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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当代教育家杨瑞清的成长历程及教育理念。
乡村教育历来是中国教育的薄弱环节，23载的历练展示了杨瑞清和他的乡村教育童话，杨瑞清把几间
只有一些破旧桌椅透风漏雨的教室，建成了资产逾千万的新型农村小学。
在实施乡村教育的过程中，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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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瑞清，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赏识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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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从事乡村教育20多年，形成了富有活力的“村级大教育”办学模式。
探索赏识教育的育人模式，在行知小学开展了“班级赏识教育”、“家庭赏识教育”、“自我赏识教
育”三个层面的实验，取得实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为“陶行知”式的乡村教育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在行知路上>>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扬帆起航办行知实验班1．走出小山村2．走近陶行知3．在进城和回乡之间选择回乡4．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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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永远的感激9．村级大教育10．五里桥社区教育协会11．率先使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12．数学教学
点滴13．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14．优点分享，让学生成为心灵的主人15．全员管理，让
学生成为集体的主人16．自主选择，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17．教师节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18．人生
为一大事来第四章　世纪梦寻实施行知工程1．拥抱新世纪教育曙光2．抓住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重大
发展机遇3．徽州民居——建设一座典雅的乡村小学校舍4．校园、花园、果园——整合农村教育优质
资源5．探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新路6．不让一个孩子厌学7．农村小学在课程改革上大有可为8
．是唤醒好孩子，还是逼出“坏”孩子9．开发生命潜能，保护生命资源10．把教育科研论文写在乡土
上11．温暖的师德，快乐的教育12．学会经营13．让行知精神走向世界14．和最高学术殿堂链接15．
乡村教育童话第五章　快乐反思弘扬行知精神1．做自己精神生命的控股股东2．找回自信3．回归真
诚4．坚持·感激·成长5．人生价值=奉献量÷获取量6．守住宁静7．乡村教育之家8．两千年前的孔
夫子，两千年后的陶行知9．永不完稿的诗篇附录一　擎着理想的火把点燃人生——记新时代“陶行
知式”的乡村教育家杨瑞清附录二　杨瑞清和他的乡村教育童话附录三　青春的理想与激情附录四　
第一流的教育家附录五　创造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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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当时的五里小学建在小山坡上，只有几间漏风漏雨的教室和一些
破旧的课桌凳，五个班级，一百来个学生，七八个教师。
说到这所学校的简陋，其实这种状况比我们想要找的那种学校好得多。
我们来到五里小学，留下的第一个刻骨铭心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农民嫌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不好，纷纷舍近求远把孩子转到别的学校去读书。
他们对我和李亮不屑一顾：这两个小年轻身体单薄，满脸稚气，能有什么出息呢？
怎么会分到农村来呢？
有农民甚至断言，这两个人肯定是好学校挑剩下来的！
面对这当头一瓢冷水，我和李亮并不特别在意。
我们一心沉浸在初为人师的喜悦中，沉浸在大干一番的豪情里。
对于克服各种困难和压力，我们早已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对于如何迈开行知之路的第一步，我们
也有了新的打算。
　　选择五里小学之后，在汤老师和辛老师的指导下，我跟李亮产生了一个新的设想--办行知实验班
。
行知小学办不起来了，但我们是班主任，可以把自己任教的班级办成“行知实验班”。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跟校长要求教一年级，因为我们想从这个起始班开始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和农民的看法不同，校长很器重我们，在向同事介绍我们时总是强调“中师毕业”、“科班出身”。
从校长给我们安排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器重。
我的任务是一年级包班，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思想品德都是一个人教，当班主任，另外还兼任
学校的大队辅导员。
李亮一下子就教毕业班语文，当班主任。
农村学校缺少训练有素的教师，我们那时还毫无教学经验呢，却立即派上了用场，挑起了重担。
　　农民不理解我们，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和农民打交道。
我们还曾天真地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想从中寻找一些跟农民
打交道的诀窍。
结果书里面讲的是阶级分析的大道理，读了半天也没闹明白。
我们又从陶行知先生的办学经验里找答案。
陶行知先生当年办晓庄师范时，有一个“会朋友”的制度，就是注重诚心诚意跟农民交朋友。
陶行知先生讲过一句话对我们影响很深，他说，乡村教师要“捧着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要为农民烧
心香”，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其实不管农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对农民却是一往情深，很虔诚，很敬重，完全发自内心。
　　我们跟农民打交道还有一段很有趣的事。
在我们心目当中农民的形象很高大，以至于我教一年级的时候，见到男的喊“叔叔”，见到女的喊“
阿姨”。
喊得那么亲热，那么认真，喊得他们都不好意思答应。
其实，学生家长也就二十七八岁，而我们也已经十八九岁了。
喊了几年之后我们才逐渐改口叫“大哥”、“大嫂”，“老张”、“老李”，这样，大家才觉得比较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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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在行知路上》可提供我国教育工作者在办学及教育行政工作上崭新的思维及启发作用。
书中许多观点新颖，发人深思，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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