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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前言

　　后记　　在《王尚文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里，我谈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根本性的
问题：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完全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改革，缺乏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制约，这就必然导
致长官意志下的形式主义和易走极端。但在观察中国教育的现状时，我又发现，在基层教育第一线的
老师中，这些年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比例很小、绝对量却不少的“真正的教师”--这是我概括出的一
个概念，以和那些混日子的“不合格的教师”和追名逐利、吃改革饭的“伪教师”相区别。这些真正
的教师，他们都是教育理想主义者，又是具有行动力和创造力的教育实践者，他们正在默默推动一场
“静悄悄的教育变革”。这样的民间变革力量本应成为教育改革的基础和动力，但他们都是教育思想
者，就因为其远离权势的独立性而被视为异端，有的甚至遭到排斥和打压。我因此提出，中国的教育
和改革“究竟依靠谁”的问题：是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教师，还是唯利、唯上的
伪教师，将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中国教育的命运。我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营造扬善抑恶、宽容、宽松
的教育环境”的问题，期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说的真正的教师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发展空
间。　　中国教育改革又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滞后的单项突进的改革，其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
干预，或难以推进或变形，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我要超越教育言教育的原因所在。但身在教育
之中的老师们却不能超越，他们必须在体制不变的现状下做有限的努力和挣扎。这是中国一切还在坚
守教育理想主义的真正的教师和我这样的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所必须正视、面对的现实。于是，就有
了收入本书对“教育者的黑暗--教育的黑暗--社会的黑暗--存在的黑暗”的追问和揭示。问题是：我们
如何在黑暗中坚守？在交流和讨论中，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我在为母校南师附中的王雷老师的书
所写的序言里所提出的：“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我始终认为，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对中国的
改革，也包括教育改革，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的；而善于在现行体制下寻求发展空间的智慧，则是能
够坚持韧性改革的必要条件。　　以上两个方面的思考，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简言之，就是期待
“真正的教师”，以“韧性精神与智慧”，在教学第一线进行“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从上好每堂课
开始，从帮助每一个孩子开始：这是在当下中国教育大环境没有根本改变之前，每一个有教育责任感
的教师，唯一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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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怎么了？中国教育怎么办？”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超越教育而言教育”，内心深处始终
情系教育。本书即为其对中国当下教育的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全书首辑历陈作者参与中国教育的所
见、所闻、所感、所思，展示“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次辑进一步提炼“真正的教师”坚守的韧性
与智慧。作者长期对中国教育保持清醒的思考与批判，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并有力地推
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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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作者简介

钱理群 l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他
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
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
生传承五四真精神，本着“接着鲁迅往下讲”的觉识，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
中国优秀的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
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
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
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
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
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致青年朋友》、《活着的理由》等等。主编大
型丛书多部，其中以《新语文读本》影响最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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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书籍目录

辑一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关于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坚守，需要韧性和智慧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一项“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
“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
语文教育座谈会追忆
重新认识打工子弟教育
应该倾听学生的声音
辑二 真正的教师
让真正的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依靠对象
“教育思想者”丛书总序
“底层教师的声音”丛书总序
他在进行决定中国教育命运的“静悄悄的变革”
共同营造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环境
附：中学老师写“万言书”，希望教育不要沉沦下去
直面存在困境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日常教学的琐细中隐含着深长的教育意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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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精彩短评

1、主要是写中小学语文教师的，离我远了点
2、字不多的一本书，一口气看完了。没有什么方法的指导，但也不全是高深的理论，钱先生说出了
太多我想说的话，我很欣慰的找到了共鸣。算是给那些像我一样迷茫的教书匠们点亮一盏灯吧，推荐
给所有教育同仁尤其是语文老师
3、作为在应试教育中成长的一代，看到这本书醍醐灌顶。“应试”已经成为这个民族内化的需要，
成人以自己的价值观提前支取了孩子们的快乐和生存质量，鲜活的精神不再是家长们需要或者关注的
东西。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也确实是这样。
4、水平还是差，跟不上钱先生的语言，不过我同意其中的大部分观点。我会把这本书送给最需要的
人，让钱先生践行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忽然想起一句玩笑话，钱老师自从进入教育，也适用那句经
典的名言：和平演变要从娃娃抓起。
5、书中对选取了现在几位教育前言人对教育的革新~对于我却有新的想法~~教育也许真的不是一场自
上而下的运动，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新~~
6、搞教育，还是得有点理想主义
7、教育_给我方向，也让我迷失。
8、从小学教育起，学习的目的从来都是争高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这
样的安排自有其合理性，但现在的状况是一边倒，完全忽视素质教育，因此在分数决定一切、标准化
答案扼杀独立思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和过早进行专门化学习而缺乏人文精神培育的教育环境下，
学校培养出来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能不让钱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忧心。教育行政化、
家长望子成龙（满分即龙）的心态以及应试体制下的学生本身构成了改革的重重阻力。但困难不等于
不可能，行政部门声称关注素质教育（如果应试体制不变，成效存疑）、一些基层教师进行的“立人
”教育（即“静悄悄的教育变革”）和热心教育的人士大力推动改革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在大环境
下仅存的狭缝中顽强生存、与同道者遥相呼应的理想主义者们应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9、最近复习完庄子的《庖丁解牛》，文中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我觉得，一个老师也是如此
。因为追求这份道，所以才有了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的结果。
10、既有一线教师的教学思考，也有教育研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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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精彩书评

1、真正的教育与真正的教师——读钱理群的《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禾刀已故的著名现代教育家
、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在《郑译&lt;教育之科学的研究&gt;》一书中指出，要“把教育当做一种科学
的研究”。这一点，长期关注国内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基层教育事业的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是极力赞同
的。并秉持此理念，长期坚持探索国内基层教育的改革问题，所以才有了这部《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本书收集了钱理群先生近年来关于基层教育的诸多作品，大体上看，主要讲了两大方面的问题，
一是教育的求真，二是教师的求真。之所以要求真，就是因为当前的教育机制和教师队伍存在太多不
太正常的现象，一些“不合格的教育”正在误导学生的前程，一些在“不合格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
年轻人为人师后，居然仍视“不合格的教育”为圭臬。就“不合格教育”现象，钱老的归纳深刻而又
透彻，“他们的不合格，不仅是业务水平，更是精神状态：他们不是为追求意义和学生成长而从事教
育，而是在混饭吃”。实际真正的教育，就必须在教育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但谈何容易。众所周知
的眼见事实是，素质教育口号提了许多年，但年复一年，依旧只见应试教育的“硝烟弥漫”，教师、
家长、学生对百病丛生的应试教育边骂声载道，边热火朝天地投入新的“战斗”。与此“相映生辉”
的是，经修订后于2006年9月1日生效的《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虽然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
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从法律角度看，义教阶段的重点学校和重点
办六年前便应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时至今日，各地打着“实验”、“中心”、“示范”等旗号的
重点学校依然屡见不鲜，扛着“实验”、“提高”、“快班”、“创新”等名头的重点班更是司空见
惯。由此以来，择校风依然屡见不鲜，尽管各地文件撂文件，一再语气坚定地重申禁止滥收费，但限
于重点学校的僧多粥少，表面上的收费或许不似过去那般猖獗，但私下里又怎么可能斩得断利益关系
呢？否则，又怎可控制得住那人托人，条子撂条子的说客呢？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把教育建设投资当
成拉动GDP增长的单纯项目，尽管盲目并校弊病重重，但一些动辄上千或数千的超大规模学校竟相出
笼。盲目并校表面上改善了教学条件，但同时将一些学生“逼”上了求学路上的漫漫征途。近年来，
一些地方接连发生的校车重大伤亡事故，便是血淋淋的教训。其实，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
均衡教育资源，实现公平分配布置。只是这样一来，习惯集中资源浓缩“拳头教育”典型的教育部门
，会否因此而变得不知所措。提到教育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语文教育，这也是钱老极其关注的重
点。钱老借为王雷老师作序，道出了语文教育必须做到这样四个“坚守”：一是坚守基础语文教育的
“人性”；二是坚守语文教育的“诗性”；三是坚守语文教育的“生活性”；四是坚守语文教育的“
书卷气”。在具体教育方法上，钱老特别指出，语文教学的过程，其实是老师与学生一起读书、交流
的过程。也就是讲，真正的语文教育，绝非填鸭式灌输，而是在尊重中循循善诱。也不难看出，教育
水平的真正彰显，既取决于宏观教育政策的改革进步，也与教师自身素质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也所
以，钱老秉持鲁迅“要真正认识中国，必须‘自己去看地底下’”的思想，坚持长期关注跟踪基层教
育动向，从基层一线实践中努力探寻教育创新改革的灵光。一方面，钱老在2004年、2005年，连续两
年到三所中学去为中生学开设“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通过个人实践，努力摸索感知基层教育的实
际状况，尤其是获取基层老师、学生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他广交五湖四海的基层教师朋友，在关
注基层教育问题的同时，积极为基层教师的努力鼓与呼。本书中，钱老重点提到的基层教师有：四川
边远山区中学老师李国斌，西安的中学老师杨林柯，湖北仙桃的中学语文教师梁卫星，小学一年级语
文教师许丽芬⋯⋯实际上，在此前的《做教师真难，真好》和《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两本书里，他
还总结了十位真正的教师的教育思想与经验。这些教师中既有来自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
有长年工作在中西部的偏远县城甚至是僻静山村。正是因为常年与许多工作在基层教育一线的教师保
持密切联系，所以钱老对基层教育现状看得极其真切，对基层教师队伍的思考尤为深刻。针对国内教
师群体，钱老深思熟虑后认真地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教师”的概念，认为这些“真正的教师”，“他
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体现了教育的本性、本质，教育的良知，而且体现了我们正在推进的教育
改革的基本精神”。相较于全国教师群体，这些教师的数量确实太过稀少，力量太过单薄。但另一方
面，他们因为信守着纯朴的教育理念，常常在领导、同事乃至一些家长的质疑与阻挠声中，努力迈开
创新与尝试的沉重脚步。真正的教育离不开真正的教师，虽然不能否定真正的教师所作出的那些富有
成效的努力，但真正的教师能否得以辈出，往往取决于真正的教育营造的良好环境。这当是本书给读
者的最大启迪。书名：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作者: 钱理群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2-6定价:￥
1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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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章节试读

1、《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的笔记-第118页

        中小学教师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是在于能够成为学生童年记忆中最温暖、最光明的那个
瞬间，我称之为“神圣的瞬间”。

2、《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的笔记-第133页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
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和幸福不断之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
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值期的，六十岁你能回到十六岁吗？用什么合乎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
量？

3、《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的笔记-第30页

        语文应该怎么学？多读多思考，多说多练笔，仅此而已，哪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

语文教育其实就是三件事：读书、思考、写作，打下基础，养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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