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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永新    霍懋征老师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
她一生倡导和实践“爱的教育”，用“爱”诠释了教书育人的真谛，并将“爱”融人了中国教育的长
河。
周恩来总理称她为“国宝”；胡锦涛总书记盛赞她“把自己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温家宝总理为她
题词“把爱献给教育的人”，刘延东国务委员称她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
和等领导人，也对她有过高度评价。
她被誉为“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民教师的优秀楷模，全社会的一代师表”。
    作为一个教育人，我和全国所有中小学老师一样，对霍老师仰慕已久。
我知道，她是1943年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可毅然地做起了小学老师；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特级教师，
在“文革”中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失去了至亲，可她依然坚守讲坛。
她爱教育，爱孩子，“以爱育人”，从教60多年，给了许多孩子最细致的培养与温柔的呵护，从来没
有让一个孩子掉队⋯⋯    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我在自己的教育实践探索中，和霍老师神交已久。
和她一样，我也认为爱的教育不是一个人独自高唱的孤高悲情，而是发自于无数声音的共鸣。
因为有爱，有了这样一个人类永恒的主题，有了这样一个为人师者永恒的主旋律，我们就能唤醒无数
教师的爱和理想，就能唱出爱的教育的进行曲。
霍老师无疑就是这样做的：在她退休以后，不顾高龄，依然孜孜不倦奔走于全国各地，培养青年教师
，送教送书，更送去了关于教育的爱和理想。
无法统计有多少教育旅程的困惑者因为霍老师的点拨而豁然开朗，亦无法统计有多少艰难跋涉者因她
的示范身教获取了前行的动力⋯⋯    作为一个民进人，在为教育事业奔走呼号的路上，我总能照见霍
老师的足迹。
大到作为民进中央常委、当时全国基础教育界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常委，从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
位，到设立教师节，制定《教师法》，还有促进边远地区教育发展、减轻学生负担⋯⋯她的深入调查
与不懈呐喊点燃了时代的音符；小到从平顶山教育顾问、柳河县教育顾问，到东莞市长安镇教育顾问
、平湖镇教育顾问，还有老君堂小学名誉校长、三元小学名誉校长⋯⋯这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头衔，从
细微之处印证着她热爱教育事业并为之不懈努力的点点滴滴。
    在工作中，我和霍懋征老师也有过几次接触，每次都留下很深印象。
好几年前，在北京市海淀区为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特级教师窦桂梅举行的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上，我第
一次近距离接触霍老师，她在女儿赵萱的陪同下参加了会议，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赵萱告诉我，妈妈和她们一起成立了霍懋征教育思想研究的课题组，希望把妈妈的教育教学经验毫无
保留地奉献给全国的中小学教师们。
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霍老师晚年最大的心愿。
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亲自参加一个年轻老师的研讨会，让大家非常感动，霍老师却觉得非常自然。
她说，能为年轻教师的成长做点小事，她最开心。
    还有一次是在霍老师去世前不久，我代表民进中央去医院看望她。
霍老师显得安详、宁静，尽管躺在病榻上，她还是对我们点头致意，我握着她的手，祝福她健康长寿
。
当时感觉她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她的女儿赵萱拿着她最喜欢的一本影集给我看，其中有温总理看望她的合影，还有她与学生们的合影
。
赵萱告诉我，只要把这些照片给妈妈看，她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还在想，等到春暖花开时再来看她，听她讲教育故事，向她请教教育问题。
可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后来，霍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那天我很早便赶往参加，没想到
温家宝总理和刘延东国务委员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都亲自参加了告别仪式，为这位普通而伟大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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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送最后一程。
他们含着泪水慰问霍老师的亲属，要求教育部门和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霍老师“以爱育人”的教育理念
。
而民进中央的严隽琪主席、罗富和常务副主席和原主席许嘉璐、张怀西等领导，也专程前来送别。
    在告别仪式上看到的两副挽联，深深地感动着我：“传道授业解惑躬耕一生，彰爱扬清懿德垂范千
秋”，“爱心烛照千秋人人可得为尧舜，懿德师表万世缕缕不绝继圣贤”。
我想，这不仅是霍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国家和人民对她的最高褒奖。
霍老师的人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拥有爱心，只要我们用心做事，一个普通的灵魂，也可以走得很远
很远。
    霍老师去世后，她的家人和相关部门做了一系列整理工作，研究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
去年9月教师节前夕，成立了北京霍懋征教育思想研究会，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
主席严隽琪出席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教育部也发了贺信，我也参加并见证了这一过程。
此外霍老师的女儿赵萱等还编著了《把爱献给教育的人——霍懋征》等有关著作，我还写了《让爱陪
教育一起走》的文章在媒体发表，呼吁“让我们与霍懋征老师一起，继续走在教育事业这条充满艰辛
、任务艰巨的路上，享受幸福而完整的教育人生”。
    现在，《霍懋征传》的出版也是上述工作的一部分。
我相信，通过这本传记，我们会看到一个真实而生动的霍懋征。
霍懋征教育思想会得到更好的传承和推广，霍懋征平凡而伟大的教师形象也会被更多人牢记，霍懋征
爱心育人、用心教书的态度，以及不计个人利益，甘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也会更加激励更多的教
师在教育的路上努力前行。
    是为序。
    2012年7月22日于北京滴石斋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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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霍懋征老师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一生倡导和实践“爱的教育”，用“爱
”诠释了教书育人的真谛，并将“爱”融入了中国教育的长河。
她曾得到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称她为“国宝”;胡锦涛总书记盛赞她“把自己
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温家宝总理为她题词“把爱心献给教育的人”，刘延东国务委员称她是德高望
重的
“教育大家”。
被誉为“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民教师的优秀楷模，全社会的一代师表”。
她去世后，教育部、民进中央曾专门下发通知，号召全国教育工作者向她学习。

《霍懋征传》由霍懋征女儿、原北京156中学校长赵萱，和曾长期在教育类媒体工作、多次采访过霍懋
征的张小武共同撰写。

《霍懋征传》是在采访了多人，积累了大量一手材料，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算是对霍
懋征一生比较详细的记录。
该书通过霍懋征亲朋故旧的详细回忆，又把我们带回了那个不计个人利益，甘为教育事业献身的激情
岁月。
据悉，该书在充分尊重事实、努力还原人物经历的前提下，注重人物工作、生活、情感的细节描写，
对广大中青年教育工作者抛开标签，认识一个真实、立体的霍懋征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在写作过程中，该书作者赵萱、张小武还专门走访了民进中央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
及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摘录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传记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保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以霍老师的人生历程为主线，穿插介绍了我国基础教育从1949年建国至
今60多年的发展历程，很多重大教育事件均有呈现，可见该书不仅是一部个人史，也是一部教育史，
对了解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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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萱，1943年生，北京人。
长期致力于中学教育教学及霍懋征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
曾任北京市156中学校长、书记，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委员、西城区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
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荣获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者、西城区模范校长等多种荣誉称号。
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读物多部。

张小武，1984年生，河南三门峡人。
曾任《教育》杂志记者，《教育文摘周报》编辑，《人物PEOPLE》杂志执行主编，现任北京霍懋征
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第1时间》杂志执行主编。
著作有《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骄傲》（合著），《把爱献给教育的人——霍懋征》（参著），长篇小
说《春去阑珊》等，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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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爱的滋润下    尽管自身有困难，天生一副热心肠的孙文景还是尽可能地给他人以帮助。
自霍懋征记事起，家里就有一位姓刘的老人，孩子们都管她叫“刘奶奶”。
刘奶奶本是山东泰安一带人，因遭受战火，丈夫早逝，家中又无人照料，孤苦伶仃流落济南街头，以
乞讨为生。
孙文景遇到她时，觉得可怜，索性把这位老人带回了家，当成自己的老人供养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照料，刘奶奶身体有所好转，她看到孙文景太忙，孩子又多，就主动帮忙照看孩子。
刘奶奶很喜欢霍懋征，经常抱她出去玩。
    刘奶奶是文盲，不识数，一个人买东西常常被骗。
霍懋征懂事后，就经常帮刘奶奶买东西，那些店主发现这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很聪明，一连串数字
很快就算出来了，从此很少再短斤少两了。
小小年纪的她，慢慢就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了对数字的兴趣，算术课的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后来，刘奶奶随全家一起迁往北京，始终和这个家庭融为一体。
霍懋征结婚后，延续母亲的爱心接力，在自己生活很困难的情况下，为刘奶奶养老送终。
    母亲热心助人的事很多，有些是霍懋征后来才知道的。
20世纪80年代初，霍懋征应邀去济南讲学时，怀着强烈的思旧之情回到了儿时住家的附近。
在那里，对儿时的回忆和现实撞了个满怀，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大娘在得知她是孙文景老师的女儿后，
激动地哭着对她说：“我找了你多少年啊，一直得不到孙老师的消息。
我一辈子都忘不掉孙老师对我的关怀与帮助，忘不了她对我的恩情。
”原来，这位老大娘小时候家里穷，做了别人的童养媳，孙文景知道后，极力给她争取到了读书的机
会，并自己出钱为她交学杂费，买书买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她。
    知道这件事后，霍懋征的心里荡起无限涟漪，她更加思念母亲，更加为母亲的高尚品格而感佩。
回到北京，她把对母亲的怀念和敬意化成自己工作的动力，更加不辞辛劳地为国家的基础教育事业奔
波。
正如她所说：“我的热心助人是受母亲的影响，也是从小就养成的，至今不曾改变。
”    看到母亲无私帮助别人，小懋征也受到感染。
那时候，为了共度时艰，街坊邻居都和睦相处，小孩子们也总是找机会凑在一起，有时候往往形影不
离。
她和小伙伴们关系很好，大家有了困难都互相帮助，每当哪个小伙伴家里有活儿时，她也常常跟着瞎
忙活。
    有一次，刘奶奶蒸了一锅馒头，过会儿进屋一看全没了。
一问，原来是她和小伙伴们在院子玩过家家，把馒头分着吃了。
    还有一次，母亲买了一盘红色的袜带（松紧带），准备做衣服用。
不巧被她看到了，她就拿去分给了小伙伴们，每个小伙伴的腿上都缠了两根，当皮筋跳。
母亲急用的时候却找不到了，后来才知道她拿去分给小伙伴玩了，一气之下就打了她几下。
    童年时代，因为经常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分给小伙伴玩而让母亲找不到，她没少挨打。
母亲是一个“奖罚分明”的人，每当她做了好事，或者帮小伙伴们解决了困难，往往会得到表扬。
    为了不让忙碌的母亲操心，她经常帮着照看弟弟妹妹。
她帮弟弟妹妹洗脸，还学着母亲的样子把他们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有时候她还变换花样，今天叠成
这个样子，明天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看到这些后母亲常常显得很惊喜，不仅夸她懂事，还夸她长了一双巧手。
得到表扬和夸奖是她童年最开心的事，每当这时候，她就能看到母亲久违的笑容。
    母亲为了工作和生计整日奔波，脸上很难看到笑容。
可是小懋征发现了一个现象，每当学生们来看望母亲时，在她的脸上也能看到笑容。
这时候母亲就显得格外青春活泼，孩子们看着母亲高兴，也跟着一起高兴，小小的家顿时变得热闹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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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她甚至会嫉妒母亲的那些学生，甚至觉得母亲更爱学生们而不是她们。
后来懂事了她才知道，母亲把教育当成了自己最喜爱的事业，把学生当成了自己最喜爱的孩子，当然
，她们也是母亲最喜爱的孩子，只是爱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母亲经常帮助穷苦学生，自己的薪资并不高，可是总拿出相当一部分钱接济他们的生活。
更有甚者，当看到学生处在危难中时，她还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
    山东省立一中是山东最早的公立学校，在山东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较高声望，以邓恩铭为代表的
一批进步学生，积极宣传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爱国进步的革命行动在
全省产生深远的影响。
处在山东省立一中这个进步活动阵地的中心，年轻的孙文景耳濡目染，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工作之余开始关注并参与学校的爱国运动，成为进步师生中的一员。
    1928年5月，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爆发。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济南学生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其中尤以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
所做的工作最具代表性。
据参加过这个后援会的刘旭初回忆：“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是地下工作，调查日军残暴事实，编写宣
传文件。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该会决定派出代表团至各省、市，揭露日军残暴真相。
当时推定济南市总工会代表武竹亭、学生联合会代表张虎文、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刘旭初、商民协会代
表郭愚民、妇女协会代表孙文景、济南市党部代表王旭，组成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代表团，前往各省
、市。
”    被推选为妇女代表后，孙文景作为唯一女代表随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政府和
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并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但“因蒋介石停止一切可能给外交上带来不便举
动的要求而不得不解散”。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该会的张虎文，又名张天麟，当时是济南私立正谊中学学生，和已故国学大师
季羡林同班，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1956年，霍懋征被评为新中国第一批特级教师后，曾收到张天麟的信件，信中提到：“济南‘五三惨
案’前夜，我们遭到日本宪兵的追捕，是孙老师（孙文景）把我们藏了起来，并送饭给我们，（我们
）得到了她的救助和保护。
”对孙文景在特殊时刻的帮助和关怀，张天麟一直留存于心。
多年后。
当霍懋征去张天麟家时，看到他还保存着母亲孙文景的照片。
    孙文景很早就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自霍懋征记事起，母亲所做的工作就在她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象，对她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说道：“母亲的正义感和革命精神使我受到强烈的启发和教育，尤其是母亲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和与
学生紧密无间的关系，以及母亲由此而得到的愉快和幸福，令我激动，使我崇尚。
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热爱教师工作的种子。
”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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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霍懋征老师作传的想法早已有之，也陆续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趁她健在时，请
她进行了宝贵的个人口述等，但真正付诸行动是在2009年国庆后。
我们首先系统整理了霍老师生前大量的工作、生活资料，做了详细分类和分析，基本理清了霍老师一
生的大致经历，初步形成了写作思路。
之后我们采访了霍老师的亲人、同事、学生、朋友等各方面和她有过联系的人，搜集了丰富的一手材
料。
根据采访得到的线索，我们又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了相关资料，进
一步充实了写作素材。
在此基础上，我们于2010年初动笔，其间三易其稿，根据霍老师家属和业内方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
善，历时近三年，终于在今天得以成书。
    本书的写作、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
秘书长朱永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本书作序。
霍懋征老师是民进老会员，和民进组织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谊，朱永新副主席也曾多次代表民进
中央看望霍老师，并积极支持有关霍懋征教育思想研究的一系列活动，他为本书作序是这份情谊的延
续。
北京霍懋征教育思想研究会秘书长林蔚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请知名作家指导，
还为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可以说本书有她很大一份辛劳。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社长刘晓东也倾注了很多心力，协调各方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出版工
作，使本书得以及时和广大读者见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科人文分社社长滕振微和首席编辑赵焱在时间紧张、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
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本书进行了严谨、细致的编辑、加工，并就出现的问题和我们进行了多次沟通，
保证了本书的出版质量。
    此外，在材料的搜集和采访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以下人士的帮助：民进中央的虞音、何斌、吴新
秋、左延珠、高友东、滕靖南，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李烈、姚静薇、褚连山、史德志、程淑文，人民
教育出版社的刘永让、张天若、崔峦，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潘仲茗，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张化
纯、薛喜红，霍懋征的儿子赵达，霍懋征的徒弟李蔓、高惠先、曹丽芬、王玲，霍懋征的徒弟、江西
资溪县教育局原局长曾曙春，霍懋征大学时代的同学董桂兰（已去世），“文革”期间曾一起工作的
同事刘芳英，朋友后辈方婉莹，学生阎军、杨帆、王秀文、郑天亮、邹磊、王伟思、孙大来、王梦凯
、韩吉辰、王宏智、韩波等。
    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参考和借鉴了部分媒体报道、相关著作及互联网上的资料等，因篇幅所限不再
一一说明，在此谨以最大诚意对其作者表示感谢。
    霍懋征老师的一生是丰富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她经历过人生的悲欢离合，也体验过人生的跌
宕起伏；她见证了中国基础教育6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参与了其中的诸多重大事件和关键转折。
她的一生不仅是一部生动的人生教科书，也是一部翔实的教育发展史。
撰写这样一位人物的传记殊为不易，尽管我们已竭力为之，但限于水平，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相关人士和广大读者多提意见，以便我们日后完善。
    岁月匆忙，屈指算来，霍懋征老师离开我们已近三年时间了。
三年来我们在她的精神指引下，先后成立了北京霍懋征教育思想研究会，编著了两本相关著作，举办
了首届霍懋征教育思想论坛，算是做了一点有关她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的研究、传承工作，也得到了
社会各界尤其是基础教育界的认可。
接下来，我们还将组织专门的专家团队对她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并与当前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联系
起来，在全国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的支持下，把霍懋征教育思想推广开来，实现她“把毕生的
教育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心愿。
    还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拿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颁发的“摄制电影许可证
”，这意味着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霍懋征》的拍摄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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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用画面再现这位老一辈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展示我国教育事业的优良
传统，唤起大家对教育本源的再认识和教师工作的再理解，从而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尽
一份心力。
    作者    201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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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霍懋征，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
一生倡导和实践“爱的教育”，用“爱”诠释了教书育人的真谛，并将“爱”融入了中国教育的长河
。
她得到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民教师的优秀楷模，全
社会的一代师表”。
    赵萱、张小武编著的《霍懋征传》是一部记录我国著名教育家霍懋征60多年从教经历的传记类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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