊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砚山民中举办首届谊众奖教基金颁奖暨教

研交流会，并汇集成此本文集以承载活动之记忆。仅借小序之机，向

一直以来关心资助贫困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任福清董事长及其公司表

示衷心感谢！“上善若水”，教育的慈善事业是播种希望和幸福的事

业，任总的义举，体现了高尚的精神境界，既是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践

行，亦彰显出一个爱心企业家的精神品相。资助有价，真情无价，期

待有更多温暖的手，和教育携手同行！ 

本文集分为活动掠影、教坛思语、另一扇窗、感悟言集四个栏

目，汇集高校教师对基础教育的深切关怀、一线教师教学研究与感

悟、师生共同成长的精彩瞬间，议题涉及教学质量、师生关系、教育

人生、课堂教学、科研困境等多个方面。这些文稿皆为师生在纷繁忙

碌的学习、工作之余，用心灵感悟，以行动实践，将思想见诸笔端汇

集成文的结晶，字里行间真切朴实，读来情真意切，给予我们些许平

凡的感动，因而弥足珍贵。在此，感谢积极参与活动并投稿的师生和

文集编撰持续跟进的同仁们。更希望通过这本集子，向外界打开一扇

清新之门，吸引更多的仁人志士关注基础教育，问道边疆教育。

“致天下之治者任人才，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育，是一项

崇高的事业，亦是一项“希望工程”。其实其间不乏“千种风情”，

我游弋其间，问道一二。愿天下为师者，均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董云川

                                              2015年4月3日于东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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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分高兴参与今天的活动，并且希望类似的活动能够更多、更广地展开。

改革开放30年多年一晃而过，回首过去，我们业绩满满但也留下了遗憾，关于青

春的，梦想的，情感的，人生的⋯⋯看过董教授写的书后才豁然开朗，我们最

大的遗憾还是在教育方面。因为如果国家没有把握好教育这个本，就会影响其

他各个领域的发展，甚至牵连到国家的综合实力。不管我们物质、财富如何积

累，但最终创造出来的都是不稳固的、不安全的资本，根基不牢，经不起风浪

和时间的考验。显然国家已经发现了这个严峻的问题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

解决问题务必从源头入手，也就是经常提到的“以教育为本”，求发展首先要

走教育强国之路，而且要走得坚定不移而阳光灿烂。我个人一直想为教育事业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在教育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的园

丁，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栋梁之才，更希望通过奖教的方式来激励

更多的普通教师加入到优秀教师的行列中来。只有优秀的教师，才可能培养出

更多的优秀学生，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所以我在这里谢谢你们在

教育一线的付出，同时也祝福你们桃李满天下！

                                              

                                                    在谊众奖教基金颁奖活动上的讲话——任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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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院师生一行、昆明谊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赴砚山举行谊众奖教基金颁奖仪式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张琪仁

9月12日下午，首届谊众奖教基金颁奖暨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砚

山实训基地教研活动在文山州砚山县民族中学举行。昆明谊众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董事长任福清、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砚山县教育

局局长余勇、四所基地学校校长、获奖教师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云南大学

高教院一行师生，共同参加了颁奖暨教研活动。

颁奖典礼由董云川院长主持，谊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范文俊

向首届获奖教师致颁奖贺词。任福清董事长与范文俊先生向十名获奖教师

颁发了“谊众奖教基金优秀教师”荣誉证书和奖金。获奖教师张锦萍代表

所有在一线辛勤耕耘的老师们进行了细致感人的发言，基地学校校长代表

张应平对谊众汽车有限公司与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对砚山教育投入的

爱心和关心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颁奖典礼结束后，高教院师生与砚山四所基地学校的老师开展了教研

交流。教研活动分为“教师话题”“观察汇报”“成长分享”三个环节。

在“教师话题”环节，云大高教院的三名教师分别就三个不同的话题与在

场的嘉宾及同行进行了交流；在“观察汇报”环节，高教院教育管理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先期以分组形式进入基地学校开展课堂及校园观察，并在大

会现场就观察情况结合自身基础教育从教经验做了点评发言；在“成长分

享”环节，教育管理专业有多年从教经验的同学与在场的教师同行分享了

个人成长及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心得体会。

活动掠影



\ 点  \ 亮 \ 温 \ 暖 \ 心 \ 灵 \ 的 \ 灯 \

6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绿叶时
——在谊众奖教基金颁奖暨教研活动上的讲话

砚山县教育局    余  勇

尊敬的云大董云川教授，谊众汽车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各位领导、各

位来宾、各位老师：

下午好！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绿叶时”，在这秋意浓浓的收获季节

里，我们聚集在砚山县民族中学隆重举行“第一届谊众奖教基金颁奖典

礼”。我很高兴代表县教育局来参加这个极有意义的盛会。首先请允许我

代表砚山县教育局向支持砚山教育事业的“云南大学”和“大众集团”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颁奖典礼的各位

领导、嘉宾致以衷心的感谢！向获得此次“谊众教育基金奖”的10位优秀

教师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谊众奖教基金”是去年九月由董云川教授热心倡议、联系并得到谊

众汽车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设立的，主要面向砚山一中、砚山县民族中

学、砚山县幼儿园、平远二中四家学校的优秀教师，以此作为对教师的精

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激励教职工们全心投入教育事业。砚山教育事业的

发展、平安繁荣，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对奖学金设立者们最好的回

报。我相信，所有被奖励的教师们从中获得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动力，

更多的是为教育事业奋斗的决心，为社会无私奉献的爱心。所以借此机

会，我希望获得本次奖教基金的老师们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用实际行

动来不断鞭笞自己、完善自己；希望各学校的广大老师们继续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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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不倦，用全新的知识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青少年，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良好的教学风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教育和影响学生，让砚山的教育水

平再上一个台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建设一支思想政治过

硬，业务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是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大计，为此，我

向砚山一中、砚山县民族中学、砚山县幼儿园、平远二中四家受资助的学

校提出几点希望和要求：

  一、要力争上游，争做一流。希望学校领导与时俱进，锐意创新，

以“构建和谐校园，奠基幸福人生”为办学宗旨，努力创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认真落实学校的各项计划。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力争上游，争做一流，努力为学校的办学品位提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奉献自己的力量。

二、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教师

应当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作为教师，必须先加强学习，充实自我，

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修养，认真学习教育科学理论，现代科学技

术，切实掌握现代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善于总结教育规律，

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

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希望我们的教师要爱岗敬业、为人师表、

关爱学生。我们不仅要注重教书，更要注重育人。不仅要注重言传，更要

注重身教。要坚持以德立身，自觉加强师德修养。不断提高师德水准。要

自尊自律，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品德高尚的合格教师，成为受

全社会尊敬的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学发

展，教育先行”。捐资助学、支持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谊

众奖教基金会为学校和教师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成为我们的另一个新起

点。相信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支持帮助下砚山县的教育

事业一定会实现更好更快的主动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谢谢大家！

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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