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

13位ISBN编号：9787561744598

10位ISBN编号：7561744595

出版时间：2006-2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文质

页数：2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

前言

　　钱理群　　记得去年12月我应福建中学语文学会之邀，参加孙绍振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在开幕
式发言一开头就说：我是来“寻找精神支援”的。
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一方面，改革已经冲破重重阻力
，成为一个潮流，甚至变成一种时尚，而任何好东西一旦时尚化，就有变形、变质的危险；另一方面
，“在热闹之中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甚至发生了某种混乱，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问题，搞不好就
会出大问题”。
我为此感到焦虑不安，因此，就迫切地希望到在第一线从事改革试验的老师和朋友这里来，共同探寻
走出困境的精神力量与途径：我始终相信，出路与办法常常产生于脚踏实地的实践中，而不是脱离实
际的冥想里。
　　我的希望没有落空：在短短的几天里，在与福建语文教育界朋友的交流中，我获取了许多新鲜的
思想与信息，这是我关在京城的书斋里绝对想不到的。
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与张文质先生的长谈——在此之前，我已通过他主编的《明日教育论坛》，对他
们在黄克剑教授指导下所进行的“生命化教育”试验有所了解，并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得以当面请
教，自是十分高兴。
回京以后，他又寄来了《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这本书稿，我也因此对“生命化教育”的理念与
实践经验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并引发了一些思考。
文质先生嘱我写序，那就谈谈我的读后感吧。
　　一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张文质先生的一个呼吁：要关注与正视当下中国教育的“生存状态”
问题，这关系到生命化教育提出的依据与前提。
本书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涉及这一问题，大概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许多痛切的揭示与分析，相信会引起了解中国教育实际的朋友的兴趣与共鸣。
我只想引述其中与我的讨论有关的一点。
在《生成中的生命化教育——对同安第一实验小学教育改革的散点透视》一文里，谈到“真正的一种
学校自发性的、显现出自主魅力的教育实践”的“匮乏”，指出“我们更多的是在一种大一统模式底
下，更多的是落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些所谓改革经验，这也使得现有的评价机制之下，学校的实验，确
实都比较关注来自于管理部门、特别是上级有关领导的评价。
这一点极其有害，极易扭曲教育的初衷”。
这一观察是抓住了要害的：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政府行为，这本身似乎无可厚非；但由
此产生的却是一个如何使这样的政府主导的改革变成校长与老师的自下而上的自觉努力，形成上、下
的良性互动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的改革现实却是更多地仰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这样的行政命令又是基本不考虑具
体学校与教师的教学实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形成了一个刚性的“大一统模式”；而推行改革的基
本手段也是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这样的行政操作，自然也是以是否符合上级领导的要求为评价标准
。
这样，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一个外在的、强制性的、纯粹的政府行为。
说严重一点，改革成了与校长、教师以及学生自身的生命发展无关的事情，甚至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
。
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是教育改革，甚至教育自身的内在动力与内在尺度的匮缺，这是一个带有根
本性的问题。
在文质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看来，这是“极易扭曲教育的初衷”的，问题的严重性或许正在这里。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生命化教育是一次“寻找教育改革与教育自身的内在动力与内在
尺度”的自觉努力，用张文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唤醒教师的生命意识，重新思考教育的真谛”。
生命化教育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生命在场”。
按照我的理解，这首先是一个教师的生命是否“在场”的问题，也就是教育、教育改革与教师的生命
，他的生命存在与发展，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有没有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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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却又是非同小可的问题。
如果把教育工作看作与自己的生命无关，仅仅是一个满足物质需求的谋生手段，那教育的技术化、工
匠化，以及教师自身的工具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把教育改革看作是外在于己的领导的指令，那
教改的依附性(独立自主性的丧失)、形式化也同样不可避免。
而这两个方面都背离了教育与教改的本质，使之蜕变成失魂的教育与改革：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困境的
实质所在。
如黄克剑教授所说，所谓教育，就是受教者在施教者的指导下，自主地对自我生命和个性的“成全”
；因此，　“在教育中，为师者不应漠视受教者的生命个性，也不应丢弃自己的生命个性，这是生命
个性与生命个性的相接”。
黄克剑教授还提出了教育的三个维度，即“授受知识，开启智慧，润泽生命”，这也是生命化教育理
念的一个基石；而按我的理解，这教育的三维度是同时指向教师与学生的，它所要达到的教育境界其
实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教学相长”，它的深层目标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生命”的共
同“润泽”与“成全”。
而我想要强调的是，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决定了教师生命的成全的先导性。
我们通常说“教育者要先受教育”，现在我们也可以说，“要成全学生的生命，先要成全教师的生命
”。
黄克剑教授说得很好：“由知识化教育向生命化教育转进的底蕴在于人的真实生命的复归”，“这种
教育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一个运思和创意的原点，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一个知识和灵感的凝结中心”。
在我看来，要实现这样的教育转进，关键在于教师的“人的真实生命的复归”，首先要把每一个教师
都看作“运思和创意的原点”，“知识和灵感的凝结中心”，并努力开发与成全教师的“运思和创意
”、“知识和灵感”，使其生命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成为“能够以自己的灵思感动启悟学生
的灵思的个性丰盈的个人”。
确认这一点，对理解生命化教育的理念，以及生命化教育实验的推行，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注意到，张文质先生和他的同伴所制订的《生命化教育实验学校的20条目标》，第一条就是“学校
确立‘教师第一’的理念，尊重、信任、关爱每一位教师，努力为所有教师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这是真正抓住了要害的：“教师第一”的理念的缺失，缺乏对教师的民主权利、生命自由与健全发展
的“制度保障”，这正是当下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根本问题所在；在我看来，也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
到现阶段，必须正视与解决的关键性环节，一个必须突破的瓶口问题，也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寻求
教育与教育改革的内在动力”的一个前提。
关于教师的“人的真实生命的复归”，张文质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他说：“生命化教育
要追求教师生命的幸福。
”他由此而对传统的教师观提出了质疑：“不要认为教师这个职业就是‘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比
喻是很可怕的。
”我理解这里确实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把教育仅仅看作是“付出”、“给予”，是教师生命的消耗，
而忽略了它同时更有“收获”与“回报”，如前文所说，真正的教育必然是以教师与学生生命的共同
发展与成全为指归的。
而中小学教师，在生命化教育的理念里，它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它的特殊性在
于，教师的生命与儿童、少年、青年生命的共生与互动，而后者正是人的生命路程中最为纯真、最接
近人的生命本原，最具有活力，也最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一个阶段。
面对处于这样的生命形态的教育对象，会出现很多教育难题，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带来的是教师“
教育中的困惑”；而压力也会变成动力，会不断激发教师自身的生命激情、创造力，并驱使教师不断
反思与完善自我。
更重要的是，教师与学生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两种生命的相互撞击，都会给对方以生命的滋润：学生
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渐成长；教师则在学生的影响下永葆青春。
张文质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好教师一定是在课堂上要比平时显得更美的人，哪怕是相貌平
凡，一到课堂上就有一种容光焕发的精神气”，“好教师肯定是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显得天真
，显得还要质朴的这样的一种人”，这自然是受到了学生生命的滋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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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陶行知所说，老师触动孩子，孩子触动老师，形成极好的人性的相互激荡。
这两个方面，都会给教师带来实现自我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满足感，这正是教师的生存方式所特有的幸
福，它是因直抵教育的本质而获得，因而它所引发的是黄克剑教授反复强调的教师的“天职”感：“
把精神的重心守在教育成其为教育的东西上”，“直接从那里吸取到教师的一种尊严，吸取到教师成
其为教师的那种生命的滋养”，只“承认教育的独立价值，直接对教育负责”，而对教育之外的东西
，例如，领导的看法，他人的评价，世俗的偏见，等等，看得很淡，“这些都不在话下”，心中坚守
的惟有教育的本分，对教育的承诺，对教育的热爱、激情，以及对自己的一份期许，这被教育所召唤
的心里的东西，是什么力量也不能摧毁的。
到了这样的境界，就获得了教育与教育改革的“内在动力与内在尺度”。
这也是生命化教育的力量所在：黄克剑教授说得很好，生命化教育实验，作为一个自发的民间行为，
它不能对校长、教师承诺什么，也不能给他们职位、奖金，但却得到了许多中小学校长、老师的积极
回应，其秘密就在于它唤起了天职感，赋予了当下教育与教改所匮缺的内在动力与内在尺度。
关于“内在尺度”还要多说几句。
生命化教育理念中有两个观念都关系对教育与教师、学校工作的评价尺度，很值得重视。
一是强调“教育行为始终指向具体的每一个人”，“生命化教育就是个性化、个人化的教育，始终指
向一个个永无重复、永难穷尽的生命个体，始终以成全每一个健全和富有个性的人为自己最为根本的
目的”。
这背后是一个“大爱”的生命观：　“关注所有生命的价值，肯定所有生命的意义”，“关注生命的
差异，努力去成全所有生命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
因此，生命化教育“从关注每一个学生开始，从尊重每一个学生开始，从满足每一个学生需求开始，
从善待每一个学生开始，从开启每一个学生的智慧开始，从相信每一个生命的意义开始，从成全每一
个生命发展开始”。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实验目标：“学校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受到忽视和歧视，学校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失
去信心，学校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毫无专长，学校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失去梦想。
”——正是这样的理念、目标，深深地感动了我。
这样的生命观是我一直追求的，而其内含的教育平等的观念，以及所提出的教育评价标准与尺度，正
是当下中国教育所匮缺，甚至是严重扭曲的。
以升学率为评价教育、学校与教师工作的惟一刚性标准与尺度，是人人都明白、却又似乎无以疗治的
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痼疾，已经并且正在继续给我们的教育造成致命的伤害：教育成了生存竞争的绞肉
机，失败者的生命发展完全被忽视与牺牲，而胜利者的生命在残酷的角逐中也被严重扭曲，这两个方
面都造成了对青少年生命的摧残，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因此，生命化教育将“成全每一个健全和富有个性的人”作为教育目标与评价尺度，并进行具体的教
育实验，正是一个正本清源，恢复教育本性的自觉努力，尽管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要达到这样的理
想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第一步已经迈出，其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是意义重大的。
生命化教育还提出了“着眼于学生生命的长远发展”的命题，这与我强调的“为学生终身发展垫底”
是同样的意思。
这其实也是对基础教育的特点的一种理解与把握。
如张文质先生所说，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内在地蕴含了健全发展的可能性，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
可能健全的生命的成全；而不同的生命个体，其发展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
承认差异，对不同的生命个体开启不同的发展方向，即“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光亮”——这都是我们在
上文所强调的；但这还不够，因为不同的生命个体其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不仅具体途径
不一样，而且时间也不一样，有早期爆发的“少年得志”，更有“大器晚成”的。
因此，张文质先生提醒说：“对人过早下判断的教育是不幸的”，某个学生一时看去“平平”，甚至
“愚钝”，但并不等于他终身平平或愚钝，只不过此刻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可能性，或实现可能性的
时机未到，这就需要耐心地“等待”。
因此，中小学教育这样的基础教育，它的任务只是为学生终身学习与精神发展打底，而且打得越厚实
越宽广越能给学生今后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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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应该是我们评价基础教育的基本尺度，以功利主义的态度与评价标准过分地强调一时一地的功效
，甚至要求“立竿见影”，用张文质先生的话来说，是“反教育”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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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3年，著名哲学家黄克剑和教育学者张文质对话时，提出了教育的三个向度：授受知识、开启智慧
、点化或润泽生命。
从此一种以生命治学问，以生命统摄教育，以生命成全每一个具体、健全的生命为旨归的新的教育理
念开始进入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
    2001年，一项命名为“生命化教育”的课题实验，正式在福建省城乡学校以及全国各地的学校渐次
展开。
“民间立场、草根情怀、田野作业、逐步推进”和“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缔造名校、成就未来”等
鲜活、虚灵与真挚的教育信念所闪沁耀的思想光芒与实践魅力，从此为越来越多寄希望于教育的人们
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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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质（1963- ），男，福建闽侯人，教育学者，诗人，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系“生命化教育”的倡者与实践者，生命化教育课题总负责人。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执行主编，《明日教育论坛》和《慢教育丛刊》主编，“1+1”新父母
行动发起人，入选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2007年十大推动读书人物。
多年来致力于“生命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长期植根于中小学课堂，推动中国基础教育的
变革和发展。
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创办了1+1读书俱乐部，推广1+1式的读书理念。
　　[编辑本段]二、教育理念　　1993年，受《教育评论》委托，张文质先生采访了著名哲学家黄克
剑先生。
黄克剑先生在对话中提出了教育的三个价值向度：授受知识、开启智慧、点化或润泽生命。
从此，一种以生命治学问，以生命统摄教育，以生命成全每一个具体、健全的生命为旨归的新的教育
理念开始进入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
　　2001年，一项命名为“生命化教育”的课题实验，正式在福建省城乡学校以及全国各地的学校逐
次开展。
“民间立场、草根情怀、田野作业、逐步推进”和“开展智慧、润泽生命、缔造名校、成就未来”等
鲜活、虚灵与真挚的教育信念所闪耀的思想光芒与实践魅力，从此为越来越多寄希望于教育的人们所
关注。
近年来，课题实验学校遍布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新疆、内蒙古、山
东、云南等十几个省、直辖市，而更多教师也以个体名义参与。
　　张文质先生在《跨越边界——生命化教育的一些关键词》一文中，详尽而又灵动地提炼、诠释了
生命化教育的关键词。
如“生命化”、“生命化教育”、"生命化教育实验学校的20条目标”、“教育是慢的艺术”等等。
　　[编辑本段]三、媒体报道　　近几年来，各级报纸对张文质先生推动的教育理念作了报道、转载
。
如，　　《中国教育报》2005年5月26曾以《从这里，我们祈想生命化的教育——访＜明日教育论坛＞
主编黄旭、张文质》为题就《明日教育论坛》的办刊理念对其作了采访；　　《中国教师报》“深度
报道"栏目于2007年6月20日以《教育，让生命在场——张文质谈生命化教育》为题，就生命化教育理
念及课题作了报道；　　《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27日刊曾以〈读书：改变你精神世界的分子结构
——“1+1＞2”的民间读书沙龙侧记〉为题，报道了他所倡导的1+1读书理念，并于2008年1月3日以〈
张文质：以读书推动“生命化教育〉为题，对其生命化教育理念作了报道；　　《教师博览》(江
西)2007年第l2期在封二推荐生命化教育及总课题组负责人张文质先生；　　《海峡导报》于2008年5
月9日以《教育，成全每一个生命》为题，作了报道；　　《新世纪周刊》2008年16期刊登了对其作的
《给孩子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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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巷中心小学  活动房里的生命化教育——记厦门曾厝蛟小学  生成中的生命化教育——对同安第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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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生命的礼赞　　——一次关于生命化教育的讲演　　张文质　　老师们好!　　不知在座
的朋友中有哪位听说过“生命化教育”这个课题?听说过的请举个手。
当然，看过《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杂志的都知道这个课题，因为该刊物有不少相关文章。
我相信在座的老师都看过这个刊物，但对这个课题却不一定很了解。
关于这个课题，本周的星期四、五在厦门同安有一个全省性的研讨会。
星期四主要是教学公开课。
开课的老师都蛮优秀的。
像泉州第二实验小学的汤其鸣，这次参加全省的数学教学比赛，得了第一名。
还有郑熔虹，福州潘墩中心小学的老师，在全国各地都开课，数学能够上得像她那样充满激情，实属
不易。
语文课是吕云萍，厦门英才学校的，原来在三明实验小学，参加这一届全国阅读教学比赛，也获得一
等奖，最近也在全国各地开课。
还有像厦门同安第一实验小学的叶妙婕，课也上得很好。
还有我们编辑部的黄瑞夷老师，15年来倾力于作文教学实验，他的作文教学可能跟在座的老师全然不
同。
我听过他5次课，每次都给我很多的启迪。
　　生命化教育课题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在福建省我们有实验学校(中学的、小学的)近20所，江
苏、广东、内蒙古也有一些学校加入这个课题。
上个月中旬我和黄克剑老师一起到新疆库尔勒市讲演生命化教育。
他们那边由州教育局、教研室，包括巴音格楞州的日报社，共同推进这个课题。
可以说课题实验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感觉对教师们有特别的吸引力，一定有某种打动人心的精神
诉求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
我在各地每次讲课之后，总是有一些老师要求以个人的方式加入这个课题，我们当然欢迎。
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路人，能获得更多的精神支援。
有志者则“道不孤”。
　　从根本意义上说，这个课题，首先是一种精神理念，是对更美好的教育的一种价值诉求。
我知道老师们做课题实验，首先想到的方法、步骤、特征⋯⋯国内很多课题都有此类易于操作的特征
，包括我们原来进行的课题——“指导——自主学习”。
它也是这样：先学后教，超前断后，强调小组合作学习，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调在课堂中的生
成性引导。
这一课题也很有活力，它更主要的是侧重教与学策略在实践中的运用，背后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烛照，
是对儿童真挚的关爱。
而生命化教育首要的则是一种成全每一个个体生命发展的理念：很多实验学校的老师，第一次听完课
总会问我：张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生命化教育的定义，如何实践生命化教育?但我一直在避免直接回
答什么是“生命化教育”，因为我觉得直接的回答会把对它的理解限制了，读解的同时，可能会把它
开放的意涵给抑制了，你用语言解释却留下了语言解释的局限性，就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
能说清楚的就不是大道理，所谓大道无言。
大道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这也是课题的精神导师黄克剑先生一再强调的。
我们应该把一个新理念放在尽可能开阔的理解领域去探索，我常说生命化教育正在生成它的路上，就
是这个意思。
不过，现在我们一定要谈生命化教育，我只好勉力为之。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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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教育的急功近利、粗糙、急迫背后，仍然是教育本质的失落：人们不愿承认，教育是一个“慢
活”、“细活”，是生命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谓“润物细无声”，教育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细微的
，它需要生命的沉潜，需要“深耕细作式的关注与规范”；人们更忘记了，教育改革是不能搞一轰而
上的运动的，“运动式的变革”只能摧毁教育，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过沉重的教
训，但人们总是没有记性。
或许正因为如此，生命化教育理念倡导者对教育的从容、悠闲、优雅姿态与心态的呼唤，就是呼唤摆
脱长期桎梏我们的“非教育、反教育”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实实在在地按照教育的规律办教育，进行
教育改革：这在当下是有一种迫切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　　“生命化”就是真实的生命践行同践行者的所言所信的一
致，就是让自己信从的道理活泼泼地展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我这里不给“生命化”下定义，也不给只有在生命化中才有价值可言的“天职”作界说，因为一下定
义，“道可道，非常道”，那个圆融、本真的意味可能就会从字词的缝隙中滑落掉，被纠缠于逻辑的
理智的热情蒸发掉。
人有时能够把自己交出去，把利害、生死置之度外，他因为自己的生命同某种值得献身的事业融会在
一起而生出任何外在力量都不可摇夺的神圣感，这时我们说这人有了天职观念。
天职是一种担待，一种承诺，一种对至上的事业追求的担待，一种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分量的承诺。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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