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浦 口 区行知小学 杨瑞清

晓庄师范是我的母校
,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是

我的娘家
。

30 年来
,

我在行知路上跋涉
,

省陶研会一

路守护
。

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
,

让我感动
,

让我难忘
,

让我始终看清方向
,

永远动力十足
。

. 198 0 年
,

我为省陶研会成立做服务生

我 19 7 8 年 10 月开始到晓庄师范读中师
。

辛国

俊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

也是我学陶师陶的启蒙老师
。

在晓庄
,

在行知文化的
“

涵濡浸渍
”

中
,

我对教育实

践的兴趣
“

油然而生
” ,

对于教育事业的敬仰
“

日益

坚定
” 。

2 01 0 年 7 月 13 日上午
,

我在人民大会堂出

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
,

听到温家宝总理讲到关于

师范教育的这几个词时
,

立刻产生强烈共鸣
。

1 9 8 0 年 10 月
,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召开成立

大会
。

辛老师让我帮忙做会务
。

我和一批同学挂会

标
,

摆鲜花
,

接待出席成立大会的贵宾
。

我记得我负

责接待晓庄师范第一届 13 名学生之一的操震球先

生
。

我扶着老先生在校园里一路走过去
,

然后参加我

们的班会
。

老先生在班会上朗诵了陶行知先生的一

首诗
: “

我是中国人
,

我爱中华国
,

中国现在不得了
,

将来一定了不得
。 ”

说到
“

了不得
”

这三个字的时

候
,

他
“

腾
”

地一下站了起来
,

声音放到最大
,

那种激

奋
、

那种深情把我们深深地打动了
。

成立大会非常隆重
。

那一次
,

我见到陈鹤琴先

生
。

我知道一些他和陶行知先生的故事
,

因此印象特

别深刻
。

我还记得当选为首任会长的张焕庭先生
,

那

儒雅的学者风范令我敬佩
。

耳濡 目染中
,

我和李亮开始构想创办行知小学
,

实践行知思想
,

探索乡村教育新路的人生规划… …

令 1 98 1 年
,

我光荣地成为省陶研会会员

19 81 年 10 月
,

是陶行知先生诞辰 90 周年的日

子
。

中央召开了纪念大会
,

邓颖超同志发表了重要讲

话
,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开始在全国展

开
。

那时
,

我已经和李亮放弃了留城任教的机会
,

到

长江北岸的五里村小学任教
,

真正走上了行知之路
。

在省陶研会秘书长汤翠英老师的热情鼓励下
,

我和李亮申请加人了省陶研会
,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

会员 (都是 18 岁 )
。

汤老师把我们的情况向刘季平

先生做了汇报
,

刘先生在回信中写到
: “

看到杨瑞清

李亮两位同学关于试办行知实验小学的志愿书
,

更

令人感到振奋
,

很希望他们好好研究和发展陶行知

先生一切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好经验
,

发扬他们所说勇于创新
,

大胆实践的精神
,

实事求

是
,

扎扎实实地为改造和发展我国农村教育做出尽

可能大的贡献
。 ”

11 月 14 日
,

省陶研会领导陪同陶行知先生之

子陶城教授和夫人
,

以及晓庄首届学生王琳先生到

五里小学看望我们
,

出席了
“

行知实验班
”

命名活

动
,

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

. 198 3 年
,

省陶研会学术年会组织专家看望行

知实验班

1 9 8 3年 11 月
,

江苏
、

安徽两省的陶行知研究会联

合在南京召开学术年会
。

会议邀请了来 自全国 16 个



省市的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

专家学者
。

这是恢复陶行知研究之后的一次重要的学

术会议
,

尤其是一下子有那么多陶先生在不同时期亲

自教育过的学生聚到一起
,

还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

与

会代刻门看望了五里小学行知实验班
。

陶先生南京晓

庄师范时期的学生刘大作
、

戴 自俺
、

操震球
、

王琳等先

生来了
,

上海山海工学团时期的学生杨应彬等先生来

了
,

重庆育才学校时期的学生金钟鸣
、

吕长春等先生

也来了
。

那是对行知实验班的一次重要检阅
,

是陶先

生的学生和行知实验班学生幸福的历史性的聚会 !

这次活动在传承行知精神上
,

前辈们对新一代

乡村教师寄于了厚望
。

在大家的鼓励 目光中
,

我们深

深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

. 1 9 8 5 年
,

省陶研会推动行知小学命名

19 8 5 年 1 月 10 号
,

江浦县教育局在我校召开

了隆重的命名大会
。

全校师生
、

众多闻讯赶来的村

民
、

来自江苏省陶研会
、

晓庄师范的代表
、

县乡村的

有关领导
,

欢聚在洒满阳光的校园里
。

当教育局领导

宣读文件
,

决定将五里小学更名为行知小学的时候
,

农民们自发燃放鞭炮
,

我和李亮在众人的簇拥下
,

把

新做好的校牌高高地挂在了学校大门口
。

辛国俊老师展开大红纸
,

代表省陶研会和晓庄

师范宣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

各级领导在讲话中都

对行知小学的发展寄予了美好的祝愿
。

特别让我们

受鼓舞的是
,

陶行知先生夫人吴树琴女士虽然年事

已高
,

也专程赶来参加命名大会
。

她深情地说
: “

陶

先生的一生非常重视为农民办教育
,

江苏省第一所

行知小学的命名
,

标志着行知精神具有鲜明的现代

价值
,

标志着行知路上后继有人
。

祝愿行知小学发扬

光大行知精神
,

为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

自己独特的贡献 !
”

今 1 9 89 年
,

省陶研会促成行知小学成为晓庄师

范第二附小

19 8 9 年元月 10 号
,

在行知小学命名四周年之

际
,

在省陶研会罗明
、

张行等领导同志推动和见证

下
,

行知小学和晓庄师范签订协议
,

从此又拥有了一

个光荣的校名
—

晓庄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

我们为晓庄师范的学生提供实习
、

见习的场

所
,

提供教育科研的基地
,

晓庄师范为我们培训教

师
,

推荐优秀师范生
。

这是行知小学从封闭办学走向

联合办学
、

开放办学的一个转折点
。

这是行知小学在

办学条件不能改善
,

教师不能稳定的最困难时期
,

省

陶研会在办学理念上
、

机制上给予的重要指引
。

` 1 9 91 年
,

省陶研会推荐行知小学获全国学陶

成果一等奖

199 1 年 10 月 18 号是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纪念日
,

经过省陶研会推荐
,

我校获得
“

全国陶行

知教育思想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一等奖
” ,

所以我

被邀请参加了在北京的纪念大会
,

并在会上领了奖
。

我在人民大会堂里参加大会
,

见到李瑞环
、

雷洁琼
、

李铁映
、

钱伟长等领导同志
,

在历史博物馆里参观了

陶行知展览
,

并参加了一系列研讨活动
。

我还见到了

许多到过我们学校的陶行知的学生
,

见到了先后两

次访问我们学校的 日本陶研专家斋藤秋男先生
,

他

们都非常关心我
,

勉励我
,

使我对克服乡村教育的困

难
,

坚持走行知路
,

有了更大的信心
。

. 1 9 9 5 年
,

省陶研会指导行知小学开展村级大

教育实践研究

199 5 年元月 10 日
,

是五里小学更名为行知小

学 10 周年纪念 日
,

我们邀请了省陶研会
、

南师大
、

晓

庄师范的一批专家学者开了一个校庆座谈会
。

十年



磨一剑
。

行知小学 o r年办学得到一个基本经验
,

就

是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
,

兴办村级大教育
。

座谈

会上
,

在专家们的鼓励和引导下
,

我们对村级大教育

的命题又有了认识上的深化
。

后来
,

在省陶研会会长罗明先生的关心指导下
,

“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村级大教育研究
”

课题成为江

苏省教育科学
“

九五
”

规划重点课题
。

行知小学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
,

实施村级

大教育
,

以小学教育为中心环节
,

发展幼儿教育
、

农

民教育
、

教师教育
,

特别是 1 994 年开办行知基地
,

焕

发出了极大的办学活力
。

令 2 0 01 年
,

省陶研会推选我担任副会长

20 01 年
,

在陶行知先生诞辰 1 10 周年之际
,

行

知小学也开始获得上千万元投资
,

新建校舍
,

周边村

小陆续并人
。

我荣幸地被评为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

年教师
,

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

参加了教育部师德报告

团
,

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
。

我主持的
“

借鉴陶行知教

育的赏识教育实践研究
”

被审定为全国教育科学
“

十五
”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

这一年
,

我被推选为省陶研会副会长
,

这是对

我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

我请中陶会会长方明先

生为行知小学题词
: “

弘扬陶行知伟大精神
,

拥抱新

世纪教育曙光
” 。

这是我和同事们新世纪继续走行

知路的坚定誓言
,

是对省陶研会 20 年关怀扶持的一

个用心回报
。

. 2 0 0 7 年
,

省陶研会在行知小学设立培训中心

20 07 年 3 月
,

是晓庄师范和生活教育创立 80

周年的日子
。

省陶研会决定在行知小学设立培训中

心
,

国家汉办也将行知小学确定为国际汉语推广中

小学基地
。

这一方面为行知小学的发展引来源头活

水
,

另一方面又发挥行知小学的阵地作用
,

把行知思

想传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去
。

中陶会会长方明先生

亲自为培训中心授牌
,

陶城教授也来到行知小学和

培训中心考察指导
。

培训中心挂牌以来
,

已经成功举办十几期陶行

知教育思想高级研修班
,

来行知小学和培训中心访

问交流的中外同行络绎不绝
。

每一期研修班开办
,

省

陶研会会长周德藩先生都要到会指导
,

并主讲陶行

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和生活教育课程化等课程
。

省陶研会副会长王铁军教授也多次到培训中心关心

指导
,

并亲自为来访者做学术报告
。

培训中心还应邀到山东
、

北京
、

上海
、

浙江
、

广

东
、

河南
、

西川
、

重庆等地讲学
,

特别参与了云南省教

育厅的现代教育示范学校建设工程
,

对云南省 1000

所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上万人次进行了培训
。

应

马来西亚教育部邀请举办
“

爱心教育
”

课程
,

向马来

西亚全国的华文小学传播行知思想
,

我多次到新加

坡访问交流
,

行知思想引起新加坡教育界的广泛关

注
,

《联合早报 》多次报道宣传
。

行知路上

. 深情守护三 + 年
,

厚积薄发谱新篇

省陶研会成立 30 年来
,

行知小学得到了了深情

的呵护
,

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支持
。

如今的行知小学占

地 3 0 0 亩
,

建筑面积 6 万 耐
,

小学
、

幼儿园
、

初中
、

实

践基地四位一体
,

已经成为上千农家子弟健康成长

的现代校园
,

上万社区农民终身学习的精神家园
,

众

多中外学生尽情体验的乡村田园
,

已成为全国关注

的学陶师陶
、

乡村教育
、

师德建设
、

实践基地
、

国际交

流示范基地
。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鼓舞下
,

在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引下
,

行知小学在

迈向世界级学校的行知路上
,

厚积薄发
,

必将焕发出

更大的活力
,

获得更大的发展
。

三十年恩深似海
,

图报答厚积薄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