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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中 国华德 福教 育先驱 者之 一， 泽武为 介绍 这个 教育 而再次 著

书，这是极为重要的事。他的这本出版物是对这一新教育的总体概述。 

在这本书中，他以一种特别的华德福教育视角引起读者对中国华德

福教育实践的关注。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视角，这是指主课或者板块

学习的方法。它是施泰纳（Rudolf Steiner）博士在百年前建立华德福学

校时发展出来的教学方式。 

与通常所有重要的发明一样，板块学习方法事实上并不复杂——从

某个年龄段开始，学生们在上学期间，在清晨最开始的两个小时左右的

时间里学习同样的主题内容，这样的学习一直持续三到四个星期。 

为什么一个十分简单的东西在教学中会获得如此成功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少时间的时代。通常人们会认为，先进的技术会

让我们节省时间，但是事实上，比起以前的生活方式，时间似乎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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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减少。就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抱歉，没时间。”而教育也是如此。

在古代的教学中，一个内容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如今我们的学生却要

保持每四十分钟一节课这样的节奏。众所周知，这样的节奏不足以让人

深入到任何一个主题，这样的时间表只能让孩子或学生不去与他们所学

的东西建立密切的联系。当然，有的时候，充满热情的老师出于对这样

的情况的不满，会自发尝试去安排连续两个小时的学习，但是毕竟不能

对这种不健康的课程进行大的改革。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每天拥有整整两个小时来发挥你的课程的

老师会怎么样？ 

有的人会说，时间太多了，我需要准备很多内容。对，因为你有两

个小时可用，你不仅仅要准备内容，你还要有能力“创作”时间。所有人

都会明白两个小时里做同样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老师需要能灵活

地掌握时间，就像一位音乐家进行一些具有吸引力的运动和引起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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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同时相应的也有放松的时间，放松加上活跃。这样做，它代表

着孩子们是有兴趣全面参与学习的，也使孩子们能够消化他们的学习内

容，而非单纯地储存。 

从老师的角度出发，这也意味着老师需要对他们要教的课题产生更浓

厚的兴趣。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兴趣也自然鼓舞孩子们参与其中。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开始拥有了艺术化的教育，或教育是

一门艺术的理念了。 

现在请想象一下，这样的事情每星期不止发生一次或两次，而是天

天如此！这样一来，教育就会变得深入且有热情。不仅如此，我们还可

以在课堂上教得更多，成果也更好！ 

主课中的间歇也是教学的艺术之一，包括夜晚的沉睡，以及课程板

块的转换。想象一下吧，一位老师会说：“亲爱的孩子们，我们明天再继

续吧！”一节课在期待的眼神中结束！看起来上课花了不少时间，而我们



 

 

却要毫不犹豫地说，主课其实是把“偷”到的孩子们的时间都还了回去！

因为课程在孩子们心中会继续发挥作用。 

泽武在这里试图把这个节奏和时间的艺术表达出来，通过这本书所

涉及的主课教学内容展示出丰富课程的全景和不同的可能性。这是一弯

教学的彩虹，具有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色彩！ 

主课大有魅力，但也不是包含一切，有些课是不适合主课板块方式

教学的，比如运动和体育，它们是身体性的活动。我们的身体在一段时

间后会使你觉得你需要另一种活动了。 

另外，艺术课程最好还是像传统的教学方式，一周一次或者两次为

好。外语课、数学课和计算课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安排是合理的，同时在

主课内容中也设置数学教学或算数板块即可。 

在主课中进行教学设计，甚至产生一个学科或专题，同样有可能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本书作者设计了一门主课，主要讲解丝绸之路的历史



 

 

和地理。丝绸之路这个无限丰富的主题，不仅仅是为在主课中学习，我

们会为孩子和学生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会爱上学习从而去了解更多

的内容。 

主课本则是主课的另一种展现形式。这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同样给

我们机会消化教学内容和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意味着我们反复使用自己

的课本作参考。让学生们自己制作课本，而不是把拥有“罐装”知识的课

本交给他们。让孩子去创作，去创造！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教育变成一门艺术，这意味着当孩子和学

生被这些活动吸引时，是整个人都被吸引，这是现代精准的神经学教导

我们的：在做艺术活动时，不仅是大脑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大脑系统都

很活跃。这样的活动让人类变得更聪明！ 

而那些认为这样的教育是奢侈品的人，我们要告诉他：这是教育的必

需品！ 



 

 

而这种“新”形式的必备要素是老师。在华德福学校中，老师是一种

新的需要更 高责任的 工作的 代名词。 因为教学 不 再简单解释 或按课 本

上的内容照本宣科去教。这时你是古时候的老师——大师。中国就有很

多这样的大 师！大师 会按需 要去创造 。他们决 定 教学内容和 学习的 方

式。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是对教育有绝对热情的人。百分之百的投入，

它意味着你热爱课题，也意味着你要对你的孩子或学生的学习和健康负

责任。走上这样道路的老师，会经历一个显著并奇妙的事实：他感觉自

己富有活力，而不是筋疲力尽。 

许多中国的华德福老师有着这样美妙的生活诀窍：在工作中充满精

力，全神贯注地去投入到他们所热爱的这一美好的教育事业。 

让我骄傲的是，泽武——这本书的作者，便是他们其中的一位！ 

 

 



 

 

                       Christof Wiechert（克里斯托夫·维歇

特） 

（瑞士歌德大殿教育部协调人） 



 

 

 
 

 
 

 
 

 

近年来，在我国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中，华德福教育的兴起，构成

了一种值得认识的教育现象。目前（2016 年）全国各地的华德福学校和

幼儿园约有 400 多所，它们的源头母校，就是本书作者李泽武任校长的

成都华德福学校。《学习的斑斓世界——华德福学校的主课课程》这本书

所展示的，是该校领头者以及老师们的课程和教学实践，为我们呈现了

这一教育奇葩五彩斑斓的新鲜面貌。 

虽然华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影响

遍及世界各地，但在国内还是新生事物，人们对这一始于德国的新教育

还比较陌生。德意志民族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教育家，如被誉为“现代

学前教育鼻祖”的福禄贝尔，奠定现代大学制度的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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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被誉为“科学教育学奠基人”的赫尔巴特，等

等。他们在 18 世纪、19 世纪构建的现代教育理论和学校制度，主要基

于理性主义 和科学主 义的价 值，模仿 大工业生 产 ，实行统一 规格、 统

一进度、统一标准的集体化教学，以知识传递为中心，形成了“课堂中

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的教学模式。它在大规模普及教育、培养大

批具 有 相 应素 质 的劳 动 力 的同 时 ，也 产 生 了今 天 被诟 病 为“教 育工 厂 ”

的异化现象 ：功利主 义、技 术主义成 为主导价 值 ，学校沦为 贩卖专 门

知识、实用 技能的 场所， 从而迷失 培养完 人、全 人的教育目 标。过度

专门化、技术化的分科教学，则割裂了客观世界、儿童和教育的整体性。 

1919 年，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施泰纳自创的人智学理论和华德福

教育，是当时欧洲新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在国家化、科学化的主流教育

之外，开辟了新的生长方向。华德福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按照儿童身心的

发展规律，重视真善美结合和身心灵统一的全人教育，从而唤醒每个人



 

 

与生俱来的智慧，引导人的自我发现，给自己生命以意义和方向。它将

儿童的生长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分别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教育。第一个七

年，在儿童出生到大约七岁换乳牙之前，对儿童的教育以滋养生命力为

主，“善”是教育的核心内容。第二个七年，从七岁到青春期（一年级至八

年级），儿童的成长主要在于感觉的发展。他们通过感觉来表达和体验

心灵中细腻的感受，是实行“美”的教育的关键时期，而过于理性化的教

育往往是徒劳的。第三个阶段，从青春期到二十一岁，孩子的心智逐渐

走向成熟，形成抽象思维、个人的判断力和独立思想，渴望探索自然的

真理。此时的教育以实行“真”的教育为主。从而使人的身、心、灵都得

到恰如其分地发展。施泰纳写下这样的诗句：怀着崇敬接纳孩子，带着

爱去教育他们，护送他们踏上自由的旅程，宣明了这样的主旨。 

因此，华德福学校的校园环境、教育内涵、课程和教学、师生关系 



 

 

等各个方面都与公办学校完全不同。依据儿童发展的内在秩序，华德福

教育重视艺术教育，从体验和感受入手，通过各种手、心、脑整体参与

的活动进行学习，崇尚自然的和比较“原始”的教育，如手工、木工、表

演、舞蹈、美术、园艺等，重视观察和审美感受，例如拥抱大树，聆听

树的心跳。华德福教育明确反对儿童过早使用手机、玩电脑、看电视，

努力避免让技术剥夺孩子的童年。而且，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没有主流学

校的教科书，也不进行考试，使儿童免于分数、排名的压迫和恐惧！这

在今天的中国，的确不同凡响。课程设置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主题板块教

学，即用 3～4 周时间，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密集教学。

从一至八年级，总共大约有 80 个板块，涵盖语文、数学、历史、地理、

生物、音乐、体育、舞蹈、园艺等。实行老师包班教学。显然，华德福

学校的学习要轻松、有趣和快乐得多。它吸引了越来越多摒弃应试教育

的高学历家长，他们争相将孩子送来学习，甚至自己举办华德福学校和



 

 

幼儿园，以满足这一教育需求。家长与学校成为联系紧密的文化共同体，

协同支持、参与学校建设发展，家长、孩子和学校共同成长。这是华德

福学校的另一个奇观。 

可见，无论是关于儿童教育的理念，还是具体的教学过程、课程设

置，华德福教育对于公办学校正在开展的教学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学习

借鉴价值。中国华德福教育的生长只有短短十多年的历程，从中国和世

界华德福教育的成效来看，它优于主流教育的品质是确凿无疑的。华德

福的教学模 式经百年 磨砺已 非常成熟 规范，一 招 一式均有出 处，与 那

些需要从头 探索的教 育创新 相比，更 易于学习 和 推广。但是 ，这或 许

也会成为一 种负担， 在如何 应对迅速 变化的世 界 、如何保持 创新和 变

革的敏感方 面，面临 内在的 挑战。不 管怎样， 在 本土环境中 逐渐实 现

华德福教育的中国化，这一探索已经起步。可以设想，假以时日，经过  



 

 

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中国华德福教育之花将会盛开，呈现更为绚丽烂

漫的面貌。 

 

 

杨东平       

（二十一世纪研究院）   

  



 

 

  
 

在 以追 求效 率为 基本 特征 的当 代教 育背 景下 ，在浮 躁与 急功 近利

成 为 “时 尚 ”的今 天 ，华 德 福 教育 像 一朵 静 静 绽放的 幽 兰 ， 以她 自 己独

特 的方 式践 行着 自然 与古 典相 结合 的教 育理 念，以 贴近 儿童 内在 发展

轨 迹的 方式 近乎 顽强 地守 护、缓慢 地诱 导并 一点一 滴持 续地 成全 着儿

童 的天性，在现代教育喧嚣的世界中安静地散发出独特而沁人心灵的芬

芳。  

华德福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注重身体和心灵、精神整体性健康和

谐发展的全人教育。华德福教育认为教育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教育

是基于对人的天性及本质全面观察和认识基础上，充满着生命力和创造

性的活动。华德福教育遵循人类发展的天性和规律，通过独特的方法和

渠道，在深入的体验和审视自我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对每个学生的生

命本质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研究，并根据学生的发展阶段，以学生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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