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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6日 11版教育家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教
育
家
影
像

潘懋元（1920—2022），广东揭阳人，中国高

等教育学学科开拓者与奠基人，曾任厦门大学

副校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

潘懋元教授是杰出的社会科

学家和著名的教育家。于国际，他

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符号”；

于中国，他是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奠

基人；于教育战线，他是德高望重

的潘老；于教师群体，他是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于厦大，他是学校历

史与文化的“活字典”；于教育研究

院，他是所有师生眼中的“大先

生”；于我，他是我的“亲老师”。

老人家仙逝之后，弟子纷纷行

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思。先

是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永远的大

先生潘懋元》一书，再是山东教育

出版社准备出版老人家晚年的论

文集《教育的未来》，接着是厦门大

学出版社决定出版《高山景行》纪

念文集。认真研读了潘老师的《教

育的未来》这部书稿，我从字里行

间读出了新的感悟：潘老师就是一

本书，是一本厚重的书，他既是一

本“有字之书”，也是一本“无字之

书”，更是二者的完美结合。

“无字之书”的魅力

每位弟子在回想潘懋元老师

时，就如同翻开一本书，愈读愈觉

得厚重，愈读愈会跳出文字本身，

乃至合上书时陷入沉思，开始思考

潘老师留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每次打开“这本书”都会有新的体

悟，有时体悟的是他毕生投入高等

教育学学科建设之书，有时体悟的

是他的人生经历之书，有时体悟的

是他的育人之道之书，有时体悟的

是他的教育实践之书。我的感悟

是：今天弟子对老师的怀念，不完

全是源于他的有字之书，主要还是

老人家的无字之书。从无字处读

书，于无笔墨处求意，或许才是他

最希望看到的。

无字之书是一种“留白”，区别

于有字之书中的知识，全凭自己的

内心体悟。我国自古就有“言传身

教”的说法，所谓人师者，不仅仅是

传递知识，更要有心灵的触动和精

神的丰富。例如，孔子并没有亲自

写下有字之书，但他的弟子整理出

来的《论语》，使他成为三千弟子及

从教者心中的楷模。

于教师而言，能写有字之书的

大有人在，但能够留下无字之书的

恐怕就不多了。因为，无字之书的

存留是对教师境界更高层次的要

求。人们常说教师有三类：经师、

人师和庸师。可潘老师的弟子始

终认为老人家是恩师、经师和人

师，老人家既给弟子授业解惑，又

教弟子为人之道。学高即可为经

师，而德高身正才能称得上人师，

即人们今天所说的“大先生”。人

们说的“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总之，无字之书蕴

藏的是生命真谛，是蕴含于一个人

言行举止中的气质、涵养、精神，是

师道的灵魂。

于学生而言，许多学生往往只

注意到了有字之书，而未能感受到

教师的无字之书。尤其是在信息

时代，学生面对的有字之书与无字

之书更加丰富。只有那些能够在

学生心中留下无字之书的有字之

书，才能成为超越时空的经典之

作。换句话说，无字之书是内化于

学生生命中的一种润物细无声的

永恒存在。一位教师能否让学生

尊重，主要看他能否留下发人深省

的无字之书。因为，教材等这类有

字之书很容易为学生提供知识，帮

助他们构建完善个人的知识体

系。然而，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很快

就会发现，从学校课堂上学来的有

字之书远远不够，只有借助无字之

书的力量，才能充实和强大自己的

内心。故学生既要把有字之书当

成自己的知识储备，也要把无字之

书作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动力。二

者都要读，且都要读懂。

于弟子而言，初识潘老师，大

都始于他的有字之书。潘老师的

有字之书贯穿了高等教育学学科

的发展史。待成为他的学生或走

上工作岗位之后，才会开始逐渐认

识到无字之书的价值。无字之书

留存的思想，为我们在时代洪流裹

挟下的灵魂注入了与世俗抗衡的

能量。有字之书阐释的是“经师”，

无字之书诠释的是“人师”；前者是

高等教育学之书，后者是为师之

书。有字之书可以让我们找到“饭

碗”，看到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无

限中的有限；无字之书可以让我们

领略人生真谛，看到人生有限中的

无限。

“有字”与“无字”的一生坚守

一位学生在怀念潘老师时写

道：“潘先生家里摆着一尊小小的

孔子雕像，在沙龙上，我看到先生

在孔子生日那天，把那尊孔子雕像

捧在手上，给我们介绍孔子及其学

说。当时我并不太理解其中的含

义，以为先生仅仅是表达对儒学的

推崇。然而时间越长，尤其是先生

千秋之后，通过诸多学生的缅怀文

章我才慢慢明白，原来孔子在先生

心里早已内化为一种教育理念和

行为自觉。”

潘老师的弟子并非全是天赋

异禀之才，然而无论他碰到什么样

的学生，即使托举着也会渡其上

岸。这就是潘老师一生坚守的“有

教无类”的为师之道。

潘老师的办公室里也有一尊

孔子雕像，比家里那尊要大。究竟

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不得而知。

也许在潘老师的内心，早已将孔子

尊为先师，这让我想起孔子三度问

道老子的故事。跟随老师学习的

过程就是问道的过程，为学之道、

为师之道、为人之道都蕴藏其中。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说的“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似乎

在告诉我们：真正的道有可能就在

无字之书中。

写有字之书有范式，写无字

之书无定法。与青灯黄卷相伴，

是写有字之书的常事儿。但如果

只知道困在书斋里、埋头在故纸

堆中写有字之书，到头来可能事

倍功半。而有人在写有字之书的

时候，思维可以跳出书斋，思绪可

以指向未来；无字之书不是刻意

写出来的，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却往往能收到“无声胜有声”的奇

效。这在潘老师身上就有很好的

体现。潘老师的有字之书与无字

之书是用脚步一步一步丈量出来

的。他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很接

地气，所写下的文字都体现出强

烈的现实关怀，直面高等教育发

展中的“真问题”，并且有意识地

在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之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潘老师用坚守谱写

出来的学科、用理论表达出来的

思想、用扎根大地得出来的结论、

用行动展现出来的大爱，让学界

同仁信服。

弟子若想写出自己的无字之

书，首先需要读懂潘老师这本书。

与潘老师接触、交往多的人，理所

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悟

性高的学生也会在与老师有限的

接触中获得“柳暗花明”的顿悟。

有的弟子至今珍藏着老师亲笔修

改的作业和博士论文初稿，有的精

心保存着老师的多封来信，时常翻

出来勉励自己。每当校友一起聚

会，谈论最多的就是老师当年说了

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尤其是对潘

老师曾经给予自己的表扬非常“得

意”，甚至把当年被老师批评的“囧

事”作为“偏得”拿出来与大家分

享。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弟子都可

以对潘老师这本书进行各自的解

读，有的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之道

进行解读，有的从爱生如子的为师

之道进行解读，有的从逐字逐句对

论文的批阅中进行解读，有的从生

活方面进行幽默风趣的解读……

不同的解读在交流与分享中碰撞

出新的火花，丰富了这本无字之

书。弟子们似乎都明白了，唯有在

无字之书中蹁跹于指尖，扎根于中

国大地，同时不断翻阅、自省、重

审，方能传承大任，成其大事。

从“一本书”的角度看潘老师

今天，当我们把潘老师当作

“一本书”来怀念时，有以下问题可

以思考：一是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

几年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动力做

研究；二是老人家在这个阶段的研

究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把“应用型

人才培养”作为晚年的研究重点；

三是我们今天纪念潘老师的意义

究竟何在，仅仅是在纪念他在高等

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成就吗；四是潘

老师的无字之书给我们留存的精

神宝藏是什么；五是传承潘老师无

字之书的思想内核何在……这些

问题需要我们不断与他进行“灵魂

对话”，在无字之书中探索答案。

潘老师一系列身份背后的底

色都是“教师”这个身份。老人家

曾不止一次说，“我一生最欣慰的

事就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

列”。也有弟子说，“能成为潘懋

元先生的学生，是我一辈子最荣

耀、最得意、最幸福的事”。教师

与学生的彼此成就共同完成了

“教育”这一双向奔赴的事业，这

是在技术与功利充斥的时代下，

教师和教育独有的温度与深情。

因此，如果说老师就是一本书，我

们作为学生，既是读书的人，也应

该是写书的人；我们既是受这本

书影响的人，也是不断书写这本

书的人。

今年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立

40 周年，我曾用“代际传承”一词

来提醒后人的使命与责任。潘老

师虽然走了，可是他的学科情怀与

使命感、责任感依旧激励着我们，

这就是这本书的分量。生命是有

限的，但老师这本书却不囿于时间

空间的存在，因为他已经融入后代

学人的生命里。我们属于高等教

育学学科的第二代学人，既有“学

生”的身份，又是较为年长的“老

师”，身上肩负着代际传承的重

任。我们既要读懂第一代学人为

我们留下的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

又要有意识地为后来的学生留下

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

《教育的未来》这本书是专门

为纪念潘老师逝世一周年整理出

版的，这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

基于老人家对教育未来的展望。

今天回头来看，在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潘老师毕

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轨迹中，

他对中国许多问题的研究都带有

明显的前瞻意识。改革开放以

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转型

的重要时间节点，几乎都可以找

到潘老师所做的“未来”判断，老

人家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伊始，时

时怀揣着他对未来的梦想，他对

未来的思考一直没有中断。

潘老师健在的时候，弟子们几

乎很少对教育的未来进行主动思

考，只是跟随老师的节奏走，内心

缺乏面向未来的意识，但潘老师已

经在无字之书与有字之书中悄然

埋下了种子。当弟子们陆续走上

工作岗位之后，学生时代的种子才

开始萌芽，逐渐在实践中体悟到

“未来意识”的重要性。这是潘老

师留给我们的作业，也是潘老师留

给我们的财富，需要我们在未来的

工作中运用自如。让今天的高等

教育研究指向未来，是我们这一代

学人需要建立的学科意识，这种意

识应该是自觉的、坚定的。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教

育的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教

师角色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充

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更加需要教师

写好自己这本书。技术之笔可以

写出无尽的“有字之书”，却无法写

就有温度的“无字之书”，这也是无

论技术如何发展，教师都无法被替

代的原因所在。教师与学生之间

不只是知识的传递与流动，更是一

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互动与碰

撞。因此，即使面对不确定的世

界，我们依旧有信心实现潘老师所

说的走向“海阔天空”。

有字之书为高等教育学人的

血脉，无字之书为高等教育学人的

脊梁。潘老师的有字之书，是为

行；他的无字之书，亦是为行，且是

永远读不完的人生之书。后代高

等教育学人，有责任将这本书写

实、写深、写透，将这本书传承下

去。像他老人家那样，既要写好自

己的学术之书，更要写出一本学生

心目中的无字之书。恩师虽去，但

并未远行，潘老师教了一辈子书，

写了一辈子书，无字之书是他的人

生亮点及生命力所在，更是现在和

未来陪伴我们的精神力量。从“一

本书”的角度来看，潘老师的这本

书堪称“孤本”，也正是这本书的存

在，才有了中国高等教育学这部大

书，才有可能在未来出现走向世界

的“丛书”。对这部书的传承不是

“衣钵式”的单传，而是汇聚所有学

人力量，共同讲好中国故事，这才

是对潘老师最好的报答。

（作者系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院院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什么是教育家精神？此前，教

育界有很多人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曾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的陶西平先生在《有一种精神叫

教育家精神》一文中将教育家精神

归纳为三点：一是有定力，二是能

创造，三是肯担当。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家精神指

教育家在从事教育研究、追求教育

理想、践行教育理念的过程中体现

出来的对教育的态度情感、价值取

向和职业操守。

对我们而言，教育家精神是一

种对于教育的热爱、坚守、责任和

担当，它是在多年的教育土壤中生

成的实践经验，在应对时代变化的

教育困局中生成的教育智慧。从

实践的角度，我们想围绕关键词

“变化”来谈谈教育家精神。在时

代的潮流中，教育家精神是如何探

索和生成的？

首先，拥抱变化，立足于“一”。

《论语·里仁篇》谈到“吾道一

以贯之”，“一”或许可以理解为一

个核心、纲领或根本原则。习近平

总书记将教育家精神凝练为六大

特质，其中之一为“胸怀天下、以文

化人的弘道追求”。我们认为，“以

文化人”是办学的一个立足点。作

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

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文献，

《学记》中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

俗，其必由学乎”，什么样的教育能

够对人的未来产生积极影响？这

是每个学校负责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在多

年的办学过程中，确立了“养心育人，以合致和”的

和雅教育思想。中星小学以“多元、自主、优质”为

办学追求，努力“让优质教育惠泽每一位中星学

子”，把“和于心，雅于行”落实到教育教学实践之

中。我们对学生提出了作为“和雅星光少年”的“六

个一点”，即笑容美一点、嘴巴甜一点、行为雅一点、

学习勤一点、眼睛亮一点、身体壮一点。每天进步

一点点，逐步养成雅的行为、雅的形象。从大家的

反馈中，我们了解到孩子行为的点滴变化，从他们

的快乐成长中验证了我们的教育理念。

其次，拥抱变化，从“心”出发守中正。

一是心理学中的“心”。社会在发展，青少年的

生活环境在变化，心理健康问题如今尤为突出，需

要更走心的引领。学校本着“欲予学生健康的心

理，为师者必先心理健康”的信念，引导全体教师从

“发展健康心理，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高度，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各类教育改革中努力增强班

主任素质教育观念，勠力提升心理教育意识和心理

辅导能力；给教师提供平台，培训、锻炼、培养教师

从一线讲师变为“专师”，再成长为名师；积极开展

心理专题教育活动，在个别教育中，作为学生的知

心朋友，教师要尊重、信任和理解学生，在团体辅导

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倾诉，平等讨论问题。

二是道德哲学中的“心”。《中庸》谈到“喜怒哀

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喜怒

哀乐与心灵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生活遇到什么困

难，情绪表露合宜，行为处事符合规则，这就符合道

德的要求了，正如《传习录注疏》提到的“种树者必

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我们将“养心”归纳为

学生的信心、恒心、开心和慧心，教师的爱心、耐心

和责任心，家长社区的同心、诚心。我们希望大家

能做到“与己和，心平气和；与人和，和气致祥”。由

此，从养心到育德，体现在教师—教师、教师—学

生、教师—家长、学生—学生的人际交往过程中，体

现在家校社合作整合、学生和谐发展过程中。

最后，拥抱变化，在变化中生成实践智慧。

陶行知先生曾总结过第一流教育家所具有的

特质，他说：“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

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

是第一流的人物。”可见，勇敢、创造是第一流教育

家应该具有的精神特质。

当下，面对一线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痛

点，我们不仅需要有勇气去改变，而且需要用智慧

去改变。为了突破学科壁垒，打开新时代的课程界

域，基于课程融合的理念，中星小学提出了 C-

STAP课程集群体系。这是学校多年来自主探索的

五育融合课程体系，旨在促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在C-STAP课程集群体系中，学校文化是课程创生

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四大课程集群育人体系，

即科学创新课程集群（Science）、数字技术课程集群

（Technology）、人文艺术课程集群（Art）、心理健康

课程集群（Psychology）。

在中星小学，C-STAP课程集群体系的实践活

动有很多。比如，利用暑假开展全校假期 PBL（项

目式学习）活动，它是课程融合理念的落实。首先，

各年级发布项目内容，学生选择主题并组成研究小

组，合理分工，确定研究问题的方法，同时在家长和

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实践，做好记录，最后提炼

成果，参与班级—年级—全校三级海选活动。通过

一段时间对真实、复杂问题的探究，学生获得了知

识和技能。各项目组宣讲项目研究学习过程中的

所做、所思、所获，也生动诠释了“让每一颗星星都

闪光”的理念。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拥抱变化，在

探索中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凝练智慧，从而践行对

教育的热爱、坚守、责任和担当。

（作者单位分别系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星小

学、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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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厦门大学
教授潘懋元逝

世一周年，主要收录其对
教育未来展望的《教育的
未来》一书正式出版。作
为潘老师的弟子，厦门大
学原副校长邬大光作序
感 慨 ：潘 老 师 就 是 一 本
书，是一本厚重的书，他
既是一本“有字之书”，也
是一本“无字之书”，更是
二者的完美结合。

潘老师潘老师（（左一左一））家的学术沙龙家的学术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