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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前言

　　读教育学著作，我最怕读到诸如“后×X主义”、“结构效度”、“认知编码”、“心理复合体
”之类深奥、晦涩的名词术语——也许这些术语本身是科学的，但无奈我一看就头疼，因而连书也索
性丢在一边。而且，我敢说，这种心灵的折磨不只我独有，恐怕许多第一线的教师都有过类似的自卑
体验。　　而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是例外。相信绝大多数读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把整个
心灵献给孩子》、《帕夫雷什中学》、《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要相信孩子》等著作的人，都
会惊叹：“原来教育学理论居然还可以写得这样平易而富有魅力！”　　是的，苏霍姆林斯基和他的
著作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是因为作者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平民教育家”。　　瓦·
阿·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乌克兰人。第一次走上讲台时，他年仅17岁。然而，这不妨碍
他向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挥洒自己赤诚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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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内容概要

《追随苏霍姆林斯基》共分三辑：第一辑，介绍了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的
教育思想；第二辑，收录了2004年11月，作者出席“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传承和学校教育改革”
国际研讨会的日记；第三辑，收录了2008年9月，作者赴乌克兰出席纪念苏霍姆林斯基九十诞辰国际学
术研讨会，零距离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日记。苏霍姆林斯基和他的著作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鼓舞
了几代中国教师的成长。《追随苏霍姆林斯基》记述了李镇西老师27年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的历程。读
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位中国的普通教师如何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影响下，成长为特级教师、教育专家的。
《追随苏霍姆林斯基》并收录了2008年9月，作者赴乌克兰出席纪念苏霍姆林斯基九十诞辰国际学术研
讨会，零距离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日记。文字鲜活，启人良多。《追随苏霍姆林斯基》是教师深
入认识苏霍姆林斯基的优秀读物，也是中国教师专业成长的极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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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作者简介

李镇西，1958年生。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兼班主任，成都市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四川
省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出版有《爱心与教育》《教有所思》《听李镇西老师讲课》《做最好的家长》《做最好的老师》
《做最好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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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书籍目录

自序  苏霍姆林斯基的魅力第一辑  穿行于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森林  一 最初的“启蒙”    第一缕霞光    
心灵的拥抱    “痴迷”的岁月  二 对孩子的爱、尊重和信任    重新打量我的学生    善待“透明的露珠”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三 大师对我说⋯⋯    “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人的充分表现，这既
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学习只是学生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
育”    “爱别人是培养为祖国服务的爱国主义花朵的沃土。”    “爱情，是对人道主义的最严峻考试
。”  四 相聚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下面    从心里流出的文字    慎言“超越”    终于来到北京    专家云
集的盛会    我的大会发言    苏霍姆林斯卡娅对我的鼓励    “因为我们都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呀！
”第二辑  又见苏霍姆林斯卡娅——江阴日记选  一 2004年11月9日    走进华士实验学校    在苏霍姆林斯
基纪念馆  二 2004年11月10日    聆听专家报告    “追求充满人性的教育”    和卡娅交谈    与巴傅雷什中
学“建交”    学生的信感动了卡娅  三 2004年11月11日    智慧的声音    采访伦达克    遗憾的早退    “我
坚信，你们将会成长为真正的人”第三辑  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乡——乌克兰日记  一 2008年9月23日
   踏上“朝圣”的路途    《青铜葵花》伴着我    海关受阻  二 2008年9月24日    在“教师之家”    去基洛
夫格勒  三 2008年9月25日    “夏蓝天”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注视下    意外的获奖    “如果你不爱孩子，
你就从事别的职业吧！”    “我和你，心连心”  四 2008年9月26日    朴素的巴甫雷什中学    “他是一个
平凡伟大的人！”    不尽的思念    在巴甫雷什中学午餐    森林中的学校    今夜星光灿烂  五 2008年9月27
日    第一次看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影像    “人性在废墟中闪光！”    “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    别致的晚
餐  六 2008年9月28日    参观苏霍姆林斯基中学    和彼得洛维奇聊天  七 2008年9月29日    来到雅尔塔    巨
人安排历史    “铁的手腕”    突然想到“八一九”    如果苏霍姆林斯基健在⋯⋯  八 2008年9月30日    令
人惊叹的诚信    思绪如风飞扬。    今天，我们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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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章节摘录

　　第一辑　穿行于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森林　　一　最初的启蒙　　对我比较熟悉的人，常常会从
我的文字里读到一个名字：苏霍姆林斯基。在我的教育论文中，被引证最多的教育家，除了陶行知，
便是苏霍姆林斯基。　　对于陶行知，一般读者都很熟悉，对他的教育名言的引述，从未引起朋友们
的不解。但苏霍姆林斯基则不同，他是苏联的教育家，我对他的教育观点的引用，常常使一些朋友疑
惑：那么多教育家，你为什么单单看中了这么一个外国人？　　说“单单看重”有点夸张，但我对苏
霍姆林斯基的推崇远远强烈于对一般教育家的注重，以至现在有不少朋友说我是“苏霍姆林斯基迷”
、“言必称苏霍姆林斯基”。对此，我从来都不予以否认，而且，我还曾在《爱心与教育》一书的引
言中自豪地宣称：“从我第一次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开始，我就成了苏霍姆林斯基
的‘追星族’。”　　第一缕霞光　　我读大学时是很不喜欢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不单单是因为
这些课程的教材枯燥、乏味，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一厢情愿地做着我的文学梦，自以为以后是“当作
家的料”，那些教育学、心理学与我何干？所以，每次上这样的课，我多半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写自
己的所谓“朦胧诗”。　　这种“惯性”甚至持续到我已经被分配到乐山一中——在参加工作最初的
一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想过要读什么经典教育学著作。　　因此，当“苏霍姆林斯基”这6个字第一
次映入我眼帘时，自然被我冷落了——1982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郝小江宿舍里
闲聊时，他热情地向我推荐⋯本名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书，我仅仅瞥了一眼作者的名字——
苏霍姆林斯基——觉得这个“名字”十分拗口（十几年后我才搞清楚，这其实不是名而是姓），我便
翻都懒得翻了！　　谁知不久，我竟主动追求起苏霍姆林斯基了。　　那是我出手打了一个学生之后
，被校长狠狠批评了一顿，叫我“好好想想”。当时，年轻气盛的我顶撞道：“我早就想过了，没有
什么可想的！”其实，我当时何曾不知道教师打学生是极其不对的？只是嘴硬罢了。在那一段日子里
，我心里十分难受：不是对自己的错误后悔莫及，而是对自己的性格是否适合当教师产生了怀疑与自
卑。　　星期天，我去逛书店。在玻璃书柜中（那时还不兴开架售书），我看到了一本薄薄的书：《
要相信孩子》。也许是这个朴素而亲切的书名吸引了我，我立即请营业员把书给我翻翻。翻了几页，
我便被它极其平易而又极其流畅的文笔所打动。一看定价：0.32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
书。　　我是在一个晚上，一气呵成地读完这本小册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书中的每一
个观点和当时我具体的心理活动，但是，阅读过程中有一个细节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大脑里——当
读到书中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观点时，我激动万分，竟情不自禁地从书桌前猛地站了起来，脑袋?下撞
着了悬在上方的一盏25瓦的白炽灯，灯盏剧烈地摇晃起来，昏黄灯光下所有的影子都在摇晃，整个屋
子仿佛都在旋转⋯⋯而我却有一种“陶醉”的感觉。　　书中那个令我激动的观点是——　　我们的
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　　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
此，教师的责任首先　　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　　最后排
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这个观点在我以后的教育历程中，不但被我在文章中反复引证，而且还成
了我至今坚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本来我足在苦闷的心境中打开苏霍姆林斯基这本小册子的，但当
我在那个夜晚合上这本书后，我的心中已曙光初露，霞光万道！　　这本书，并没有具体的某一句话
是针对我打学生这个错误而说的，但全书的灵魂——对孩子的爱和信任——不但使我认识的深刻程度
远远超越了“打学生”这个具体的错误，而且使我第一次开始积极地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我的学生和
我的教育。正是苏霍姆林斯基这位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告诉我——　　人
性，这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对我的启蒙。我以后十几年关于民主教育的思考
和探索都是从这个朴素的观点开始的。　　所以，我在《爱心与教育》的引言中写道：“可以说，苏
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在我教育生涯的早晨投下的第一缕金色的霞光。”　　心灵的拥抱　　从此，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所能买到或借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给教师的
建议》、《帕夫雷什中学》、《关于人的思考》、《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怎样培养真正的人》
、《少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论劳动教育》、《爱情的教育》、《家长教育学》、《育人三部曲
》、《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做人的故事》、《给女儿的信》、《给儿子的信》⋯⋯直到我最近
读的《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我用整个心灵拥抱苏霍姆林斯基。渐渐地，我了解到苏霍姆林斯基
的生平事迹。于是，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我似乎能够感受到他的音容笑貌，甚至
能够听到他的心脏的跳动——　　作为饮誉全球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首先是一位充满童心的真诚
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名字是和他创办的帕夫雷什中学联系在一起的。苏霍姆林斯基每天的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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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是这样的：凌晨5点钟就起来写教育日记，一直写到8点钟。然后，他便来到校门口，以亲切慈祥的笑
容迎接每一位上学的孩子。学校上课期间，在校长办公室里是很难找到苏霍姆林斯基的，不过，在教
室里、体育馆里、学校养蜂场或教研组会议上倒是町以见到他。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又来到校门
口，以眷恋的目光送每一个孩子回家⋯⋯在帕夫雷什中学，每一个学生都不怕校长；相反，苏霍姆林
斯基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有一群孩子围上来和他说笑。　　看着他那精力充沛、仿佛永远年轻的身
影，人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长期受着伤病折磨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曾以连政治指导员的身份奔赴反法
西斯战场，因身负重伤而被抬下战场，两块弹片一直残留在他的胸部。尽管这样，他仍然一刻不停地
从事着教育实践与教育科研，因为他实在太爱他的学生了。为了直接与孩子打交道，他放弃教育局长
的职位，而甘愿当一名校长和教师——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他还一直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负责教学
工作。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在教室中给他们上课，在假日里带领他们去郊游，他甚至还和学生一起去
荒无人烟的小岛探险。他称学校的每一个学生为“我的孩子”。正是由于他几乎整天都和孩子泡在一
起，所以他对孩子们了如指掌。他甚至长期观察并跟踪记录了3700多位学生的成长历程。　　1970年9
月2日，还不到52岁的苏霍姆林斯基因残留在胸部的弹片侵入心脏旁那根主要的血管而导致心脏病突发
，不幸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怀念他的孩子们，渴望回到学校去，同孩子们在一起，
听孩子们的笑声。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给后来的教育者留下了40多部专著、600多篇论
文、1000多篇小说和童话故事。他的著作被称为“教育百科全书”。　　这位伟大而充满童心的教育
家，在其晚年著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前言中这样深情地写道：“在一所农村学校身不离校地
工作32年，这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孩子们，所以考虑很久之后给这本
书题名叫‘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认为，我是有这个权利的。⋯⋯我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爱孩子。”　　苏霍姆林斯基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走进了我的心灵⋯⋯　
　“痴迷”的岁月　　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的确是我最“痴迷”苏
霍姆林斯基的岁月。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是的，我不否认我的确是在用整
个心灵拥抱苏霍姆林斯基，因为在我的眼里，苏霍姆林斯基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我曾经在三峡旅游
的轮船上进入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心中激起的感情潮水随长江的波涛一起翻滚；我曾
经坐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边守候病中的妻子一边和苏霍姆林斯基一起进行“关于人的思考”——夜深
人静的午夜时分，整个宇宙似乎只有我和苏霍姆林斯基在倾心交谈⋯⋯这种体验不知有过多少次了，
但每一次都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惬意：当我打开他的书时，一股亲切而温馨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耳畔似
乎响起了一位慈爱长者诚恳的忠告和叮咛；而当我关上书时，思想的晴空万里无云，我的思维的翅膀
会继续沿着被苏霍姆林斯基所照亮的航程自由自在地飞翔⋯⋯多少次我甚至痴痴地幻想：如果能亲赴
帕夫雷什中学见一见我所崇敬的这位教育导师，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现在想起来感到颇为
有趣的是，那时我不但自己迷恋苏霍姆林斯基，而且还“专横”地向我周围的年轻同行们推荐。当时
，我担任乐山一中教工团支部书记，于是，便“独裁”了一回：自作主张地从天津人民出版社邮购了
二十来本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著《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所有团员教师人手一册。　　在我接触苏霍
姆林斯基的著作之初，我就有意识地学习他：学习他对学生的挚爱，学习他对教育的执著，包括学习
他坚持不懈地写“教育手记”。后来我在写有关教育论文或著作时，行文风格也散发着一股浓浓的“
苏霍姆林斯基味儿”——夹叙夹议，以情动人，将自己对教育的思考融会于一个个教育故事之中；甚
至我的第一本专著《给中学生的一百封信》，在体例和书名上都是在模仿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
一百条建议》⋯⋯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年龄决定了我不太容易像当年那么“狂热”了，我对苏
霍姆林斯基的认识当然也更理智更全面，但就感情而言，我对苏霍姆林斯基的爱，依然没变。　　我
常常想起那本薄薄的《要相信孩子》。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同事借阅的过程中丢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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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追随苏霍姆林斯基，一直到今天，这是我的“神圣之旅”。我徜徉在情感
的无边原野，飞翔在思想的万里睛空，品味着一首首灿烂的教育诗篇，观赏着一片片绚丽的人文风景
。　　——李镇西

Page 8



《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精彩短评

1、冲着李镇西的名字买了这本书，要追随苏大师还是要看他本人的著作，李大师的经历仅供参考。
2、从书中可以看出一个教育者对苏霍姆林斯基的热爱与追随，让人看了以后特别想了解苏到底是怎
样的一个教育者。。。。
3、文字优美，以记事为主。
4、对苏霍姆林斯基有了更深的了解
5、李老师的书无条件阅读
6、谢谢我们的李镇西老师，让我们懂得做教育的即要教书又要育人，要用心教育！
7、一直挺喜欢李镇西老师的书,比较实在
8、我们也要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9、通俗易懂，看得很快就和读小说一样，点燃了对教育的热情与信心，推荐刚当老师或者有志于教
育的人读读，很佩服敢于实践的人
10、大夏书系·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11、专业人士，应该好好阅读
12、老师取经
13、李镇西的书写得就是好，介绍了李镇西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的心路历程。
14、质量不用说，李老师写的书非常好，书中记载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经典言论和李老师追随过程中发
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感悟。语文诙谐幽默，又不失高度，非常喜欢。
15、李镇西，一位普通的中国教师，在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的路途上，教育信念渐坚定，教育目标渐明
晰，教育心灵得安顿。追随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个教育者的心灵朝圣之旅。作者这样叙述他的这段旅
程：“第一，2008年秋天，我前往苏霍姆林斯基故乡，走进巴甫雷什中学，是‘神圣之旅’。第二
，1982年春天我参加工作，27年来我穿行于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著作之林，追随大师，是‘神圣之旅’
；第三，1978年春天，迈进了师范大学的校门，选择了教育作为我的职业，直到人生的终点，这是‘
神圣之旅’⋯⋯在我心中，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的确是’神圣之旅’。”这样的旅程，与其说是在现
实中走进苏霍姆林斯基，不如说是在与苏霍姆林斯基神交的过程中，作者神圣的教育信仰逐渐形成。
苏霍姆林斯基与李镇西，两个同样躬耕于教育园地的教育者，跨越时空进行精神上的对话，“苏霍姆
林斯基是人，不是神”，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的过程，是作者对自己逐渐形成的教育信仰的朝圣。经由
苏霍姆林斯基，李镇西安顿于自己的教育信仰。《追随苏霍姆林斯基》，是作者心底流出的文字。
16、作者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想更好的了解教育，还是看苏霍姆林斯基的原著比较好！
作者是位校长，教语文的，文笔还行。感觉图片太多余，是要作秀吗？弄那么多无聊的图片干什么？
还有很多更好的书可以看，大家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本书上面了！
《周国平论教育》，《做教师真难，真好》这都是要比这本书好n倍的，里面都有作者深刻的思考和
见解，而不是简单的追随者！
17、向名师学习，有很大收获。
18、追随苏霍姆林斯基，感动你我
19、和伟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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