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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从小学、中学到大

学，一个人的十余年时
光 是 在 学 校 度 过 的 ，
人、生活与教育之间有
着怎样的关系？

刘 铁 芳 教 授 “ 从
1996 年前后关注教育
与生活问题，其后 10
多 年 里 一 直 眷 顾 于
此，难以忘怀”。《教
育的生活意蕴》 呈现
了刘铁芳教授十余年
思考教育与生活问题
的轨迹，从教育回归
生活开始，以教育走
向哲学作为结束，意
在呼唤一种审慎明辨
的教育生活方式，提
升日常教育生活的品
质。

“真正的教育把人
当人。”质朴直率的表
达里，隐含着忧思。如
果日常的教育生活深陷
于作业负担和各种学科
培训，如果智育被放到
至高的位置，我们势必
会向着分数狂奔，这个
时候的人将被淹没，只
是一个容器，一种机械
的存在。

“人是未完成的非
终极的存在。”“未完
成”是一首希望之歌，
饱含对人的巨大可能性
的期待。如果用贴标签
或者排名的方式，就会
限定人的发展。持续多年的限定将让人失去内驱力，慢
慢“空心”，甚至发生心理问题。“未完成”，意味着日
常的教育生活须对人充满接纳和鼓励，须引导人不断
认识自我、追寻自我和提升自我，促进人自由积极的
发展。

“教育首先应该关注其对象，关注人，关注每一个
人，离开具体的人，原则方法还有什么意义呢？”“具体
的人”里有深深的允许和懂得。在日常的教育生活里，
看见一个一个鲜活的人，让每个人如其所是，如此，教
育才具有了赋能的作用。

在这样的前提和共识之下，我们才有了省思日常教
育生活的可能，才可能在习以为常里看到问题，进而找
到破解之道。

笔者作为小学教师，更关注书中关于儿童教育的部
分，并尝试以自身的实践来谈阅读后的感受。

“创造是人的天性之一，儿童生活着，就意味着他
们需要创造，属于儿童方式的创造。”教育应该激发儿
童在生活中大胆创造，并充分享受创造带来的快乐。五

（4） 班学生苦于蚊虫叮咬，该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小组讨论，确定了种植艾草、提炼艾草纯露来防蚊
的解决方案。学生在学校百草园劳动基地种下艾草，并
进行“堆肥”和“酵素”的制作，让厨余垃圾变为土壤
肥料。艾草长成后，学生提炼出艾草纯露来防蚊。在这
个过程中，教育融入生活，生活与教育连为一体，儿童
通过种植作物、观察作物的生长过程，并用作物制作生
活用品的方式，实现了课程的综合性构建、跨学科发
展。

“教育的智慧就在于打开儿童的心智之门、生活之
门，让他们即时地积极地获取智慧之思想与生机勃勃的
精神，有效地充盈他们现时的生活。”当儿童的心智之
门、生活之门被打开的时候，常常会带来很多惊喜。科
学课上有关于蜗牛的观察活动。罗浩荣小组发现蜗牛能
在纸、塑料、木头等很多东西上爬行，但是遇到铜片时
会停止爬行。罗浩荣猜想，是不是蜗牛怕金属呢？在蜗
牛前方分别放上铁片、不锈钢片、铜片，孩子们发现蜗
牛会在铁片、不锈钢片上爬行，但是不愿意爬上铜片，
即使有时候爬上了铜片，也会很快掉头爬出来。罗浩荣
利用蜗牛不爬铜的习性，发明了蜗牛驱离器，用来保护
植物不受蜗牛伤害，达到了环保预防的作用。

“在儿童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各样的遭
遇，诸如愉快、痛苦、成功、失败、希望、孤独、冷
落、疾病等。在真实的生活遭遇中，会萌生他们对于生
活的多种理解。教育不应对之采取漠然的态度，应该增
进这种理解，并引导他们进一步自我省察。”2020年疫
情防控期间，育才学校少年交响乐团与花儿合唱团的孩
子们联合录制 《我的祖国》。96 个学生，20 多个声部，
孩子们在各自的家里演奏、演唱，表达对祖国的深情，
同时向驰援武汉的湘雅附二医院医护家长致敬。2022
年受疫情影响，学校曾经停课两周。孩子们拍下樱花视
频、写下心意卡，给隔离的小伙伴送上“爱的抱抱”。
疫情防控期间，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这段经
历，让孩子们相信温暖是最大的传播力，不管外面的世
界如何变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都会引导我们向上。

“教育必须承认，此时此刻的教育活动中的人的此
时此刻的生活就具有价值的可能性，是应该受到尊重
的，教育并不能以‘教育’的合法名义来侵夺个体当下的
生活，使其去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如果我们总是认为现
在的吃苦是为了未来生活的幸福，幸福就永远在够不着
的地方。只有每一个当下都值得被珍惜的时候，孩子们
的心理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教育的美好，就在“此
身，此时，此地”，是每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每一个此刻，真
实的生命体验。

还至本处，让教育回归生活，是 《教育的生活意
蕴》 带给我的启示。在教育与生活的融合无间里，儿童
将感受到更多美好，并在未来创造出更多美好。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才学校校长、正高
级教师）

还

至

本

处

—
—

《
教
育
的
生
活
意
蕴
》
读
书
札
记

朱爱朝

B.A.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个响亮于当代世界教育圣坛的名字。他的多部著作先后被翻译成59种文字在世界不同国家出版，其
教育理念与教育主张的影响力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时空，跨越了社会制度，跨越了意识形态。尤其在我国，这位为其祖国、为
世界教育宝库留下丰富教育遗产的苏联教育家，已经成为千百万教师耳熟能详的教育大师，其众多著作所传递的教育理念对我
国教育工作者影响广泛而深刻。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著述——

活在中国教师心中的教育经典活在中国教师心中的教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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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生活意蕴》
刘铁芳 著
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的 40 余年以来，苏霍姆林斯基教育
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和创新实践的历程基本上
每个十年都有比较鲜明的特征，亦与其教育著作的
翻译与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原著翻译和
中后期的大量出版阶段。这期间，北京、上海、天
津、湖南、安徽等省市的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
30 多种苏氏著作，而且有的原著被不同出版社不
约而同地出版了不同译本。广大中国教师正是通过
这些译著初步认识苏霍姆林斯基、了解其教育理念
和实践的。

第二阶段是整个 90 年代的译介与研究并进阶
段。前半期主要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完成一系列
著作翻译的同时对其思想体系进行的梳理与评
介，后半期陆续增加了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声音，
并参与到最初的国际国内专题交流。首批研究性
著作以系统介绍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体系为
主，作者主要是高等学校中研究比较教育学和外
国教育史的学者，如北京师范大学王天一教授的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顾明远教授的 《战
后苏联教育研究》 等。

21 世纪头十余年可以视为第三阶段，是对苏
氏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进入多样化开花结果的丰
富时期。一方面涵盖苏霍姆林斯基系列著作的五卷
本大型文集翻译出版，另一方面专题研究开始细
化，如苏霍姆林斯基论德育、论教学、论班主任工
作、论学校管理等，亦不乏将苏霍姆林斯基与世界
各国著名教育家 （裴斯泰洛齐、第斯多惠、杜威、
陶行知等） 进行比较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此间
我国的教育科研工作者、中小学校长等陆续走出国
门，到访乌克兰实地，参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
国际交流研讨活动。

第四阶段是最近的十余年，明显特征是围绕纪
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百年 （2018 年） 前后期的系
列活动，将苏氏教育思想的教科研与教育交流推向
空前繁盛，研究成果和实践形式的深刻性与影响力
更提高了一个层次。在学术与出版方面，孙孔懿教
授磨剑十年的力作 《苏霍姆林斯基评传》《苏霍姆
林斯基教育学说》 等专著问世；教育科学出版社为

《20 世纪苏联教育经典译丛》 增加了 《苏霍姆林斯
基论劳动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论困难儿童教育》
等多本新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将 《苏霍姆林斯基教
育智慧格言》《育人三部曲》《做人的故事》 补充进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在教育实践层面，教育
科学出版社举办了苏霍姆林斯基 《给教师的建议》
大型公益读书活动；《中国教师》 杂志举办了面向
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做教师”
征文比赛；以市区县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基层学校为
单位举办不同规模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讨会
与现场会。在国际交流方面，中乌两国基础教育交
流也更为普遍，校际间实践者联盟的数量与种类不
断扩大。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具有无
穷价值的教育思想宝库。他以自己 50 余部专著、
600 多篇论文和 1500 多篇教育寓言的著作等身，
建构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教育观为鲜明特色的思想体
系；他用丰富的理性思考，阐明该体系的精髓与核
心就是要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他更用毕生的教
育实践，证明了和谐发展的教育必须是德、智、
体、美、劳教育相互渗透的立体系统，是德为先、
人为本、充满爱的教与学的过程。

在中国的传播、
研究和创新实践历程

苏霍姆林斯基丰富的教育著述被誉
为“活的教育学”。对于广大读者来
说，它既是实施全面和谐发展教育公认
的理论宝库，又是常读常新的教育宝
典。尽管我国对于其思想体系与实践特
征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人们仍然会
在思考现实教育问题并在重读经典的过
程中不断收获新的启迪。比如我近期再
度走进他的著作时发现，除却早已熟知
的爱孩子、相信孩子、发现闪光点、不
用一把尺子、开凿知识的泉眼等充满人
性光辉的经典内容依然鲜活外，比照当
下的教育现实，下面这些同样体现人道
主义教师观的生动论述又引发了我新的
感悟与触动。

教师必须关注孩子的精神生活、走
进孩子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指出，

“教育——这首先是教师跟孩子在精神
上的经常接触”，没有爱心，不努力去
理解孩子精神世界的人，只配当个教书
匠，不可能成为“学生精神上的教育
者、指导者”，因为“教师的职业是一
门研究人的学问，要经常不断地深入人
的复杂的精神世界”。苏霍姆林斯基不
能容忍只关注知识和分数而忽略精神生
活的做法，认为这不仅是对学生个体的
不负责，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精神
上的贫乏会导致道德上的空虚和堕落。
最严重的损失是人的损失，这是任何东
西都无法弥补的”。教育者要最大限度
减少损失，首先就要关心人的心灵培
养，因此要务必明确，“学校里的学习

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里装
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间每时每刻
都在进行的心灵的接触”。

教师应该把学生视为未来的父母。
在“教育学首先是人学”的核心理念
下，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把小孩子当作
父母来看待绝不该是很久之后的事，
要从入学就该开始。“高明的教育之
道，就是善于把不懂事的孩子当作明
天的父母来看待。”因为“一个人无论
今后成为什么人，他都将会成为父亲
和母亲”，我们的学校“教了几乎所有
的 知 识 ， 但 该 怎样准备未来家庭生
活，怎样做丈夫和妻子，怎样做孩子
的父母，他们却一无所知”。“学校教
育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困难的根源都可
以追溯到家庭”，很有可能“再过二十
年，我们的小学生就会领着自己的儿
子来上学，就会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怎
样更好地教育他”。为此苏霍姆林斯
基明确告诫教师，“教育学生怎样做
父母的第一所‘学校’即是在童年、
少年和青年早期对他们进行完满的道
德教育”。

教师应以人格品质在孩子心中留
下痕迹。在苏霍姆林斯基眼中，教师
职业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教师是
在同生活中最复杂、最珍贵的无价之
宝——人——打交道，是孩子向他学习
生活的人，因此教师的人格与个性、学
识与技巧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苏霍
姆林斯基曾表示这样的担忧，“教育工

作中最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个教师
工作了几年离开学校后，没有一个人怀
着感激的心情追忆他，他也没在人们心
里留下任何痕迹”。如此结果不仅是教
师个人的失败，也是教育的悲剧。要避
免这种现象发生，教师必须不懈地完善
自我、提高品德修养，以便能从道德层
面以高尚的人格去影响学生的个性。苏
霍姆林斯基反复叮嘱教育同行，“教师
个性的教育力量，取决于‘教书’和

‘育人’有机结合的程度”，教师既要为
“学生打开通向知识世界的窗口，同时
又能触及他的个性，打动他的思想、情
感和良知”。

如此鲜活、精到的教育主张，在苏
霍姆林斯基著作的宝库中比比皆是，极
具感染力和现实冲击力。他坚持丰富人
的精神世界，将道德高尚置于人的品质
的首要地位；他主张德智体美劳“五
育”必须相互渗透，告诫教师不仅要讲
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树立对知识的正
确态度；他提出人格必须用人格来影
响，学生是教师之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面
镜子；他坚信自我教育是人全面和谐发
展的重要动力，必须唤醒学生内在的学
习愿望和憧憬幸福人生、争做好人的愿
望；他思考家庭教育的意义与潜能，探
究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合力⋯⋯总
之，在培养德行为先、全面和谐发展的
人方面，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遗产是拥
有强大生命力的、当之无愧的“学校教
育的百科全书”。

常读常新的教育宝典

苏霍姆林斯基离开这个世界已过半
个多世纪，但这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距
离遥远的人所说的话、做的事、写的书，
仍始终被我们热衷着、崇拜着、研究着、
践行着、创新着，为什么？我以为，其中
最关键的、最恒久不变的东西是这位教
育家思想里人性的东西、本真的东西。
正是其教育观的独树一帜、其内容的高
度与温度，以及对其解读的深入浅出，才
成功建构了一个完整、鲜活的教育学体
系，也成功收获了数以千百万计的教育
粉丝。

苏 霍 姆 林 斯 基 善 于 以 亲 切 、 平
实、精准、趣味、触动人心的语言将
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主张和教育实
践鲜活地呈现于作品中。研读他的著
作，总有一种置身于教育现场，随时
与其对话、产生共鸣、收获启发的亲
切感。翻开这些著作，就仿佛走进了
大师的教育现场，按下了聆听手把手
般的师徒辅导、教育解惑、教学答疑
的“直播按键”。

苏霍姆林斯基不仅有扎实的教育
学素养，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他的

文字表达既平实、亲切，又具有鲜活
的文学色彩和民族特点，可谓深刻的
精 神 传 承 性 与 鲜 明 的 时 代 特 色 感 并
存。他的著作在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
95%以上，老一辈翻译家恪守信达雅
的翻译宗旨，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
了原著的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和时代
色彩。

2020 年是苏霍姆林斯基逝世 50 周
年，按照国际版权公约，他的所有著
作此后均进入公版。在我国随即也掀
起了新一轮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出版
热潮，但其中不乏为蹭热度、以追求
高 商 业 效 益 为 目 的 、 品 质 各 异 的 图
书，客观上给广大读者选择高品质的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译著造成了不少困
惑。为适应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学
热情持续升温的新形势、把握译著出版
质量关、保证经典精品普及率的需要，
一些大型教育出版社及时作出研判，陆
续启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著作再版再
译、新版新译工程，在所出版的原有译
著基础上，进行苏氏教育经典译著的
全方位升级。日前，欣闻教育科学出

版 社 的 《苏 霍 姆 林 斯 基 教 育 经 典 丛
书》 即将全新面世，很是高兴。教育
科学出版社是国内较早出版苏霍姆林
斯基译著的出版社，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出版发行苏霍姆林斯基的众多单
行本译著开始，40 余年间，仅 《给教
师的建议》 单行本就多次再版、数十
次印刷，截至 2022 年 5 月，该书发行
总量已接近 300 万册。相信即将出版
的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经典丛书》 通
过现代化技术手段所营造的沉浸式阅
读 设 计 ， 一 定 会 为 广 大 读 者 带 来 学
习、研读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全
新阅读体验。

无须多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
宝库这份“活的教育学”富有强大的生
命力，它可以留给历史、影响现在、启
迪未来，它可以跨越时空、穿透教育、
浸润心灵。苏霍姆林斯基践行了经典，
成就了经典，留下了经典，他本身就是
一部超越时空的经典。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
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苏霍姆林斯基研
究会会长）

超越时空的“活的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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