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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
有的人可能说，苏联已经解体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
但是，苏联毕竟存在了70多年。
正是由于苏联的存在，才击退了德国法西斯奴役世界的战争，才孕育着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苏联解体了，这是历史的悲剧，但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振
兴前进。
巴黎公社只存在70多天，它的伟大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苏联存在了70多年，它的影响和意义更是无法
估量的。
　　苏联的教育曾经也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教育之一。
有人认为，苏联的解体，说明苏联教育的失败。
这些人太看重教育了。
教育任何时候都是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的。
教育对政治、经济具有反作用，但教育的目的、内容、规模等都决定于政治、经济，却不是反之。
一种是决定作用，一种是反作用。
两种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命运。
固然，执政党的领袖人物也是受过教育的，但他的思想意识，他的政治行为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并非受了某种教育以后就不变化的。
仍然是唯物辩证法原理，存在决定意识，苏联的变迁不能用一种原因来解释，更不能是教育的责任。
　　应该说，苏联70多年的教育为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它在列宁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民主平等的教育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教育，提高了全体
国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了千百万名干部和专家，亿万名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
正是有了这样一支队伍，才能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
的胜利。
　　在苏联教育界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有鼓动用共产主义教育青年的加里宁，他对教育下的定
义至今仍影响着教育理论界；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欧美教育的克鲁普斯卡娅，她对少年儿童的
教育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芒；有改造流浪儿童的教育家马卡连柯，他提出的许多教育原则不仅丰富了
教育理论宝库，也被广大教师所运用；有提倡教育促进发展的赞可夫，他的实验研究为教育科学实验
提供了范例，他的发展能力的理论对教育适应时代的要求，实现教育职能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有
主张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苏霍姆林斯基，他可以说是苏联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
相信孩子、尊重孩子，用心灵去塑造心灵的思想是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瑰宝，他的教育实践鼓舞着千百
万教师，他已经成为广大教师心中追求的偶像，此外还有像维果茨基、巴班斯基等一批教育家，他们
都为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教育受苏联教育的影响很深。
建国之初，我们曾根据苏联教育的经验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彻底改造，这给当时我国的教育带来过
积极影响。
但与此同时，也发生过生搬硬套的偏向，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
但这主要指教育制度方面。
60年代以后，我们在实际摸索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教育体系。
但是苏联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一直有很深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文革”前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后来曾一度不加分析地予以批判。
“文革”中教育科学研究被取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带来了春天。
改革开放打开了教育界人士的眼界，发现了五彩缤纷的世界。
教育理论界开始介绍、吸收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思想，重建我国的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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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恢复了，教育科学出版社成立了。
教育科学出版社以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教育科学服务，为提高教育、科学质量服务为宗旨，独
具慧眼，陆续出版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苏联教育名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科研事业。
　　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反映教育规律的一些苏联教育思想却永放光芒。
这些教育思想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因此反映这些教育思想的著作经久不衰，成为我国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爱不释手的佳作。
教育科学出版社在纪念我国建国50周年之际，不惜加大人力、物力、财力，重新审读以往出版的、在
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苏联教育名著，以《20世纪苏联教育经典译丛》之名重新出版，这是在本世纪
末给我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一份丰厚的礼物，也是为70年苏联教育保存的一份宝贵遗产。
　　顾明远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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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一百条给老师的建议，内容充实，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书中的一百条建议，每条谈一个问题，既有生动的实际事例，又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文字深入浅出，通顺流畅，极便阅读。
是本教育经典书。

苏联当代著名教育家瓦?阿?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具有30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理论家。
为了解决中小学的实际问题，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他专为中小学教师写了一本《给教师的一百
条建议》。
译者根据我国的情况和需要，选择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精华部分，另从苏氏的其他著作里选
译了有益于教师开阔眼界、提高水平的精彩条目，作为补充，全书仍有一百条，改称《给教师的建议
》。
书中每条谈一个问题，既有生动的实际事例，又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文字深入浅出，通顺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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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生学业落后、成绩不及格的根源之一，就是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没有学好。
　　我这里说的“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术语是否能够成立呢？
我想，这个术语是可以成立的。
大家知道，知识是在不停地发展的，对某段教材的学习将持续一个长时间，对知识的每一次运用，同
时也就是知识的发展和深入。
而第一次学习新教材，这是由不知到知、由不懂到理解事实、现象、性质、特征的实质而迈出的重要
的第一步。
　　例如，学生在许多课上都要用到简便乘法的公式。
经验证明，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在学习该教材的第一次课上，学生对某一公式的理解是否深刻。
首先就是，这一公式是否能够经常处于有准备的状态，可以随时用作获取新知识的手段，换句话说，
就是以后再轮到每一次学习新的、后面的定理时，顺利与否也取决于此。
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规律性：在学生的意识中，不明确的、模糊的、肤浅的表象越少，压在他肩上的学
业落后的负担就越轻，他的思想对于以后再第一次学习新教材的准备就越充分，他在课堂上的脑力劳
动的效果就越好。
　　第一次学习新教材的课应当有些特点，——这就是说，这里需要特别的明确性，学生的独立的脑
力劳动的效果在这里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你要尽量设法做到，在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时，你就能看出每一个学生的脑力劳动的效果如何。
在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时，极其重要的是要看出“学习困难的”学生的独立工作如何，因为这些学生思
考和领悟比较缓慢，为了使他们理解教材的实质，必须给以较多的事实和较长的时间（有时候，提供
他们思考的事实也要跟给一般学生的事实有所不同）。
　　有经验的教师们，在第一次教新教材的课上，总是力求看到：学生是怎样独立地完成作业的。
在这种课上，一定要有学生的独立工作，使学生在独立工作过程中思考事实，得出概括性的结论（这
里指的是自然学科的课和语法课）。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考过程中就已经包含着运用知识的因素。
这里也应当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工作。
应当走到这些学生的每一个人跟前去，看看每一个人遇到什么困难，给每一个人提出专门为他准备好
的作业题。
有时候在课堂上就能看出，有必要给某一个学生布置一点家庭作业，那么有经验的教师通常就当堂布
置给他。
学习较差的学生的脑力劳动的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他在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时，即当堂能否正常地、
有系统地工作；千万不要让他光是听别的学生的流利的回答，把黑板上的东西照抄下来。
一定要设法让他独立思考，促使他（要做得耐心、机智）在每一节课上，在脑力劳动中取得哪怕一点
点进步也好。
　　我在教语法的时候，总要设法做到，使学生在第一次学习新教材的课上和直接在课后，就不许在
自己的书面练习中有错误。
可能，这话听起来有些荒谬，但这是真理：只有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不犯任何一个错误，他才能够成为
读写无误的人。
如果能够做到在课堂上没有错误，才能做到在家庭作业中没有错误（或少犯错误）。
语文教师工作困难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在课堂上所做的书面作业里就有错误。
　 然而实际上怎样达到使学生书写无错误，从而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呢？
这一点取决于许多因素。
也许，首先取决于学生的阅读是否流利。
要做到正确无误地书写，学生先要学会流利地阅读。
也有其他方面的条件——即还取决于课的结构、课堂上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等。
我在备语法课的时候，尽量预先估计一下，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词上，学生可能犯错误，以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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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具体地可能是谁。
对任何一个“可疑的”词，我都预先加以详细地解说。
　　我向你建议：在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时，不要让任何一个学生对事实、现象、规律性做出肤浅的理
解，不要使学生在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时就在语法规则上犯错误，不要使学生在第一次学习数学规律性
时就解错例题和应用题，等等。
　　大概每一位教师都遇到过这种现象：昨天上课时，大家都很好地理解了所学的规则（定义、定理
、公式），回答得也很好，还举出了例子；可是今天上课时，你瞧，班上大半的学生对学过的东西就
有些模糊了，个别的竟把教材全忘了。
还发现，许多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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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给教师的建议(修订版.全1册)》有一百条给老师的建议，内容充实，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教育
思想和教育实践。
书中的一百条建议，每条谈一个问题，既有生动的实际事例，又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文字深入浅出，通顺流畅，极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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