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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
名言。这句话，陶行知先生终生践行。
陶行知强大人格力量的集中体现就是
爱，他以“爱满天下”的胸怀爱国家、爱
人民、爱学生。

1924年 1月 5日，陶行知在《预备
钢头碰铁钉——致吴立邦小朋友的
信》中写道：“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
每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
站在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
国衣服的，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当爱
中国。”

1930年 3月 15日，陶行知在《晓庄
三岁敬告同志书》中写道：“晓庄是从
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
庄……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
晓庄可毁、爱不可灭。”

1944年 9月 25日，陶行知在《武训
先生画赞》诗中写道：“朝朝暮暮，快快
乐乐。一生一世，到处奔波。为了苦
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
一些贡献来。”这是他少年时期立下的

爱国志向。“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
了不得。”这是他对祖国寄予的希望和
坚定信念。陶行知一直希望以教育改
变中国“贫弱愚私”的状况，为此他放弃
了大学教授、教育厅长、大学校长等职
位，始终奋战在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
难教育的第一线。抗战全面爆发前，他
甚至自费前往欧美诸国，宣传中国人民
的抗日精神，援助中国抗日。

陶行知立志要用教育来救国救
民，因此他热爱教育，决心一辈子献身
教育。他反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
反对帝国主义的洋化教育和奴化教
育，决心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
教育之路来。为了这一目标，陶行知
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他愿为苦难
的农民“烧心香”，大力倡导乡村教育；
他赞美工人，倡导“科学下嫁”，创办各
种工学团，开展工农教育；他爱天下一
切劳苦大众，愿意终生为劳苦大众服
务，办人民需要的教育。1921年 3月，
陶行知在南京玄武湖开办了我国第一
个推行平民教育的试验基地——昆明
学校。

陶行知爱他的学生，他对学生的
关爱可谓无微不至。当王琳生活困难
之时，陶行知翻译撰稿以稿费帮助王
琳度日；他在晓庄支持学生爱国行
为，保护共产党。当刘季平被国民政
府通缉之时，陶行知不顾个人安危，
筹措 500大洋助其脱困；当程本海在
抗战中颠沛流离之时，千里之外的陶
行知为其写推荐信介绍工作。他为学
生办学校：1929年，陶行知在淮安创办
了新安小学，办学的对象是“农人和儿
童”。1933年，新安小学有 7个小学生
组成了“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1935
年 10月 10日，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新
安旅行团共 14人，汪达之担任随团顾
问，开始全国旅行，这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少年儿童文艺团体，行程 5
万里，17年间在全国各地宣传党的思
想与主张。

陶行知以“爱满天下”的精神，爱平
民、爱农民、爱工人、爱劳苦大众。“他爱
人类，所以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
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他愿
意花费大量的时间教车夫、儿童、老妈

子写信、识字、交流，在《行知书信集》
中，有大量他与普通老百姓探讨学习读
书的往来信函。燕子矶，位于晓庄学校
附近，风景秀丽，在当时却常有跳崖的
悲剧发生。陶行知知道后非常痛心，遂
在崖顶处立了一个木碑，亲笔题写“想
一想，死不得”，碑后面还写着两行春风
化雨般的劝诫语。此碑让不少失意之
人幡然醒悟，挽救了不少生命，被百姓
称为“救命碑”。今天的燕子矶公园依
然保留着这个“救命碑”。

从爱国、爱民、爱教育出发，陶行知
“无保留地追随党”，全身心地投入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把自己
的一切投入革命的洪流。

1946年 12月 1日，全国 53个人民团
体，在南京公葬陶行知先生。墓地牌坊
正中的横联，正是陶行知先生的手书遗
墨：爱满天下。

今天，这幅横联依旧镌刻在行知先
生墓园牌坊的正中。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
院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
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

不妨听听“老人言”
■成云雷

记得小时候，祖父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讲了许多生活中的俗语，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我不懂礼貌时，他们告诉我：“舌头打个
滚，喊人不折本”“端板凳给别人坐，就是端
给自己坐”；当我受委屈时，他们安慰我：“只
有仁义过天，没有英雄盖世”……这些“老人
言”时刻提醒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谦虚、
有责任感的人。

其实这些“老人言”就是生活俗语，即民
间非正式、较口语化的语句，是一代代人在
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通俗易懂、具有地方
色彩和烟火气息的语句。它们通常包含夸
张的成分，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使得交流
更加生动自如。听者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
了教育。

如今我做了教师，这些“老人言”时常在
脑海里浮现，我在教育学生时也会脱口而
出。比起一本正经的训诫，这些“老人言”更
加有趣生动，也更受学生的喜爱。形象的表
达让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做人的准则也暗含
其中，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和
熏陶。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提出要培育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德”是放在第一位
的，德育是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既包括个
人品德，也包括社会公德以及热爱祖国和人
民的大德。我发现生活俗语的恰当运用，可
以成为学校德育课程的适当补充。

在培育学生节俭的美德时，我们可以讲
“一顿省一口，一年买头牛”。在食堂用餐
时，学生们节约意识不强，遇到爱吃的饭菜，
吃得干干净净，遇到不爱吃饭菜，扒几口就
整盆倒掉，老师们看到了非常心疼。此时，
老师可以告诉他们“一顿省一口，一年买头
牛”，别小看每顿浪费的一点点粮食，一天天
聚集起来就多了。以此让学生们明白节约
的重要性，培育学生节俭的好习惯。

在培育学生的文明礼仪时，我们可以讲
“进门轻轻敲，三下刚刚好”。 一直以来，学
生进老师办公室都是喊“报告”，我认为这样
做不合适，在平常的生活中，学生们也用不到
这一套。而实际生活中用敲门的方式更为恰
当，于是老师们可以教学生“进门轻轻敲，三
下刚刚好”。敲一声，代表试探，代表敲门者
的到来；敲二声，代表等待对方应答，说明敲
门者与自己认识；敲三声，代表询问，意思就
是“有人吗？”进屋敲门，是尊重别人的隐私和
空间的一种表现，另外敲门的响度要适中，太
轻了别人听不见，太响了别人会反感。敲门
时不能用拳捶、不能用脚踢，不要“嘭嘭”乱敲
一气，若房间里面是老年人，会惊吓到他们。
在日常的提醒中，学生们就学会了敲门，也懂
得了基本的文明礼仪。

在培育学生宽容大度的品德时，我们可
以讲“吃亏是福”。学生在家里都是父母的
掌中宝，享受着无尽关爱，但这也意味着与
人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吃不了亏，受不了一
点点委屈。学校里同伴之间倘若发生冲
突，动不动就要捏紧拳头。这时老师要适
时地来一句“吃亏是福”，告诉学生一个吃
得了亏的人，是有福气的人，也会被大部分
人喜欢和认可。倘若一个人老爱占人家便
宜，便要小心了，因为往往容易树敌。一句
俗语能够平息怒火，一句俗语学会了宽容，
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生活俗语有很多，并不是所有的
都适合在教育中使用，这就需要教师做生活
的有心人，把有哲理的俗语甄别出来，适时
地传递给学生，这才是润物无声的德育。

看园丁 台

陶行知“爱满天下”理念的践行之道
■何文秋

语文何为？真是“大哉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难以穷尽，不同

答案也必定是见仁见智的。在我看
来，回答这问题也需要相当的资格，
若无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和持续的
语文学理探求就来面对这个问题，或
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凌宗伟老师
积数十年语文教学之功，基于专业的
阅读、深刻的经验和敏锐的反思，对
这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相信这样的答案是经得起检
验的。

作者面对“语文何为”这个宏大
命题，明确地阐述对语文学科的基本
理解，系统地表达了对语文教学的基
本主张。这本书分为三编——“我们
如何理解语文”，这是关于学科理解
的；“好的教学需要好的设计”，这是
关于教学设计的；“课堂是师生共同
生长的天地”，这是关于教学实施的。

学科理解是教学的逻辑起点，教学设
计是教学的路线图，课堂实施决定实
际的教学样貌，三个板块合起来构成
了一个体系性论述，勾勒出作者对语
文教学的整体性认识。

《语文何为》并不卷帙浩繁，只是
一本小册子；也非高头讲章，多是家
常话。故而要言不烦，易懂易会。综
观全书，用“专业的阅读”“深刻的经
验”“敏锐的反思”三组关键词来描述
本书特点，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恰
当的。

专业的阅读。本书所列参考文
献 49种，书中提及的著作则更多。研
究语文教学，当然需要读书，尤其需
要阅读跟语言与思维、学习与教学相
关的大量专业书籍。本书中的每一
篇几乎都有非常精要的引用，这些启
人心智的引文，对论述构成了有力的
支撑。利用相关理论成果来阐发对
语文教学的学理性认识，指导语文教
学的具体实践，这是本书的鲜明特
色。例如，参照《设计型思考》设计出

“计划（方案）的选择与确定”（《设计
思维下的教学设计》），根据“SOLO分
类评价理论”设计出“《三国演义》阅
读预估”如此等等。

深刻的经验。这种经验不仅表
现在书中几个具体的课例中，更表现
在作者对语文学科、教学设计和课堂
教学的认知中。语文教学是实践性
活动，没有深刻的实践经验而谈语文
教学，常常是隔靴搔痒。但凡教书十
年，没有经验不丰富的；我这里的措
辞是“深刻”而非“丰富”，因为丰富未
必深刻。本书阐发对语文学科的理
解，可谓言必有中；论述教学设计和
课堂教学，可谓科学得宜。在行文中
即可看出，这与作者教学经验的深刻

性是紧密相关的。
敏锐的反思。因文可以知人，如

苏轼所言“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
读这本《语文何为》，可以体察到作者
思考之敏锐。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如
何理解语文”，作者对语文教学乱象
的反思，立足根本，思虑深刻，行文偶
见凌厉锋芒；第二、三部分论述教学
设计和教学实施，所论大都基于对习
以为常的教学行为的反思，着眼细
节，思致细密，行文严谨周到，对教学
的环节与细节都有敏锐的观察和丰
富的学理阐说。

教学是实践性的工作。有了教
学实践，自然会获得教学经验；但只
有教学经验而没有专业阅读，经验就
难 以 拓 展 。 而 反 思 则 是 最 紧 要
的——专业阅读因反思而懂得取舍，
教学经验因反思而得以深化。在我
看来，本书之所以能提出一整套有说
服力的教学主张，就是因为全书论述
建立在这三者紧密融合的基础之上。

而这也为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
一条专业成长的道路。作为教师，并
不缺乏实践经验，缺的是经由阅读而

“致广大”，经由反思以“尽精微”。教
师只有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反思，才能
升华自己的教学经验，使其逐渐贴近
语文学科和语文教学的学理。

“语文何为”，“为”字的读音不
同，则可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

“语文为什么”，“为”字读去声，即追
问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什么；一种是

“语文做什么”，“为”字读阳平，即追
问语文教学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无
论怎么读，这本书都给出了作者的答
案。当然，不同读者也可给出各自的
答案。作为语文教师，我期待着同行
们给出更多的答案。

为以陶 诗

羚羊母子羚羊母子 何汝锋何汝锋 摄摄

——读《语文何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与语文教学》

■罗晓晖

基于阅读、经验和反思的学理探求

《语文何为：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与语文教学》

凌宗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过好书 眼

五月，我拥有了
整个星空

■马洪涛

撷诗苑 英

妈妈的小菜园位于五月的拐角处

面积不大，装着我的整个童年

在这方寸之地，我学会了辨认星空

和每一粒虫鸣

东边的马铃薯花，妈妈唤做金星

搀扶着一家人，走出缺衣少食的年代

辣椒枝杈上，缀满了牵牛星

最喜欢，和母亲一起摘掉侧芽

好像为牛郎扫清障碍，早日相会织女

一瓢夕光泼出，西红柿花探出脑袋

黄色的花瓣背后藏着天狼星

一口一口，悄悄地咀嚼着夜色

木星沿着栅栏，一步步爬进茄子花

点燃灯盏，用碎银铺一条小虫回家的路

每个夏初，我便拥有了整个星空

其中最明亮的一颗，总是在妈妈的眼中

缓缓升起

记忆中，有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小
时候我生病，母亲让我喝药，我嫌苦不肯喝。
母亲把眼一瞪：“嫌苦是吧？我让你尝尝更
苦的！”说着她把手中的白色药片碾成粉末，
逼着我喝下去。白药片碾碎了苦味翻倍，我
在母亲的“逼迫”下，龇牙咧嘴地把药喝了。
从那以后，我喝药再也不敢嫌苦了。因为这
件事，我总会觉得母爱都是苦味的。

苦味母爱，我说得不夸张。我小时候桀
骜不驯，像只皮猴。母亲总对我说：“得让你
多吃点苦，要不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她会
在炎热的夏天带我下地干活，让我体验劳动
的辛苦。她在集市上卖水果的时候，也让我
跟在旁边打下手。我们有时饿着肚子做生
意，直到集市散场才吃饭。我抱怨几句，母
亲就说：“饿一会儿没关系，吃点苦，骨头才
硬呢！”其实那时父亲和母亲做点生意，我家
的经济条件并不差，可母亲从来不肯“富养”
我。我吃的穿的一般，手头的零花钱从来没
超过五块钱。

有一年暑假，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中，有
个同学为了赚点钱补贴家用，开始走街串巷
卖雪糕。母亲鼓动我说：“你也去试试吧，赚
不赚钱不要紧，重要的是体验一下挣钱的艰
辛，这样你才会懂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不容
易。”母亲到底是读过些书的，总能把她想让
我做的事“升华”到一个高度。我想母亲说
的话也有道理，多体验一下生活没什么不
好，于是就跟同学一起卖起了雪糕。

火热的午后，很多人都在午睡，我们推
着自行车卖雪糕。汗水一个劲儿往下淌，我
想吃个雪糕解渴，可同伴一个都舍不得吃，
连一毛钱的冰袋也舍不得吃，我也只好忍
住。最惨的是有一次突遇暴雨，雪糕是卖不
出去了，我和同伴只好往回赶。大雨倾盆，
我们俩推着自行车在雨里艰难行进。我浑
身湿透，在雨里呼吸都困难，脚下的泥泞更
让人难以忍受。那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
文言文里的句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心想，母亲定
然是把这样的句子牢记在心，于是便想方设
法用各种方法教育我。这种教育方式，应该
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挫折教育”。

事实证明，我那次的经历真的够“挫折”
的。那天雪糕一根没卖出去，赔了不少，把
之前赚的那点钱也赔进去了。我尝到挫败
的滋味，决心撂挑子不干了。可母亲不同
意，她说：“你现在不干了，就彻底赔了。明
天再去，能把损失弥补回来。”我只好硬着头
皮坚持下去。那个暑假，我赚到了属于自己
的“第一桶金”。母亲让我自己支配那些钱。
因为赚得不容易，我舍不得花。此后多年，
类似的事数不胜数，贯穿我的整个成长过
程。所以很多年里，我觉得母爱不像人们说
的那样温暖慈爱，而是充满了严酷的味道，
甚至有一些苦味。

不过这样的母爱，却给了我强大的内
心。如今我的抗挫能力非常强，觉得生活中
没有什么能把我打垮。我辞职后，这些年做
生意起起落落，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能挺
过去。别人都说我“能扛事”。我知道，是严
苛的母爱让我受益终生。

不得不说，母亲是懂教育的。哥哥和我
在同一个年级，他内向胆小，母亲对他的教
育方式与我完全不同。母亲总说哥哥像小
绵羊，我像匹脱缰的小野马。母亲的“吃苦
教育法”，正好打压了我的桀骜不驯。

苦味母爱，如今却让我品尝到最甜的
滋味。

行人生 板

苦味母爱
■唐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