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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月8日，北京景山学校、北京力迈学校与中国教师报联合举行了“庆祝贺鸿琛从教六十周
年暨张定东、陈心五、刘曼华等从教五十周年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
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陶西平，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全
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江西省原副省长孙希岳，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人
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吕达等出席了此次会议，为贺鸿琛等八位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杯。
会议对上述同志终身奉献教育事业、励志教学改革、无怨无悔的精神予以高度赞扬。
　　2007年1月10日，《中国教师报》在头版发布消息《终身从教者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钦佩》。
该文称：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名校，景山学校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因为它是一所专门进行城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学校。
从1960年到今天，“改革”仍然是景山学校最鲜明的特色，1983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同志特别为景
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贺鸿琛和陈心五、刘曼华等老教育专家从青春到白发，投身于景山学校的创立、改革和发展，把最宝
贵的年华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与教改事业。
　　教育界公认：北京景山学校教改成绩斐然，在全国闻名，除了党的领导、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和
关爱、全体教师的努力奋斗之外，还靠敢峰（原名方玄初）和贺鸿琛这两根“台柱子”的支撑。
后来建设力迈学校时也是这样。
敢峰这根“台柱子”在景山学校和力迈学校教改中的作用和业绩，笔者在《人比山高——敢峰的理念
和人生》中已有详细论说，兹不赘述。
本书就专门谈谈贺鸿琛这根“台柱子”。
　　从1946年春天至今，六十多年来，贺鸿琛把自己的青春和全部心血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从16岁起，贺鸿琛就在本村当小学教师，教一至三年级复式班。
1948年，他到山西省太谷师范学校学习，1949年7月毕业后留校工作。
1952年，他又被山西省教育厅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进修，不久，因工作需要即转入．本科，成
为边学习边工作的“双肩挑”干部。
1956年，贺鸿琛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亚非教研室主任
。
1960年，他被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选调去创办北京景山学校，是北京景山学校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
书记、校长等职。
贺鸿琛长期负责景山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曾代表景山学校出席1960年全国文教群
英会。
他还是“七五”和“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学科组成员和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成员。
贺鸿琛的有关业绩已载入《中国教育专家名典》。
贺鸿琛除了抓景山学校的教改工作之外，还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
他曾任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理事、中国老教授学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普
通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景山学校教育改革研究所所长、北京力迈学校董事会执行董事、广东碧桂园
学校教育顾问、香港教育国际交流中心顾问等职。
他代表北京景山学校参与了“七五”国家级重点科研课题“普通教育整体改革实验与研究”、“八五
”国家级重点科研课题“面向2l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和“九五”教育部级重点科研课
题“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十五”教育部级重点科研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学
校研究”的研究并成为核心组成员。
他应邀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作过学术报告，多年来主编或合编了《教改之树长青》（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3年版）、《按照“三个面向”改革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未来与教育：纪
念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与陈心五合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教育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贺鸿琛传>>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题词发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与童大林合编，人民教育
出版社1998年版）、《悠悠岁月教改情：北京景山学校四十周年校庆回忆文集》（与范禄燕合编，人
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和《开辟中国教育新航道：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发表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与范禄燕合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书。
他还应邀出访过法国、美国、英国、泰国、朝鲜等国家，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并进行相关教育考察。
　　总结贺鸿琛从教六十多年的事迹，就是宣传基础教育如何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宣
传坚决贯彻邓小平教育要“三个面向”的精神，宣传只有抓住“三个面向”不动摇，中国的基础教育
才能闯出富有中国特色、中西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融合在一起的教改道路。
贺鸿琛等教改团队按照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思想和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教育理论，勇敢探索，锐意创
新，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付出了心血，奉献了智慧，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悟到：作为一名教师，要把教育改革作为毕生事业来追求，时刻把握住国内
外最新的教育理念，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勤于学习，深于思考，勇于改革，大胆探索，善于总结，不
断创新。
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到培养下一代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这是丝毫大意不得的。
　　总结贺鸿琛从教六十多年的事迹，实际也是在倡导“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倡导“尊
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随着新课程改革步伐的加快，教师的地位日益提高。
虽然尊师重教在很多地方都已蔚然成风，但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尤其是发挥他们在新
课程改革中的引领作用，一些地方做得还远远不够。
从这个层面上说，贺鸿琛等教改团队领导的北京景山学校以及近十多年来敢峰与贺鸿琛创办的北京力
迈学校，充分发挥了老教师的“余热”，进行了教学领域的深层次变革，对其他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
颇有借鉴意义。
　　许多教育家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倡导终身从教的风气。
只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矢志不移，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教育事业才能真正发展
，因此师范教育的发展需要倡导终身从教的理念。
贺鸿琛无怨无悔地献身党的教育事业，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
　　北京景山学校从成立那天起就担负了教学改革的神圣使命，所以说，教学改革是景山学校的灵魂
和生命线，也是景山学校成长、壮大、。
发展的动力源泉。
离开了教学改革，北京景山学校就是一所普通的重点学校，和其他重点学校就毫无区别，因此也就没
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贺鸿琛深深地理解了这一点，因此，他几十年来和敢峰等同志抓住教学改革这个法宝牢牢不放，日夜
所思所想的都是教改，日夜所干的也是教改。
在贺鸿琛的心灵深处，教学改革已经成为一种与其心灵融为一体的永恒的情结。
所以本书定名为《贺鸿琛传：悠悠景山教改情》，意义也正在于此。
　　2008年是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年来，在“三个面向”和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不论北京景山学校还是全国的教育改革与发
展，都有了喜人的巨变。
编写出版《贺鸿琛传：悠悠景山教改情》一书，就是为了充分表达贺鸿琛及其教改团队战友们对“三
个面向”题词发表二十五周年的衷心纪念之情。
　　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贺鸿琛教学改革的业绩和教育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本书下编收录了
数十篇贺鸿琛自己撰写或与其教改团队战友合作撰写的文章。
这部分文章中有些是三十多年前写成的。
因作者身处当时的环境，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所以有些文章中的观点今天读来并
不完全正确，有些看法和分析也不大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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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相信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景山学校教改团队的全貌，本书特别收录了《追逐梦想，以一生为诺》这
篇报告文学。
　　北京景山学校创办初期，笔者就在该校任教，工作了九年有余。
在工作中，笔者虽与贺鸿琛有所接触，对北京景山学校也有一定了解，但和几十年与贺鸿琛朝夕相处
，在北京景山学校的教改实践中一起摸爬滚打的敢峰、杨玉琴、谢雪萍、游铭钧、崔孟明、陈心五、
刘曼华、苏式冬、周韫玉、刘晶玉、陆鑫、何仲起、范禄燕、王念亲、王京梅等同志比起来，还相差
甚远。
这些同志都曾给笔者提供了极具智慧的建议和生动形象的事例，但由于笔者的思想认识和文字水平所
限，编著成书稿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
遗漏与评价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北京景山学校的诸位同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舒风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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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鸿琛先生是新中国基础教育战线上的著名教育家。
他作为景山学校和力迈学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实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对宣传、研究和践行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重要思想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贺鸿琛传：悠悠景山教改情》通过对贺鸿琛先生生平经历特别是教育思想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贺鸿琛先生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阐发，能使读者窥见我国教育
教学改革浪潮的风貌。
《贺鸿琛传：悠悠景山教改情》所收录的贺鸿琛先生的著述，是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其教育思想的有
益参考，也是研究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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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风，1935年生，河北省晋州市人。
1960年8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先后在北京景山学校、中国曲艺家协会、国家科委（现国家科技部）人力资源研究所、国家人事部（
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报刊社等单位工作。
历任《中国人才》杂志副主编、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著有《周恩来与张治中》《周恩来与邵力子》《培根》《曼德拉》《贝多》《伏尔泰》《托尔斯泰》
《马克．吐温《人比山高》《孙武与孙膑》等十数部人物传记和《列宁人才思想研究》《潇洒人生》
《把握住今天》《你怎样消费时间》《家庭人际关系》《国外婚恋漫话》等多部著述。
此外，还主编有《人才问题新思考》《新秀文论荟萃》《你怎样成才》《敢峰教育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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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我与贺鸿琛的相识与相知序二　智者志存高远序三　难忘教改相聚情上编　教育人生楔子一、
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边劳动边读书的童年艰苦的高小生活年轻的小学教师二、在太谷师范长见识、增
才干出席学联代表大会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在抗美援朝中成长三、火热的北师大生活双肩挑的学生干
部在英雄的鼓舞下听党的话，努力工作在火热的年代里四、教学改革的排头兵景山学校的台柱子运用
软实力，做好硬工作景山学校的教改团队不骄不躁，激流勇进在劳动中锻炼五、生活在非常时代在炼
狱中受煎熬“解放”后重新工作关心体贴教师的生活六、春回大地，教改复苏全面试验，不断创新卓
有成效的二十年学习他国先进经验七、开辟教改新阶段为何请邓小平题词在“三个面向”指引下前进
学习并宣传“三个面向”题词精神纪念“三个面向”题词的发表对年轻人的引领和扶持八、刻苦勤奋
，不断进取成立研究所，承担国家课题成绩突出，晋升教授潜心研究邓小平理论九、走出景山，海纳
百川到台湾地区考察基础教育情况去泰国参加学术会议景山学校走向世界十、在两所学校间奔波对碧
桂园学校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对碧桂园学校成功经验的总结对杨国强办学思想的研究十一、战斗在北
京力迈学校扫除障碍，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从严治校耕耘十载结硕果悠悠教改情未了十二、历尽沧桑
人未老珍贵的六十年人生感悟幸福美满的家庭余韵：没有休止符的乐章恳切交谈：贺鸿琛的肺腑之言
下编　教育论语关于教学改革试验的几个问题巴黎见闻教学改革试验二十年坚定地站在教育改革的前
列振兴中华改革教育——学习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词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教育必须坚持“三个
面向”中小学要从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变在晋中地区教改研讨会上的报告按照“三个面向”改革
教育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创新型人才按照“三个面向”的战略方向进行中小学教育整体改革试验
——二十五年教改试验的基本总结关于劳动技术教育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按照“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
改革中小学教育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三个面向”的再认识《教改之树长青》前言以“三个面向”为
指针加强教学研究《开拓者的足迹》序全面理解“三个面向”，搞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教育改革对“
三个面向”的再学习，再认识——纪念“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如何看待南国集资办学热组织中小学
教师进行教育科研，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力迈学校“鸿鹄班”创办经过及情况简介对“三个面向”
的再认识与深化教育改革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说“严”“三个面向”的由来及其历史地位展
望21世纪中等学校的教育对碧桂园学校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方案附录广东碧桂园学校的发展离不开贺
鸿琛教授的悉心指导北京景山学校的创建与“三个面向”的由来以“三个面向”为指导，推动学校整
体改革的研究与试验北京景山学校计算机教育二十年回眸21世纪国内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条改革与创新之路——《碧桂园校本课程与课程体系》序言关于北
京市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几点思考北京景山学校走向世界附录一景山学校对我人生的影响附录二美
国高中生喜欢到中国当“交换生”“三个面向”：从教育拓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三个面向
”进行再学习、再认识的心灵对话《教育科学实验（特刊）》前言在碧桂园学校新老校长交接大会上
的讲话关于深化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教坛之秀》论文集序写上“国庆节”用意深刻就“三个面向”
题词答记者问“镇校之宝”关于当好领导型和学习型校长的几点思考在庆祝中、美中学生友好交流二
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悠悠岁月景山情回顾?获益?展望庆贺中、美两校教育交流二十五周年感谢?慰问?
希望一位成功人士的成功办学思想——学习杨国强先生办学思想的粗浅体会无限风光在征程和谐、激
情、理性的教改探索深情回忆以教改为历史使命的北京景山学校——喜迎景山学校五十华诞附录终身
从教者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钦佩——贺鸿琛从教六十年暨张定东、陈心五、刘曼华等从教五十年
座谈会素描教改精神永在，教育生命常青向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人致敬发扬传统，坚持改革以“三个
面向”为指导，推动教育改革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他们是北师大的骄傲毕生致力于铸就“景山一力迈
”之魂赠贺鸿琛从教六十年暨张定东等从教五十年描绘如诗如画的教师人生题词与贺信原国家体改委
副主任童大林的题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的贺信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的贺信天津大学
校长龚克的贺信追逐梦想，以一生为诺——记北京景山学校北师大优秀校友教改团队贺鸿琛教育活动
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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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忙时，家里人手少，地里的活忙不过来，贺鸿琛和堂弟如贵就得请假到田里帮着父亲干活。
两个孩子学习很用功，不愿意落下功课跟不上班。
但田里的活不干不行，俗话说“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耕地、播种、间苗、锄草、收割都不能
误农时。
有一年春天，贺鸿琛和堂弟如贵到地里间谷子苗，贺鸿琛说：“隋代末年的李密，一边放牛，一边把
书挂在牛角上读书。
我们也可以一边间苗，一边背，《三字经》《百家姓》。
咱俩看谁背得快、背得多。
”贺如贵说：“好哇，比赛就比赛。
”于是两个孩子蹲在田垄里，一边间苗，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背书。
由于年龄小，蹲着间苗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腿疼，两个孩子就爬在田垄里间苗。
半天下来，贺鸿琛和贺如贵通过自学背诵了许多东西。
父亲心疼他们年纪小，干活中间让他俩休息两三次。
但贺鸿琛不肯浪费这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和贺如贵一人拿着一节小细树枝，坐在地头树底下，演算“
鸡兔同笼”“龟兔赛跑”等数学应用题。
就这样，两个孩子干三五天农活，再去上学，却一点儿功课也没有落下。
　　贺鸿琛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中年老师。
这位老师会各种乐器，他宿舍的墙上挂着二胡、笛子、箫，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笙。
课后，这位老师自己在寝室里不是拉二胡，就是吹笛子、吹箫，吸引了许多学生堵在门口听他独奏。
这位老师除了教唱歌之外还教体育。
因为贺鸿琛聪明伶俐，理解能力和摹仿能力比一般学生强，身体素质也好——学习唱歌，他不只歌词
记得快，唱起歌来也从不走调；在体育课上，全年级学生数他跑得快、跳得高——所以这位老师非常
喜欢贺鸿琛。
放学后，贺鸿琛就在老师寝室门外听他独奏乐曲，有时其他同学都走了，贺鸿琛还一个人专心聆听。
老师见贺鸿琛喜欢音乐，就常让他到屋里去玩。
　　有一天，老师问贺鸿琛：“你想学这些乐器吗？
”　　贺鸿琛高兴地说：“非常想！
”　　老师说：“我教你。
以后你做完功课，有了闲工夫就来我这儿学乐器。
你想学什么，我就教你什么。
”　　贺鸿琛说：“这些乐器我都想学。
”　　老师一听，惊喜地问：“你学会这么多乐器干什么呀？
”　　贺鸿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长大也想当个老师；像你一样教小学生吹笙、吹笛子⋯⋯”　
　老师高兴地摸摸贺鸿琛的头说；“好孩子，学乐器得吃苦，不反复苦练是学不好的。
你能吃苦吗？
”　　“我能吃苦。
”年幼的贺鸿琛使劲点了点头。
　　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贺鸿琛的幼小心灵里，就萌生了长大当老师的念头，认为老师有学问，受人
尊重。
从此，贺鸿琛不只发奋学习文化知识，他还专心琢磨着学习各种乐器。
课后，只要有闲空，贺鸿琛就跑到老师的寝室里，跟老师学习拉二胡、吹笙、吹笛子和箫。
他学习的毅力很强且悟性极高，老师教他也有耐心。
小学毕业时，贺鸿琛竟把二胡j笛子、箫、笙几种乐器全学会了，还能独奏一些简单的乐曲。
　　这时的贺鸿琛，懂事更多，看到父亲终日劳作辛苦，就更加主动地帮助父亲干活。
但是，他终究是个孩子，长得矮小，力气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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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父亲和伯父用辘轳从井中汲水浇地，他们休息的间隙，贺鸿琛也像父亲那样转动辘轳提水。
他转动辘轳把柄汲取了满满一柳罐水，眼看柳罐到了井口，他一只手扶着辘轳把儿，一只手去提柳罐
。
没想到一柳罐水还是很沉的，他用一只手提不动，反而失手，柳罐又掉到井里去了。
柳罐的绳索带动辘轳飞快转动起来，辘轳把儿打在贺鸿琛的左小臂上，整个小臂立即红肿起来。
父亲忙走过来扶住贺鸿琛，而疼爱地说：“这活儿是你干的吗？
若是被辘轳把儿打到井里去不就麻烦了！
以后再不能瞎闹了！
”贺鸿琛感到委屈，心想：“还不是想帮你干点儿活，怎么是瞎闹呢？
！
”不过，他也只是想想而已，哪里敢辩解。
　　还有一次，大家在场上打谷子，用毛驴拉碌碡轧谷穗脱粒。
贺鸿琛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拿着小鞭子轰毛驴。
没想到毛驴也欺负年少的贺鸿琛，它拉着碌碡慢悠悠地走，有时甚至就站着不动窝。
贺鸿琛使劲吆喝它、轰它，毛驴也不肯挪动一步。
贺鸿琛生气了，扬起手中的小皮鞭照毛驴屁股上狠狠抽去。
毛驴最初是尥蹶子，后来竟然撒腿狂奔。
当时缰绳还缠着贺鸿琛的手，他被拖得跟头趔趄的，最后竟然跌倒在地。
贺鸿琛用手死死拽住缰绳不放，发疯的毛驴又蹦又跳，围着躺在地上的贺鸿琛转，最终一蹄子踩在他
的右手掌上。
这时，他才松开手中的缰绳。
贺鸿琛在这次事故中伤了右手神经，受了惊吓，所以直到老年，他拿筷子、写字，右手都哆嗦。
　　当时，农村小学很不正规。
贺鸿琛由于半耕半读，四年小学断断续续竟读了六年，直到1943年腊月，他才初小毕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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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8年是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年来，在“三个面向”和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不论北京景山学校还是全国的教育改革与发
展，都有了喜人的巨变。
编写出版《贺鸿琛传：悠悠景山教改情》一书，就是为了充分表达贺鸿琛及其教改团队战友们对“三
个面向”题词发表二十五周年的衷心纪念之情。
　　《贺鸿琛传：悠悠景山教改情》通过对贺鸿琛先生生平经历特别是教育思想的论述，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贺鸿琛先生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阐发，能使读者窥见我国
教育教学改革浪潮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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