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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幸福的教育》

前言

　　童年的生命之树需要扎根　　（代序）　　让孩子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句话可能谁也不会反
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剥夺孩子童年快乐的现象却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人以威胁的口吻断言：谁
给了孩子快乐的童年，谁就会断送孩子幸福的成年。这番话的逻辑是，孩子童年快乐了，就不会勤奋
学习，自然不会有好成绩也考不上名牌大学，那么，其成年后的生活一定不会幸福。　　事实真的是
这样吗？快乐的童年与勤奋的学习一定是对立的吗？必须经历苦难的童年才会迎来幸福的成年吗？我
表示深深的怀疑。在我看来，一切都是从童年开始的，童年的快乐是一生快乐的源头，童年的不幸是
一生不幸的开端。　　我认为全部儿童教育的使命就是发现儿童和解放儿童，真正的好父母和好教师
都是童年的捍卫者。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固然源自我36年从事儿童教育和研究的深刻感悟，也
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按时下的某些流行标准，我的童年绝对是荒废学业，我的表现绝
对是问题儿童。1955年，我出生在青岛一个清贫的工人家庭，11岁之前几乎没看过任何课外书，而11
岁那年又碰上“文化大革命”，连学也不上了，整天就是一个字——玩。我发现，对于孩子来说，最
大的幸福不是吃啊穿啊，而是玩。最令人陶醉的是与伙伴们一起玩。我们一起上山下海，一起做各种
各样的游戏。那种自觉自愿地全身心地投入，那种专心致志、聚精会神，那种充满创造精神的动手实
践，几十年过去，依然让人魂牵梦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玩耍的快乐抵御了贫困和愚昧对一个
孩子可能造成的伤害。　　或许因为玩得太开心了，或许因为知识学得太少了，当我偶尔接触到一批
文学名著时，我真如同别人说的那样，就像一头野牛冲进了菜园子狂吃疯嚼，然后，不合时宜地做起
了文学梦，并且至今40余年不醒。　　我敢对天发誓：说一句肺腑之言，在十年浩劫中，是玩耍保护
了我的自然天性，是文学拯救了我的文化生命。我一生对生活的热爱，我对青少年朋友的一往情深，
我对于梦想的执著追求，都源自快乐的童年。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根基。在我出版的所有著作中，
几乎都浸透了快乐童年的丰富营养。　　作为《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的总编辑，在审读2009年第一期
理论版的稿件时，我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李敏的文章吸引住了。该文题为《学习vs游戏：儿童
的“拔根状态”省思》。李博士受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的启示认为，人在
世界中的生存需要拥有多重的“根”，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还要有精神上的满足。人人都需要拥有
脚踩大地、坚实稳固的“扎根’’的存在感。然而，“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
的一项需求。”李博士提出，在现代学校教育中，学生的生活境遇也表现出“拔根”的典型特征。教
育生活本来可以因为有了学习和游戏而变得更美好。然而，学习让儿童连自己的身体活动都舍弃了，
那么游戏无论如何也不会真正进入学习的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中由于学习的奴役而伴生的游戏的缺位
，是学生最不幸的“拔根”状态。　　在我看来，儿童的生命犹如一棵小树，若想经得住风吹雨打，
必须把根深深地扎入沃土。那么，什么是沃土呢？显然应当包括趣味无限的游戏、丰富多彩的运动、
神奇迷人的知识、终身难忘的社会实践等等，从而达到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正常，而这一
切都来自适宜并且持久的体验。著名小学教育家李吉林告诉我，她给孩子们的赠言是：美美地想，乐
乐地做，天天有进步。我很喜欢，并认为这正是儿童的生命之树扎根于沃土的有效途径。　　我非常
理解今日父母和教师的困境。在竞争激烈且应试教育猖獗的时代，谁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可是，一个真心爱孩子并对其终身发展负责的父母和教师，又怎能不关心孩子的生命之根是否扎得
深牢呢？不可否认，应试是一种能力和素质，但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则是“拔根”教育，拔
掉人生命的根基，让人变成学习的机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证明，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其核心应
该是培养健康人格。健康人格是最重要的生命之根。　　大约是2005年的冬天，应新浪网的热情相邀
和女儿的鼓励支持，我开通了博客，至今转眼三年了。博客本是私人日记，但我觉得与博友讨论教育
问题似乎更有价值，于是就一篇篇写了下来，居然有近300万博友阅读和评论。回头细想一下，我所写
的文章不外乎就是“拔根”与“扎根”之论。当然，与其说我是研究理论的学者，不如说我是科普作
家。因为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科学的理念和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所以，我介绍的
许多方法都是比较实用的。如今，安徽教育出版社将我的这些文章汇集成两本书出版，分别名为《教
育是人的解放》和《让人幸福的教育》，可以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　　特别开心的是，在这两本博
客书中，第一次收入了我拍摄的一些照片，读者朋友可以由此发现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我从未学习
过任何专业的摄影技术，却为摄影艺术而痴狂。摄影镜头是我审美的眼睛。每当我拿起相机，仿佛就
回到了童年，在五彩缤纷的大自然里奔跑。我之所以总是拥有一种幸福感，因为我是大自然的孩子。
　　常有读者朋友表示希望与我探讨成长与教育的问题，我也很愿意与大家深入交流，因为这是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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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的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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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让人幸福的教育:孙云晓教育随笔精粹》内容简介：童年是心灵的故乡，是幸福的源泉。让孩子像孩
子一样生活是成年人的神圣责任。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新浪网2008年度教育博客20强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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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我举目四望，愕然发现此类现象比比皆是。如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泼熊事件，如浙江金华高中
生徐力杀母案，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等等。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极端案例哪个国家都有。是
的，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些极端案例都与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密
切相关。也就是说，在中国孩子成长悲剧的背后，有一个庞大而威猛的怪物在兴风作浪。　　在许多
人看来，今天的中国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似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们在全国做的系列调查研
究，也屡屡证明这是一个事实。在所调查的学生父母中，91.7％的中小学生父母希望孩子获得大专以
上学历，其中54.9％的父母希望孩子读到博士学位。另外，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成绩要在
全班前15名；76.4％的小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成绩要在90分以上；65％的中小学生父母给孩子布置过
学校以外的作业。学校和家庭过于偏重知识教育的结果之一是，全国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
睡眠不足。自1999年至今愈演愈烈。我们不能不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是有利于儿童身心协调健康
发展的教育吗？这是在捍卫童年还是在摧残童年？　　2004年8月，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彦
好在《中国教育报》上向我们介绍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孩子发展中的隐患的高度关注。　　美国心理学
家琳达·卡姆拉斯在研究中发现，美国3岁孩子的微笑要比中国孩子多55.6％。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爱
笑，意味着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更快乐。一些中国专家认为，造成中国孩子微笑少的原因，与父母对
孩子生活大包大揽以及对孩子的高期望有关。卡姆拉斯指出，高期望和高标准的要求，往往给孩子造
成巨大的压力，也容易使父母在面对孩子时产生不良情绪。中国父母在易发怒程度上要比美国父母高
出26％，在严厉程度上则要高出52.2％。父母焦虑、急躁等不良情绪，同样会对孩子的心理带来消极
的影响。另一位美国教授卡罗尔·亨青格的研究成果表明，与美国儿童相比，中国儿童发生内向孤僻
、焦虑和社交问题的比例分别高出92％、31.3％和138％。　　澳大利亚专家莫尼卡·屈斯克利博士，
曾设计了关于一个儿童自制力的实验：孩子们面前有两盘巧克力，一盘多一盘少，只要能忍耐15分钟
，就可以吃到多的那盘，反之则只能得到少的那盘。这项延续了7年之久的跨文化实验结果是，在参
加该实验的上百名3～4岁的中国儿童中，超过80％的儿童只忍耐了几分钟就按铃呼唤实验人员要求得
到巧克力，而66％的澳大利亚孩子都得到了多的那盘。这意味着：中国孩子的自制力不容乐观。　　
性格内向和自制力差与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雷雳博士发现，自制
力较差的孩子容易受到网络的消极影响，那些注重现时享乐的孩子极易出现网络成瘾的症状。而那些
性格内向的孩子，由于在现实的交往中遭遇门槛，他们往往求助于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建立自己的交
往系统，这使他们在现实中更加封闭和孤立。　　有趣的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琳达
·杰克逊对130个平均年龄为13.5岁的美国孩子的跟踪调查表明，美国孩子不经常使用网上聊天工具。
在她的调查中，许多孩子都表示，既然有父母和朋友，为什么还要同陌生人交谈？　　从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在高速发展，但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之下，许多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也出现了高度
扭曲。这已经成为对青少年一代的最大伤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一隐患。我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
发现，相当多的中小学生父母经常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
话非常值得警惕和令人深思，因为它反映出一个明知错误而为之的国民共识，成为“教育荒废”的宣
言。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出现了“教育荒废”的严重现象，也就是说，学生的学习负担虽然越来越重
，但真正的教育被荒废了，因为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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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新浪网2008年度教育博客20强博主。

Page 8



《让人幸福的教育》

精彩短评

1、有些观念还不错。不过既然是博文、讲稿和在线谈话集合的话应该还是看博客更好一些的。涉及
到比较多的是如何培养孩子的习惯。
2、让自己学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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