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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说，名师之“名”，不在于“名”，而在于“明”。
“明”就是智慧。
有人说，智慧是一条通往人生幸福和快乐的心灵之路。
那么，教育家的智慧，便是给他的孩子们以幸福和快乐。
中国需要教育家，因为中国的教育需要智慧。
但愿本书的每一页，都能给您带来启迪和快乐！
     本书汇集了国内优秀教育专家的访谈录。
这些访谈围绕教育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等展开，展现了教育专家的智慧和研究途径。
本书保持了访谈的现场感，读来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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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烈隽语刘京海篇　记录刘京海：“成功教育”之父　对话刘京海眼中的“成功教育”　文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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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　李希贵隽语唐盛昌篇　记录唐盛昌：志在培育精英的校长　对话乐育精英　文选从好教师
到好校长的基本路径　唐盛昌隽语杨一青篇　记录杨一青：校长的“相马经”　对话校长是这样“炼
”成的　文选一辈子在一所小学工作年的感受　杨一青隽语廖文胜篇　记录廖文胜：校长的价值就是
“激活”师生　对话成功校长要有向善向上的态度　文选教育的源头、原点与元素　廖文胜隽语杨瑞
清篇　记录杨瑞清：行知路上的“傻”校长　对话让农村孩子在赏识中学会爱　文选教育要指向孩子
一生的幸福　杨瑞清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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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坚持写文章　　看多家之言，提高了理论水平；写日记，积累了素材，这都仅仅是搞科研的准备
工作。
搞科研，主要的工作形式之一就是写文章。
教师这一职业决定了每位教师都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但有机会是一回事，有没有科研能力是另
一回事。
写文章就是抓住机会、利用机会进行科研的有效途径。
人一旦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本职工作，那么无论他的工作多么平凡，都会有无穷无尽的研究价值
，同时也就有无穷无尽的乐趣。
　　大的远的不说，每天的教学活动、课外活动、班级管理尽可以写成文章，写成调查报告、教学杂
感、实验报告等等都行，如：《谈今日6节课的节奏》、《数学课堂纪实》、《语文课堂学生兴趣分
类》、《45分钟学生注意力变化》、《不同性格学生自习课表现异同》、《5分钟记忆力比赛结果分析
》、《男女同学自习课自制力比较》、《课间操动作到位情况与学生性格的关系》、《眼保健操乐曲
与学生动作协调状况分析》、《长跑过程中学生的耐力比较》⋯⋯　　单是一堂语文课，就可以从多
侧面、多角度选材写成文章。
如，学生因性别、性格、智力、体力、兴趣、爱好、基础的不同，在课堂上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
、想象力、理解力均有不同，这就可以分别写出几十篇文章。
总之，不是生活中缺少科研内容，常常是我们自己缺少发现科研内容的能力。
　　常有人以为，写是输出，输出是有资历、有经验、水平高的人做的事。
青年人写文章，常被无知的人讥笑为：吃了一把草，便想挤出两杯奶；自身只有一杯水，却想往外倒
一桶。
我总认为，写作既是输出，也是输入。
　　因为要写，要发表自己的见解，通常就要先看别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
比如我写《寓德育于语文教学之中》，就要先看教育理论家对这一问题是怎么谈的，有哪几派不同的
观点，还要看富有经验的老师和前辈是怎样做的，我和人家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
显然这样学习理论与经验，比平时随意翻翻，吸收与消化的结果都要强得多。
　　写文章又是输入实践经验的一种方式。
人平时工作的计划性、目的性往往不够强。
如果写《谈培养学生的效率感》这篇文章，那么这个学期就会制订出一系列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学生
效率感的计划、措施。
这个学期教学的目的性、计划性就明确得多。
实践一个学期后，按提纲写文章，总结本学期的得失利弊，边写边明确了下个学期的措施、计划。
这样，下个学期的实践效果一定会好于本学期。
坚持写文章确实有助于输人教学能力，绝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会将原有的教学能力也输出了。
　　刚开始写时，最好选题要小一些，这样便于驾驭。
刚开始就写大题目，如“当今世界”、“谈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等等，往往有害无益。
刚开始写时，不要想尽善尽美、一鸣惊人，而要有不怕“一鸣烦人”的精神准备。
文章写出来了，许多人会进行批评，许多人会心烦，甚至会骂娘，我们把这些批评意见中合理的成分
吸收过来再写，自己的水平也就逐渐提高了。
　　刚开始写时，不可急于发表，也不能发表就写，不能发表就不写。
写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提高教学效率。
就算一辈子写了数百篇都没发表，但自己的科研水平、教学效率提高了，不是最大的收获吗?　　以这
样的观念指导自己，我每学期都坚持写几篇文章，到现在已经发表了66篇。
　　有的青年教师问我：“你又当书记兼校长，还当俩班的班主任，教俩班的语文，还有23个社会兼
职，哪还有时间看书、写文章呢?”说心里话，我看书、写文章不是加重了负担，延长了工作时间；相
反，倒为我节省了不少劳动时间，减轻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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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重复式的劳动方式，我早就被各种事务性工作压垮了。
正因为读书、写日记、写文章，才使我初步进入了科研式劳动的境界，从而提高了教学效率、工作效
率。
　　真诚地希望青年教师都能够边教学边研究，都能够看多家之言、写日记、写文章，采用科研式的
劳动方式，提高教学效率，向着教学的自由王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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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需要教育家，因为中国的教育需要智慧。
但愿《16位教育家的智慧档案》的每一页，都能给您带来启迪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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