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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所选书目均是外国关于早期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的世界名著，可读性强，可操作性强，因而
适合于普通家长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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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 苏霍姆林斯基的生平
苏霍姆林斯基（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ский,1918
—1970）是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他1918年9月28日诞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
1926年进本村小学上学，1933年从七年制学校毕业后进了克列明楚克师范学院的师资培训班。
1935年，17岁的苏霍姆林斯基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农村小学教师。
他热爱教师职业，从开始教师生涯的第一天起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勤奋学习，用知识充实自己。
他考取了马卡连柯的母校波尔塔瓦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函授班，接受高等师范教育。
在函授学习过程中苏霍姆林斯基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教育信念，立下了为农村
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经过四年的学习，1939年苏霍姆林斯基从函授班毕业，无论在专业知识方面，还是在教育理论和教育
信念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获得了中学教师证书。
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苏霍姆林斯基在离家不远的区中心镇的一所完全中学当语文教师兼教导主任
，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
这为他广泛探讨和研究教育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苏霍姆林斯基上了前线。
负重伤复员后他重返教育岗位。
起初任中学校长，不久调往家乡任区教育局长，全力以赴投入战后恢复学校的工作。
苏霍姆林斯基热爱教学第一线的火热生活，因此提出回学校工作的申请。
1947年他被任命为帕夫雷什中学校长。
从此他一直工作在这一岗位上，直到1970年9月2日去世，历时23年。
其间，苏联各地的许多师范学院都邀请他去工作，甚至波尔塔瓦师范学院院长，他的学位导师也亲临
帕夫雷什，动员他去基辅工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当好一名校长，就一天也不能脱离学生和教学。
因此他作为一校之长还兼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从一年级一直跟到该班学生毕业。
他热爱学生，期望他们每个人，不管聪明还是愚笨，健康还是体弱，品德优良还是有“精神创伤”，
都成为优秀的公民。
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对学生了如指掌，了解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关心他们的成功与失败。
学生在校期间的全部生活，都是他研究的对象。
经他长时间直接观察的学生达三千七百多人，他对每个学生都写了观察记录。
帕夫雷什中学原本是一所极普通的农村十年制学校，由于苏霍姆林斯基不懈地进行教育改革和实验，
使之不仅成为苏联的优秀学校，也被看作当代世界著名的实验学校之一。

在帕夫雷什中学的23年岁月中，苏霍姆林斯基每天起早摸黑地工作，白天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晚上
进行科研。
他在工作岗位上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副博士学位。
他以帕夫雷什中学为实验基地，同时也广泛研究其他学校的经验，孜孜不倦地钻研教育理论，从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教育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全面探讨了普通教育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使青少年全面和谐发展的理论。
苏霍姆林斯基虽然只活了52岁，但给世界教育事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他一生撰写了41部专著、600多篇论文、1000多篇供儿童阅读的童话和短篇小说。
他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他的重要著作大都已译成中文，受到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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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著作有：《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学生的精神世界》《青年一代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
》《关于人的思考》《帕夫雷什中学》《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公民的诞生》《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给教师的100条建议》《给儿子的信》，等等。
其中，《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一书，获乌克兰共和国国家奖和乌克兰教育协会一等奖，连续重印二
十多次，被译成几十种文字。
他逝世后，苏联教育部和乌克兰教育部分别编选了五卷本和三卷本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文集》。
他的著作生动地反映出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况，是对学校工作的高度艺术概括、提高和再现，因此被称
为“活的教育学”、“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本人被誉为“教育思想的泰斗”。

苏霍姆林斯基的辉煌成就带给他很高声誉。
1957年他39岁时被选为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1959年荣获功勋教师称号。
他还获得两枚列宁勋章、多枚乌申斯基奖章和马卡连柯奖章。
不少国家的教育领导机构和有影响的专家及学术团体，纷纷邀请他出国讲学。
1968年他再次当选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6月被选为全苏教师代表大会代表并荣获社会主义
劳动英雄称号。
他作为一位有独创精神的教育家被载入苏联史册。

二、苏霍姆林斯基的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苏霍姆林斯基根据苏联社会的要求和自己的实践，提出苏联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
这是他终生执著追求的目标，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
他认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就是把丰富的精神生活、纯洁的道德、健全的体格和谐结合在一起的新人
，是高尚的思想信念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融为一体的人，是把对社会的需求和为社会劳动和谐统一
起来的人。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实施全面和谐发展教育，即把教育看作由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美
育五部分有机地相互联系并相互渗透的统一的整体。

（一）德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德育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占主导地位。
他提出了德育的主要内容和任务。
第一，必须从儿童幼年起就培养基本的道德品质，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要培养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情感，学会同情人、关心人、尊重人，善于考虑和照顾他人的
利益和要求等。
第二，培养儿童高尚的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就是个人对各种事物、现象的态度，它包括敏感性、同情心和义务感。
敏感性是指通过教育培养学生具有明确的是非感，爱憎分明，能够细腻地体察事物的本质和别人的情
感，能够勇敢地为维护真理而斗争。
同情心就是善于同情、关心、尊重他人。
义务感体现在对祖国、对人民、对工作、对他人的劳动等的态度上。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义务感是德育内容的核心，应教育青年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作贡献。
第三，培养儿童确立坚定的道德信念。
苏霍姆林斯基把道德信念看作德育的基础，认为德育的成效与道德信念的坚定性成正比。
第四，培养儿童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这是德育的最重要任务。

在德育的实施方面，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德育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必须贯穿于学校教学教育工
作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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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为帕夫雷什中学制定了独立的德育大纲，建立了与学生进行道德谈话的制度，编写了供教
师用的道德教科书和供不同年龄学生阅读的道德文选。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德育必须渗透到各科教学中，要把课堂上传授的各种知识转化为学生的信念；教
师要教书育人，使教学与教育有机地统一。
因此教师讲课必须有针对性，必须防止学生死记硬背。
苏霍姆林斯基的实践证明了通过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能有效地实施道德教育。
帕夫雷什中学的教师很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感，常带领学生郊游，在认识大自然
的同时认识社会和生活，加深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
学校还组织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互相帮助，为孤寡老人送温暖、送亲情，关心和帮助军烈属和病人等
。
苏霍姆林斯基还让学生从小就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
在他的学校中，连一、二年级学生都会培育果树、饲养家兔、选种、种菜、养花等。
劳动的欢乐对儿童产生的教育力量是巨大的，这是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感的源泉。

（二）智育
智育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明确提出智育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传授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智能，通过智育形成学生的科学世界
观，发展其认识和创造能力，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公民。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传授科学知识是智育的重要任务，教师必须首先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各门学科中最
主要、最基本的基础知识。
这种知识能长期保持在学生的记忆中，是学生发展、加深和充实其知识的基础。
其次，教师必须加宽学生的知识底子，让学生学习那些不必牢记但必须了解的知识。
这种知识越多，基础知识掌握得就越牢固。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牢固掌握知识的关键是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独立阅读
、认真观察、深入思考、细致分析和准确判断，使学生的知识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发展智力就是要培养和发展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苏霍姆林斯基智育理论的主线。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没有知识的传授和积累就不会有智力的发展，智力的发展有赖于科学基础知识提
供的养料。
同样，不发展智力也就没有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智力的发展为学习科学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是两项并存的目的和任务，然而，智育的主要目的是开发智力，苏霍姆林斯基明确指出，开发智力
的教学才是最完善的教学。

苏霍姆林斯基很重视智能的培养，提出智能是知识、技能、智力三位一体的“合金”的论断。
所谓智能是指进行智力劳动所必需的技能和技巧，即读、写、算和表达能力。
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技能和技巧，才能有效地学习；否则，掌握知识、发展智力的任务必然会落空。

（三）体育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体育理论中，体育的首要任务是增进学生的健康。
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了健康状况与智力水平的内在联系，发现85%的学生学习落后是健康不佳造成的，
而健康状况又与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如果学生在学校中体验不到学习的欢乐，死记硬背各门学科的知识，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学习，必然
会使学生身体发生病变。
健康是保证学生和谐发展的基础，帕夫雷什中学采取各种措施去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其中包括创造
有益于健康的环境，建立有益于健康的作息制度，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按
教学大纲要求进行体育教学，让学生掌握卫生保健知识，重视体育比赛对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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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德情操、提高学生审美修养的意义。
苏霍姆林斯基确信，体育就是为健康而奋斗，就是为学生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得到和谐发展而奋斗。

（四）劳动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明确指出，没有劳动的教育是片面的教育。
知识、道德和劳动，是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三根支柱。
他提倡的劳动教育有两个目的。
一是社会目的，即劳动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体现出经济价值；二是思想教育目的，即通过劳动丰富人
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完善审美情操，培养创造性的劳动态度，使劳动成为人生乐趣的泉
源，这是劳动教育的深层次目的。
劳动教育最终是为了培养创造性劳动态度。
创造性劳动是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理论的核心，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用人的知识和聪明才干去丰富劳动内容，完善劳动过程，使劳动成为一种智力活动。
第二，用新技术代替传统的劳动方式，用机械化代替纯体力劳动，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第三，手脑结合。
苏霍姆林斯基常说，孩子的智慧出在他的手指上。
这形象地说明了手与脑、劳动与思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这种劳动教育能有力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
劳动教育对德育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学生只有通过亲身劳动才能培养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人民的品德
；通过体验劳动的艰辛培养善良的心地；通过劳动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
劳动对智育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儿童能在劳动中认识大自然，劳动能训练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
由劳动激起的自信、自尊、自豪感，是推动学生学习、开发智力的强大情感动力。
劳动教育的美育因素表现在五个方面：（1）热爱劳动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美德；（2）劳动就是创造，
创造是美的表现形式；（3）劳动体现出人们相互关系的美，培植集体中每个人的心灵美；（4）劳动
中优美协调的动作就是美的体现；（5）劳动产品本身也体现出美。
劳动教育在培养完美、健壮的体魄方面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体育运动本身。

（五）美育
苏霍姆林斯基把美育称作“情感教育”。
美育通过各种特有的手段和途径，对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任务是教会学生认识美，在此基
础上培养美的情操、美的修养，塑造美的心灵。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音乐、文学作品、绘画等对美育起着巨大作用。
他在强调培养审美修养的同时重视引导学生去创造美。
因为对美的创造要以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是对美的感知的升华，而且与人的精神、文化修养密
不可分。
文化修养高的人，其审美修养也高，他的情感更细腻，感受更深切，对美的创造水平相应也较高。
因此，美育是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对于如何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兴趣和特长，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的问题，进行了成
功的探索。
他一生在基层从事平凡工作，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他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是他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他对理论问题的勤奋、求实的探求精神，
使他获得了重大理论建树。
苏霍姆林斯基的精神，是一切教育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本书是作者对家庭教育的思考，与《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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