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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乐之》

内容概要

本书是“李秀伟课程教学改进文集”之四。全书共有七章，分别为：问道、立人、返璞、怀德、卓越
、知和、涵化。作者根据二十年的教学经验，以亲身经历的、看到的教育实践来反思教育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该书将落脚点回归教学的主体——学生，通过分析教学过程设计、教学环境、教
师等因素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说明了情感对于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强调了教学应该应树
立学生中心地位的理念，探讨了如何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去提高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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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秀伟，山东省齐鲁师范学院、山东省基础教育课程中心教研员，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研究，兼及语
文、道德教育的课程与教材研究。主要著作有《教育言无言》（2009年10月专业畅销书榜第六位）《
教育言无邪》《唤醒情感——情境体验教学研究》《教师成长——寻求自我超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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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论   超越医治
第一章  问道
学生的综合发展并不是难题，而是因外铄条件而泛化的困境。“立德树人”，这是普遍性的，道德因
人的存在而有意义。作为 一种社会规范意识下的教育观，必须而且只能存在于人的观念与意识之中⋯
⋯
一、我本是爱国者
二、何以不沉默？
三、情归何处？
四、仅仅是科学精神？
五、呈现道德总则
示例：默会于无形
第二章  立人
立人意味着传承，要创新。学生则会在传承与创新的教育中经历适应和超越相互伴随的过程。传承的
水平以及创新的程度都依赖于学生的学习状态，那么，什么样的学习状态才更有利于创新这一理想的
教育价值的实现呢？⋯⋯
一、人何以被冷落？
二、我在哪里？
三、为什么不想当解放军了？
四、仅仅是“一个人在家”吗？
五、能陪学生走多远？
六、人格决定发展
示例：区域经典读写模型
第三章 返璞
教育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在生态学的视野之下可以从更为本原的角度构建具有生命意蕴的生
态化教育。教育走向生态化的平衡，实现教育主体因素、精神因素和环境因素间的协调统一⋯⋯
一、制约学生的是什么?
二、政策环境的道德关注
三、文化环境的情感挖掘
四、经济环境的情感正名
五、传媒环境的情感选择
六、人际环境的情感效应
示例：遵循自然的定律
第四章  怀德
⋯⋯德育适应学生主体的价值选择，适应学生主体的身心体验，适应学生主体的生命审美，适应学生
主体存在的类特征而以分享互动为特征，更重要的是德育在方法上关注有差异的每个生命个体。
一、回到“人” 的尝试
二、道德教育的情感模型
三、“美”的德育
四、“体验”的德育
五、“分享”的德育
六、“价值澄清”的德育
七、“特殊关注”的德育
示例：诗意唤醒的童年
第五章  卓越
即便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将义务教育的诸多领域和实现目
标统一纳入到“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这一个主题之下，我们是否意识到了：仅仅是减轻负担吗？
如果价值可以拓展，路径该如何寻求呢？一、关于作业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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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业多了，什么少了？
三、如果有了兴趣？
四、升华境界
五、呵护生命之烂漫
示例：素质教育的答案
第六章  知和
⋯⋯如果我们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那么，教师是怎样的，学生是怎样的，教育才是怎样的。
关系由学生来创造，然而，事实如此吗？教育过程中的组织评价、测量、考试是怎样与学生的生命相
关联的呢？
一、班级不是一个人
二、作为存在的组织性
三、还原一个理性的评价
四、当考试成为手段
示例：规则并不唯一
第七章  涵化
维特根斯坦坚定地认为：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尘土。可是，精神将浮游于尘土
之上。即便是成为一堆尘土，文化也因为精神的力量而存在，精神却是属于人的，思考和探究文化的
唯一路径就是人本身。⋯⋯
一、原来我并非有文化
二、校长话语到“学校精神气质”
三、情感触动文化
四、欣赏的审美感
五、文化的实践模型
示例：“最高学府的文化大义”
余论  谁在“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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