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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顾明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地传承，教师当是历史长河中高举火炬、无惧向前的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教育的发展正在使中国从人力资源大
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我国教育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即从数量的发展转向质量的提高。
新的发展任务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温家宝同志多次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
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
造就一支数量适当、结构优化、素质良好、富有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对于确保教育质量的提高，培
养高素质的国民和各种人才，起到关键的作用。
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教师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素质、人文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
人文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教师人文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教学方面。
人文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教师人文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能力的提高和世界观、人
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
唯有教师本身的底蕴深厚、视域宽广、心灵纯净、情趣高雅，才能给予素质教育中的学生最深层的滋
养和最有力的指导；也只有志存高远、知识丰富、悟彻人生的人，才能真正悟出培养人才、促进人生
成长的教育真谛，才能在教育教学中有所创新。
终身学习是当今知识时代对每一个人的要求，对教师尤其重要。
　　教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学什么？
当然要学习自己所教的学科的新知识，不断了解学科发展的新知识；也要学习教育的新理念、教学工
作的技能和技巧，不断改善教学方法。
但这些还不够，应该把学习的面拉得更宽一些，尽量多读一些并非专业的书，提高个人的素养，提升
个人的品味，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8月31日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教师&ldquo;以人民教师特
有的人格魅力、学识魅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全社会的尊重&rdquo;。
这种魅力从何而来，就是要从学习中来，从读书中来。
　　中国教育学会一直致力于教师素质的提高。
最近，学会汇聚一批知名专家，精心编写了此套丛书，旨在对广大教师的人文素质给予最便捷最有效
最迅速的提升。
　　提高教师素质是一个大工程。
平凡与卓越相隔的距离并不会太远。
教师只要怀有梦想，就能够及时抓住机遇，迈出那关键性的一步。
　　此套丛书，无疑会为你这关键性的一步以最有力最激情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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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从提高教师人文素质入手，力求在心灵情感、育人智慧、教育艺术等方面，对千万教师进行
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滋养和浇灌，希望借此培育出一批彰显人格魅力的知名教师和教育专家。

 本套丛书共计四本。

“教育智慧”卷，编者放眼人类教育进程，遴选出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近百位教育名家，对其生平
、教育思想、学术成果等进行介绍评说。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数不清的教育大家，手擎着大旗，浓书着历史，描绘着蓝图，才有了今日教育
的巨大进步。
他们站在教育的殿堂里，发出的宏音，留下的足印，历史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情感美文”卷，精选了100多篇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等情感美文，并将这些珍贵的情感与教师
生涯的方方面面进行类比，以期给予教师深层的关爱与净化。

教师人文素质的提升与心灵的纯净，离不开世间珍贵情感的浸润。
而教育对于学生成长的引导以及民族精神的凝聚，无疑需要最先从情感与心灵这里打开通道。

“哲理美文”卷，编者从教师所需人生哲理智慧出发，集锦教书育人、梦想放飞、障碍跨越、家庭教
育、为人处世等100多篇智慧美文，力图给予三尺讲台上的育人人生以饱满的启迪与感悟。

“教育故事”卷，纳括了最富感染力、最具震撼力的100多个中外教育艺术故事。
这些故事，有的来自教育大家，有的来自普通教师，每一则，都是一枚闪亮的艺术珍贝，都闪耀着教
师在育人某一方面的高超艺术。

 四卷书各成体系又层层递进、紧密相连。

本套丛书将给你渴望成功的激情与梦想；将给你冲刺人生的精华与甘露；将给你最富有灵性的启迪与
感悟。

 没有一个教师不想成为学生仰慕、同行敬佩、家长尊崇、社会认可的名师。

 没有一个教师不想跨越教育中的瓶颈，直抵那阔大激越的成功彼岸。

 中外多少教育家的成功起航，无不是始自于几本好书。

而此套丛书，无疑为千万教师拔云见日、脱颖而出、抵达魅力无限的顶峰，提供了最细致入微的指引
，提供了最具人文素质的尝试与开拓。

 祝愿千万教师在此书的助推下，尽快走向成功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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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子从道的虚无性推衍出人的本性是&ldquo;无知无欲&rdquo;、素朴无私的，认为从&ldquo;无知
无欲&rdquo;到有知有欲，即从&ldquo;无私&rdquo;到有私，乃是对人类本性的背叛，教育则加速了这
种背叛的趋势。
于是老子提出人性的&ldquo;复归&rdquo;并以此作为拯救社会的理想，幻想人们回到婴儿般的天真，
对一切都漠然、无动于衷。
他认为：这样，既没有任何作为，也就没有任何争端，人人&ldquo;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
俗&rdquo;就都会感到自我满足了。
　　三、&ldquo;绝圣弃智&rdquo;论　　老子认为，人性&ldquo;复归&rdquo;的途径是&ldquo;绝圣弃
智&rdquo;，即毁灭文化，取消教育。
他说&ldquo;为学&rdquo;与&ldquo;为道&rdquo;的方向途径正相反，&ldquo;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rdquo;。
意思是&ldquo;为学&rdquo;是追求知识，要求知道更多的东西，学到更多的技能。
&ldquo;为道&rdquo;是回到&ldquo;无知无欲&rdquo;，要求把知道的东西忘掉，把学到的技能抛弃，而
且要忘得干净，抛弃得彻底，&ldquo;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rdquo;。
老子认为，无知就是全知，有知就是错误。
他说：&ldquo;知者不言，言者不知&rdquo;、&ldquo;善者不辩，辩者不善&rdquo;。
真善、真知是不能用语言解说的，凡是用语言解说的东西，都是对真善、真知的损害。
所以他认为教育只是把人引向错误。
他根本否定教育的作用，故主张&ldquo;绝学&rdquo;。
如果说他也赞成有某种教育，那就是&ldquo;行不言之教&rdquo;。
他说：&ldquo;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rdquo;一切任其自然，&lsquo;便是最好的教育。
老子主张消灭文化教育，其阶级倾向是很明显的。
他说：&ldquo;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rdquo;老子作为失败了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认为人民之所以敢于起来反抗，是因为&ldquo;智
多&rdquo;，而有效的统治方法，莫如施行愚民政策。
　　老子从&ldquo;无为&rdquo;的教育目的出发，为贯彻其&ldquo;贵柔&rdquo;、&ldquo;不争&rdquo;
、&ldquo;知足&rdquo;的教育内容，他提出了&ldquo;致虚守静&rdquo;的教学原则和&ldquo;绝学弃
智&rdquo;、&ldquo;闭目塞听&rdquo;的教育方法。
　　老子认为人的私欲是由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而引起的内心冲动。
指出物欲文明生活会使人寻求官能的刺激，流逸奔竞，淫佚放荡，使人心灵激扰不安，而不能致虚守
静。
因此他认为正常人的生活应是为&ldquo;腹&rdquo;不为&ldquo;目&rdquo;，务内而不逐外，但求安饱，
而不求纵情于声色之娱的一种淳朴的生活。
老子唤醒人们要摒弃外界物欲生活的诱惑，持守内心的安足，确保固有的天真，即要&ldquo;塞其兑，
闭其门，终身不勤&rdquo;。
　　老子不重外在经验知识而只重内在的自省。
他认为，人的心智活动如果向外驰求，会使思虑纷杂、精神离乱。
因而，他推崇&ldquo;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rdquo;，  &ldquo;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
而成&rdquo;的圣人。
他主张&ldquo;绝学弃智&rdquo;。
这里所谓的&ldquo;绝学&rdquo;是指仁义礼法之学，&ldquo;弃智&rdquo;弃的是使人产生巧诈的心智，
进而才能达到&ldquo;绝学无忧&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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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老子的&ldquo;绝学弃智&rdquo;并非抛弃一切知识、智慧。
　　孔子（前551年一前479年），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少时&ldquo;贫且贱&rdquo;，15岁立志求学，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
年轻时曾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
约30岁时，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
颜渊、曾点、子路等是他最早的弟子。
50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
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曾经说：&ldquo;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rdquo;，然终不见用。
在外14年，68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直到逝世，弟子达3000人，身
通六艺者70余人。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在当时已有&ldquo;圣人&rdquo;之称，经过孔子整
理传授的儒家经典&mdash;&mdash;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
心，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作用，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给中国文化教育
的发展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教育的目的　　孔子主张&ldquo;为政以德&rdquo;，认为法治具有强制性，只能约束人们的
外部行为；德治具有感化力，能影响人们的心灵，有鉴于贵族道德的败坏和贵族世袭制度的腐朽，主
张举用&ldquo;贤才&rdquo;，吸收平民中的&ldquo;士&rdquo;参与政权。
他还认为人才不能依靠自然成长，必须经由教育培养，故提倡&ldquo;学而优则仕&rdquo;。
为此，他创办私学，以造就改良政治需要的&ldquo;贤才&rdquo;。
孔子最早探讨了人性的问题，认为人的天赋素质是相近的，个性差异是后天习染造成的，只要获得良
好的学习条件，加上主观的努力，都可以养成&ldquo;君子&rdquo;的品德。
以这种人性观为依据，主张&ldquo;有教无类&rdquo;，不分贫富、贵贱、&middot;贤愚、种族和地区
，任何人都可以入学。
　　二、重视道德教育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者。
他的学说以&ldquo;仁&rdquo;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
&ldquo;仁&rdquo;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之多。
孔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ldquo;仁&rdquo;的含义，归纳起来，不外&ldquo;克己&rdquo;与&ldquo;爱
人&rdquo;两个方面，而以&ldquo;礼&rdquo;为准则，其根本要求是在财富占有上遵守周礼的等级规定
，克制过分的欲望。
　　孔子提出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问题，即义利之辨，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努力提高精神境
界，而不要过分地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认为正是物质欲望的膨胀，造成道德的堕落，自谓吃粗粮，
喝冷水，曲肱而枕，从这样清苦的生活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愉快。
认为从利己之心出发，必将引起人我之间的矛盾，社会上的一切冲突即由此而起。
为了从动机上防微杜渐，他很少讲&ldquo;利&rdquo;，在道德领域内，对&ldquo;利&rdquo;做了全盘的
否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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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中选取了几百个看似很小的教育故事，有关学生、教师、家长的。
细细品读这些故事。
每个故事都包含着深沉而伟大的爱。
这才是教育中最珍贵的东西。
　　&mdash;&mdash;江苏张家港市港区小学  陈海燕　　《教师人文读本》是一套耐人寻味而又感人
至深的书。
书中选取了很多看似很小的教育故事。
每&mdash;个故事都包含着深刻的爱。
　　&mdash;&mdash;广东广州市天河区冼村小学  天河部落　　多少年了一直在苦闷事业和理想的定
位，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答案。
打了几个通宵看完之后就推荐给了几个爱书的好朋友。
　　&mdash;&mdash;江苏海安大公镇小学教师李海燕　　这本书成了我经常翻阅的枕边书。
更是很少能让我买五本邮寄给同学好友的书。
　　&mdash;&mdash;河北正定职教中心教师  闫荣霞　　这是一套启迪心灵、开启智慧之书。
打开了&ldquo;小我&rdquo;，向&ldquo;大我&rdquo;走近；让我生活得自在、开心、快乐，也让我感觉
到了从未有过的力量。
面对教师平平凡凡的生活，我多了些安静和平和。
　　&mdash;&mdash;安徽六安市寿县小甸学校教师  陈艳　　这套书让我对前途、理想思考了很多。
如何调整自我，如何好好活着。
真是好书呢，反正帮助多多。
　　&mdash;&mdash;北京昌平回龙观幸福童年双语幼儿园教师  李莉　　很温馨的&mdash;套书，关于
理想，关于人生，关于生命，关于追求。
关于价值。
关于梦想实现的可能。
以后的日子会一直带着它，累了。
烦了，偶尔会翻翻它。
离自己想要的状态也许会近&mdash;些。
　　&mdash;&mdash;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教师  艾美丽　　这本书不是什么大师级别的高谈阔论
。
也不是什么教育家的有感而发。
而是在教育最前线的教师的教育故事，每&mdash;个故事都闪耀着教师高超的育人艺术。
几百个教育故事不仅是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而且是几百次对教育生命的审问、感怀和确认。
　　&mdash;&mdash;湖南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学校  李婷　　这是我校近年来自费购买最多的书。
后来又邀请到了本书的主编中国教育学会的张在军老师来校作报告。
老师们感觉此书很给力。
　　&mdash;&mdash;河南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教育集团校长  原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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