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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与教育齐飞　　李镇西　　那天和女儿聊天，我说：“爸爸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后来当
了教师，我便把文学这种业余爱好融进我的专业，于是我有了一点成功的感觉和许多职业的幸福。
”的确如此，现在的我既是四川作家协会的会员，又是中学语文教师，呵呵，感觉真不错。
　　我曾想，如果我单纯搞写作，很难成为优秀的作家；如果我单纯搞教育，也未必成为优秀的教师
。
现在我当然也不能说我是“优秀的作家”或“优秀的教师”，但是，会点儿写作同时又懂点教育，我
就成了作家中会教书的，也是教师中会写作的。
　　十五年前，我曾应某语文教学杂志之邀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把文学梦托付给教育》。
其中有这样的话——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知青农场填报的志愿虽然全是“师范学院中文系”
，但我看重的并非“师范”而是“中文”。
从小学起便在学校大批判专栏上“发表”过大量“东风万里红旗飘”之类“诗歌”的我，自以为是“
文学爱好者”，理应进“中文系”深造。
但是，当时我很少会想到，那“动机不纯”的“师范”二字将决定我后来的人生走向，而“中文”则
似乎永远不过是一个“文学梦”而已。
1982年2月我已经分配到了中学，心里却还惦记着如何把我“创作”的一篇反映实习生活的“中篇小说
”变成铅字，以期引起哪位“文坛伯乐”的注目，然后把我这颗“文学新星”调到文联或作协。
但是，充满蓬勃生机的校园生活，使我身不由己地融进了学生之中，并真诚地爱上了他们。
我当然仍有点不甘心放弃“文学梦”，但是，对学生的钟爱不能容忍我因对“文学”的追求而对每一
堂课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敷衍塞责！
更何况，在学生的身上我渐渐发现教育其实有着不亚于文学的魅力！
我应该也可以把“文学”与“教育”融为一体。
　　是的，“教育其实有着至少不亚于文学的魅力”！
　　现在，我从教快三十年了，我对此依然深信不疑，而且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岂止是“不亚于”，
文学与教育简直就是相通的——　　文学如教育一样，着眼于人的灵魂，追求心灵的感动与激荡；教
育如文学一样，充满激情、浪漫、意趣。
　　文学如教育一样，力求把人引向真善美，引向伟大、深刻与崇高；教育如文学一样，震撼人心，
催人泪下，荡气回肠，余韵悠长。
　　如玉一般的赤子之心，如水一般的纯净灵魂，如山一般的英雄梦想，如海一般的浩渺胸襟⋯⋯文
学都具备。
　　诗歌一般的激情燃烧，戏剧一般的跌宕起伏，小说一般的惊心动魄，散文一般的从容优雅⋯⋯教
育均拥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反之亦然。
　　我还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作家与教师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的理解，并影响着生命的质量
——　　作家以自己的作品影响无数的读者，让自己的思想与情感通过文字进入读者的精神世界；教
师将每一个孩子当做自己的作品，在每个孩子身上倾注热情，挥洒生命，帮助他们把人生变成一首隽
永的诗或一篇厚重的小说。
　　纯真，激情，妙趣，敏锐，深刻，浪漫，智慧，责任⋯⋯这是教育的要义，也是文学的元素。
“浓妆淡抹总相宜”“道是无晴却有晴”“为有源头活水来”“润物细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是文学的表达，也是教育的境界。
　　2010年2月我在新加坡讲学，新加坡同行问我：“为什么您的教育经历中有那么多的感人故事？
”我说：“任何一个教师，只要他用心做教育，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会充满许多传奇！
”比如，面对一个后进生，无论多聪明的教育者，也无法预料明天他会给自己惹什么祸事。
教育的悬念由此埋伏，这增加了教育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教育的某种乐趣。
我们期待着每一天的“悬念”，进而研究、解决不期而遇的“悬念”，享受解开“悬念”后的喜悦，
并将一个个小事件小细节小感悟等等及时记录下来，然后又期待着下一个“悬念”⋯⋯这是一个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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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有时候甚至是惊心动魄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我们和学生一起在创作教育故事和生命传奇。
这是文学的韵味，也是教育的魅力！
　　我的许多著作，比如《爱心与教育》《心灵写诗》等等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这是文学呢，还是教育？
　　有些东西真的是说不清楚。
当我梦寐以求想当“浩然”（我少年时代唯一存在的作家，当时中国很多作家都被打倒了）时，命运
让我当了教师。
当我放弃当作家的念头，专心致志地上课带班时，波澜壮阔的教育生活却让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
我写下一首首献给可爱孩子们的抒情诗，写下一篇篇表达我火热情怀的散文，甚至出版了一本本记录
我教育故事的著作：不仅仅是我的《爱心与教育》《做最好的老师》《走进心灵》《风中芦苇在思索
》《怦然心动》《心灵写诗》等三十多本引起同行共鸣的著作，还包括没有正式出版但真实记录我和
学生共同生活和青春风采的《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花开的声音》⋯⋯这些作品对我和我
的学生而言，是一段生活的定格，一页历史的缩影，一种精神的凝固，一份情感的珍藏，一簇创新的
火花，一道理想的光芒，一串记忆的珠宝，一束青春的花朵。
它们既是教育的，也是文学的。
　　更何况，无论是作家还是教师，共同的身份为“知识分子”，共同的责任叫“使命”，共同的理
想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让文学与教育携手共进，越来越成为我坚定的信念。
　　于是，近三十年来，我左手文学，右手教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就这样，理想共初衷一色，文学与教育齐飞，青春和童心为伴，生命携使命同行。
我把一部部撼人心魄的文学作品连同一位位可歌可泣的人类英雄精神巨人铸进孩子们的心灵，用文学
的激情点亮教育的理想，照亮孩子们未来的公民人生；同时，我用手中的笔书写自己的校园故事，让
文学丰盈我的教育岁月，更让我微弱而执著的声音通过文学汇入改革时代的轰鸣潮声。
　　这一套《李镇西文集》算是我教育生活的文学见证，也是我文学表达的教育结晶。
作为教育著述，也许它们谈不上“深刻”，但在我心里，每一句话都如文学般纯真而洁净；作为文学
作品，也许它们算不上“优美”，但在我眼里，每一个字都如教育般严肃而神圣。
总之，无论是把这套著作看做“教育”还是“文学”，其中的每一页都写着两个字：真诚。
巴金说：“把心掏出来。
”我当然不敢和巴金相提并论，但我也的确是把心给了亲爱的读者。
　　我愿意重复我以前写过的两段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我不止一次地庆幸我是一个教师
，因为与青春同行使我的心永远年轻；而且我特别庆幸我是语文教师，因为这使我能用一双“文学的
耳朵”随时倾听“花开的声音”，并把这种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用文字表达出来。
　　挽留青春，珍藏童心；挥洒情感，燃烧思想；从职业到事业，从幻想到理想；手足舞蹈于校园，
心灵飞翔于社会——这就是我的生活！
　　2011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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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社会教育观：李镇西30年社会评论集萃》是李镇西30年的社会评论精选。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责任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教育家，李镇西不满足于把自己的视野、思考和实践局限在
教育与教学的层面，而是站在人生与社会的高度看待教育，从事教育。
他关注窗外、评论时政，付诸热忱的行动，不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思想权利，同时也是在身体力行地给
师生们示范什么叫人文视野、公民意识和批判精神。

　
他带领师生们站在校园的芳草地上仰望广袤无垠的星空，他和老师们在用全部的生命回答着一个对共
和国至关重要的问题：把怎样的小公民奉献给未来更加民主的现代化中国。

　 本书为教师培训、进修、提升自我修养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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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镇西，一位深受孩子喜爱也深深爱着孩子的老师。
1982年3月参加教育工作以来，先后供职于四川省乐山一中、成都玉林中学、成都石室中学、成都盐道
街外语学校、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成都武侯实验中学。
长期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曾短暂担任成都市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室主任。
他在语文素质教育、青春期教育、班级民主管理、后进生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实践。
他的教育理念是：“朴素最美关注人性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当好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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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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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奖”可以胡来？

我被“优秀共产党人”了
看你无耻到几时
第六辑　杂评一
我看“5万元以下不予追究”
“当选”词义之推敲
对不起，我不是名人
代某歌星致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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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辑　杂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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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事与实事
假如田永亮是小学生⋯⋯
感动之余的疑问
先教育谁？

如果没有暗中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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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辑　追求与感动
我的感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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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辑　另眼看世界
我看克林顿绯闻
关于叶利钦的漫想
“政治文明”的两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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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为什么要评论“非教育问题”　　昨天，有一位叫“小若子”的朋友在我博客上留言——　　
李老师：我觉得您有点变了，变得我认不得了，还是管好自己的这一盘子吧！
高度不够，乱发评论不好。
因为您的一言一行有一定的影响力。
自己名誉损失是小事，如果误人，您将会悔恨终身。
　　说实话，因为忙，我一般是不回复跟帖的，但这次我回复了——　　谢谢真诚小若子老师！
真正的朋友才这样直言呢！
　　不过，请允许我也把你当朋友直言几句：最近我对时局的评论多一些，这恰恰证明我没有变——
一颗知识分子的心永远都不会变，我还会继续评论时政。
“这一盘子”当然要管好，但“这一盘子”离不开整个中国这个“大盘子”。
我只是一个公民，而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当然不可能有“高度”，但这不妨碍我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
。
只要不违反宪法，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评论天下大事。
说到“影响力”，我不认为我有多大影响力，但如果客观上有的话，那我正希望我能够用自己的行为
告诉所有教育者，我们首先是公民，其次是知识分子，最后才是教师。
当然，我不会离开了本职工作去做空头的评论家的，我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不辜负包括你在内的
所有关心我期待我的人的希望！
再次感谢你！
　　这里再补充几句——　　尽管现在不少人认为我已经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了，但实际上，我从来都
不是纯粹的教育者。
　　对我来说，教育，只是我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途径。
我有着公民的自觉意识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我经常对老师们说：“要站在人生与社会的高度看教育。
”我爱我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关心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关心和这片土地息息相通的世界
。
因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我是非常自然的。
我很难设想，一个对社会对世界漠不关心的人，会把学生的精神引向思想的星空。
而且，在我这里，关注窗外，评论时政，不是业余爱好，更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教育本身。
我是在行使自己的思想权利，同时也是在身体力行地给学生示范什么叫人文视野、公民意识和批判精
神。
　　包括平时我看的书，大多都不是教育的书——比起其他名师，我读的教育著作其实很少的，读得
更多的是文史书籍、名人传记等等（比如最近我正在读《中苏关系史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但在我的眼中，我读的所有书，没有一本不是写满了“教育”。
我关注的网站也主要不是教育类的（这从我博客上的“友情链接”可以看出），我的关注面很广很广
，包括“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还有许多时政网站，都在我的视野之内。
多看一些，总有好处，而且只有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信息，我才可能在比较中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但是我不争论，因为没有时间。
　　也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李老师，你的博客中的非教育文章太多了。
”是的，有的评论敏感问题的文章让一些人不理解，甚至有时候也给我带来一些小小的麻烦。
但我则认为，我没有一篇博文不和教育有关。
这当然涉及对“教育”的理解。
中国这只航船正在艰难地前行，各种思潮暗流汹涌。
贫富悬殊、腐败猖獗⋯⋯于是，有人怀念过去，企图将中国拉回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的路上去；有人
则希望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走向宪政。
我不可能无视现实问题，而孤立地“纯粹”地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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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心中装着中国与世界，我们的教育才有深度和厚度。
“新教育实验”的六大行动之一，是“聆听窗外声音”，自外于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教育是没有灵
魂的教育。
我经常问自己：你把怎样的公民奉献给未来更加民主的现代化中国？
我将用余下的生命回答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的教育理想。
　　当然，理想不是空想，而是每一天的行动，这个行动既包括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出自己作为一
个公民虽然并不深刻但绝对真诚的声音，也包括应对每一天琐碎的校园事务，比如昨天上午，我还在
和一位老师探讨课堂改革，中午我还在和一个后进生谈心。
　　我深知我身上承载了无数老师太多的厚爱和期待（很多老师是从《爱心与教育》中认识我的，他
们多么希望我只讲催人泪下的教育故事，而不要怒目金刚地去评论什么时事），但我提醒自己，千万
不要因此而束缚自己的精神，或为了迎合大家便掩饰自己，更不要因此而戴上“专家”或“校长”的
面具故作“稳重”“成熟”。
不会的，我将继续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透明的自己，一个坦荡的自己，一个情不自禁想说就说的
自己，一个乐则开怀大笑、怒则拍案而起的自己！
　　请允许我把这视作奉献给大家的真诚，好吗？
　　　　读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　　不久前，我在湖南浏阳市中和乡苍坊村参观耀邦同志故居时，读
到了耀邦同志60年代初写给家乡的党总支书记龚光繁同志的一封信，感慨万千。
　　关于这封信的背景，龚光繁同志这样回忆道——　　1961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
当时我在耀邦同志老家所在地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辖今中和乡苍坊村等四个村）任党总支书记。
1958年该大队修建了一座小型水库，一来可以蓄水灌田，二来可以解决发电、生产和生活用电。
全大队老百姓无不称好。
但那时候，浏阳等地都买不到发电机，偶然有货也要由计委分配。
经大队党总支委员会研究，请耀邦同志的胞兄胡耀福和耀邦故居所在的生产队长、耀邦的堂弟胡耀简
两人一同去北京，求助耀邦同志购买发电机。
两人的路费当然由公家解决。
去北京，总不好让他俩空着手进耀邦的家门，何况耀邦的母亲已经在耀邦家住了十多年了，于是便捎
上一些耀邦母亲爱吃的而又十多年未能吃到的家乡土特产：冬笋和芋头。
这样也算是按家乡农民的习俗表达家乡人的一点心意。
1960年12月间，耀福、耀简去了耀邦家，直截了当地讲了家乡大队领导的要求。
耀邦认为修水库发电是件造福于百姓的大好事，同意帮忙买发电机。
但对大队为耀福和耀简解决路费及大队送来冬笋和芋头，却很生气。
在此之前的1960年7月间，文家市公社社长杨庆湘上北京参加全国复员军人代表大会，顺便代表家乡人
民看望一下胡耀邦同志。
出于常情，公社党委也买了些家乡的土特产茶油、豆子、油饼、火焙鱼顺便送给耀邦同志。
岂料耀邦同志对此事也很不高兴，一直想找机会向文家市公社退回物款。
而这时，又碰上我们给他送去冬笋、芋头。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耀邦同志想到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党群关系和党在群众中的形
象，值得给基层干部敲敲警钟。
于是，便趁耀福、耀简先后回家的机会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和一张便条，并按市价退回了两次送的土
产品价款。
　　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
　　耀邦同志在信中批评家乡的党组织没有劝阻亲属来京：“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
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姊姊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
⋯⋯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
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为什么耀邦不许他的哥哥、姊姊等亲属到北京找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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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了自己的担心：“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
不起。
”　　耀邦的哥哥到北京显然不是私事，而是出公差，这路费当然得由公家出。
耀邦同志仍然不高兴：“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
”耀邦毫不客气地批评家乡人：“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外出做路费呢？
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
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
”耀邦甚至将此事提高到原则高度，告诫他的乡亲们：“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
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　　耀邦的哥哥去见耀邦，给他带去了一些冬笋、芋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算不上是“送礼”，
但耀邦仍然不能接受：“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
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
”耀邦同志再次恳切地写道：“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好像还不放心，耀邦竟然在信中这样“威胁”道：“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
”　　耀邦的哥哥带来了他的儿子德滋，想将儿子留在北京耀邦家里读书。
可耀邦明确表示了拒绝：“我哥哥带来的德滋，我这里也不能留。
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
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
”　　耀邦对来自亲属的要求几乎是一一拒绝，但他对家乡其实是很有感情的，在信中他特别关心家
乡的生产情况：“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
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连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
”他还说：“我希望你们今年分三次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我一下。
”但他特别提醒家乡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
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
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
一切不合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
不要那么写。
”　　在信的结尾，耀邦再次表示了对家乡亲属生活困难的无能为力：“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较贫困
，我没有能力作多的帮助，只送了两件旧衣服给他⋯⋯至于其他的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
找我，也请你们劝阻。
”　　这封信的后面还附了一张退款清单，耀邦将家乡人送给他的诸如油茶、豆子之类的“礼品”一
一折价，要求哥哥将这笔钱带回，“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现在，这封信的原件静静地陈列在耀邦故居纪念馆的玻璃柜中。
语言朴实，字迹清秀，展示着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磊落胸襟。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封信应该说是一份极为生动的廉政教材。
但是，对于当今某些号称“人民公仆”却大搞权钱交易的腐败者，读了这封信后，他们会不会感到无
地自容呢？
　　我想恐怕不会。
相反，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胡耀邦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面对亲属的生活困难竟
然“实在无力接济”！
这不可能吧？
你胡耀邦“无力接济”，可以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呀！
如果怕自己出面打“招呼”“影响不好”，可以通过秘书嘛！
如果秘书“机灵”点，不用胡耀邦吩咐就代劳了，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也许他们还会认为胡耀邦太“小题大做”了——为公事进京的路费当然该公家出，送点冬笋、芋头也
是人之常情，可胡耀邦竟然“上纲上线”：什么“违反中央的政策”呀，什么“犯了政治错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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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犯了法”呀，等等。
　　是的，如果让那些信奉“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另类党员”来评价胡耀邦，说轻点是“
迂腐”得可笑，说重点简直就是“无情无义”！
然而，正是这所谓的“迂腐”与“无情无义”，使我们不但看到了耀邦同志的崇高人格和浩然正气，
也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本色。
耀邦同志由此不但最终赢得了家乡人民由衷的爱戴和景仰，而且也赢得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发自内
心的尊敬与永远的怀念。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们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像胡耀邦同志一样廉洁自律该有多好啊！
我相信这也是无数善良的老百姓对我们现在许多干部的期盼。
但是，历史发展的无数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把所有美好的希望寄托在领导者个人品质上，是远远不
够的，甚至是很危险的。
我们可以信任胡耀邦这样的领导，因为他有着非常卓越的人格；但是，谁能保证其他的各级领导呢？
因此，要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化为人民的“老爷”，最关键的还是要靠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
应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每一个身居其位的人不仅仅是“不会”搞腐败，而且首先是“
不敢”腐败！
　　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的确给了我们许多感动；但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它给我们的还不应仅仅是感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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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走的乡村平民教育之路是正确的，他和同事们通过“提升教师、关爱孩子和影响家长”三件事
，让孩子们享受优质教育，富有创意，符合实际，抓住了素质教育的关键问题。
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高尚的，我向他们表示敬意。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李镇西是一位真正的教育思想者，在他追求自己教育理想的
同时，也为全国广大班主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为一名优秀班主任，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引领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的班主任的成长；他亲手打造了
武侯实验学校一支优秀的班主任团队，这些优秀的班主任将李镇西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的教育实际和教
育个性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用言行感染并影响着更多的年轻班主任。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的创始人）　
　　　据说，在一些语文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听课要听李镇西。
” 我没有听过镇西的课，是一大憾事；但是从这些教学实录中，我仍然不难感受到镇西在课堂上那份
挥洒自如的从容，那些灵光一闪的机智和幽默。
听这样的课，确实是一种享受。
　　——钱梦龙（著名语文教育家）　　　　李镇西的课与李镇西的文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我似乎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我的直感是，李镇西的课是他自己的课，是他的心灵、他的思想、
他的情感、他对课文的理解、他对生活的认识与学生碰撞之后而生成的课，他的课带着他鲜明的个性
特色。
　　——程红兵（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华东师大特聘研究生导师、著名教育专家）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社会教育观>>

编辑推荐

　　站在校园，仰望星空，培养独立思考精神。
作品畅销近百万册。
　　中国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院士苏霍姆
林斯卡娅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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