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麻雀学校的春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麻雀学校的春天>>

13位ISBN编号：9787533451264

10位ISBN编号：7533451260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福建教育

作者：黄旭//张文质

页数：1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麻雀学校的春天>>

内容概要

　　《麻雀学校的春天》是明日教育论坛总第45辑，主要内容包括：愿我亮起肯定的光芒、校园的民
主童话、书法课“向自己学习，字就能越写越好”、上学在别处：似曾相识的教育“美丽新世界”、
过去的教授、当中文遇见英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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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种关注 给孩子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 话题：麻雀学校的春天 一群老师的观察点
：小小学校，一点思考 一个老师的“麻雀学校”：孤独站在这个讲台 一些学生和老师的时间表：找
快乐 谁在小校能过好日子 年度教师 愿我亮起肯定的光芒 报道与争鸣 校园的民主童话 北京课堂里的政
治讨论 欧美电影对中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 基于精英的教育与以精英为培养目标的教育 大学的希望在
哪里 如何看待政治课教学 叛逆教育真实写照 课程研究·解读 闽教书香·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教育
和中小学教师（三） 学人论坛·知识比较简单，心灵的开发却是很难 课堂解读·“向自己学习，字
就能越写越好。
”心灵家园·上学在别处：似曾相识的教育“美丽新世界” 域外观察 新加坡教育，只为在筛子里留
下大石头？
 前工业社会的希望——印尼尼亚斯的教育 后随笔时代 杏坛手记·过去的教授 杏坛手记·杏坛的诱惑 
民间语文·短途 编辑推荐手札 当中文遇见英文 故园无此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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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就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是帮助
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
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
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版）蔡氏的教育理念，既秉承了孔子“君子不器”的传统价值
，又对西方现代大学的制度精神有所借鉴，如他所言，这是一种“超然的”、“远效的”教育观。
　　蔡元培之“教育独立”的主张，不可谓不远大恢弘，可惜的是，近百年的历史证明，“教育独立
”之理想，早成吹弹可破的“肥皂泡”与永远“在水一方”的“乌托邦”。
　　中国现代教育的“败相”在民国后期便已初露端倪。
1934年，亦即蔡元培提出此观点的12年后，胡适便不得不拈出“教育破产”一说，并对当时教育之积
弊予以清算。
他所分析的“教育破产”之原因有五：一是教育界自毁信用；二是“教育的政治化”；三是学校的“
营业化”；四是高等教育的机关太多；五是“粗制滥造的毕业生骤然增多了”。
有此五弊，遂导致“粥少僧多”、“子弟拿着文凭寻不到饭碗”的混乱局面。
我们把这五条和今天的教育现状一对照，就不难发现，原来百年教育改革史竟然是“老猫枕着锅台睡
——辈传一辈”。
“教育改革”，这个喊了近一百年的口号，如今听来更像是“教育挽歌”。
君不见，在当代老百姓的人生字典里，教育已经和医疗、住房一起，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
山”了。
抚今追昔，能不兴叹！
　　胡适给当时教育所开的药方是——“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他说：“愈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
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表面上看来，胡适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现在确实“基本实现”了，但是，中国教育骨子里
的“膏肓之疾”，实际上是愈演愈烈，几至“回天无力”。
胡适当年曾天真地设想：“人人都受了小学教育，小学毕业生自然不会做游民了。
”而反观现状，别说小学毕业生，就是中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实在也难免成为“游民”之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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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能够一次性刊登两万字长稿的杂志几乎没有，《明日教育论坛》的“年度教师”如此大手笔，竟
然将如此大篇幅给了基层的普通老师，这对于真正民间的、草根的教师来说是多大的鼓舞!　　——孙
明霞【山东泰山学院附属中学老师】　　　　假期里回了建阳，在新华书店看到了《明日教育论坛》
，将31和32期买下了。
回来后，同事说，这杂志很好。
我说，很耐读，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
　　——慕之【老师】　　　　在阅读《明日教育论坛》时，随处可拾到精妙绝伦的好句子，心中的
喜悦很想与同处在艰难跋涉中的朋友们分享。
《明日教育论坛》——一本令我脱胎换骨的教育“羊皮卷”！
　　——李华【中学老师】　　　　每一辑《明日教育论坛》都有打动人心的文章。
这些文章既有介绍异域教育现状的随笔，亦有教授们的高论，更有在一线的中小学老师的心灵剖白。
所有的这些文章中，我最喜欢的文章是那些针对中国教育难局，引入国外基础教育的案例，再进行比
较分析的文章。
我看了，每每有启示。
　　——余岱宗【大学老师】　　　　前些天我回福建长汀老家，在一个教育书店里找到这套书的
第29~ 36辑，爱不释手。
看了后，极其震撼，觉得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清鲜，这么生动，这么真实，这么直言不讳、直抒胸
臆的好书了。
我觉得，这套书就像是一位等了我很久的温厚的长者，特意在这个时候给我送来—份安慰。
在四天的旅游过程中，所有的空余时间我都是在《明日教育论坛》的阅读里度过的。
　　——胡必春【广东顺德的小学老师】　　　　《明日教育论坛》从书脊的设计来看它显得有些不
够协调，与其他的书籍相比它也显得有些薄了，但一排整齐而列，又放在书店较为醒目的地方，⋯仿
佛也暗示了这份读物的命运：它一直坚持做出“大教育”的味道出来，一步未离教育和文化的“战壕
”，一路走来，似已浑然忘我，只想着替读者选出可读可议的文章，特别爱听到读者那句“先读为快
”的赞语。
　　——赵游【杂志编辑】　　　　邮购了《明日教育论坛》，真有相见恨晚之感，真没有看到过编
得这么好看的教育杂志。
好友读到时说，就像当年读金庸武打小说一样痛快。
确实，拳脚的交锋背后该是思想的交锋。
　　——风语【福建连城的小学教师】　　　　相信所有收到的人都会肃然起敬和喜爱。
　　——安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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