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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兴于诗”、“重于教”的国家，其中“诗教”是中华民
族传统教育的精华。
但在近代教育发展历程中，一度奉“理性教育”为
圭臬，在移植、借鉴日本、苏联以及其他西方教育思想的时候有意或无意
地淡漠了传统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发扬，使得当前的教育，尤其是德育成为
“非诗意”与“非民族”的存在。
一个有着悠久文化教育历史的国家在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发展教育的同时，还必须珍惜和发
扬自己民族的教育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对国家建设、民族兴盛以 及世界文明作出积极贡献的
人才。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传统“诗教”，改变德育规训的言说方
式，弥补纯粹理性价值取向德育的不足之处?冯铁山于2001年借着新课
改的东风，着手探索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诗意元素，将“诗”的教学引
入课堂，指导一线教师开展“新诗进课堂”实验，组织编写了《诗意语
文学本》，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新诗教实验”。

在不增课时、不择生源的前提下，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
查有梁先生高度
评价实验成果，认为这是中华“诗教”的与时俱进，是在继承传统文化
精华基础上的创新。
冯铁山2007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原
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的博士生。
在读博的三年时间里，他以前
期的实验研究为基础，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直接以“诗意德育研
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展开了对诗教德育化问题深入而系统的研
究，把先前的实验与理论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和水平。
选题不仅列入陕
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项目，而且2009年成功申报并立项为
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国家项目。
论文完成后，经过国内教育界、文
学界十余名著名专家的评审，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对该论文给予了高度评 价，一致认为是一篇优秀的
博士论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意德育论>>

作者简介

　　冯铁山
1966年11月生，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教育学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宁波大学荣华学者
；中国伦理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广东中山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实验基地常务顾问
。
十余年一直致力于“新诗教”实验、诗意语文、诗意德育以及诗意教师形象塑造等系列课题研究，在
《教育研究》、《思想战线》、《课程·教材·教法》、《语文建设》等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发表第
一作者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教材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各1
项，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省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5项，获得省市级科研成果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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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有助于复活新感性的教育价值　　马尔库塞根据资本主义重规训、压抑的特点，分析人类的救
赎之路在于通过审美道德去提升感性生命的质量。
他把富有艺术的、审美特质的感性命名为新感性。
所谓“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
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进化”①。
新感性是对纯粹理性的否定，意味着人的发展可以通过艺术的、审美的途径去实现自由与幸福、感性
与理性在更高的阶段和谐共荣，变纯粹理性的单维人为多维立体的健康人。
诗意德育尊重学生，尤其是中小学学生，具有“诗人”般新感性的事实，力图恢复教育对象德育的主
体性与德性发展的主动性，缩短德育与生活的距离，尤其极力避免“单维人”②发展的弊端，还原学
生存在应有的文化状态；以培育诗意精神与积极人格和谐发展为目标，以他们的“原初创造力”③为
基点；通过诗意言说的方式，让他们对周围的世界保持旺盛的想象力，具有诚挚的情感，保持独立个
性，保持对自然、对社会、对自我充满幻想，充满热情，怀着诗意般的生活态度等，谋求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这样，他们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够张扬好胜的风帆；他们在看待历史、当下乃至未来由于文化、经济
、政治等差异导致的人际关系危机的时候，也能够养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以同体共
生、和谐共荣的诗意意识，自觉锻造辨识与防止人类社会种族歧视、恐怖和仇杀而导致社会生态危机
的诗意智慧，并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求知、做事之中去，主动超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
人利益主义”等外在物质层面的束缚，成为一个新感性与理性和谐发展的整体人、诗意人。
　　三 有助于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德育理论　　本书以“诗意”作为中介解读德育的本质属性以及言
语实践本体存在等理论问题，既有来自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也有来自德育对象自身的范畴支持，自
然有助于对富有民族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梳理与建构。
首先，从中介性的最基本要求看，诗意作为一种修饰方式，具有启迪、沟通、融合、凝聚等功能。
无论是处理与其他德育模式的边界，还是融合诗学、哲学、德育学等学科的共性，均能自然地实现不
同语域的逻辑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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