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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教学的36部教育名著》

前言

　　大概是曾经在中小学呆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跨越那道理论界与实践界的鸿沟，这种意愿已经深
深浸透于我的研究旨趣之中，这本书完成了我一个梦想，一个连接理论界与实践界的梦想。　　当前
我们经历的这场改革使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理论的给养，每当我和我的一些教师朋友们交
谈时，他们都流露出想读好书的愿望，但是浩瀚的书目、厚重的书本、深奥的文字总是让人望而却步
。而每当作为研究者的我阅读一本本好书，为一些精彩思想、创新理论的发现兴奋不已时，也多希望
能与第一线的教师一起分享。于是便有了这一个尝试，尝试给教育理论“变脸”，理论不总只有一张
孤芳自赏的傲气面孔，如果把艰涩的理论比作味苦的良药的话，那么这一撮吸引和感动就是一个药引
，以品读的方式让教师们亲近一本本好书。　　你会发现“精粹品读”和一般的书评不同，常见的书
评往往是框架式的，总结要义加以评述。归纳是必须的，但却总让人感觉少了些什么，犹如一个缀满
了水晶、珍珠、玛瑙和钻石的眩目珠宝扣在剔除了这些珠宝后只剩下了一个光秃秃的架子。这显然是
让人遗憾的。我所做的就是贪婪地掬一捧这些璀璨的水晶、珍珠、玛瑙与我们的教师一起分享。让我
们用一种恬淡的心境平心静气地与文本展开对话，细细感受文字的内蕴和力度，体会思维的起伏和共
鸣，一起慢慢地研磨品味⋯⋯　　要感谢我的老师钟启泉教授，《现代教学》的陈骁、张涵诚、叶露
怡等各位编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彭呈军编辑，没有这些机缘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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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教学的36部教育名著》

内容概要

《改变教学的36部教育名著》内容简介：当前我们经历的这场改革使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
理论的给养，许多教师都会有想读好书的愿望，但是浩瀚的书目、厚重的书本、深奥的文字总是让人
望而却步。《改变教学的36部教育名著》作者有着中小学一线教学经验，又深入过教育理论研究，懂
得跨越那道理论界与实践界的鸿沟的意义和价值；因而，而每当她阅读一本本好书，为一些精彩思想
、新理论的发现兴奋不已时，也多希望能与第一线的教师一起分享。于是便有了这一个尝试，尝试给
教育理论“变脸”，理论不总只有一张孤芳自赏的傲气面孔，如果把坚涩的理论比作味苦的良药的话
，这一撮吸引和感动就是一个药引，以品读的方式让教师们亲近一本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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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教学的36部教育名著》

章节摘录

　　漫话，也就是散谈的意思。乍翻看《教育漫话》，似乎很难把它和洛克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大思
想家和大教育家联系在一起，整本书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可言，和市面上充斥的譬如“怎样培养一个好
孩子”或“如何做一个好妈妈”之类的通俗读物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仔细翻阅，对其中的诸多观点
频频点头后发现，所谓的漫谈后面是有其一整套的人生哲学作为支撑的。尽管《教育漫话》是旨在培
养英国绅士的，然而对于教育来说，许多观点都是相通的。所以，无论对于父母还是教师，这本书都
是一个蕴含儿童教育智慧的箴言锦囊。　　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
是对于人世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凡是身体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
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
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在世界上做个人物，也必须先有强健的体格；这种种道理都很明显
，用不着任何证明。　　——摘自《教育漫话》，第1～2页　　洛克的《教育漫话》开篇是谈健康问
题的。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健康有多重要，人人都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而，王均瑶、陈逸飞
等等的早逝让人在惋惜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最最忽视的也是健康。一进健身房，很
奇怪地发现大部分锻炼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只有寥寥几个。难道只有生病的时候才
知道健康有多么重要，只有年老的时候才知道年轻时的挥霍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才
知道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吗？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行为都发自我们这个唯一的身体，如果健康受到了
威胁，思维、行动都会被阻断，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大家都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锻
炼。然而正如那句俗语所说，没有时间锻炼就有时间生病。当然，对于健康来说，锻炼只是一部分。
洛克在书中提到了许多具体的话题，大体上有：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卧床坚硬；饮食简
单清淡，酒类或烈性的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不用；衣着不可过暖过紧，尤其是头部
和足部要凉爽，多洗冷水浴，游泳；而且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比如，清淡的饮食
可以培养节制的品性，而这种节制的品性无论在健康还是事业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应该说洛克的建
议是很平实的，你似乎会觉得在很多地方都见过类似的建议，没有什么新奇的。实际上，你应该考虑
一下，既然每个人都这么说，都通过自己的体验作出了证明，是否更值得你借鉴呢？的确，健康还有
许多因素也许是我们难以控制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如果我们活着一天，就该健
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而这些不是平自无故的赠予，是你关注自己身体、努力培养健康生活习惯
的结果。以往，我们老是会有一种倾向，觉得牺牲身体是一种荣耀，所以我们鼓励教师带疾上课，倡
导学生生病也不请假，品德高尚的荣誉总是授予他们。诚然，这不愧为一种精神。然而，我们是不是
也该表扬那些从不生病、从不请假的教师和孩子，而不能因为他们身体健康就从此无缘于德性？我们
要告诉教师和学生，请珍惜你们的身体，这是你们幸福的基础和根本。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是着
眼于孩子的一生的，就应该教导学生爱护自己的健康，这一点并不比学习次要，不要因为成绩而透支
自己的身体，这是得不偿失的。　　无用的规则　　规则对于我们人生的行动是很少帮助的，或者至
少，对于儿童没有用处，因为儿童学了规则立刻就会忘记的。　　——摘自《教育漫话》，第140页　
　你对于儿子所定的规则应该愈少愈好，比表面看去好似绝对不可缺少的还要少。⋯⋯请你记住，儿
童不是用规则可以教得好l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你觉他们有什么必需做的事，你便应该利用
一切机会，甚至在可能的时候创造机会，给他们一种不可缺少的练习，使它们在他们身上固定起来。
这就可以使他们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很自然地就
能发生作用了。　　——摘自《教育漫话》，第37页　　其实，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们从书籍、演讲
中获得的箴言并不少，也许当时还很激动，下决心要给自己定些规则，而且头几天规则似乎是起作用
的，然而慢慢地，生活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这是因为规则在习惯的面前太不堪一击了。所以，只有
拿出改变习惯的勇气，沉下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慢慢地将规则融入并培养成为新的习惯，一切才会
真正有改变的可能。要对这个过程的漫长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克服浮躁，经常反思，因为坏习惯是
我们从小看着它长大的，非一日之寒。成功往往就在于良好的习惯。如果我们自己有了这样的经历，
就不会再常常对孩子感到失望了，懊恼地觉得，今天和这孩子说过的事，明天他又忘了。儿童不是用
规则可以教得好的，他们的心灵是仄狭和脆弱的，繁杂的规则超过他们的负荷，他们自然就自暴自弃
，抛弃所有的规则了。所以，作为父母也好，教师也好，我们首先应该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因为改变比培养往往需要多付出一倍的努力。其次，不要再对那些规则抱有幻想了，认为规则能改变
一个人，既然规则在自己身上都没有灵验过，又如何能要求孩子们呢？如果你想培养一个孩子，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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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切机会，甚至在可能的时候创造机会，给他们尽可能多的练习，养成他们的-种习惯。这之后你
会发现一切都变得容易自然了。要注意的是，同时培养的习惯不可太多，否则会把孩子们搞得头昏眼
花，反而一种习惯都培养不成了。　　强迫的害处　　儿童是喜欢变换，喜欢自由的，因此他们就喜
欢游戏。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书本和别种我们要他们去学的事物当做一种任务去强加给他们。⋯⋯我觉
得这就很明白，儿童通常都是憎恶懒惰的。唯一应该注意之点是，他们的好动的性情应该经常用在对
于他们有益的事情上面。如果你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就应该把你所愿意他们去做的事情当做他们的一
种娱乐，不可当做一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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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课程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变“独白”为“对话”，不仅教师与学生之间需要对话，理论界与实
践界同样也需要“倾心地交谈”。刘徽博士以一种新颖的品读方式生动地展现了教育名作的精彩片断
，让好书离教师们更近，从而引发教师与理论之间的对话，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形成教学的智慧。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教学实践与理论之间还是有一个未曾跨越的缺口，务实
者“扼要”，论理者“缜密”。本书作者则以尽力亲近一线教师所需之“要”，撷取教育名著的片段
“精粹”，与教师们一起品味与研读，这是行走在缺口上的可贵尝试。这种尝试乃至跨界的对话，如
能真正各抒己见，并且持之以恒，那么，教师专业堡念、品性乃至知能的升华，可望渐入佳境。　　
——顾泠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埋头苦干的一线教师们今天更需
要仰望星空，教育名著显然是星空中一个美丽星座。如果您没有细细欣赏的空闲，那就先品读刘徽博
士推荐的36部教育名著的精彩华章吧！哪篇对了您的口味，就把那本原著找来，然后一本本读下去，
相信有一天，您一定会因东坡先生所赞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而自豪。　　——刘定一，上海市特级
教师、上海市普教系统跨学科名师培养基地主持人　　我认为教师首先是自由知识分子，然后才是某
个或某些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员”。教师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是广泛阅读对自己的理智具有
挑战性的教育名著，并从中引出值得持久思考的教育问题。刘徽博士的新作《改变教学的36部教育名
著》足以开启教师智慧阅读的门径。她既原汁原味地呈现名著本身，又浸润作者刘徽博士的慧心、激
情、独特视角和创造性阐释。我已被本书的魅力深深感染，并确信她也会感动广大读者。　　——张
华，国际课程研究促进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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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钟启泉、顾泠沅、刘定一、张华联袂推荐！6年精雕细琢，36部教育名作，126段精粹品读，一位
教育学者“另类”的书评写作，一本适合教师“悦读”的名著导引！阅读，从“心”开始，教学从“
新”开始！　　1.积极学习——101种有效教学策略　　2.激发学习动机　　3.合作课堂：让学习充满
活力　　4.创造能力教与学　　5.自主学习——学与教的原理和策略　　6.认知风格与学习策略－理解
学习和行为中的风格差异　　7.班级经营　　8.班级经营与教学新趋势　　9.高效能教师的教学锦囊　
　10.教育启示录　　11.情感教育：塑造更完整的人生　　12.2 1世纪的学校心理学　　13.体验学习：
让体验成为学习与发展的源泉　　14.基于脑的学习：教学与训练的新科学　　15.教师不可不知的心理
学　　16.一个模子不适合所有的学生：差异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17.优质学校的9块基石　　18.高效
能学习的78个金点子　　19.教育领导学　　20学校中的心理咨询　　21.做一名有谋略的教师　　22.教
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　　23.青少年发展与适应问题　　24.教师不可不知的哲学　　25.这样教学
生才肯学　　26.教育的感情世界　　27.深度学习的7种有力策略　　28.学校的挑战　　29.改变教学
的36部教育名著　　30.做一名学习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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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教学的36部教育名著》

精彩短评

1、很好的导读，先省去啃大部头的费力气
2、价格优惠，参加开学促销活动的，很划算，是正版
3、这是菁华浓缩版，还没有读完，感觉还行！
4、36部教育名著的内容基本讲清，但是改变教学还是看个人的悟性和行为！
5、老师、准老师们都看看吧！真正的教育需要更多有心人
6、教师应该看一看，教育经典的浓缩，一本书能了解很多知识
7、可以改变一般的陈规陋习，试试实践突破
8、读教育名著无形中会提高我们的教育素养和教学水平。
9、还是看原著比较好
10、想要改变教学，就读一读
11、作为一名教师，这是一本你不容错过的好书！
12、廷好的书，给老婆买的。
13、想较为迅速了解一些教育思想家的思想，看看这本书吧！
14、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著的这本书，推荐了37本教育方面的著作，有几本之前已经看过，如《
小王子》、《爱弥儿》、《夏山学校》、《窗边的小豆豆》等，还有几部我觉得还不错，下次看看，
如阿莫纳什维利的三本《孩子们⋯⋯》、《静悄悄的革命》、《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等
。另外想说明的是，这本书因为是华师大出版的， 所以推荐的书由华师大教授撰写和该出版社翻译的
居多。
15、就是36部书的读后感版，这些名著还是比较经典的
16、36部名著加专家点评，让作为教师的我感到了专业成长的快乐。
17、和教育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
18、不是很好个人认为，尤其是后面的推荐的书，同时还很贵
19、适合搞教育的人作为名著导读来读，很好。
20、书本身质量不错，但理论不是很新
21、对名著的介绍简单，然后节选名著的片段写上一些读后感，没有教育哲学内涵没有教育文化拓展
，还不如看博客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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