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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需要教育家的时代。
中国有过举世公认的孔子、孟子、韩愈、朱熹、陶行知、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他们凝聚着民族智慧
的教育思想，需要继承、创新、发展。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都需要教育家的品格，教育家的智慧，教育家的思想影
响和推进。
　　这是一个产生教育家的时代。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广阔的教育领域，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创新实践，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用武之地。
全社会尊师重教，为教育家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教育体系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教师队伍。
这些，是产生教育家的最深厚的沃土。
　　古今中外教育家成长规律显示，教育家成长的内因主要在于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创新
实践、开拓精神，同时也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
学校、教育部门、政府乃至全社会，应当共同创造教育家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使中华大地不断涌现出
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教育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

作者简介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

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且行且歌——我的成长之路一、心灵写诗（一）曾经是一个少年“诗人”（二）开始把教育当
诗来写（三）用笔记录生命的流程（四）与青春同行诗意盎然二、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
一） 《青春万岁》点燃浪漫激情（二）从童话到现实（三）理想在前方燃烧第二篇 走进心灵——我
的教育理念一、民主·民主教育·语文民主教育（一）何谓“民主”（二）何谓“民主教育”（三）
何谓“语文民主教育”二、思想创新与语文教育三、没有思想就没有个性四、共享：课堂师生关系新
境界五、对话：平等中的引导六、阅读教学的解释学思考（一）关于解释学（二）理解是对文本意义
的把握（三）文本也是“主体”（四）关于理解的目的（五）帮助学生建立“前理解”（六）解释学
、接受美学与创造性阅读（七）阅读过程中的“解释学循环”（八）理解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
九）解释学带给我们的阅读方法（十）从解释学看语文的“交际”功能七、读到“自己”，读出“问
题”八、让学生的心灵自由自在地飞翔九、老鼠可不可以被同情十、我看网络与语文教学十一、心灵
的选择十二、“指挥棒”开始转向十三、公开课，不要再演戏了十四、语文教学可否多元化十五、语
文教育和人文精神十六、教育写作：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觉醒十七、让语文课堂充满活力与灵气十八、
我看“例子教材观”十九、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第三篇 挥洒生命——走进课堂一、我教《
荷塘月色》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点评］美妙、和谐的语文交响乐二、我教《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点评］要教会学生自己阅读三、我教《孔乙己》［点评］富于创造的教学设计四、我教《在烈日和暴
雨下》［点评］功夫在诗外五、我教《致女儿的信》［点评］生活化与语文化六 真情浓墨写童心［点
评］动人而成功的作文评讲课第四篇 鼓励鞭策——专家学者评说一、追求永远不会遗憾（一）教育的
真谛：培养大写的“人”（二）语文素质教育观：民主、科学、个性（三）语文教学实践：语文“生
活化”，生活“语文化”（四）语文教育追求的境界：激情流淌，诗意飞扬（五）攀升的阶梯：阅读
、思考与写作二、民主教育的痴情守望者第五篇 教海拾贝——教育成果一览一、教育文章二、教育著
作三、教育简历四、教育荣誉作者的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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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没有思想就没有个性　　1984年——也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我迷上了魏书生。
那时魏书生还远远不是名人，但《语文教学通讯》一篇介绍他的小文章，就足以让他成为我“画瓢”
的“葫芦”。
于是，我在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尽可能“逼真”地向他看齐：“课堂教学六步法”、画“知
识树”、控制“三闲”⋯⋯不能说这些学习一点效果都没有，但从总体上看，我并没有取得魏书生老
师那么辉煌的成绩。
当时，我很苦恼，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后来，随着教育实践的积累和教育思考的深入，我才渐渐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教师的
教育都是不可重复的，因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
　　是的，任何一个杰出的教育专家或优秀教师，其教育模式、风格乃至具体的方法技巧都深深地打
着他的个性烙印。
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阅历、智力类型、知识结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以及所处的环境文化、所面
对的学生实际等因素，就决定了任何一个教育专家都是惟一的、不可重复的。
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苦苦“学习”于漪、魏书生却老也成不了第二个于漪、第二个魏书生的原因，也
是为什么许多优秀教师的先进经验难以大面积推广的重要原因。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向优秀教师学习，而是想说，向优秀教师学习主要是学习其教育思想，而不
是机械地照搬其方法；而且，其先进的教育思想也必须与自己的教育实际和教育个性相结合，只有这
样才能将别人的精华融进自己的血肉。
因此，我非常赞同程翔老师的观点：“我们必须以自身为基础来吸取消化别人的先进经验。
我们学习于漪老师，并非把自己变成于漪老师；我们学习魏书生老师，也并非把自己变成魏书生老师
。
其实，即使你想变成于漪、魏书生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所达到的高度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高峰，别人是不可企及的；你只能重新创造一座属于自己的高峰
。
这个高峰就是结合的产物。
”（《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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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个需要教育家的时代。
中国有过举世公认的孔子、孟子、韩愈、朱熹、陶行知、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他们凝聚着民族智慧
的教育思想，需要继承、创新、发展。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都需要教育家的品格，教育家的智慧，教育家的思想影
响和推进。
　　这是一个产生教育家的时代。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广阔的教育领域，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创新实践，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用武之地。
全社会尊师重教，为教育家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教育体系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教师队伍。
这些，是产生教育家的最深厚的沃土。
　　古今中外教育家成长规律显示，教育家成长的内因主要在于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创新
实践、开拓精神，同时也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
学校、教育部门、政府乃至全社会，应当共同创造教育家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使中华大地不断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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