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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坚守的力量
———《为了生命的丰盈—新教育在金堂》序

今天是 5 月 12 日。我与金堂教育的结缘，也正源于 2008 年的“5·12”汶川大地

震。当时，全社会的人都想为地震灾区做点什么。可是一打听，世界闻名的极重灾

区，比如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地，各类捐助蜂拥而至，我们再去显得多余。当地的领

导建议说，成都的远郊县金堂其实也受灾很重，学校直接损失就达 3 000 多万元。因

为没有列为极重灾区，国家没有安排对口支援县，社会捐助关注也严重不足。去那里

捐助更显得“雪中送炭”。

于是，在当地民进组织的牵线下，我们民进中央就把机关同志们的部分地震捐款
100 万元左右，定点支持了金堂一所严重受灾的农村学校———清江镇学校重建了。

同时，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捐助也在我们牵线下，用于了金堂县杨柳慈济小学和韩

滩慈济小学的重建。

2011 年 6 月 10 日，适逢我在成都开会，有半天自由支配时间。金堂县政府和教

育局的领导盛情邀请我去看看灾后重建好的学校。去了我才知道，金堂是地处成都

边缘的农业大县，农村青壮年大多在全国各地打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尽管较快，但

在成都仍处于较落后的地位。这三所灾后新建的学校，当时就成了全县办学条件最

好的学校。在新学校里面，老师和同学们已经走出了地震带来的阴影，许多农村孩子

围着我这位北京来的客人，争着和我合影，没有丝毫拘束感。金堂的领导在座谈中，

说到灾后重建工作为金堂教育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今后的教育发展思路重点是
“队伍建设、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切实把万千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好。当时，金堂分

管教育的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和教育局局长都是民进会员，对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也

比较熟悉。教育局长说，他们希望用新教育实验来实现内涵发展的目标，表示要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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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推动的方式，全县加入新教育实验。

就这样，在 2011 年的鄂尔多斯新教育年会上，金堂正式成为新教育实验区。之
后，由于各种原因，金堂县的领导和教育局的领导发生了多次变化。但令我欣慰的
是，金堂的新教育工作却始终如一地深入推进。政府分管教育的领导和教育局新上
任的局长，总是在第一时间参加新教育的活动，推进新教育实验的开展，给予许多实
实在在的支持。全县新教育实验学校由最初的 11 所发展到 2014 年全县 73 所义务
教育学校整体加入。参与实验的教师已达 5 000 余人，学生 50 000 余名。每次开展
全国性的新教育学术活动，总是能看到来自金堂的同志。据说，其中很多还是乡村
教师。

更令人欣慰的是，金堂新教育的成果很快涌现出来。2012 年到 2014 年的新教
育年会，都有金堂的教师获全国“十佳完美教室”奖。2013 年，金堂成功举行了面向
西部地区的“新教育星星族教师夏令营活动”和“四川金堂新教育开放周”活动。据
参加金堂活动的新教育研究院和新教育培训中心的同志讲，活动组织得非常好，也非
常有质量。每次我出差到成都，消息灵通的金堂人总是拿着他们新教育的成果与我
分享; 每次参加全国新教育的会议，金堂新教育的同仁总是带着厚厚的一摞材料给我
讲述他们新教育的故事。我感觉到，新教育已在金堂生根、开花、结果，有力促进了金
堂教育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前不久，金堂的同志们给我送来了他们专门为今年新教育年会准备的新教育成
果集———《为了生命的丰盈—新教育在金堂》书稿，希望我能够写点文字。我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下来。看着这本厚达 400 页、50 余万字的成果集，我百感交集。我知道，

其中凝聚的可谓是全体金堂新教育人的心血。书中的作者面非常宽，说明新教育在
金堂不是少数人的表演场，而是全体金堂教育人的精神家园。除了中小学一线老师
外，还有高中、职中和幼儿园等非新教育实验校教师的作品，说明新教育已经影响和
渗透到其他教育阶段。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许多是实践性的经验提炼，说明金
堂教育人不仅在学新教育、思新教育，更在做新教育，有效印证了“行动就有收获、坚
持才有奇迹”的新教育观点。

书中还有一些金堂主管教育的领导亲自撰写的文章。从这些文字来看，他们对
新教育的认识是深刻的、清醒的，他们对新教育的情感是真挚的、深厚的。他们大力
推进新教育，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想真正借助新教育这个平台
提升县域教育水平，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最让我感动而开心的是金堂县教培中心人员的作品。因为，他们已经从新教育
的追随者，成长为新教育的研究者和开发者，结合金堂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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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的探索，有力地指导了当地学校新教育的开展。透过本书中讲述的许多关于
“完美教室”“卓越课程”“生命课堂”“书香校园”“家校合作”的故事，我不仅看到
了一线教师和孩子们在新教育中的被唤醒的生命状态，也看到了在他们背后辛勤劳
作的教培人员的学术力量。

金堂新教育人有个突出的优点:热爱学习、善于学习。这本书还收录了部分教师
外出学习新教育的感悟，共读《新教育》等新教育著作的体会，让我感到金堂教育人
是在用心对待新教育，是真做新教育，做真新教育。有了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新教育
在金堂生根、开花、结果，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

从这本书中，我读到了信任和坚守的力量。相信种子，相信岁月，相信新教育。

我一直说，新教育不是简单地把一些理念和课程给实验学校和实验区，而是与学校和
实验区一起探索，一起前行，一起成长。金堂新教育人用他们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
那些真正信任新教育，相信新教育的理念，实践新教育的课程，坚守新教育的价值的
学校与实验区，都在实验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金堂教育发展很快。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办学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教师几乎人人配备了笔记本电脑，教室几乎个个配备了多媒体，学校操场全部实现了
塑胶化，义务段学生全部吃上了营养餐。加上新教育实验的理想课堂、完美教室、书
香校园等软件支持，教育质量明显提升，走在了西部教育的前列。新教育实验在金堂
也成为真真实实的“惠民工程”。

金堂新教育人是清醒的。他们知道，金堂的新教育只是刚刚开启了第一篇章，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大县，如何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如何让
普通农民的孩子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如何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让
金堂的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毫无疑问仍然是金堂父老乡亲的迫切愿望。在这
种情况下，金堂教育人选择坚守“新教育”，让学校发展有目标，教师提升有平台，质
量提高有载体，我认为是非常现实和理性的，我也相信，新教育一定能够与金堂教育
携手同行，为金堂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插上一双飞翔的翅膀。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长年累月的耕耘。你给新教育一份信任，新教育将给你一
种力量。你坚守新教育的理想，新教育助你创造新的辉煌。

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写于北京滴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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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委书记金城与朱永新教授

种下希望 2013 西部星星族夏令营

交流学习

学校风采

喜看花开

幸福教育，励学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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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课程，全面育人

科技课程 感恩课程

晨诵 午读

“ 533”生命课堂 智慧课堂

新生命教育课程建设现场会 师生互动

2



沐浴书香，幸福成长

愉快的诵读课 别样的故事会

新孩子乡村阅读公益行 新教育读书节现场会

弘扬传统，诵读经典 好书伴我成长

快乐诵读，滋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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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生命，健康发展

朱永新教授与孩子们在一起 愉快大课间

扬天赋秉性　育个性特长 小剧本　“大演员”

健康运动 扬川剧神韵

吹出生命旋律 小小排球　舞出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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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思考

朱永新教授主持研究的新教育实验， 既是教育思想
的创新， 又是教育实践的开拓， 引领着成千上万

的教师朝着新教育的理想迈进。 金堂县自开展新教育实验
以来， 得到了县委、 县政府的高度关注， 县主管教育的领
导亲自参与新教育实验工作研究， 在经费上予以积极支
持； 县教育局科学决策、 精心布置， 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县教育研究和培训中心的领导和老师经常深入实验学校，
悉心进行业务指导； 各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积极践行新教育
研究院确立的主题， 在行动研究中不断创新， 新教育实验
开展得如火如荼， 焕发出勃勃生机。 短短四年的新教育探
索， 在儿童阅读课程、 缔造完美教室、 营造书香校园、 教
师 “三专” 发展、 学校文化建设、 “533”生命课堂研究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实践中， 各校把新教育实验的先进
理念贯穿于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的始终， 教师专业素质不
断提高， 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学生生命健康成长。

（沈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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