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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入都知道李镇西是我的学生。
其实，我认识李镇西，是因为先做了他的学生。
　　我们共同的朋友&mdash;&mdash;张家港高级中学的校长高万祥先生是我们的&ldquo;媒人&rdquo;
。
万祥告诉我，四川成都有一位中学老师，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爱心与教育》，让许多老师流下
了这个时代不太容易流的感动的泪水。
　　于是，我拜托万祥把李镇西请到苏州，为我们的名师班学员作报告。
　　那一天，我故意坐在最后一排，准备随时出去处理公务。
没有想到，他的报告是那么精彩，虽然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但他饱含真情而又如数家珍般讲着他与
学生的故事，那份温馨和纯真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细心的李镇西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发现了我盈眶的热泪。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他后来成为了我的博士生。
开学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
说他&ldquo;特殊&rdquo;，一是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经常有学校邀请他作报告；二是因为他
英语基础比较差，我专门请了一位学生帮助他，他竟然像高中生那样，每天早上坚持背单词。
上课讨论问题，他有时也会像一个高中学生一样与人争论。
他给我的电话也特别多，差不多成了&ldquo;早请示晚汇报&rdquo;。
同学们悄悄对我说：&ldquo;这个李镇西，像个小孩子！
&rdquo;　　他特别喜欢网络，在&ldquo;中青在线&rdquo;和&ldquo;K12&rdquo;都是呼风唤雨的风云人
物，还经常在我面前说起&ldquo;网事&rdquo;。
我曾当面&ldquo;批评&rdquo;他，叫他不要像中学生那样沉湎网络！
但是，他&ldquo;阳奉阴违&rdquo;，我行我素。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和焦晓骏、袁卫星等年轻的朋友竟然密谋把我拉下了水，拖进了网。
他们说，著名学者都有自己的网站，朱老师当然应该有！
就这样，去年6月，我们的网站&mdash;&mdash;&ldquo;新教育在线&rdquo;开张了。
李镇西担任了网站的总版主。
　　李镇西在&ldquo;新教育在线&rdquo;的形象，就是那个光着屁股不断扭的小孩子。
他美其名曰：&ldquo;这就是赤子！
&rdquo;他在网上理直气壮地宣称：&ldquo;不愿长大！
&rdquo;　　因为他&ldquo;不愿长大&rdquo;，他始终和他的学生们在一块儿玩耍，把自己视为他们的
一分子。
　　因为他&ldquo;不愿长大&rdquo;，他始终童言无忌。
他甚至敢说：&ldquo;教师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rdquo;　　因为他&ldquo;不愿长大&rdquo;，他始终不善伪装，争论时往往会搞得面红脖子粗，开心
时又往往会拥抱加亲吻。
　　2003年六一儿童节，李镇西在网上发了一篇《童心万岁》的帖子。
他写了这样一段心灵的独白：　　何谓&ldquo;童心&rdquo;？
童心是儿童天真纯朴之心。
人不可能永远处于儿童时代，但他却可以永远拥有一颗童心。
因为儿童的纯真与善良，在一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
那么，我们应怎样保持自己的童心呢？
　　保持童心，就是保持对人民的善良之心。
我小学时曾扶盲人过街，替迷路幼儿找妈妈，我愿意把这可贵的善良之心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扩展升
华为对集体、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并把这种爱体现在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上，体现于我对每
一位网友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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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童心，就是保持对邪恶的正直之心。
儿童的眼睛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儿童的嘴巴是很难说一句假话的。
童话《皇帝的新衣》中，不正是一个小孩首先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吗？
面对&ldquo;四人帮&rdquo;的谣言，张志新同志坚持真理，敢于直言。
有人说她&ldquo;傻&rdquo;，我却认为她拥有童心！
　　保持童心，就是保持对事业的创造之心。
儿童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什么都想试试。
科学家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孩童般好奇、探寻的眼光，而不断开拓、进取
。
这　　也是一种童心。
　　保持童心，就是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之心。
儿童对生活总是充满憧憬、幻想，拥有童心的人总是对生活保持着激情与乐观。
有的人年纪轻轻，便对生活缺乏信心，而有的人虽已退休，却仍创造着生活的乐趣，正所谓&ldquo;越
活越年轻&rdquo;。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不愿成熟》，我愿自己永远童心不泯，也愿&ldquo;新教育在线&rdquo;每一
位朋友永远童心闪亮！
　　更为有趣的是，&ldquo;新教育在线&rdquo;的许多朋友悄悄地对我说：&ldquo;你和李镇西的性格
真像！
&rdquo;其实，人和人是有缘分的。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当然，李镇西虽然是我的学生，从过去传道、授业、解惑的角度来说，我的确应该履行我的义务。
但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角度来说，教师与学生应该是双向影响甚至有时是反向影响的过程。
我不知道是我影响了李镇西，还是李镇西影响了我。
但是我曾经坦白地对他说：&ldquo;与其说你是我的学生，不如说我们是互为师生。
&rdquo;无论是在课堂的讨论中，还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我都从李镇西那里学到了许多。
他将我带到网络世界，让我与无数的中小学教师面对面，让我有了许多新的朋友，新的灵感，新的空
间！
我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ldquo;既然李镇西不愿长大，那么让我们一起不愿长大！
让我们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
&rdquo;　　李镇西是一个特殊的人。
尽管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甚至争议，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去迎合世俗。
他总是喜欢&ldquo;标新立异&rdquo;、&ldquo;独树一帜&rdquo;，包括他的博士论文也与众不同。
　　其实，我很清楚，李镇西对这篇论文，是花了不少精力与时间来不断修改的。
由于李镇西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一些，我曾经想让他以自己的任何一本书作为博士论文的基
础&mdash;&mdash;因为在来苏州大学读书之前，他已经出版了《爱心与教育》、《走进心灵》等一系
列有影响的著作，先后获得过中宣部&ldquo;五个一&rdquo;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冰心图书奖等重要
的奖项。
但是他明确表示，他愿意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从零开始真正写一篇博士论文。
我支持他的选择，同时提醒他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研究的基础。
在我看来，所谓他&ldquo;自己研究的基础&rdquo;无非是两个：爱心教育和民主教育。
如果他的论文以爱心教育为主题，不但有现成的《爱心与教育》为基础，而且这个主题是大家都容易
认可的；而如果以&ldquo;民主教育&rdquo;为主题，则不但难度很大，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
但最终李镇西选择了后者，我也一再鼓励他一定要勇于突破和超越自己！
　　写博士论文对李镇西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尽管他出版过不少教育方面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更多是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写成的，是他自己教育
生活的记录和思考；尽管他也读过不少教育理论的著作，但是，那种阅读更多是率性的、自由的，而
且主要集中在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等他特别感兴趣的作者上。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与教育>>

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读书的计划，从卢梭到杜威，从马克思到后现代主义。
　　博士论文的提纲出来后，我们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说实在的，对李镇西的文章，我不敢轻易地改动，因为我不想轻易地去改变一个学生已经形成的风格
。
风格就是生命，特色就是卓越，这是我一直倡导的东西。
但是，论文的提纲的确与博士论文有差距。
博士论文除了要求概念的清晰、逻辑的严密外，还要求具有相当的原创性。
我与我的助手许庆豫教授，反复研究论文提纲的结构和写作的可能性，研究材料的来源和李镇西自己
的特长，最后才确定了论文的提纲。
这个过程，差不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挑战不仅仅来自论文内容的出新，也来自论文形式的创新。
说一句心里话，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审查本校和外校的博士论文，许多论文味同嚼蜡，实在是没有什
么看头。
而且，许多论文是在玩概念的游戏，既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也没有真正的理论价值。
因此，我一直在鼓励李镇西有所突破与创新，我甚至对他说：&ldquo;我还真希望你能写出散文式的博
士论文！
&rdquo;但是，论文草稿出来以后，我还是有不少担心的&mdash;&mdash;担心他的形式创新是否能够
成功。
由于是一种随笔的形式写博士论文，既要有学术性，又要有可读性，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说，镇西的草
稿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但我并没有叫他回到传统的所谓&ldquo;写作规范&rdquo;上去，而是鼓励他继续探索下去，争取在修
改的过程中完善论文。
而且更重要的是，镇西自己也是清醒的&mdash;&mdash;他也意识到了初稿的不足，因而在修改时他更
加严谨认真；同时他又是勇敢的&mdash;&mdash;他没有放弃他所说的&ldquo;写作冒险&rdquo;，而是
继续&ldquo;冒险&rdquo;，用一种随笔式的语言表述他对民主教育的理解。
尽管用另外一个方式说话可能比较吃力，但是当你真正学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他努力地修改，认真地读书。
他还陆陆续续把论文的一些篇章发在&ldquo;新教育在线&rdquo;网站上，广泛征求并虚心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
　　由于&ldquo;非典&rdquo;的原因，李镇西论文的答辩是通过电话进行的。
但是这不妨碍答辩老师对李镇西的评价。
李镇西的勤奋是出名的，教授们对他认真的态度给以高度的评价，虽然这与论文本身没有关系，但勤
奋与认真绝对是一个研究者所必备的前提条件。
也正是因为他的勤奋和认真，论文从预答辩到最后的答辩，进行了多次修改，最后论文的质量有了很
大的提升，这更是教授们有目共睹的。
尽管在专家的通讯评审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博士论文的写作规范仍然应该坚持，也有人对李镇西关于
民主概念的解释、民主教育的特征的说明等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对于李镇西的研究能力，特别
是对他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对民主教育的情怀，都给以高度的评价。
这篇特殊的博士论文，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ldquo;非典&rdquo;时期），终于得到了特别的关爱。
结果，评委们一致给他的论文以优秀的评判。
　　在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以后，我曾经给李镇西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从民主教育的理论探索走向民主教育的实践追求，真正使生活中的民主教育&ldquo;
成为真正实行民主的准备&rdquo;。
我希望他能成为中国教育历史上有影响的，以民主教育为教育理想的教育家。
　　我相信，镇西会努力，更会成功。
　　200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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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某小学一年级十几名学生因为上课说话，被班主任用不干胶封住嘴巴；某小学9名小学生被班主
任强迫用剪刀，小刀当众刮脸&hellip;&hellip;　　李镇西敏锐地看到，校园恶性体罚事件的始作俑者竞
然是被冠有各种荣誉和头街的&ldquo;好&rdquo;教师，而受害孩子和他们的同学居然大都认为&ldquo;
老师做得对&rdquo;！
2003年，李镇西考上了苏州大学朱永新教授的教育哲学博士研究生，《民主与教育》是他的博士论文
。
　　《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追溯梳理了古今中外教育家们的民主教育思想
，继承先辈教育家特别是陶行知民主教育的思想，结合中国基础教育实际进行现象解剖和实例分析，
将民主教育与当前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联系在一起。
把民主教育的实践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入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
　　同时，《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的阅释、引证、推导细致而严密，有大
量的实例分析，追求一种理性、激情、形象的和谐统一，文字理易朴素，夹叙夹议。
寓思想于实例，给实例以思想，被视为教育科研论文的典范。
　　《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在广大教师中影响极大。
如果说，《爱心与教育》让广大读者接受心灵洗礼，重燃工作激情，《民主与教育》则使千百万教师
振聋发聩，思考肩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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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镇西，1958年9月生。
1982年2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年6月教育哲学博士毕业。
先后在四川乐山一中、成都玉林中学、成都石室中学担任班主任兼语文教师。
现为成都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语文教师、班主任兼副校长。
曾获&ldquo;四川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rdquo;、&ldquo;全国优秀语文教师&rdquo;、&ldquo;成都市有
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rdquo;、&ldquo;成都市教育专家&rdquo;等称号，享受成都市人民政府专家特殊
津贴。
2000年被提名为&ldquo;全国十杰教师&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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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特征思考之三：&ldquo;教育&mdash;&mdash;这首先是人学！
&rdquo;&mdash;&mdash;民主教育与教育原理当教育向科学进军&mdash;&mdash;教育属性：科学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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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ldquo;根雕&rdquo;？
&mdash;&mdash;德育过程：灌输与引领学生不愿&ldquo;吃饭&rdquo;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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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自由意识的培养&ldquo;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rdquo;&mdash;&mdash;法治精
神的造就思考之五：用民主培养民主&mdash;&mdash;民主教育与教师素质做&ldquo;会思想的芦
苇&rdquo;&mdash;&mdash;呼唤思想尊严&hellip;&hellip;结束语：民主教育必须成为真正实行民主的准
备主要参考文献后记：一次写作冒险特别鸣谢附录一 教育：从爱心走向民主（访谈录）附录二 李希
贵：走进学生情感世界，营造民主教育氛围&mdash;&mdash;读李镇西《民主与教育》出版后记再版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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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主教育是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经典命题，同时它也是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崭新课题。
说它&ldquo;经典&rdquo;，是因为对这个命题的提出和思考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古希
腊思想家的教育思想；说它&ldquo;崭新&rdquo;，是因为面对今天的世界，民主教育有了更丰富的内
涵和价值。
特别是面对今天的中国，我们重新审视与研究民主教育，正是希望在批判继承中外教育家民主教育思
想的基础上，反思中国传统教育，探索符合时代需要和中国国情的民主教育模式，让我们的教育发展
能有力地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论无疑有着至今还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许多思想养料，但毋庸讳言，就教
育的根本理念而言，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真正的民主思想是比较少的。
尽管中国古代不少教育思想家也不乏具有某些民主色彩的论述，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
最缺乏的恰恰是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mdash;&mdash;至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
　　比如，虽然孔子早就提出了&ldquo;有教无类&rdquo;的思想（这有点接近今天我们常说的&ldquo;
受教育权利与机会的均等&rdquo;），但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绝大多数人受教育的权利事实上
被剥夺了。
又如，在师生关系上，中国传统教育有的是&ldquo;一日为师，终身为父&rdquo;的师道尊严而没
有&ldquo;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rdquo;的平等观念。
自&ldquo;五四&rdquo;以来的近一个世纪里，随着民主与科学理念的日渐普及，一大批中国教育家高
举民主教育的大旗改造着中国的教育，今天，立志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国教育者理应
接过这面大旗，把中国的教育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尽管很早就有人提出民主教育的理想，但正如民主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必须与具体的经济发展
、政治发展相协调一样，在不具备民主教育的社会条件下，它只能是一种理想。
　　那么，在今天民主教育何以可能？
　　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一系列老师打学生的事件，之所以引起那么强烈的社会反响，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中国人个人尊严的觉醒。
实际上，从私塾时代开始，在中国，千百年来，都是&ldquo;老师打学生&rdquo;，没有人觉得不正
常&mdash;&mdash;直到现在，还有教师认为体罚是教育的必须手段，甚至也有家长认为&ldquo;孩子不
听老师的话就该打&rdquo;！
但是，历史进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ldquo;天经地义&rdquo;，甚至对这
非人道的教育方式予以谴责。
　　正如前面所说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唤醒了人的觉醒。
于是，人们开始审视包括教育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道、个性、尊严、平等、权利等观念开始
在人们头脑中生根并萌芽。
越来越多的人对&ldquo;老师打学生&rdquo;现象的谴责，正是中国全社会&ldquo;人的觉醒&rdquo;在教
育上的微观体现。
　　更何况在今天，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呼吁：&ldquo;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rdquo;200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又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高度，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新的展望。
&ldquo;十六大&rdquo;报告指出：&ldquo;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rdquo;　　和所有关心&ldquo;十六大&rdquo;的人一样，我注意到江泽民同志在这里用了一个新的提
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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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政治文明&rdquo;四个字第一次赫然写在了党代会的报告中，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
让所有国内外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再次感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信息。
　　的确，&ldquo;社会主义政治文明&rdquo;是一个创新概念。
尽管&ldquo;政治文明&rdquo;的提法，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其《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
文中就使用过，但江泽民论述&ldquo;政治文明&rdquo;，其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ldquo;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rdquo;的新概念。
毫无疑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我看来，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和法治。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是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继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作为公民的百姓对官员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
督权，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这些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和必然要求。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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