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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1994年退休后，这种反思愈加强烈。
　　对我来说，所谓反思，就是思考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哪些变化；现在的教育观念和过去比较，发生
了哪些变化；学校的教育实践发生了什么变化；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现实是否一致；理想和现实之间发
生了怎样的矛盾和冲突；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　　正是这种反思激
励我，在退休前自觉地去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也正是这种反思，让我退而未休，继续探究教育的
真谛。
　　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往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通过反思，我愈来愈认识到教育对兴国的重要性，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
　　通过反思，我越来越感到学校教育的现实，偏离国家的教育方针越来越远。
以损害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代价，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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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往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这是一本反思现时中国基础教育，抨击教育时弊的书，同时又是一本真心实意宣传国家教育方针和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的书。
全书分成“我的教育理念”“改革教育制度”“优化学校教育”“呼吁社会支持”“改善党政领导”
五个专题，旨在以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基础教育的实际，结合作者五十多年的教育
实践，重点揭露“应试教育”的弊端，分析其危害和产生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促进我国基础
教育更好的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前进。
作者认为，这五个方面，也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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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百良，江苏省无锡市人，生于1934年6月，1953年11月参加教育工作。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任教师、班主任、校团委书记、年级组长、教导处副主任、副校长、校长
。
196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业余大学。
1984年被评为江苏省中学物理特级教师；1988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曾任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
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被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和江苏教育学院兼职教授。
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江苏省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94年退休。
19962002年担任南京实验学校校长；2002-2005年担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顾问。
现任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副理事长。
2007年被授予南京市基础教育专家称号，同年10月被评为江苏省中小学荣誉教授。
五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学物理教学和中学行政管理的实践与研究。
l994年由南京电化教育馆录制《胡百良物理教学研究集锦》（共1l集），1998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专著《中学物理教学实践与研究》，2002年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胡百良教育文集》
，2006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校长的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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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发展——初中实施分层教学的实践与体会（2007．9）38．附中不要遗忘这段历史——南京师大附
中1964年的教学改革（2007．9）39．教学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2007．9）40．责任和创造—
—什么是“附中人”最重要的特征（2007．10）41.看到了压缩必修课程的实验效果（2007．10）42．
单独为一个学生设考（2007．10）43．当今中学校长的时代使命（2007．11）44．考试不争第一，要争
一流（2007．12）45．学校教育要坚持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2007．12）46．必须规范学校的招生行为
（2008．1）47．规范办学行为建设和谐校园（2008．3）48．教师的困惑与觉醒（2008．4）49．校长
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勇于实践（2008．5）50．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2008．5）四
、呼吁社会支持51．青少年学生是“应试教育”最大的受害者——写给广大学生家长的话（2005．2
）52．为振兴中华而读书（2003．9）53．关于文化学习后进生的教育策略（2004．3）54．也谈“高考
之痛”（2004．8）55．通过争论，要促进人们认识的提高（2004．12）56．开展教育讨论的价值何在
（2005．4）57．适合学生自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2006．7）58．这种教育方式不应该提倡（2006
．11）59．家长也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观（2007．1）五、改善党政领导60．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是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007．5）6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基础教育改革——中国基础教育向何处
去（2005．5）62．找回失落的教育价值观（2007．1）63．推进素质教育必须依靠教育的科学化和法
制化（2005．2）64．民众教育负担和“公办民营”学校（2001．9）65．怎样才能让青少年学生健康
快乐地成长（2006．5）66．建设和谐社会最终要靠什么（2006．8）67．违法必究，法规才能真正落
实（2006．8了68．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2006．9）69．“靠知识改变命运”，这不是一句好口号
（2006．9）70．我们需要绿色升学率（2006．12）71．对中国传统教育利弊的一点分析（2006．12
）72．从“小数报杯”事件所想到的（2007．1）73．只有深刻批判“应试教育”才能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2007．5）74．什么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的主要矛盾（2008．2）75．从教育角度看“4·28惨案”
（2008．5）76．对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热切期望——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
小组（2008．12）77．全面落实《教师法》确保教师法定的经济待遇（2009．1）78．关于“高中文理
分科”问题的思考（2009．2）79．以省为单位推进素质教育是个好办法（2009．2）80．为什么现在
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9．11）81．关于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问题的思考（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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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看，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本来就是为了孩子能健康成长，但是不少家长，就是反其道而
行之，逼迫学校加重学习负担，上课时间越多越好，教学进度越快越好，作业越多越好，考试越多越
好，文体活动越少越好，学生的休息时间越少越好。
　　你看，国家禁止乱编乱印复习资料，但家长认为需要，违规资料有禁不止。
　　你看，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不准学校搞快慢班、重点班、“实验班”，但是有的家长非要求学
校办这样那样的班。
　　你看，上级规定，寒暑假学校不得违规上课，但是家长要求的呼声强烈，有的学校不得不照办。
请家教、上补习班、回家不准看电视、不准看“课外书籍”，都是一些家长制定的“家规”。
　　你看，中央明文规定不得以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但是现在许多家长完全以升学
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标准，鼓励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更有甚者，逼迫孩子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用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的身上，造成了许多家庭悲剧
，这就更让人痛心不已了。
　　现在，家长对于学校教育的干预程度相当之大。
家长会要求学校如何如何去办。
家长们评价这个学校的好坏对学校的兴衰起着很大的作用。
不少学校的办学方向，相当程度上是掌握在家长的手中。
其实，片面追求升学率，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到头来，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孩子和家长。
　　我们说家长是受害者，还有一个原因是，家长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被迫的，是现行的教育制度
造成的，是一种无奈。
所以根本的出路是，大家都要按照中央决定，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最早的启蒙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
作用。
因此，家长也要自觉地确立正确的教育观，把自己的认识，统一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上来，和学
校教育密切配合，才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人、成才。
国家富强了，孩子身心健康了，家庭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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