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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永新教授的文集出版在即，他要我写一篇序，大概是因为他看到我对教育也很关注，又不时地
发表点看法吧，或者因为他和我都是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等民进前辈的后来人——我们
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
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我出于对他学术成就的敬佩，也出于对年轻学者的喜爱和对教育的兴趣，便答应
了，尽管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不过这样也好，以一个时时关心业内情况的外行人眼光说说对这套文集和作者的看法，或许能更冷静
些，更客观些。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人人可得而道之。
因为教育问题太复杂，中国的教育问题尤甚。
且不说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微弱实力在办着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单是中国处于转型期，城乡、东
西部间严重的不平衡和几个时代思想观念的相互摩擦、激荡，就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了。
随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对教育发表评论的人当然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时常议论。
这样就给有关教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也许在别的国家并不突出的问题。
我认为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要紧：一个是教育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既不能就教育论教育，更不能只
论教育的某一部分而不顾及其他，以区别于人们日常的谈论；另一个是教育学如何走出狭小的教育理
论界圈子，让更多的人理解、评论、实践，也在更大范围内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能为群众所接受，以
免专家和社会难以搭界。
朱永新教授的这套文集，恰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欣慰。
　　在这套文集中，他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古往今来的广阔视野，考察、思索中国的
教育问题；他的论述几乎遍及受教育者所经历的整个教育过程；大到教育的理念、原则，小到课程的
改革、课外的活动，他都认真思考、系统调查、认真实验，随时提升到理论层面；与教育学密切关联
的心理学，需要和在研究中国教育同时开展的对国外教育的认识和分析，也是他涉及的范围。
　　朱永新教授并不是一位“纯”学者，虽然教育理论研究永远是他进行多头工作时在脑子里盘旋的
核心。
他集教师、官员和研究者三种角色于一身，随着孩子的降生，他又多了一个家长的身份。
这就使他不可能只观察研究教育体系中的某一段或某一方面，必须做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的研究
。
我见过他极度疲劳时的状况，心里曾经想过，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还是他“命”当如此，
不得不然?其实，这正是给他提供了他人很难得到的绝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时时转换角色，就需要时
时转换思维的角度和方法，宏观与微观自然而然地结合，积以时日，于是造就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
风格。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只有理性的驱动，而没有基于对事物深刻认识所生发出来的极大热
情，换言之，没有最博大的挚爱，是难以创造性地把事情做得出色的。
朱永新教授对教育进行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全身心地投入。
身，有那三种角色和一种身份，自然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心，是不可见的，但贯穿在他所有
工作、表现在他所有论著中的鲜明爱心，则是最好的证明。
　　他说“教育是一首诗”。
他把文集第十卷命名为《诗意与理性》。
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教育，表达他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热爱　　在每个
孩子的瞳孔里　　有一颗母亲的心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未来　　在传承文明的长河里　
　有一条破浪的船如果是纯理性的，没有充沛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怎么能进发出诗的情思?但他不是
浪漫派。
他本来已经够忙的了，却又率先自费开通了教育在线网站，成了四面八方奋斗在教育改革前沿的众多
网民的朋友。
每天，当他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家后，还要逐篇浏览网站上的帖子和来信，并且要一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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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找苦吃。
但他认为，这是“诗性伴理想同行”，是“享受与幸福”。
他工作生活在被颂为“人间天堂”的苏州，那里早已普及了十二年教育，现在正朝着普及大学教育的
目标前进，但这位主持全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却心系西部，为如何缩小东西部教育的差距苦苦思索
，不断地呼吁⋯⋯他何以能够长期如此?我想，最大的动力就是那伟大的爱。
　　情与理的无缝衔接，正是和把从事教育工作及理论研究单纯当做职业的最大区别，而且是成功的
要素。
　　教育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通过不同渠道，接受了不同程度和内容
的教育的结果。
就一个国家而言，教育则是保障发展、壮大的基础性工程。
这些，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教育又是极其复杂庞大的体系，需要大批教育理论专家、管理专家。
身在其中者固然自得其乐，但是，在局外人看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是枯燥的、艰难的，有过多的教育
学著作也确实强化了人的这种感觉；管理工作给人的印象则是繁杂的、细碎的。
这种感觉和印象往往是理论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广大的教育参与者(包括家长、学生和旁观者)隔膜
的原因之一。
社会需要集理论研究和管理于一身，而且能把自己对教育的挚爱传达给社会的学者，与人们一起共享
徜徉在教育海洋里的愉快和幸福；但是，现在这样的著作和学者太少了。
是我们对像教育理论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学问”误解了，以为只有用特定的行业语言，包括
成堆成堆的术语和需要读者反复琢磨才能弄清楚的句子才是学术?还是善于用最明了的语言表达复杂事
物的人还不多?抑或是教育理论的确深奥难测，必须用“超越”社会习惯的语言才能说得清楚?而我是
坚信真理总是十分朴实、十分简单这样一个道理的。
真正的“大家”应该有能力把深刻的思考、复杂的规律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历史上不乏其例
。
　　朱永新教授，作为一名年轻的教育理论家，正在朝这一目标努力着，而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论述、抒情、问答并举，逻辑严密的理性语言、老百姓习惯于说和听的大白话、思维跳跃富于激情
的诗句兼有，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所需而施之。
有的文章读时需正襟危坐，有的则不禁击节而赏，有的还需反复品味。
可贵的是，这些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如此，自然流露。
这本性，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爱，归根结底是对人民的爱。
　　在某一种风格已经弥漫于社会，许多人已经习惯甚至渗透到潜意识里的时候，有另外一种风格出
现，开始总是要被视为“异类”(我姑且不用“异端”一词)。
我不知道朱永新教授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倒是极为希望他能坚持下去，即使被认为“这不是论文”也不为所动，因为学术生命的强弱最后是
要由人民来判断，而不是仅仅由小小的学术圈子认定的。
我还希望他在这方面不断提高锤炼，让这股教育理论界的清风连续地吹下去。
　　教育，和一切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联的事物一样，都要敏感地紧跟时代的步伐，紧贴人民的需求，
依时而变，因地制宜。
朱永新教授的文集主要收录了他从踏入教育学领域直至2003年的论著。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过程。
“战斗正未有穷期”。
在从基本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二十年里，还有层出不穷的教育问题涌现，需要解决，因而需要不停顿
地观察、思考、研究。
我们的教育学，就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长，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也许就将在这一时期内形成。
朱永新教授正富于春秋，“永新”自当永远常新，一定会抓住这百年难逢的机遇，深化、拓展自己的
研究，为中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理论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智慧，再写出更多更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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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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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永新教育文集》由十卷组成。
卷一为总论，是作者关于教育的宏观思考和对于理想之教育的蓝图描绘。
卷二、三、四是作者关于中国教育思想的研究，系统论述了从远古到当代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
。
卷五、六是作者关于中外教育问题的分析与评论，其中包括教育政策研究与建议。
卷七、八是作者关于中国本土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卷九、十是作者的教育随笔和在全国各地回答教师、新闻记者及网友提问的精彩记录。
　　在这套文集中，他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古往今来的广阔视野，考察、思索中国的
教育问题；他的论述几乎遍及受教育者所经历的整个教育过程；大到教育的理念、原则，小到课程的
改革、课外的活动，他都认真思考、系统调查、认真实验，随时提升到理论层面；与教育学密切关联
的心理学，需要和在研究中国教育同时开展的对国外教育的认识和分析，也是他涉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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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永新，1958年8月生，江苏大丰人。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委，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兼职教授，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
员会委员。
著有《中华管理智慧》、《管理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朱永新教育文集》（十卷）
等多部著作，并主持《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新教育文库》、《教育在线文库 》等多种大型丛
书的编纂工作。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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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永新教育文集》是全国“ 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文集由十卷组成，全面汇集朱永新这位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苏州大学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导
师的教育研究成果。
本卷收录了作者撰写的有关部门中外教育的评论文章共计45篇。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六辑。
上篇中国教育评论包括三辑，分别是宏观教育政策论、中观教育问题论、区域教育发展论。
下篇外国教育评论包括三辑，分别是比较教育研究、日本教育研究、教育思想研究。
它们是作者多年来对中外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对教育问题的不同看法。
　　走在教育的路上（代自序）　　　　上篇　中国教育评论　　　　第一辑　宏观教育政策研究　
　中国的教育缺什么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教育　　教育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创新教育与教育创
新　　教育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推进素质教育的几个政策问题　　中国教育百年回眸与前瞻　　
　　第二辑　中国教育专题研究　　关于我国教师继续教育的几点政策建议　　21世纪中国课程改革
的趋势　　中国道德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关于综合性大学办师范的问题　　关于学分制的问题
　　论学院制的改革与探索　　关于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　　　　第三辑　区域教育发展研究
　　关于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考察与思考　　探究宝应名校转制　　关于苏州教育现代化的思考　　
“科教兴市”与苏州可持续发展　　关于苏州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香港和台湾教学管理模式分析
　　　　下篇　外国教育评论　　　　第四辑　比较教育研究　　国外基础教育改革的趋势　　中美
高等教育办学效率之比较　　国外高校教学管理模式初探　　中美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的比较　　英美
师范教育实习的特点及启示　　　　第五辑 日本教育研究　　日本著名教育家论中国教育　　日本教
育发展与日本现代化　　日本文化的社会学、心理学考察　　日本教育问题与前瞻　　日本私立学校
管理探析　　日本家庭教育问题与现状　　日本的学历社会与考试地狱　　日本中小学的校规与管理
主义　　日本的校园暴力　　日本教师进修制度的特点　　　　　　第六辑 教育思想研究　　马克思
主义与心理学　　列宁教育思想初探　　达尔文与心理学　　恩格斯论理论思维　　结构主义教育思
想述评　　西方教育哲学的历史演进　　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发　　　　跋　　
心与教育一起走（后记）　　　　朱永新教授的文集出版在即，他要我写一篇序，大概是因为他看到
我对教育也很关注，又不时地发表点看法吧，或者因为他和我都是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
等民进前辈的后来人——我们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
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我出于对他学术成就的敬佩，也出于对年轻学者的喜爱和对教育的兴趣，便答应
了，尽管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不过这样也好，以一个时时关心业内情况的外行人眼光说说对这套文集和作者的看法，或许能更冷静
些，更客观些。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人人可得而道之。
因为教育问题太复杂，中国的教育问题尤甚。
且不说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微弱实力在办着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单是中国处于转型期，城乡、东
西部间严重的不平衡和几个时代思想观念的相互摩擦、激荡，就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了。
随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对教育发表评论的人当然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时常议论。
这样就给有关教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也许在别的国家并不突出的问题。
我认为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要紧：一个是教育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既不能就教育论教育，更不能只
论教育的某一部分而不顾及其他，以区别于人们日常的谈论；另一个是教育学如何走出狭小的教育理
论界圈子，让更多的人理解、评论、实践，也在更大范围内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能为群众所接受，以
免专家和社会难以搭界。
朱永新教授的这套文集，恰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欣慰。
　　在这套文集中，他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古往今来的广阔视野，考察、思索中国的
教育问题；他的论述几乎遍及受教育者所经历的整个教育过程；大到教育的理念、原则，小到课程的
改革、课外的活动，他都认真思考、系统调查、认真实验，随时提升到理论层面；与教育学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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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学，需要和在研究中国教育同时开展的对国外教育的认识和分析，也是他涉及的范围。
　　朱永新教授并不是一位“纯”学者，虽然教育理论研究永远是他进行多头工作时在脑子里盘旋的
核心。
他集教师、官员和研究者三种角色于一身，随着孩子的降生，他又多了一个家长的身份。
这就使他不可能只观察研究教育体系中的某一段或某一方面，必须做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的研究
。
我见过他极度疲劳时的状况，心里曾经想过，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还是他“命”当如此，
不得不然?其实，这正是给他提供了他人很难得到的绝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时时转换角色，就需要时
时转换思维的角度和方法，宏观与微观自然而然地结合，积以时日，于是造就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
风格。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只有理性的驱动，而没有基于对事物深刻认识所生发出来的极大热
情，换言之，没有最博大的挚爱，是难以创造性地把事情做得出色的。
朱永新教授对教育进行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全身心地投入。
身，有那三种角色和一种身份，自然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心，是不可见的，但贯穿在他所有
工作、表现在他所有论著中的鲜明爱心，则是最好的证明。
　　他说“教育是一首诗”。
他把文集第十卷命名为《诗意与理性》。
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教育，表达他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热爱　　在每个
孩子的瞳孔里　　有一颗母亲的心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未来　　在传承文明的长河里　
　有一条破浪的船　　如果是纯理性的，没有充沛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怎么能进发出诗的情思?但他
不是浪漫派。
他本来已经够忙的了，却又率先自费开通了教育在线网站，成了四面八方奋斗在教育改革前沿的众多
网民的朋友。
每天，当他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家后，还要逐篇浏览网站上的帖子和来信，并且要一一回应。
这是自找苦吃。
但他认为，这是“诗性伴理想同行”，是“享受与幸福”。
他工作生活在被颂为“人间天堂”的苏州，那里早已普及了十二年教育，现在正朝着普及大学教育的
目标前进，但这位主持全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却心系西部，为如何缩小东西部教育的差距苦苦思索
，不断地呼吁⋯⋯他何以能够长期如此?我想，最大的动力就是那伟大的爱。
　　情与理的无缝衔接，正是和把从事教育工作及理论研究单纯当做职业的最大区别，而且是成功的
要素。
　　教育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通过不同渠道，接受了不同程度和内容
的教育的结果。
就一个国家而言，教育则是保障发展、壮大的基础性工程。
这些，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教育又是极其复杂庞大的体系，需要大批教育理论专家、管理专家。
身在其中者固然自得其乐，但是，在局外人看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是枯燥的、艰难的，有过多的教育
学著作也确实强化了人的这种感觉；管理工作给人的印象则是繁杂的、细碎的。
这种感觉和印象往往是理论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广大的教育参与者(包括家长、学生和旁观者)隔膜
的原因之一。
社会需要集理论研究和管理于一身，而且能把自己对教育的挚爱传达给社会的学者，与人们一起共享
徜徉在教育海洋里的愉快和幸福；但是，现在这样的著作和学者太少了。
是我们对像教育理论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学问”误解了，以为只有用特定的行业语言，包括
成堆成堆的术语和需要读者反复琢磨才能弄清楚的句子才是学术?还是善于用最明了的语言表达复杂事
物的人还不多?抑或是教育理论的确深奥难测，必须用“超越”社会习惯的语言才能说得清楚?而我是
坚信真理总是十分朴实、十分简单这样一个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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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家”应该有能力把深刻的思考、复杂的规律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历史上不乏其例
。
　　朱永新教授，作为一名年轻的教育理论家，正在朝这一目标努力着，而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论述、抒情、问答并举，逻辑严密的理性语言、老百姓习惯于说和听的大白话、思维跳跃富于激情
的诗句兼有，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所需而施之。
有的文章读时需正襟危坐，有的则不禁击节而赏，有的还需反复品味。
可贵的是，这些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如此，自然流露。
这本性，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爱，归根结底是对人民的爱。
　　在某一种风格已经弥漫于社会，许多人已经习惯甚至渗透到潜意识里的时候，有另外一种风格出
现，开始总是要被视为“异类”(我姑且不用“异端”一词)。
我不知道朱永新教授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倒是极为希望他能坚持下去，即使被认为“这不是论文”也不为所动，因为学术生命的强弱最后是
要由人民来判断，而不是仅仅由小小的学术圈子认定的。
我还希望他在这方面不断提高锤炼，让这股教育理论界的清风连续地吹下去。
　　教育，和一切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联的事物一样，都要敏感地紧跟时代的步伐，紧贴人民的需求，
依时而变，因地制宜。
朱永新教授的文集主要收录了他从踏入教育学领域直至2003年的论著。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过程。
“战斗正未有穷期”。
在从基本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二十年里，还有层出不穷的教育问题涌现，需要解决，因而需要不停顿
地观察、思考、研究。
我们的教育学，就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长，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也许就将在这一时期内形成。
朱永新教授正富于春秋，“永新”自当永远常新，一定会抓住这百年难逢的机遇，深化、拓展自己的
研究，为中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理论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智慧，再写出更多更好的篇章。
　　我们期待着。
　　兹忝为序。
　　2003年12月1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这本书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外教育的思考，反映了我的心
路历程。
我曾经写过一篇《教育，我的至爱》的文章，这本书也大致反映了我的心与教育一起行走的旅程。
　　这本书是用脚写出来的。
我也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专家，我只是一个教育的旅行者。
我喜欢教育的风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直是我的教育梦想之一。
这些年，我去过国内的许多地方，也访问过国外的许多地方。
每到一处，教育总是我关注的对象。
到温州讲学，我写了《苍南教育行》；去陕西出差，我写了《定边教育行》；在日本作研究，又有了
我关于日本教育的系列成果。
　　这本书更是用心写出来的。
我先后有过多次工作的变动。
每一次变动，我都会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做苏州大学教务处长的时候，我注意的兴奋点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的教学问题；担任苏州市副市
长以后，我更加关心苏州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以后，我要求自己注意研究国家的教
育政策和区域共同发展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实践。
我的许多文章看起来可能是“应景”的，在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教育》；在江泽民同志提出创新教育的时候，我写过《创新教育与教育创新》。
但是，我努力要求自己不要成为语录的求证、观点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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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每一篇文辛都有自己的东西。
　　我的许多领导、同事、朋友和学生，给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本书中有四五篇文章是我与他们共
同讨论后撰写的。
我要感谢美国得州工科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教授、日本宫崎公立大学的王智新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
蒋乐群博士、苏州教科所的任苏民先生。
我特别要感谢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博士许庆豫教授。
他在自己工作和研究任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帮助我一起整理这本书稿，并为这本书写了精彩的《跋
》。
我的研究生杨树兵和王明洲同志，在打印和校对文稿中也付出了许多劳动，这里一并致谢。
　　最后，我把这本书献给曾经、现在和将要与我在教育的道路上同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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