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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的智慧》贯彻&ldquo;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活动过
程&rdquo;的命题，并围绕这一命题从宏观教育、中观教育、微观教育三个维度，以国际化思维、本土
化实践和现代化目标的理念，深划揭示现代教育的本质、主体、价值、制度、内容、目标、方法。
 作者罗崇敏坚守传承与创新相统一，本土化与国际化相承接，个性化和社会化相融合，理想教育与现
实教育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品格和方法，论点独到、论据充分、论证严密，笔法独特、文字洗练、引
人入胜。
形散而神不散、文尽而情不竭、言简而义深邃，是作品的一大特征。
 我们相信，任何读者都会开卷得益。
无论是官员、专家、学者，还是教师、家长、学生，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世界公民，都会在《教育
的智慧》里聆听到与您共鸣的声音，收获到与您共同拥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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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崇敏，出生子中国云南，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履职云南省教育厅。
曾有下乡知青、乡村医生、工厂职工、中学职员、代课教师、党校教员、机关秘书的经历。
先后履职于云南省江川县政府，中共江川县委、中共新平县委、中共玉溪市委、云南民族大学、中共
红河州委、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云南省教育厅。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书法家协会会员、哲学学会会员、经济学学会会员。
涉猎哲学、社会学和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医学，军事、武术等领域的学&gt;-3研究和实
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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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论教育主体 主体性是人类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的基本特性 确立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塑造教师
主体尊严 赋予学校办学主体的权力 发挥政府管理教育的主体作用 肩负家庭对孩子教育的主体责任 教
育对社会文明进步的主体引领作用二 论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 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的有机统一 教育的
根本价值是教真育爱 教育的终极价值是使人成为&ldquo;人&rdquo;，成为幸福的人 教育价值高于一切
价值 人类最大的危机是教育危机 遵循教育价值的生成规律 教育构建人的主体价值体系 &ldquo;三生教
育&rdquo;是人类共同的教育价值和价值教育取向三 论教育制度与制度教育 唯有制度可以兴国 中国教
育制度存在缺位和越位问题 唯有体制可以兴教，唯有机制可以兴校 加强政府对宏观教育管理制度的
设计和安排 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办学体制 建设富有生机活力的学校内部管理机制 开放兼容的国际化
办学体制 多元一体的教育评价机制 让教育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体制机制 建设对受教育者进行制度教
育的机制四 论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发展教育公平的制约因素 统筹发展是教育公平的
核心 发展义务教育是教育公平的基石 肩负起发展教育公平的政府责任 在教育竞争中发展教育公平五 
论教育过程 教育即过程 教育是完整的生活过程 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有机统一体 教育活动永远是行动过
程 教育活动是创新的过程六 论教育结构 什么是教育结构 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教育所有制结构 合理
的学校区域布局结构调整 完善教育体系结构 切实性和引领性的学科专业和课程结构 注重教育投资结
构的调整 教育结构调整中的几个关系问题七 论教育体系 揭示教育体系的内涵和特征 发挥教育体系的
主要功能 完善基础教育体系 发展职业教育体系 健全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终身教育体系 完善教师保障机
制 依法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完善受教育者权利保障机制八 论教育合力 纵横合力推动世界发展 教育合
力&mdash;&mdash;教育发展创新的特质 教育基本要素形成合力是教育合力的基础 形成教育体系合力
是教育合力的基本内容 促进国家和区域教育合力的发展 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 整合和利
用校际教育资源 师生教与学的合作激发教育教学活力 发展教育合力提高教育效能九 论教育课程十 论
教育环境十一 论学校现代管理十二 论教育评价十三 论情智教育十四 论能力教育十五 论信息教育十六 
论幼儿教育十七 论职业教育十八 论大学教育十九 论终身教育二十 论女性教育二十一 论公民教育二十
二 论普世教育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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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人格与人格的对话。
教育的主体是人，反映到现实的教育过程中，教育的主体首先是学生。
在教育发展历程中，关于教育主体的争论异常激烈，但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论家、教育家、社
会民众都认为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过程就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过程。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充分肯定儿童在社会生活和教育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提出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
，主张儿童在做中学，在活动和交往中获取经验。
教育是引导不是去左右，教育是影响不是去支配，教育是感染不是去教训，教育是解放不是去控制。
教育是为育而教，非为教而育；教学是为学而教，非为教而学。
教育应该陪伴学生成长，而不是取代学生成长；应该支持学生发展，而不能控制学生发展。
教育的真正对象是所有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
简言之，是每一个具体的人。
教育主体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把每一个学生都作为教育主体对待，针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个性化施教，这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我们不能追求抽象的全体学生全面发展而屏蔽具体的主体教育，否定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
但是，整齐划一的教育活动与教育管理，使一个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学生个体被规整为“千人一面”，
这不仅使学生失去了个性特征，又破坏了他们个性发展的平衡。
学生不是由那些先验的、主观的或抽象的人所规设，而是学习于具体的教学情景中，经验于真实的社
会生活中。
人具有未特定性，学生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没有两个学生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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