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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明德

自 ２００５ 年担任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以来ꎬ 我对基础教育的问

题与思考就逐渐深入起来ꎬ 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ꎬ 我非常关心基础教育ꎬ 还提出过

一些优秀的教育提案ꎮ 与此同时ꎬ 对活跃在基础教育研究的教师和学者ꎬ 也渐渐熟

悉并成为知音ꎬ 土荣ꎬ 就是其中的一位ꎬ 他是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语文科主任ꎬ 正高

级教师、 特级教师ꎬ 我们研究会的副秘书长ꎮ 他有思想ꎬ 有情怀ꎬ 有追求ꎬ 有教育

历练ꎬ 敢于担当ꎮ
我经常参加基础教育的各种研讨会ꎬ 也参加过广东省语文教育的大规模的学

术研讨会ꎬ 和土荣有过较长时间的沟通交流ꎮ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ꎬ 在物质财富

快速增长、 人们自由活动空间加大的时代ꎬ 给学生正确的人生导向与文化修养ꎬ 即

使是具有比较发达的经济与比较开阔的世界视野的广东ꎬ 也必须有坚实的文化底

蕴ꎬ 需要积极地继承和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ꎬ 更新和构筑自己的教育体系ꎮ 土

荣在这些方面ꎬ 潜心探索ꎬ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ꎮ 他忠实于人类教育精神ꎬ 又扎根于

广东的本土实践ꎬ 探寻真理又直面问题ꎬ 在 ３３ 年的教育人生中ꎬ 发表了 １６０ 多篇

论文ꎬ 出版了 ６ 部教育专著ꎮ 我翻看了一些ꎬ 觉得他的一些论文与专著既有教育哲

学的思辨色彩ꎬ 又饱含时代元素和具体实践的可操作性ꎮ
现在ꎬ 他请我为自己付出许多心血的第七部专著 «见心成才———教育人生发

展新论» 作序ꎬ 我欣然应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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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对教育的深层次的认识ꎬ «孟子离娄上» 有过论述: “诚者ꎬ 天之

道也ꎬ 思诚者ꎬ 人之道也ꎮ”
两千年前的 «黄帝内经»ꎬ 就是一部生命哲学著作ꎬ 其对脏腑经络等问题就有

许多精辟的阐述ꎮ
弗洛伊德、 乌申斯基、 皮亚杰、 维果茨基等大师的勇敢跋涉ꎬ 开创了一条人

生发展的研究之路ꎬ 为人类的教育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而优质的教育资源ꎮ
１８９４ 年ꎬ 我们借鉴教育立国的日本ꎬ 移植了赫尔巴特理论ꎬ 开始了现代教育

的进程ꎮ 其中ꎬ 有人开始从人的角度思考教育的问题ꎮ
３０ 年前ꎬ 叶圣陶为陈侠的 «论教育规律及其他» 作序时说: “我盼望教育研究

工作者共同努力ꎬ (把教育规律) 精确地一条一条归纳出来ꎮ” “能尽早说明和解决

教育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 “学习科学和脑科学” 研究计划ꎻ

２００２ 年ꎬ 又开始了 “脑科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ꎬ 美国重点研究了言语和脑的

关系ꎬ 欧洲重点研究了算术、 数学和脑的关系ꎬ 日本研究了终身学习和人的观察

力、 记忆力和意欲的有机统一ꎮ 这些研究在很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ꎬ 有的正改变

着各自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ꎮ
对此进行深入研究ꎬ 将为教育的发展和研究提供更多的基础资源ꎬ 可以形成

新的教育思维、 教育心理与研制相应的教育策略ꎮ
如果你能够结合自己的教育人生读完本书ꎬ 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地生出一些

感慨:
教育必须研究学生ꎬ 必须研究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发挥学生身心发展的内

在资源ꎬ 一切的教育活动只能以学生的身心发展为前提ꎻ 一切的教育任务ꎬ 如

标准高低、 内容的多少深浅、 方法的选择ꎬ 只能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来确定ꎮ
如果对该书进行概括ꎬ 我觉得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自悟式ꎮ 土荣将教育人生的发展作为自己十年研究计划中最重要的战

略任务ꎮ 该书的内容基本是自己在学习、 实践中自己所感悟的ꎬ 充满个性ꎮ 他

当过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与研究生的老师ꎬ 做过科组长、 级组长、
教导主任、 校长、 市省教研员ꎬ 浑身洋溢着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直率朴实与教育

教学研究员的学养情怀ꎬ 满脑子是说不尽的教育观察与思考ꎮ
他几乎整天都在教育的现实与理想中活着ꎬ 思考的都是教育该怎样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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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ꎬ 人的发展又怎样成为教育发展的动力ꎮ
他执着于自己的教育实践ꎬ 常常说出别人已经到了嘴边但又吞回去的话ꎬ

在人们一边倒为新课改唱赞歌时ꎬ 他明确提出广东语文的课改将是积极冷静与

务实创新ꎻ 他认为从欧美引入很多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理念ꎬ 给我国的基础

教育带来了新的气象ꎬ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ꎮ
二是全景式ꎮ 过去的教育研究ꎬ 基本停留在学生 １~１２ 年级的范围ꎬ 土荣

的研究将教师 １９~６０ 岁的教育学习与教育践行也与自己的身心发展联系起来ꎬ
如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ꎬ 在信息社会中不断学习ꎬ 还注意教师身心发展的

可塑性ꎬ 从终身教育的角度ꎬ 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怎样进行有别于中小学生的教

师自己的成长与发展ꎮ
三是世界视野ꎮ 理论的建构还建立在对欧、 美、 日等国家百年教育史的基

础上ꎬ 特别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教育的正反两方面ꎬ 没有像当下一些国外推介的

论著以论择史选物ꎻ 对古代以我为宗ꎬ 现代又拜之为师的日本教育ꎬ 研究尤其

深刻ꎻ 同时ꎬ 还注意了有悠久教育历史的英国如何处理继承的问题ꎻ 反思了有

８０ 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俄罗斯教育ꎮ 可以说ꎬ 一部书ꎬ 历经十年ꎬ 博览中外ꎬ
是许多博士论文都达不到的ꎬ 况且ꎬ 土荣还在阅读与研究中融入了自己的识力

与实践体悟ꎮ
四是历史性ꎮ 土荣功夫做得最足的是ꎬ 从 “人” 的角度ꎬ 系统地研读了

人类教育发展史中的东西方教育家的传记与教育史论ꎬ 将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昆体良、 蒙田、 夸美纽斯、 洛克、 卢梭、 康德、 裴斯泰洛齐、 赫

尔巴特、 福禄培尔、 帕克、 德可乐利、 马卡连柯、 蒙台梭利、 雅斯贝尔斯、 杜

威、 布卢姆、 布鲁纳、 苏霍姆林斯基、 赞科夫、 罗杰斯、 巴班斯基、 阿莫纳什

维利、 朗格朗、 尼尔、 凯洛夫、 皮亚杰、 格塞尔、 维果茨基等人的教育实践与

教育理论一一列出ꎬ 从纵横的角度反复比较分析ꎬ 将最精华的内容摘录放到今

天的教育中思考ꎬ 创建新的教育实践ꎮ 接着ꎬ 又系统地研读了我国教育家的传

记与教育史论ꎬ 将孔子、 墨翟、 孟轲、 荀况、 扬雄、 郑玄、 董仲舒、 王充、 颜

之推、 惠能、 张九龄、 韩愈、 张载、 王安石、 程颢、 程颐、 朱熹、 陆九渊、 王

守仁、 陈白沙、 顾炎武、 王夫之、 颜元、 戴震、 阮元、 龚自珍、 容闳、 张之

洞、 严复、 朱九江、 康有为、 丘逢甲、 蔡元培、 梁启超、 黄炎培、 徐特立、 鲁

迅、 陶行知、 叶圣陶、 张伯苓等人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也一一列出ꎬ 也从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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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的角度反复比较分析ꎬ 将最精华的内容摘录放到今天的教育中思考ꎬ 创建新

的教育实践ꎬ 充满了人性与教育智慧ꎮ
在深入研磨中ꎬ 提炼了人类教育思想的许多共识ꎬ 如因材施教、 循序渐

进、 学思结合、 知行统一、 启发诱导、 教学相长、 熟读精思、 勤学苦读、 多读

多作、 言为心声、 深造自得、 知人论世等ꎮ
还从 “史” 的角度ꎬ 通过研究教育历史发展ꎬ 如从春秋到科举到五四到

新世纪ꎬ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教育历程ꎬ 反思了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经验与

教训ꎬ 以比较独特的视角ꎬ 对中国基础教育进行了新的把脉、 梳理和阐释ꎬ 专

著有了深刻的思索与史论的厚重ꎮ
五是理论性ꎮ 土荣是站在大师的肩上进行思想、 实践与著述的ꎬ 重点是教

育理论和实际的应用研究ꎬ 特别是师生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和

教育教学ꎬ 构造学习和教育的新概念ꎬ 逐步实现理想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更加理

想的教育体系的构建ꎮ
他从人类教育的历程中ꎬ 提炼了前辈的发现ꎬ 但更有自己探索的教育结

论ꎬ 明确提出: 教育人生发展的方式只能是农耕教育ꎬ 最佳的教育方式是普适

性的阳光雨露与个性化的精耕细作ꎬ 必须对教育的工业化进行深刻反思与有效

改革ꎮ
他的学术立足点非常平凡而坚实: 教育的主体只能是身心发展着的具体

的人ꎮ
他从教育规律的高度论述了教育人生发展的气候是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ꎻ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教育人生发展的土壤是民族文化及课程教材ꎻ 从教育行动

中总结出了教育行为的准则只能顺应师生身心发展ꎮ
他认为: 教育创新可以是教师身心发展资源的教育化ꎻ 学生身心发展在教

育教学中大致呈现为学段与年龄的特征ꎬ 必须使学生身心发展资源自然转化为

教育资源ꎬ 最好体现为具体学科的教育成果ꎮ
六是科学性ꎮ 如人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生理、 心理、 认知和人格发

展的主要特征ꎮ 从生理、 心理与脑科学的角度研究教育ꎬ 将教育研究建立在

学生身心发展的基础上ꎬ 这是很有眼光的ꎻ 因为生命最神奇的是人脑的生成

与发展ꎬ 特别是心理的活动、 问题的求索、 意识的产生、 精神的解析ꎬ 与创

造发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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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荣将更多的科学知识运用于教育实践中ꎬ 如将儿童每天坚持基础学习与

脑开发联系起来ꎬ 因为读、 写、 算及学习后的复习ꎬ 本身就是对脑功能的提高

和开发ꎮ
七是操作性ꎮ 本书贴近教育的实际和人的生活体验ꎬ 在娓娓道来的行文当

中ꎬ 读者不仅能得到多方面启示ꎬ 还可领会科学研究的精神、 方法和范式ꎮ 一

些例述ꎬ 文字不多ꎬ 但蕴含着研究思路、 方法、 作风及对研究自身的认识ꎮ 本

书并不是枯燥地谈论重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ꎬ 而是把方法、 理念及潜能作

为一个整体ꎬ 蕴藏在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和精辟的论述中ꎬ 在谈论方法时ꎬ 强调

观念的形成及潜能的开发ꎬ 使读者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方法成为有源之水、 有本

之木ꎮ
八是创新性ꎮ 现在课程标准的制订ꎬ 主要是以教育现状及经验、 教育学知

识和对学力的调查结果为基础展开的ꎬ 为了实现更科学有效的课程改革ꎬ 必须

进行以学生身心发展为基础的课程开发研究和相关知识积累ꎬ 必须反映学生在

不同发展阶段的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ꎬ 在体育、 艺术等与身体感受性高度相关

的教育课程研究上ꎬ 也要与学生身心发展相结合ꎮ 他提出的农耕教育及 “为人

民服务” 新解ꎬ 我感觉很有新意ꎬ 具有创造性与实际操作性ꎮ
九是数理化ꎮ 这个数理化ꎬ 是通过数字讲道理ꎮ ５０ ０００ 多学生与 ２０００ 多

教师的问卷调查ꎬ 问题的设计有明显的针对性ꎬ 有具体、 明确的调查目的ꎬ 用

事实说话ꎬ 有一定的深度ꎬ 解剖了麻雀ꎬ 发现了教育人生发展的实质问题和揭

示了典型材料的深刻意义ꎮ
更重要的是ꎬ 作者站在学生身心发展的高度ꎬ 熟练地运用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ꎬ 以很强的观察能力、 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 组织能力为我们的教育人生

发展提供了比较全面、 准确、 真实的统计数据ꎮ 分析报告把原始资料信息加工

成决策信息ꎬ 它比一般的问卷调查与统计资料ꎬ 能更深入地反映教育的实际ꎮ
还有我最赞赏的第十点: 全人化ꎮ 这是马克思的观点ꎬ 也是国家发展纲要

的核心ꎮ 土荣的研究核心是以人的发展来发展人ꎬ 将人生发展与教育紧密结

合ꎮ 为了人的发展ꎬ 土荣十分注意个性化教育ꎬ 强调师生要尽量多地发现自己的

长处ꎬ 并将长处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ꎬ 使教育教学成为师生身心发展资源的智慧

消费ꎮ 如将 １~１２ 年级的教育与学生年龄学段身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ꎬ 将注意

力、 个人意愿、 动机、 成长关键期、 情感与创造性发展等身心发展资源转化为几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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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项具体的教育活动ꎮ
专著有气象ꎬ 有激情ꎬ 有学理ꎬ 通读全书ꎬ 能鲜明地感触到人文主义的精

神和浓烈的生命意识ꎬ 能体察到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奋发进取与自然淡定的教育

情怀ꎬ 有宏大叙事与细节描绘ꎬ 人们可以从书中汲取各种营养ꎬ 使自己的视野

更广阔、 思维更活跃ꎮ
我是一位人文学者ꎬ 我觉得: 作为一个关系人类发展的重大主题ꎬ 土荣找到

了教育与人类自身发展互动的内在联系ꎮ 从专著中ꎬ 可以感受到当代教育改革的

深度和广度ꎬ 折射出中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机遇ꎬ 把握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基

本规律ꎮ
我希望ꎬ 土荣继续与广大师生一起ꎬ 锲而不舍ꎬ 继续研究ꎬ 不断吸收新时

代的新成果ꎬ 继续与广东的教育同仁ꎬ 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ꎬ 在更广阔的教育

领域进行新的探索ꎬ 使我国的教育有实质性的发展ꎮ
虽然本书不可能解决教育的所有问题ꎬ 个别问题的研究也还可以继续深

入ꎬ 有些教育活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ꎬ 但仔细研读这部书后ꎬ 人们ꎬ 特别是教

育工作者ꎬ 对自己的身心发展的理解会更加客观ꎬ 对教育和学习的功能认识会

更加切近本质: 教育就是人生的发展ꎬ 人生的发展就是教育ꎮ

(包明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副所长ꎬ 博士生导师ꎬ
著名文艺评论家ꎬ «文学评论» 社长ꎬ 茅盾文学奖评委ꎬ 全国政协委员ꎬ 中国

文学史料学会会长ꎬ 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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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理论发展

笔者试着以教育界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

规律为指引，对主要的教育问题进行比较大

范围的调查、统计与分析，在大量数据与事

实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教育思想对 １～１２ 年的

基础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教育思考与实践设

计，并在不同的实验基地进行了初步的实

验，重点问题还进行了反复的求证，使自己

的教育理论真正能够建立在“人”的核心需

求上，真正顺引师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并促进

师生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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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发展必须顺引师生的身心发展

　 　 以生物进化的观点来审视ꎬ “教育是人类再生产的质量生产”①ꎬ 人类历史

的演进和个体生长的过程就是一种发展ꎮ “人在影响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也

改变着自己ꎮ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ꎬ 人通过活动的过程得以完善ꎬ 从而一代接

一代地进入自身活动的更高水平ꎮ 同时ꎬ 活动本身的完善ꎬ 也使人在实现其自

身活动的过程中得以更有效地发展ꎮ”②

以个体社会化的观点来审视ꎬ 教育是 “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③ꎮ 个

体通过实践活动而实现的社会化也是一种发展ꎮ 人类由于受大工业的 “异化”
而失去 “古朴” 状态ꎬ 由于阶级性 “扭曲” 而失去 “本真” 状态ꎬ 经过不断

地 “现代化” 和随着阶级的消灭ꎬ 其 “本真” 状态终将被还原ꎬ 实现历史性

“返朴”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的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ꎬ 已从新中国刚刚成立时 ８０％

以上的文盲人口、 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 ２０％、 初中入学率仅为 ６％ꎬ 发展

到: 全国小学净入学率 ９９ ５％ꎬ 初中毛入学率 ９８ ５％ꎬ 青壮年文盲率 ３ ５８％ꎻ
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ꎬ 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跨越ꎬ
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ꎬ 基本建立了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体制ꎬ 教育为推动经济社

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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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剑、 肖甦: «试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教师资源配置»ꎬ 载 «教育与经济»ꎬ ２０００
(３)ꎮ
更生: «学习活动与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发展———试述达维多夫的学习活动理论»ꎬ
载 «比较教育研究»ꎬ １９９５ (２)ꎮ
鲁洁: «教育: 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ꎬ 载 «教育研究»ꎬ １９９８ (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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