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真、创造、奉献、大爱”
———首届“陶行知教育奖”获奖者事迹简介

女，汉族，53 岁，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东城区委

副主任，第八届全国青年委员，第十届北京市人大代

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

任校长以来，她致力于创办践行陶行知创造教

育思想的学校，创建《黑芝麻胡同小学创造宣言》，在

北京首创“陶行知教育思想实践基地”，原创性提出

将“教学做合一”与新课程理念、创造教育与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统一起来。由她主持的记录师生创造足

印的《黑芝麻胡同小学年鉴》，年年被首都图书馆收

藏。注重通过课程文化建设彰显创造教育特色，制定

“以课程建设为突破口，整体构建、精心培育、突出重

点，实现多赢”的课改策略，提出课程建设要注重前

瞻性，兼具实用性，注重区域特色，兼具国际视野。在

这样的认识下积极为孩子创特色课程，将“美术与京

剧艺术”结合，构建新型课程；率先与国际青年成就

组织合作，开设“经贸知识渗透课”、“我们的城市”，

本校教师开发主持开设“少儿理财”课程；尤其是与

中国传媒大学合作首创“媒介素养教育实验课”，在

香港举办的“传媒与青少年健康成长”国际研讨会和

“第二届媒介素养国际研讨会”上成为亮点，学校被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新闻出版总社知心

姐姐工作部授予“媒介素养教育与儿童参与媒介项

目示范校”称号。学校的课程改革成果被评为北京市

基础教育课程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区、市乃至全国产

生 了 积 极 的 影

响，多家媒体对

此 进 行 了 专 题

报道。学校获得

东 城 区 首 批 北

京 市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建 设 先 进

校、校本课程建

设先进校，东城

区 教 育 资 源 优

质校等荣誉。关心教师的专业成长和个人发展，率先

提出追求“健康指数、幸福指数、快乐指数、和谐指

数”，用“五同”（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事业、同一个职

业、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目标）凝聚力量，同时根据每

位教师的专长为其精心设计合适的发展之路，为学

校追求创造教育特色提供了师资保障。

杜军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东城区优秀校

长、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东城区优秀教

育工作者、东城区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专业技术骨

干等荣誉。

汪来九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潭乡毛田小学

高级教师

男，汉族，59 岁，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潭乡毛田

小学高级教师。怀着“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把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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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

有新人”的信念，40 年如一日坚守在偏僻、闭塞的山

区教学点，克服艰苦的居住和办学条件，多次谢绝中

心小学的调任，远离尘嚣，甘于清贫和寂寞，守着大

山深处的孩子和永恒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努力践

行人民教师的神圣责任；勤奋敬业，刻苦钻研，一人

承担一至六年级并兼带幼儿的多级复式教学工作，

积极探索新课程理念，总结摸索出一套适合偏僻山

村的“多级复式教学法”和“四种小组合作学习法”，

即同级合作、共同互学，异级合作、以高导低，优困合

作、辅助困生，“干群”合作、培养助手。这种模式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爱

生如子，以生为本，既当老师又当“保姆”，不厌其烦

地悉心照料幼儿的生活起居，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

更关注学生安全，刮风下雨送学生回家，中午为路远

的孩子烧水热饭，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始终把孩子当

做一个平等的生命给予尊重，尤其对学困生，耐心辅

导，关爱有加。由于一心扑在学校和学生身上，错失

了自己孩子出生、为父亲送终，舍小家而成大家；注

重为人师表，认为“什么样的教师便会教出什么样的

学生”，努力做到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培养了学生良

好的品行和生活习惯，并通过孩子影响了整个村庄。

40 年的坚守、奉献、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40

年里，他为毛田村培养出数百名毕业生，毛田村民组

没有一个孩子辍学，没有一个学生留级，学校没有发

生一起安全事故，学生形成了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

大大提高了毛田村人口的素质，赢得了当地村民的高

度赞誉，为贫穷山区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荣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师

德先进个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提名奖、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吴辰 江苏省江阴市华士实验学校党总支书

记

女，汉族，60 岁，中共党员，以做一名光荣的人民

教师为人生追求，从 1972 年成为一个代课教师起，

就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教育事业，在家

庭和事业之间认为“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学校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亲人骤逝带来

的悲痛和自己的疾病，在病榻上坚持指导学校的改

革和发展。怀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满腔热情，以教

育要面向未来和国际化的眼光提出“做优秀的世界

公民和永远的中国人”的办学理念，积极开创国际化

办学之路，和多个世界著名院校结为友好学校，建立

联合办学的合作关系，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具有竞

争力的国际化人才，把一所籍籍无名的乡村小学办

成了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国际培训于

一体、拥有 5 所学校 6 个校区的跨地区教育集团，集

团成立江阴市英桥国际学校，实现了教育的多元化

和社会化，以适应地区产业提升转型，成立服务外包

基地，开设大学生短期培训课程，筹建江阴市服务外

包学校，为地方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

支持。作为一名教师，从教 40 年，爱生如子，倡导人

文关怀，创立自主教育模式，积极倡导以学生为主体

的个体自学、小组讨论、集体讲授等教学方式。通过

“把时间还给学生”，学校每节课至少有一半时间让

每个学生有机会思考、练习，让学生能“在宽松和谐

的课堂生活中自主学习”，同时关注学生的整个生活

过程，开设休闲课，编写校本课程，指导成立 30 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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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兴趣小组和 27 个年级兴趣小组，让学生在丰富的

课外活动中发展个性、张扬自我，在民主开放的社会

活动中健全人格。这种教育模式效果显著，学生仅科

技方面创意就有 1000 多项，发明专利 160 多项。一

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中心小学成为江苏省实验小

学、江苏省模范学校，一步步跨入江苏省名校行列。

因教书育人成绩突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江苏省劳

动模范、江苏省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江苏省“红杉

树”园丁奖金奖、江苏省名校长、江阴市时代先锋、江

阴市“辉煌十一五”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等荣誉。

杨瑞清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

男，汉族，48 岁，中共党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

理事、中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班主任培训专家小组

成员，是江苏省“333 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怀揣“为农民办一所真正的好学校，让农民的孩

子享受到最好的教育”的梦想，放弃城市的优越条

件，毅然留在农村当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30 年坚

持走行知之路。经过长期实践，提炼出“学会联合”的

办学理念，形成以小学教育为中心，向幼儿、成人教

育两头延伸，向产业、文化、队伍建设等拓展的“村级

大教育”办学模式；创立行知基地，开设“学习农业科

技”、“了解农村建设”等“三农”系列课程，17 年总共

接待近 20 万学生，使他们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能力，

这里不仅是南师大附中、金陵中学、外国语学校、北

京东路小学等一大批中国城市学校学生的活动基

地，也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中小学生的中华文

化浸濡活动基地，基地开发的“融进行知文化、触摸

乡土文化、体验南京文化、领略长江文化”系列课程

深受欢迎，7 年累计接待境外师生 4000 多人，2007

年被中国关工委授予“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示范基

地”，被国家汉办确定为“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

地”；积极探索“学会赏识”的育人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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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持申报国家级重点课题作深入研

究，实验成果荣获南京市政府颁发的“十五”素质教

育创新奖，中央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2009 年主持

教育部基础教育资源中心项目《农村中小学班主

任》，制作电视讲座片，通过了专家验收，已在国家基

础教育资源网上实现共享；笔耕不辍，写下上千万字

的教育日记，发表大量优秀论文，出版专著《走在行

知路上》。

30 年的耕耘和付出使昔日落后的村办小学正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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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数有识之士热情共

建的文化乐园；他本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教

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杰中小

学中青年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江苏省十大杰出青

年、“感动江苏教育十大人物”等荣誉，2001 年教师节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其进行了专题报道。

左相平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响水中学高级

教师

男，汉族，52 岁，中共党员，扎根山区教育 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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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 2300 多米的高海拔地区育人，还是在破庙

里的小学、边远的中学教书、做校长，都没有离开过

教学一线。他把满腔的热情和心血都放在教育事业

上，从任代课教师起就常年超负荷地工作却始终无

怨无悔，在上寨小学时上复式班，在高山小学时一人

担任四门主课的教学，在民主中学，每周四个班的化

学、生物课共 24 节，在大山中学上两个班的化学课，

到响水中学除了管好有 3085 名学生的学校全面工

作外，还教三个班的化学课。因为一心扑在教育上，

以校为家，做出了很多的牺牲，未能在两老膝下承

欢，甚至未能为两老送终，与妻儿长期分居两地，放

弃从政机会，一家 4 口仍挤在不到 40 平米、简陋而

矮小的石棉瓦房里，甘于清贫。

他立志“要让山区孩子都读书，不让一个学生辍

学”，利用周末和假期，带上手电筒翻山越岭步行上

百公里到十多个村寨家访，动员长期辍学的学生重

返校园，晚上到学生家里给学生补缺；通过联系报社

记者千方百计帮助特困生解决就读困难，自己多次

为极贫户的学生、灾区学校捐款；重学校管理胜于生

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任响水中学校长以来，大胆

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分组教学、分组管理，制定

了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对教师实行严格考核，全面

奖惩，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直线上升，培养了大批优秀

学生，有 300 多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各条战线

的技术骨干和业务能手；注重教师素质的提高，指导

和培养了 100 多名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

一所薄弱学校，在他的管理下，被评为六盘水市

校本教研实验学校、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课题研

究优秀实验学校、团中央作文教学先进单位、县“四

星级学校”、“平安校园”。他先后荣获“大山的脊

梁———感动贵州的教师”特别奖荣誉、贵州省道德模

范提名奖、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校长，

2011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宋培迅 贵州省凤冈县第三中学高级教师

男，仡佬族，41 岁，中共党员，贵州省省级骨干教

师。从教 21 年，在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最偏远的少

数民族乡任教 20 年。对学生满怀爱心，多年里用微

薄的工资不仅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还连续帮扶

留守儿童、残疾学生、单亲孩子多名，2008 年用“大山

的脊梁———感动贵州的教师”十佳奖奖金给本校及

邻县、乡贫困学校、贫困学生捐赠课桌凳、图书达 7

万余元，近十年个人用于教研、捐助学生的费用达十

几万元；关注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的发展，认为改变

他们的观念与精神至关重要，经常把他们请到家中，

给予他们家庭的温暖和父母般的疼爱，观察和了解

孩子们的心理动态，和他们谈心，向他们赠送图书，

与他们一起感悟生活、享受生活、体验生活，引导学

生勇于追求，成为“坚强、自信、自尊、自爱、自立”的

人。希望通过教育科研工作来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

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作为课题研究经费，结合新

课改，开展“形象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用“形象

教学”的观点和方法设计教学，通过观摩、示范、研

讨、讲座、交流等引领本校及邻近县乡教师开展教

研，极大地改善了教师们的教研氛围；主持教育部重

点课题《语文个性化“形象教学”研究实验》和《形象

德育模式研究与实验》，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一等奖

和省级一、二等奖共 4 次，发表科研论文 80 余篇，获

国家级、省级一二三等奖 12 次，市级一二三等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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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编教辅书籍 2 套，在一套大型德育书籍的编写

中担任副主编，编写地方教材 4 套，乡村音乐培训教

材 1 本。教学成绩突出，在中央教科所课题研究会

获得教学大赛一等奖 2 次，获得遵义市信息技术应

用课堂实录优质课一等奖，县级优质课二等奖。

他的教育教学极大地推动了山乡教育的改革和

发展，荣获“大山的脊梁———感动贵州的教师”十佳奖

称号、“遵义市十大杰出青年”、正安县改革开放 30 年

优秀人物、县十佳道德楷模、县建国以来二十佳人物、

县乡级优秀教师、中央教科所优秀实验教师等荣誉。

薛兴灵 福建省闽清县后佳学校校长

男，汉族，45 岁，中共党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理事，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坚持在素有

“闽清西藏”之称的后佳地区工作 25 年，1996 年起带

领师生开展学陶活动，以陶行知“教育要与农业携

手”为理念，长期探索“农教结合，科教兴农”之路。多

年来把中高年级部分学生组织起来，成功培育了两

千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的树苗；立足本地

实际，大胆试验和示范引种反季节蔬菜和优良菜蔬

品种，拜省农科院、农业大学、省市菜科所等专家为

师，学习种养技术，请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做现场指

导，邀请蔬菜批发市场专家来乡讲授营销、包装、批

发等技巧，把中级以上部分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蔬菜

高产优产”兴趣小组，由教师指导学生在学农基地学

习与反季节蔬菜生产同步的种植、病虫害防治知识，

采用“小先生制”，不仅把“环保理念，无公害生产、综

合治理、预防为主”等观念即知即传给家长或邻居，

而且向家人和邻居讲解种植要领、化肥农药的使用

技术等，学生和家人一起参与生产和田间管理，把生

产疑难问题带回学校向老师求教，再把老师意见反

馈给家长，学生手脑并用，不仅养成了他们乐于生产

劳动的好习惯，还培养了他们爱劳动、爱农业和爱农

村的深厚思想感情；到目前为止，带领教师先后组织

试种了 100 多个蔬菜品种，筛选出既适合在本地生

产又具市场效益的 20 多个品种，全乡种植面积达

4000 多亩，相继引种了日本山葵、福两优 2186 水稻、

北农大黑紫糯玉米、美国黑琥珀李、台湾秀珍菇等；

不计辛劳在节假日顶着烈日酷暑自费、无偿为邻乡

村民作指导 16 次，使其种植获得巨大成功，并且给

菜农买农药、书籍予以扶持。带领教师和乡农技站合

作创办农技服务部，日夜向农民开放，提供生产咨询

等帮助，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了教育与农

业相携手、教育为“三农”发展做贡献，同时促进学区

提高了素质教育和办学效应。

先后获乡优秀共产党员、乡先进工作者、闽清十

佳校长、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6 次被评为全

省学陶先进个人。

“ 陶 行 知 诞 辰 120 周 年 ” 纪 念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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