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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的命运常常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与教育研究工作者，也是这个时代教育的一名思考者、研究者与参与者，也可以说
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与实践推动者。
这本教育思考文集正是本人在这个时代的一点声音、一点足迹。
　　我常常困惑于一个社会的教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与社会，
会表现出有差异的，甚至截然不同的教育形态，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
追问的结果是教育问题实乃历史、文化、制度，特别是价值观念的产物。
因此，对教育问题的追问，需要将视野扩充到历史的长河与世界的范围。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念，就会创建并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同时，也会相应地形成什么样的
教育。
制度不同，文化不同，核心价值观念不同，教育也就不同。
这是我长期以来不把教育问题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教育内部，特别是学校内部狭小的圈子里的重要原因
。
虽然我不知道教育的真谛是什么，但是，我明白一点，教育的真谛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视野范围
内，而且只有进行比较才能够说得清不同教育之间的差异与优劣。
　　当今世界的教育，无非主要有两大基本形态，就价值观而言，一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基本形态，
另一种是以权为本的教育基本形态。
教育如果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上，那么教育制度的设置、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设施的安排
与教育评价的标准，都是服务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与教师的教育工作的。
而教育如果是建立在以权为本的价值观念上，那么，无论学校、学生、教师，都只是作为权力的工具
而存在，为权力的扩张与政绩工程而服务。
在教育问题上，世界的潮流是以人为本，教育的战略方向只有回到这一点才是回到了正道。
具体的形态自然可以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教育的真谛就存在于具体的个人身上，所有
的教育只有以人为本，转化成为人的生命幸福而教育的时候，这种教育才是真正有效的、人性的，才
是造福于人类的。
一切违背了这个方向的教育，其实都是伪教育，甚至可以说是反教育。
教育不能够没有经费投入，但是仅仅投入是堆不出一个世界一流的教育来的。
相反，如果教育价值定位出了问题，那么教育经费投入越大，教育越受人重视，产生的负面效应就会
越大。
因此，人们还必须用心思去研究与发现，去在全世界范围内学会借鉴，学会创造。
　　人类学是一切教育形态的基础学问，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学的哲学追问上的。
因此，真正的教育家，自然也必然是哲学家。
没有对人性的追问，没有将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纳入自己视野范围进而加以借鉴的勇气，是不
可能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
因此，在思考教育问题时，我尽力避免谈“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在教育问题上，特别是核心教育价值观念上，曾经流行过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相反，我认为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富有生命力的。
因为，我坚信一点，这个世界可以是万千世界，但就人类来说，无论是哪个民族与种族，人性是可以
相通的。
人性不但在不同的民族与种族中相通，而且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也是相通的。
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社会与普世价值的基础。
这在目前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还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
　　从“中国特色的教育”跨越到充分世界化的教育，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须认真研究阻碍我们前进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因此，世界视野还必须落实到本土行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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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在研究教育问题的时候，一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盯着脚下的这块土地的缘由。
研究世界与研究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我思考教育问题的两个着眼点。
几年来，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中国的教育还得从最基础的东西入手，以人为本，重新思考，重
新评估教育的一切问题。
从西方来说要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从《圣经》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开始；从中国来
说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老庄开始。
从价值观到制度设想，再到思维方式与著述方式都要有一个全面的梳理。
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教育问题，就可以发现，教育研究其实没有什么专业，教育只有一个个的具体问
题。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教育家，都不是分专业研究诞生的。
他们都首先是哲学家、思想家，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另外，世界视野与民族情怀，让我常常喜欢从身边真实发生过的日常生活小事入手去观察其中蕴含的
宏大信息。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而我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从挖掘自己所受的教育、所体验的生活、所
遇到的难题开始，这也许是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一个捷径。
同时，由于个人具体生活与视野的局限性，思考过程及所作的判断也就难免出现错误。
教育在这里既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也是联系社会历史长河的桥梁与纽带。
一个具体的人，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还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总汇。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只有当中国人真正活得幸福的时候，才是真正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
　　教育的充分世界化，就是要让中国的教育能够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不能够关起门来自搞一套
。
中国的学历文化与学术技术标准，目前还难以与世界相通。
比如，国内的教师资格在走出国门后得不到承认，医师资格在走出国门后也得不到承认。
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偏见，而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从教育制度、学术研究与培养方式都与国际通行的标
准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好的学习礼物与教育礼物，互联网已成为碾平世界的最大力量。
互联网的到来也给中国人的生活、工作、生存方式，以及对教育、思想、智慧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即为中国缩小与世界一流国家的差距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互联网的出现，全球化的到来，为中国充分世界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在这样的时代，变，是唯一不变的东西。
保守、复古，企图回到从前，那既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
唯有面向世界，解放思想，开放社会，努力学习，敢于创新，才是前途所在。
同时，中国的充分世界化，并不会影响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价值，真正优秀的传统是蕴藏在日常生
活中的，而不是埋在故纸堆里。
社会开放的过程中，真正优秀的文化基因一定会保存下来，同时获得新的基因，进而使一个古老的民
族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从变革社会的机遇来看，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都是生逢其时。
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责无旁贷的。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做点事情，还企图社会能够健康的发展，那是一种奢望。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不可忽略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是一种体制，每个人的力量都在作用于这个社会；也唯有每个人的觉
醒自主，才会汇聚成变革社会的真正力量。
社会的变革从来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不同思想观点、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博弈、碰撞，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做有意义的事情的过程之中。
　　这《追寻教育的真谛—许锡良教育思考录（名师工程）》，收集了我最近几年来对中国教育问题
的思考，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开通博客后的一些思考。
博客的出现让我改变了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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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近五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我都会发表一篇自己的思想学习心得。
我力求不放过任何一个灵光闪现的想法，但是，能够有效抓住的，总是其中少数的一点而已。
即使这样，也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积累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思想系列，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工
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我已经将自己的阅读、思考、交流、对话与教育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有机地用互联网博客统一在一起
了，同时也把我的教学工作、日常生活、交友娱乐、学术研讨、演讲、写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几年来，我发现没有比阅读、写作、教学、交流探讨更好的娱乐活动了。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所梦寐以求的境界。
这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让我度过了个人家庭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也真切地体验到：一个人内心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跨度大，书中提及的一些教育问题已经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有的
甚至已经得到初步解决。
这说明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从政府到民间，共识越来越多，希望也越来越大。
我相信中国教育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日，就是我这《追寻教育的真谛—许锡良教育思考录（名师工程
）》死亡之时，而那时正是我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与一名普通教师最为幸福的时刻。
　　感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他们为此书付出了辛劳与智慧。
感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及时伸出温暖援手的信力建先生、刘良华先生、迟毓凯先生、肖川先生、张文
质先生、林少敏先生、陈婉贞女士、刘铁芳先生、扈永进先生、凌宗伟先生、陈正沓先生、田国宝先
生，以及我的同事肖建彬先生、王小棉女士、王蕙女士、邝红军先生。
感谢凤凰网的同仁为我提供的思想平台，使得我的一点浅薄的思考，能够在书还没有面世之前便已经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也感谢那些一直在默默关注、理解与支持我工作的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
　　许锡良　　2010年9月25日于广州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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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思想深刻，能够打通思想理论与教育现实之间的通道；他见微知著，能从细微处发掘中国社
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他思维敏锐，有着对文化、教育与社会的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他文
字犀利，许多文章都表现了“一位有良知的学者的正义直言”，启迪人的智慧，给人深思。
    本书收集了他最近几年来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开通博客后的一些思
考。
    本书表现了他强烈的生命意识，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民族未来发展的深刻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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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锡良，男，1966年12月生。
江西黎川县人。
教育学硕士，副教授。
曾经发表过《执行程序中如何实施以物抵债》、《试论对第三人债权的保全及其与执行程序的衔接》
等多篇论文。
现供职于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
 
    长期教授公共《教育学》、《儿童文学》、《逻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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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编  寻找完善的教育制度　今日问题来自昨日的解决方案　    ——教育改革的今日与昨日　我国
新课程改革：欲说还休的教育改革难题　“给学生减负”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
与中国教育　蚂蚁的社会与人类的世界　基础教育的生命是平等第三编  守望现实教育的良知　中国
农村教育：我们心中永久的痛　农村的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乡村教育的“破败”　我们是怎样误解了乡村教育？
　我所思考的乡村及乡村教育　    ——读刘铁芳先生的《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　让孩子学会倾听
与专注　韩寒是中国教育的一面镜子　保护儿童的惊异感与好奇心　创新为什么重要？
　“红领巾”与“绿领巾”折射出来的教育悲哀　累死在讲台上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教什么与怎样
教，哪个更重要？
　一篇女中学生日记所折射出的教育沉疴　教师、校长为什么会成为高危职业？
　从职业中寻找自己的尊严第四编  守望学术研究的良知　如无必要，莫创新词　把教育的文章直接
写在大地上　教育有规律吗？
　文章的高度　我们是怎样误解了学习的　先取得话语权　教育批判的意义　知识人的理想国　学术
思想需要边缘化　文章的多与少及质与量　教育学没有专业　无立场的教育学怎样表达　为什么有必
要开设“批判阅读课”？
　    ——读龙应台《一张考卷》　批判，一种高级的学习方式　过一种简单而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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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之苦，异化之果　　人生来是追求幸福、寻找快乐的。
尽管人与人在理解幸福与快乐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就体验与追求幸福的过程来说，却是一致的。
教育就是要设法让学生健康成长，以便将来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否则教育就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李政涛先生在《受教育与受苦》（发表于《读写月报·新教育》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却说：
“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舒适的事情。
”而且特意声明针对的是学生，而不是教师。
然后论证说，学生在教育中受苦是应该的，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甚至作为教师就是要刻意
制造一些“苦”让学生“遭受”。
李先生认为：　　“受教育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经受苦难的过程。
让学生在学习中受苦，是苦难教育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无论走得好坏，
都将对其一生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　　这个观点其实很传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什么是受苦？
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判断的人类感受。
盖人类之复杂真是一言难尽。
一些受虐狂，让别人把自己抽打得皮开肉绽，他才会感觉到一种快乐。
过去在奴才公然盛行的时候，愿意受虐的人还真不少。
比如，一个太监，要是被皇帝亲自鞭打，那也是一种幸福，甚至是一种荣幸。
在中国，还保留了一个说法：“打是亲，骂是爱。
”自然，无论是打还是骂，都必须是特别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实施，受虐人才会产生那种特别的快
感。
因为，这意味着，你是他的人了，你的前途与地位也就有希望得到提升了，否则就是一种苦难、一种
侮辱。
比如赵太爷打阿Q，阿Q就服帖，那是一种快感，但是被王胡、小D这样身份地位同样低贱的人打了，
就感觉是受到了一种侮辱。
但是，对于一个拥有正常心理的人来说，任何形式的被虐，都会在引发痛苦的同时，还会产生仇恨与
报复的欲望。
面对那些学生动辄杀老师的行为，可能更要考虑一下，我们施加的那些“受苦”教育是不是也要承担
一些责任？
　　面对这样的受虐文化，提倡受教育就是让学生受苦，是十分危险的。
特别是把学生受教育的本质说成是受苦，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
因为，这无疑为教育工作者虐待学生创造了理论根据，为把学校“监狱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人的成长中，固然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痛苦的事情，人生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人的心智确实需
要磨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创造苦难来让学生学会吃苦，而是要让学生学会
面对真实的世界。
对于苦难，我们一直是处于这样一个矛盾中，也就是客观上无法避免与主观情感上的力求排除。
教育的作用，就是如何引领学生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学会坦然面对，学会顽强抗争，学会争取属于自
己的幸福，而不是什么“享受苦难”。
教师更不是来分担苦难的，即使与学生一起分担，也是没有意义的。
　　人不经历苦难，确实不能够成熟。
但是，苦难并不是导致成功的充要条件。
相反，在更多的情况下，它践踏了人的尊严，毒化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儿童的创造力。
其实，教育学生要学会面对苦难，克服苦难与恐惧，其最终目的，也还是要追求幸福，而不是享受“
苦难”，否则，那是一种受虐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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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学会克服苦难，敢于面对苦难，只是因为生活中的苦难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并不等于说“
苦难”就是我们刻意要去追求的价值。
　　其实，学习之苦，千百年来恰恰是因为对知识的错误理解，同时是对学习的一种异化的结果。
因为，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习从来都是把知识与学习之外的功利标准当成目的，如什么“黄金屋”
“颜如玉”之类额外的功利。
这样的学习当然是一种痛苦的行为。
更何况，我们的学习就是对背诵与记忆力的考验，这对于记忆力好的学生来说，还不是太大问题，但
是，如果对于像爱因斯坦这样记忆力差，但是想象力与创造力强的学生来说，无疑就是灾难。
　　中国人强调学习、受教育是一种吃苦行为，其实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
。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才使得我们的教育落后，我们的“受教育”有时简直就等同于“受虐”。
其实，人的天性都是爱好学习的，人的天性都是好奇的。
这些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好奇心与惊异感，才是教育过程中最需要保护与引导的，也是一个人学习过
程最重要的品质。
可惜，因为教育被异化，学习被异化，一切都变得那样的枯燥乏味，变成了需要默默忍受甚至是需要
忍辱负重的东西。
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教育孩子面对这些苦难时要有敢于改造的勇气及抱负，要给孩子以生命的关怀与敬
畏，寻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目的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保持做人的尊严，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不可以因为人生无法避免苦难而选择学会“享受苦难”，当然也不可以面对苦难时选择逃避。
　　其实，人的苦与乐，是很复杂的，有时是很难判断的，也是因人而异的。
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学生学会发展自己的个性，才是教育中的应为之事。
从人的追求来说，并不需要有什么统一的要求。
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之苦，只会消磨孩子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品性，其后果并不会有多少积极的效
果。
这一点，作为教育工作者，头脑必须是清醒的。
　　（200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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