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教育理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教育理想>>

13位ISBN编号：9787540745523

10位ISBN编号：754074552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漓江

作者：朱永新

页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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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教育理想>>

内容概要

本书被专家学者及广大教师举荐为教师、校长、教育工作者必读名著。
    作者从十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想教育，分别是：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教师、理想的校长、理想的
学生、理想的父母、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用
远大的教育理念深入探寻未来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精辟的语言勾画了21世纪教育理想的灿烂
和辉煌，阐述教育的伟大使命和责任，使人们对未来的教育充满信心。
    最让教师震撼的是书中《理想的教师》一章，点燃了广大教师的理想和激情，人们纷纷写心得，抒
发感想，表示从中找到了方向，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我的教育理想》（增补本）在原书的基础上修订，增加了一些有分量的篇章，如理想的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五章，用科学发展观引导中国教育改革，中国教师关心的教育问题，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战略选择，等等，更为全面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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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永新，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永新是新教育改革发起人，被评为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
他先后求学于江苏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主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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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用真实、感人的道德形象激励学生　　五、科学合理地设置循序渐进的德育目标　　六、重视
心灵的沟通，建立起温馨的对话场景　　七、教给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　　八、在全社会形成“做人
为本”的共识　第七章　口我心中理想的智育　　　一、超越知识，走向智慧，激发创造　　二、把
“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体现于教学的全过程　　三、面对个性，让每个学生体验学习的成功　　四
、融德智体美劳诸育于一体　　五、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六、具有开放性，注重实践
性　　七、让课堂充满活力、情趣与智慧　　八、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智育途径　第八章　
口我心中理想的体育　　一、培养学生在人生路途上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二、使学生养成
坚韧不拔的品质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集体情怀　　四、注重培养学生遵守规则，学会
公正、公平　　　　五、培养学生坦然面对竞争，胜不骄、败不馁　　六、让学生注重体能训练的同
时，感受力与美的和谐　　七、尊重学生的个性和特长　　八、使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有机联系起来
　第九章　口我心中理想的美育　　一、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怀　　二、引导和教育学生热爱生命
，珍惜生命，享受生命　　三、引导和教育学生热爱生活，创造生活　　四、引导和教育学生热爱艺
术，欣赏艺术    　　五、树立大美育观，构建浓郁的美育氛围　　六、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走向
美丽的人生　　　　七、让学生形成完美的人格，拥有美的心灵　　八、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第十章　口我心中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    一、培养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观念和态度    二、鼓
励和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三、增强劳动的智力含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四、因地制宜、
因校制宜，培养学生的劳技特长    五、形成学生的良好品德和个性心理素质    六、培养学生的计划、
工作、社交等“关键能力”    七、注重学校、家庭和社会齐抓共管的合力作用    八、有优秀的师资和
具实用性、特色性的课程教材下篇　教育政策研讨教育发展前瞻  第十一章　口教育现代化与人的现
代化 　 一、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二、现代教育的人为性，目的性，计划性  　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第十二章　口创新教育与教育创新　　一、创新教育是知识经济对教育提出的时代要求　　二、创
新教育的关键　　三、创新教育需要六方面的创新　第十三章　口教育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一、
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　　二、教育对于增进中华
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和影响　　四、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必须加强思想教育　　五、要增强民族凝聚力
，必须努力发挥教育的作用，提高全民素质　　六、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必须进一步提高教育的作用
，促进生产力发展　第十四章　口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教育改革　　一、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教育理想>>

　二、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教育　附：中国教师关心的教育问题　　一、关于教师问题　　二、关
于学生问题　　三、关于校长与教育行政领导问题　　四、关于农村教育问题　　五、关于教育投入
问题　　六、关于教育评价问题　第十五章　口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　　一、专业与素质：并非非此
即彼　　二、专业教育的误区及走向　　三、素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第十六章　口中国教育的百年
回顾与前瞻　　一、20世纪教育：性质发生根本转变　　二、20世纪教育：废科举，人才培养的规模
及质量不断壮大和提高　　三、20世纪教育：逐步由经验走向科学，由封闭走向开放　　四、20世纪
教育：结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　　五、20世纪教育：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全面　　六、21
世纪教育：更注重扩张规模和提高质量    　　七、21世纪教育：将会出现新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景观　
　八、21世纪教育：内在魅力将得到更充分的展示　　九、21世纪教育：多元化态势，将进一步加快
其产业化进程　　十、21世纪教育：追求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和谐，民主化与法制化的统一　第十七章
　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十大趋势　　一、科学化趋势　　　　二、人文化趋势　　三、综合化趋势
　　四、心理化趋势　　五、信息化趋势　　六、国际化趋势　　七、个性化趋势　　八、民主化趋
势　　九、法制化趋势　　十、终身化趋势　　　第十八章　口中国课程改革的趋势及特征　　一、
以学会关心为主题　　二、以国际化为重心　　三、以本土化为特质　　四、以多样化为方向　第十
九章　口中国道德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一、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经济、市场经济、全
球化浪潮　　二、呈现各方面统一的格局　　三、依赖于改革与创新　第二十章　口中国教育发展与
改革的战略选择　　一、教育改革必须问计于民　　二、教育发展与改革规划需要一个怎样的教育战
略主题　　三、教育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根本目标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四、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
规划必须坚持促进教育公平　　五、农村教育问题是国家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点问题　　六、关于取
消文理分科的问题后记   增补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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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教育理想展望理想教育探寻　　第一章　我心中理想的学校　　优质的学校是人才的摇篮
，劣质的学校则是智能的坟墓。
优质的学校是孩子们的天堂，他们在这里常欢乐，常惊奇，主动地探索，健康地成长；劣质的学校则
是孩子们的地狱，他们在这里常悲哀，常恐惧，被动地接受，人格在萎缩。
　　这种优质的学校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学校。
　　欧洲学生家长协会总干事在欧洲议会下设的文化与教育委员会举行的“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意见听取会上，提出了一所好的小学应符合的标准是：　　（1）一所现代小学是使校内每个儿童
都感到自己没有被忽视。
　　（2）一所现代小学必定参与最终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教学革新。
　　（3）一所好的小学在幼儿园与小学之间、小学与中学之间、学校与家庭之间不存在“令人恼火
的门槛”。
　　（4）一所好的小学必定关注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既对学生采取尽可能个别的教学方法，又对
困难学生提供特殊帮助。
　　（5）一所好的小学必定关心属于其他文化的儿童。
　　（6）一所好的小学必定为儿童提供得以充分发展的机会。
不应当仅仅关心儿童的脑，还要关心他们的手和心，即问题不仅仅在于智育，还在于情感教育、社会
教育、生理运动教育、艺术教育⋯⋯　　（7）一所好的小学必定是“门窗敞开”的，发现始于对周
围事物的探究。
　　（8）一所好的小学不是一个“孤岛”，它必定通过自己建立起一个合作网络。
这一网络应导致由名副其实的教学小组进行的教学。
更广泛地说，教学小组应与家长、心理、医疗、社会小组、教学辅助人员、学区督导等和谐地进行合
作。
一所好的小学必定根据本校活动计划自己规划其行动。
　　我国台湾学者游乾桂先生曾著《寻找田园小学》一书，试图为孩子们建构一所心灵的田园小学，
为社会筑一所理想的田园学苑，并称之为他教育大梦里的桃花源。
那么，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什么呢？
如何才能营造一个理想的校园呢？
　　一、有特色的学校　　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所有特色的学校。
　　评价一所学校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且总是处于动态之中。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学校的特色。
美国《新闻周刊》曾经对全世界的学校作过大规模的调查，最后评出十所最好的学校。
这十所学校分别是：新西兰特卡波湖学校、意大利迪亚纳学校、荷兰格雷达莫斯学校、日本东京四谷
第六小学、荷兰埃克纳顿学校、美国匹兹堡市威斯汀霍斯中学、德国安克库敦考勒中学、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瑞典斯德哥尔摩职业培训中心以及德国科隆地区教育部。
　　新西兰特卡波湖学校的教育特色就是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该校的学生阅读写作能力一直在
国际测验中名列榜首。
该校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有创造性的课程，强调通过背诵训练并让儿童按照自己的
速度学习，把不同基础的学生编成不同等级的班级，把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培养学生阅读写作方面
的专门才能。
　　意大利迪亚纳学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学前教育效果特别显著。
该校四面墙壁都是玻璃，看上去与其说是幼儿园，倒不如说是一所欢腾喧闹的温室。
教室墙上贴的，窗上画的，从天棚垂挂下来的，桌子上铺展开的，全都是儿童工艺品。
该校由教师自己设置课程，教学内容是围绕着让孩子们学习各种技艺并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的题目组织
的，涉及数学、艺术和科学。
学校按照学生的不同年龄设计了不同的“学校”，如从婴儿到三岁的学生进的学校称为“窝”，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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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岁学生进入的是“母亲学校”，不同“学校”的学生活动各不相同。
学校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让学生从小就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展
各种活动。
　　荷兰格雷达莫斯学校的特色之处就是数学教学出类拔萃。
该校采用新的、革命性的数学教学体系——“实用数学”教学方法，这种新课程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每教一个题目便要结合现实问题进行讨论，以便显示数学的真正含义是普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本东京四谷第六小学的特色在于科学教育强调创造性。
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能提出问题，形成独立的构思，并且发展成为创造性的智力。
学校还强调在实践中发展学生的创造性能力，如让四年级的学生在学习电学、电路图以及发动机的基
本知识时，自带零件，动手修理烤面包炉，让10岁的孩子用太阳能电池和汽车模型设法装配太阳能玩
具汽车。
　　荷兰埃克纳顿学校的成功之处在外语教学方面。
学生当中没有人去过英、美等国家，但是学生掌握的词汇、流利程度和自信心，不亚于甚至还要超过
许多美国十几岁的孩子。
学生们能用英语辩论美国社会问题，以提高自己的表达技巧。
该校学生学习英语的成功方式就是多练。
　　美国匹兹堡市威斯汀霍斯中学的成功之处就是实施“艺术推动”计划。
该校把通常被认为是奢华的艺术科目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音乐、视觉艺术和写作，
学生们学习用艺术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和解决问题。
这种教育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
　　德国安克库敦考勒中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崇尚工艺。
因为德国许多学生要进入职业和技术学校，所以该校对工艺教育予以特别的重视，不仅在课程中设置
了专业教育课程，而且在星期一、二、五让学生到一些小型企业中去充当工程师的学徒，并要参加专
门的毕业考试，学生在企业学习期间可以领取报酬。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功之处在于造就了大批科研精英。
该校并不大，但它在教学中非常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进行研究，以便产生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
目前，该校已培养出二十余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它的实验室发现过正电子和夸克，开拓了地震学、
地球化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天体物理学等许多学科新领域。
　　瑞典斯德哥尔摩职业培训中心在教育上的成功之处是为学生就业创造条件。
该校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对学生就业必需的知识的传授，如现代财会业务以及计算机技术等课程。
该校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十分高。
　　德国科隆地区教育部在教育方面的特色是十分重视教师的严格挑选与培训。
并大力提高教师的待遇，使一些最优秀和最聪颖的人才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
　　这十所学校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教育的成功典范，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学校在各方面都非常强大
或者综合实力超越一般的学校，而在于它们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在某一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使
学校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特色赢得了教育的成功。
　　在苏州，我们多年来倡导学校办出学校特色，也形成了一批颇具个性的学校，如苏州城东中心小
学，虽名不见经传，但每个学生都会两种以上的民族乐器。
他们的学生与闵惠芬同台演出，为社区活动增光添彩，深受家长和社会的欢迎。
吴江屯村中心小学虽然没有漂亮的校舍，但每个孩子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
民族乐器和书法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从小就接触书法、练习书法，对他们人文
素养的形成，对他们日后精神生活的丰富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再如吴江的青云中学，以情感教育为特色，他们的学生甚至称老师为妈妈；桃园中学，以出色的管理
见长。
由于重视特色教育，两所学校都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增强了办学活力。
　　一所学校建立特色是非常重要的，特色教育往往是转变学校形象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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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第六中学原来是一所基础较差的老完中，办学水平较低，肖德生校长上任后，通过调研与思考
，决心在特色上下功夫。
他请来了大学艺术系与体育系的教授，办起了艺术与体育特色班，并在全校强化了艺术与体育的教学
。
很快，特色教育就取得了成效，现在该校已成为国家重点示范中学。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最佳，只有最特，最特就是最佳。
一所优秀的学校必然有其特色所在，优势所在，风格所在。
一所学校如果没有特色，就没有强劲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优势。
这就如同城市，大连的特色是城市建设，深圳的特色是高科技，温州的特色是民营经济，苏州的特色
是外向型经济。
它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知名城市。
当然，学校的特色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校长独特的教育理念的产物，是学校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
和确立的，当然，它同时又是建立在教师的特长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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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心目中的理想教师，是一个胸怀理想，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教师；是一个自信、自强，不断挑战
自我的教师；是一个善于合作，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是一个非常尊重他的同事，非常尊重他的领导
，非常善于调动帮助他成长的各方面因素的教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受学生尊敬的教师；是一个追求
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是一个善于学习、不断充实自我的教师；是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社
会责任感的教师；是一个坚韧、刚强，不向挫折弯腰的教师。
　　——朱永新　　今天，当我掩上《我的教育理想》，我不由得再一次走进内心深处，对自己是否
能有一个理想教师的灵魂做深刻的盘问⋯⋯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教育大师知识的渊博，对教育至
真的感悟与至纯的挚爱，他对新教育理想追求的高瞻远瞩，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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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震撼的教育名著，最感人的教育经典　　我心目中的理想教师，是一个胸怀理想，充满激情和
诗意的教师；是一个自信、自强，不断挑战自我的教师；是一个善于合作，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是
一个非常尊重他的同事，非常尊重他的领导，非常善于调动帮助他成长的各方面因素的教师；是一个
充满爱心，受学生尊敬的教师；是一个追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是一个善于学习、不断充实
自我的教师；是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教师；是一个坚韧、刚强，不向挫折弯腰的教
师。
　　——朱永新　　今天，当我掩上《我的教育理想》，我不由得再一次走进内心深处，对自己是否
能有一个理想教师的灵魂做深刻的盘问⋯⋯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教育大师知识的渊博，对教育至
真的感悟与至纯的挚爱，他对新教育理想追求的高瞻远瞩，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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