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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作者于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期间完成的，是一篇关于自己所发表的主要学术著作的综
合报告，准备以此作为教育科学博士学位的论文进行答辩。
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写完不久，作者便与世长辞了，因此未能进行答辩，但苏联教育界公认这是一篇
优秀的博士论文。
　　苏霍姆林斯基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重点研究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
这是他教育研究的“主题”。
他认为“学校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和谐统一（即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实践活动
和全部理论探讨，都是在这一“主题”的指导下开展的。
　　书中提到列宁给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的任务，是“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
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
　　接着苏霍姆林斯基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并不是靠一套专门臆想出来的措施所能实现的。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就必须深入地改善整个教育过程。
”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个非常细致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书中还提到全面发展的8个方面的问题，作者一一作了详细的阐述。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重要教育信念，也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
　　这本书是苏霍姆林斯基多年教育实践经验和研究的总结。
　　为了培养学生拥有思想丰富的、理想崇高的精神世界，作者跟踪观察和研究了29个班级，共700余
名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整个10年学习期间的生活。
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分析了这些学生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成长
过程，揭示了他们的知觉、思维、情感、兴趣、需要、意志的心理发展和言语的不同特点，以及各种
不同因素对形成学生精神面貌所起的作用。
本书寓理论于实践之中，既有大量生动活泼的事例，又有深思熟虑的理论概括，并深入浅出地介绍了
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
　　通过集体进行教育，是苏霍姆林斯基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他的第一部著作《学生的集体主义教育》，1956年一问世就博得了读者的好评。
《培养集体的方法》一书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两年中写成的，1971年出版，深受当时苏联教育界的重
视。
该书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
全书共分4个部分：学校集体及其培养的原则；集体的思想和公民精神基础；集体对个人教育影响的
形成；教师的个性、教师集体和学生集体等。
书中通过大量的生动的事例，从理论上阐述了集体教育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许多经验具
有普遍意义，值得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校长、教师去研究和参考。
当然，由于国别和具体情况不同，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所介绍的某些做法未必符合我国实际，希望读者
在阅读时分析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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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帕夫雷什中学　前言　第1章  全体教师团结一致是教育教学工作成功的保证　　1.深思如何领导好学
校　　2.我们的教师和教育者　　3.校务会议的组成和作用　　4.我们怎样在校长和教导主任之间实行
分工　　5.帮助教师完善教育技巧　　6.集体研究“思维与情感的统一”问题　　7.我们的传统　第2
章  学校的物质基础及学生周围的环境　　1.培养对自然财富的珍展爱护态度　　2.课堂教学和课外活
动的环境　　3.校园及其教育作用　　4.校舍及其教育作用　　5.校舍内部陈设的教育作用　第3章  关
注健康与体育　　1.学生的健康与精神生活　　2.对学生的生活环境、劳动和作息制度的卫生保健要求
　　3.劳动是增强体质的手段　　4.课堂上的体育运动　　5.体育与空余时间和休息问题　第4章  德育
　　1.公民基础——道德教育的基本环节　　2.从道德概念到道德信念的途径　　3.信念在道德成熟时
期如何发展和巩固　　4.社会定向——信念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5.敏感性和荣誉感　　6.培
养男女青年相互关系的道德美感　第5章  智育　　1.智育的本质及其任务　　2.智育与世界观　　3.科
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与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　　4.知识的内容与智育    5.知识的掌握过程与智力发展   
6.培养学生的智能    7.智育与教学法问题    8.科学无神论教育  第6章  劳动教育    1.劳动教育原则    2.劳动
教育的物质基础(从教育学方面讲)    3.学生劳动活动的种类及其组织方面的教育学要求    4.劳动教学    5.
学生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劳动方针    6.才能、爱好和志向的培养和发展    7.手工劳动在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8.自我服务    9.劳动教育的方法同智育、德育、体育和美育等方法的联系    10.树立榜样是劳动教育的
一种方法    11.复习是劳动教育的一种方法    12.集体劳动作业的完成    13.竞赛是发展创造才能的一种因
素    14.劳动制度  第7章  美育    1.美的认识与情操的培养    2.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审美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
   3.美育和美的创造    4.周围环境和劳动在美育中的作用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作者的话  第1次谈话  教师
创造性劳动的几个基本问题    1.关键在于领导全体教师进行创造性劳动    2.集体的教育信念和教师的个
人创造    3.完善的脑力劳动是思考、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    4.教师讲新教材时，学生头脑中在发生什
么变化  第2次谈话  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1.学习与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    2.全体教
师团结成一支统一的教育力量    3.关于自我教育    4.要了解儿童    5.教师的教育素养  第3次谈话  学校集
体的精神生活    1.教师的业余时间及其一般素养的提高    2.教师集体的创造性工作中的研究因素    3.“
思想之室”    4.读书和创作  第4次谈话  难教儿童    1.难教儿童是些什么样的孩子    2.他们为什么变成了
难教儿童    3.重要的是要有有经验的、懂得儿童心理世界的教师  第5次谈话  关于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  
 1.怎样才能使每个人的心中确立起神圣不可动摇的原则    2.是否需要一个教育工作大纲    3.是数学的世
纪，还是人的世纪    4.道德与知识之间、精神文明与知识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    5.课堂教学是师生相互
接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领域    6.教师是学生的朋友和同志    7.尽量鼓励学生多参加积极的活动    8.
道德真理(准则、规则、原则)应当在事物、现象、关系之中体现出来    9.只有创造并且经常得到充实的
教育人的环境，才能使教育手段收到预期的效果    10.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年长同学与年幼同学、同龄
同学之间三种关系的细微性、人道性    11.在年轻人的心中激发起想变得更好的愿望    12.消除个别家庭
环境对儿童教育的不良影响    13.学生特别是少年不喜欢当被教育者    14.各种想法、情感和内心体验的
思想财富  第6次谈话  谈谈怎样指导学生的脑力劳动    1.知识的“关键点”    2.学生应当掌握的最重要的
技能和技巧  第7次谈话  关于听课和分析课的几点建议    1.听谁的课，何时去听，听多少课    2.听课和分
析课的目的是什么    3.教师怎样理解和达到课的目的    4.为什么以及如何检查学生的知识    5.是否注意
教会儿童学习    6.学生对新课的学习    7.学生的知识是如何发展和深化的    8.能否让全体学生都牢固地
掌握知识是评价课的主要标准    9.教师应当怎样布置家庭作业    10.在分析课的过程中进行概括  第8次谈
话  怎样做学年总结    1.学年总结为什么是必要的    2.总结的实质及做法    3.应当把师生的脑力劳动放在
注意的中心    4.对教育工作的分析  注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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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4卷)，收录《帕夫雷什中学》和《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两部书。
其中，《帕夫雷什中学》是苏霍姆林斯基根据个人经验写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在帕夫雷什中学
任教33年，其中包括26年任校长工作的经验总结。
该书除在苏联国内多次重版外，还在国外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出版。
而在《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中，苏霍姆林斯基不仅总结了自己当中学校长的工作经验，而且广泛地探
讨了教育理论的各方面问题。
书中作者把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以谈话的形式，写出了许多较为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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