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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坚守，他两度放弃进城，把辛
苦当幸福，立志实现“让乡村的孩子也
能接受好教育”的梦想；41年探索，他以
陶为师，致力乡村教学改革，将陶行知

“爱满天下”理念发扬光大；41年奋斗，
他将一所破旧村小发展成为一个集幼
儿园、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基地为一
体的现代化教育集团，接待万余名国外
师生体验中华文化；41年奉献，他的事
迹传为佳话，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教
育、奉献教育，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自
己的贡献。

两度放弃进城，
他甘愿做这样的“傻瓜”

1981年的“五四”青年节，即将从南
京市晓庄师范学校（现南京晓庄学院）
毕业的杨瑞清忐忑地敲开了校长室的
门，递上一份决心书：学习陶行知，走陶
行知之路，到最艰苦、最偏僻的乡村教
书办学，让农村的孩子也能享受好的
教育。

在那个师范生还是“稀缺人才”的年
代里，留在城里分配到好学校显然是更
加理所当然的选择。许多亲戚朋友劝告
杨瑞清，“关键一步，影响一生，一定要慎
重”，但杨瑞清意志坚决。带着满腔热
情，他来到了江苏省江浦县（现南京市浦
口区）一所偏僻落后的村小——五里
小学。

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啊？当地人曾
编过一句顺口溜：“黑屋子，土台子，一排
矮房破样子，里面坐着泥孩子。”而第一
次走进教室的杨瑞清，接手的还是被称
为“二年级万岁”的差班——38名学生
中有 20名留级生。同是农村出身的杨
瑞清理解这帮孩子的不易：不是脑瓜子
笨，而是学习条件差——平时在家，拔草
种瓜，家里没活，到校上课。面对乱哄哄
的课堂，他从陶行知的思想和精神中汲
取力量，“就算吃得千般苦，也要把孩子
教出来。”

乡村的孩子上学不易，辍学时有
发生。杨瑞清主动要求从一年级起始
班带起，但开学第一天，却有一个女孩
没有来。当天下午，他火急火燎地上
门找家长，得到的只是一句冰冷的回
答：“女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家里要
她放鹅。”杨瑞清不愿放弃，他每天一
放学就赶到女孩家，一边陪她放鹅，一
边教她功课，还给她讲陶行知小时候
刻苦学习的故事……一个月以后，家
长终于被杨瑞清打动了，“这样的老师
我真服了！”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五里小学
来了一位好老师”的事情就在村里传遍
了。村民们很激动，第二年春天自愿集
资 7万元，自发出工出力，帮助五里小学
异地新建。

工作两年后，已经“小有名气”的杨
瑞清正踌躇满志想要让五里小学“更上
一层楼”，一张调令打乱了他的计划——
由于工作能力和品行得到组织的认可，
他被任命为江浦县团委副书记。工作条
件好了，社会地位高了，杨瑞清心里却总
是空荡荡的。他眼前挥之不去的，是离
开五里小学时班里孩子告别的场景：孩
子们一个个哭成了泪人，他们拉着自己
的手，一遍遍地问，“杨老师，你能不能不
要走？”村里的老支书也坐不住了，他托
人给县教育局局长写信，希望能多分配
几位像杨老师这样质朴又肯干的老师
来，把村里的孩子们教好。得知这件事
的杨瑞清久久无法平静，思虑再三，他郑
重地向组织提出：“适合做共青团工作的
人很多，不缺我一个；扎根乡村教育的人
不多，不能再少我一个。”就这样，当了 4
个月“官”的杨瑞清毅然决然地回到五里
小学，回到了那群让他牵肠挂肚的“泥娃
娃”身边。

杨瑞清的举动在当时的江浦县引起
了不小轰动，有些人甚至把他看成了傻
瓜、异类。对此，他在日记中抄录陶行知
先生的短诗“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
傻瓜，救得中华”，表示“我甘愿做这样的
傻瓜，铁了心做一辈子乡村教师。”而他
这一做，就是41年。

立足乡村教改，
与志同道合者共办行知教育

怎样让乡村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空有一腔热情显然不够。初来五里小
学时，杨瑞清曾对村里的学情做过深入
分析：全村 9个学段 357名孩子，小学阶
段平均留级 1.27年，孩子们普遍缺乏自
信心，间接导致农村家庭负担增加。怎
么办？杨瑞清决定从陶行知身上找
答案。

1981年，杨瑞清开设了改革开放以
后的全国第一个行知实验班，在陶行知

“爱满天下”思想指引下，他提出了“学会

赏识、扬长补短、促进迁移”的育人思路，
“想让孩子在哪个方面发展，就在哪里寻
找闪光点”，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
态中觉醒。他认为留级会让孩子彻底丧
失信心，于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学不留
级”制度，很多人一开始对此持怀疑态
度，后来却发现效果出乎意料得好。
1985年，五里小学正式更名为行知小
学，学校再也没有一个留级生，学生学业
成绩稳步提升。该项教改实验后来荣获
了全国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
一等奖。

受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
会，教学做合一”思想的触动，杨瑞清将
教学改革从教室延伸到了室外。乡村
学校有着美丽的大自然和丰富的农村
生活，这些都成为杨瑞清取之不尽的教
育资源。他带着孩子们春天在乡间认
识植物，夏天到河边捉鱼捕虾，秋天爬
山，冬天玩雪……原先单一的课堂教学
变得生动起来，学校成为孩子们最爱去
的地方。

1994年创建行知基地，是杨瑞清
“面壁十年图破壁”的一桩巧思。乡村学
校留不住人，上世纪 90年代，学校一度
走入困境。杨瑞清说，“虽然我们没有高
级的仪器，但是我们的资源很宝贵，稻田
很宝贵，荷花很宝贵，方圆百里的大山就
在我们脚下。”

在行知基地，杨瑞清初次尝试利
用乡土资源，让城里的孩子来学习农
事。采茶叶、刨花生、喂牲口，夜晚的
星空和篝火，吸引了许许多多城里的
孩子来体验乡村生活。杨瑞清把学农
活动设计为三类课程，一类课程叫“体
验农民生活”，粗茶淡饭，夜半行军，野
外生存；一类课程叫“学习农业科技”，
让孩子们了解这些种植的、养殖的、气
象的、昆虫的、岩石的、在农村伸手就
能摸到的科技；还有一类课程叫“了解
农村建设”，组织学生走村串户，了解
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农民怎么办工厂，
农民怎么出去打工。此后，杨瑞清又
带领老师们开发生命安全实训课程、
军训课程和奥林匹克课程等等。2007
年，行知基地被授予“全国青少年校外
活动示范基地”称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知小学和行知
基地的影响力也从国内辐射至国外。
2004年 8月，杨瑞清和同事应马来西亚
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邀请，为 60所独立
中学校长做了 3天陶行知教育思想培
训，学校由此走上了开放交流之路。此
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学校累计接待了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000多名师生来
校开展交流活动；举办了 17届“行知教
育三国论坛”和 3届“行知教育两岸论
坛”；推动海外 5个华文教育合作机构的
设立，与 100多所海外友好学校开展经
常性交流；组织了 100多名本校师生到
国外学校访问。

如今的行知校园里，村小原貌还完
整保留着，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现代化教
学楼淡雅素净，现代气息与田园风光比
邻。曾经落后的村小，如今已经发展成
为一所集幼儿园、3所小学、1所初中、
一个基地于一体的国际化教育集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行知教育集
团还成立云播中心，将原先的线下实践
改为线上教学，设立中文、中餐、中医、
书法等 8个直播间，给新加坡等国的孩
子开设线上中文课程和中华文化学习
课程。

杨瑞清坦言，行知基地为行知小学
的孩子争取到了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学
条件。但更大的意义在于，行知基地为
乡村孩子的成长打开了一扇城市之窗、
国际之窗，打开了一道友谊之门。与此
同时，杨瑞清的思路也在进一步拓宽，他
希望能与志同道合者“共享行知教育，共
建世界学校，共育时代新人”。

践行立德树人，
推动乡村学校育人方式变革

行知小学的标识及校徽等设计，是
行知小学的一位校友完成的。他当年因
学习成绩不好而自卑，是杨瑞清的鼓励
燃起了他的希望之光——“你对色彩与
线条那么敏感，一定是个美术人才。”这
位一度被认定为“差生”的学生后来考上
了大学，走上了艺术设计之路，现在已是
大学副教授。杨瑞清“学会赏识”的理念
再一次得到证实。

几乎每一个行知小学的学生都对杨
瑞清心存感激和怀念。2001届毕业生
张兴海曾写过一篇文章《此生无悔入行
知》，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学生在文章
中说：行知学校给予自己的是精神的力
量、精神的气质。1986届毕业生王荫霞

“重读四年级”倾注了杨瑞清太多的心
血，这位荣获 2018“南京好人”“中国好
人榜”的优秀校友，在很多场合深情地
说，是杨瑞清老师在自己的心中种下了
善良的种子。2013届毕业生杨彩艳身
患重病绝望之时，是行知小学师生和杨
瑞清的关心救助帮她渡过了难关，后来
杨彩艳顺利考上了大学……

“绝不能只盯着考试，只看到分数。”
在杨瑞清的眼中，每个学生都是可造之
材，每个学生都是一颗星，每颗星星都用
光和热显示自己的存在。给孩子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让孩子快
乐自信、健康成长，才是小学教育的硬
道理。

多年前，杨瑞清邀请到一位农民丁
跃生来学校种荷花，如今，丁跃生种出
了一千多种荷花，成了南农大的兼职教
授，每年有两三百万的收入，成了行知
小学孩子的另一本活教材。杨瑞清把
孩子们看到的、学到的归纳成四个字，
第一个字是“美”，每年五月到十一月，
万紫千红竞相开放；第二个字是“富”，
种田也能种得那么富有，生活也能过得
那么潇洒；第三个字是“高”，高收入是
来源于高科技含量；第四个字是“乐”，
丁老师总是笑呵呵的，种荷花让他快
乐，劳动致富更让他快乐。杨瑞清觉得
这四个字有巨大的教育价值，“有人生
观、价值观在里头，有理想在里头，有美
感在里头。”

杨瑞清的教育理念影响着一届又一
届的行知学子，也感染着越来越多的教
育同仁。2021年，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奖评选，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
团的《扎根乡村 40年的行知教育实践》
获特等奖。该研究成果以“走在行知路
上，培育乡村新人”为主线，比较完整地
反映了行知小学几十年如一日的办学历
程及办学业绩，比较好地回答了乡村学
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规律问题。其
中，22项“行知教育实验”特别具有借鉴
性和可推广性。此外，作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教育改革生动的实践总结，杨瑞
清撰写的著作《走在行知路上》被列入

“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正式出版，广受
欢迎和赞誉。

从五里小学到行知教育集团，一所
“村小”用四十余年的探索实践走出一条
“逆袭”之路，不仅办学实力从弱到强，还
成为百余所城市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营
地，并向海外“输出”中华传统文化和教
育理念。教育部原副部长、全国基础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对此评
价道：“行知教育集团这个经验很宝贵，
让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推动了乡村学校育人方式变革和教育
发展。”

步入行知教育集团，迎面便可看见
一尊陶行知先生的全身塑像，校园环境
清幽，碧水映荷，它们仿佛穿越时空，凝
望着杨瑞清四十一载“行知路”上的欢乐
与艰辛，付出与收获。

杨瑞清：四十一载探索“行知路”
■本报记者 潘玉娇 在二十多年的从教经历中，我曾得到过很多老

师的帮助，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当属杨瑞清校长。
至今我仍记得在开学初第一次教师培训之

后，杨校长带着我和于洁老师一起到艺莲苑赏荷的
情景。杨校长用荷花形象地比喻他对教育的理解：
有的花开得早，有的花开得迟。没有哪个人对着含
苞待放的花苞怒骂它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开，也没有
见过哪个人因为嫌花开得慢，而动手干掰开花苞的
蠢事，可为什么我们对待学生就不能心平气和呢？
教育，要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那是我第一次了解
什么是“花苞心态”。

杨校长一直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总是不
遗余力地帮助我们。以我自己为例：当我提出“五
好陶娃学生评价体系”的设想时，他第一个拍手叫
好，并主动帮我联系陶娃的设计者朱仁洲教授，我
们一起研究五好陶娃们的新样态、评价方式的新机
制；当我要带着学生们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研学实
践的时候，他便把自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育
界朋友引荐给我，并帮助我们设计出行方案，为研
学活动保驾护航。

杨校长对于“良师成长”有着这样的观点：躬于实
践、勤于读书、善于交友、乐于动笔。很多老师都能做
到前三条，但对于“乐于动笔”就颇为勉强，不是不会
写，而是难以持续不断地写、快乐地写。

我在带 2017年雅静班的初期，便开始有意识
地写教育博客。刚开始是希望家长能通过我的博
客了解学生的在校情况，加强家校之间的沟通了
解。其实，这样的写作究其目的还是“为他人而
写”。当博客的点击量下降、家长们不再跟我互动
留言的时候，我的心里便隐隐有种失落感。于是

“日记”慢慢变成“月记”——功利性的写作当然难
以持久。2018年7月，杨校长带着我拜访了戴荔老
师，当我听到她十几年如一日地写日记时，内心深
受震动。从那以后，我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关注
自己想表达的内容而非外在的形式。当心里涌动
着句子想喷薄而出的时候，写！抓起纸笔记录下
来；如果外出身边没带纸笔又突然有灵感的时候，
那就说！拿起手机录制语音，等到有空闲的时候，
再整理成文字。如今，我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即将出
版，这都要得益于杨校长的启发和帮助。

杨校长成名已久，但他为人处世始终谦逊有
礼，让人如沐春风。杨校长经常挂在嘴边的“合情
合理、通情达理”“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如今也成了
我接人待物的努力方向。如果要问我，杨校长是一
位怎样的人，我会诚恳地说——他像夜空中闪亮
的星，始终指引着青年教师前行的方向。

个人档案
1963年 6月出生

于江苏省南京市浦
口区。江苏省南京
市浦口区行知教育
集团总校长、教师。
现兼任中国教育学
会理事、江苏省陶行
知研究会副会长、江
苏省陶研会小学教
育专业委员理事长、
教育部班主任培训
专家小组成员。连
续 5次被评为南京市
中青年拔尖人才，江
苏省“333工程”第二
层次培养对象，先后
被评为南京市十大
杰出青年、江苏省十
大杰出青年、江苏省
劳动模范、全国教育
系统劳动模范、全国
十杰中小学中青年
教师、全国十佳师德
标兵、全国“五一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 ，
2005年被评为全国
先进工作者。 2000
年，入选教育部“全
国优秀教师师德报
告团”，赴全国巡回
演 讲 ，引 起 强 烈 反
响。其演讲内容编
辑出版，成为全国教
师师德教育必读教
材。2004年 9月，其
专 著《走 在 行 知 路
上》作为“中国当代
教育家丛书”之一，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编者按
江苏教育名师

大家灿若星河，他
们 丰 厚 的 教 育 思
想、丰硕的实践成
果和丰满的创新意
识，闪耀着光芒，对
我省乃至全国的教
育改革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优秀教
育工作者是如何炼
成的？他们心怀什
么样的教育信仰、
教育哲学，如何推
进治理创新和育人
模式变革，又怎样
提炼教学主张、教
学风格？

自 本 期 起 ，本
报重辟“教育面孔”
专版，以核心报道+
对话访谈等形式，
与广大读者共同解
读名师大家成长精
神密码，探寻名师
大 家 专 业 发 展 路
径，探求教育管理
者格局和视野。本
期 推 出 刚 刚 获 评
2022年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的江苏省南
京市浦口区行知教
育集团总校长杨瑞
清专题报道。敬请
关注。

他者说

夜空中最亮的星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教师 葛德霞

1990年，我从南京晓庄师范毕业后，主动申请
来行知小学教书，不知不觉间 32年过去了。在与
杨瑞清校长共事的 30多年里，我受益良多。杨校
长身上有太多可贵的教育品质和精神，深深地感染
着我，影响着我，不断引领我成长。

朴素的教育情怀。杨校长是“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教师的典
范。杨校长1981年来到我们这所小学，41年来，他
学习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
秉持陶行知“为农民烧心香”的信念，怀揣“让农民的
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的初心，带领一批批教
师把一所普通村小建设成如今的教育集团。他朴素
的教育情怀，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一代代年轻教师。

广阔的教育视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
办学条件差，教师队伍不稳定。这既是那个时期我
们学校的真实写照，又是农村学校普遍面临的窘
境。“不能关起门来孤零零地办一所小学”，是那时
候杨校长经常对我们说的话。他提出了“把小学功
能尽可能多地释放出去服务社会，把社会力量尽可
能多地集中起来办好行知小学”的“学会联合”思
路。秉持着这样理念，学校在上世纪 80年代开展

“村校联合”，开办夜高中班、五里村扫盲班、家长学
习班，在为乡村服务的同时推动学校发展。上世纪
90年代开展“城乡联合”，办起为城里学生开展学
农劳动实践的行知基地，从此改变了学校的生存样
态。2005年以后，我们又开展“国际联合”，开始将
学校资源辐射至东南亚等地区，至今累计接待了
1.2万名境外师生来校开展中华文化体验活动，行
知小学成为了一所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学校。

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这些年来，杨校长带
领我们践行陶行知思想，弘扬陶行知精神，兴办乡
村教育。30多年间，我先后见证了学校开展的不
留级实验、村级大教育实验、小班化实验、劳动教育
实验、研学课程实验等22项实验，这些实验形成了
丰富的成果。40年前那所孤零零的农村小学实现
华丽转身，成为一所具有多种教育功能、道路越走
越宽的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学校。去年，杨校长又带
领我们系统梳理过去的教育经验成果，《扎根乡村
40年的行知教育实验》荣获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
奖，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这些都得益于杨校
长身上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这些年，我在杨校长的影响和熏陶下，努力做
到“一心坚持，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选择好人生的
立足点；诚心感激，处理好得与失的关系，把握好心
态的平衡点；全心成长，处理好行与知的关系，创造
人生的制高点”。我也和学校共同成长。如今，我
负责的行知基地已成为全国实践基地领域的又一
知名品牌，先后获得“青少年校外活动示范基地”“中
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营地”等荣誉。基地开发了劳动教育、研学
实践教育、中华文化开放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六
大领域课程，累计接待境内外学生超过150万人次。

我相信，在杨瑞清总校长的带领下，行知教
育，未来还将更精彩。

可亲可敬可学的领路人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基地管理中心主任 刘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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