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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生命•实践”的教育智慧 

李政涛    转贴自：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4期 

        新基础教育”的探索，是从两篇文章和一个人开始的。 

       1994年4月，中国《教育参考》杂志发表了《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

的构建》，作者从对时代精神的分析入手，阐述了以“新人形象”为核

心的新教育理想。十年之后再看这篇文章，我们发现，这是一篇“新基

础教育”改革的宣言。 

       1997年9月， 中国的《教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另一篇

名为《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的文章，这是第一篇以生命的视角来探讨

教学活动的文章。许多学校将文章复印后 分发给教师，自发组织学习

和讨论。一些教师培训机构也把该文作为阅读教材。很快，不仅该文的

观点和内容被广泛传诵，而且题目本身也成为教师们的口头禅，成 为

许多致力于改革的校长和教师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的一

部分。同时，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也从中汲取灵感，作为自己言

说、思考的基础。作者 “叶澜”的名字，因此被更多的人记住。 

通过这两篇文章，叶澜和她引领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与实践，站在了

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台。这一“站”就是十年。 

       十年来，作为教育学学者和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叶澜的十年心路历

程，“新基础教育”的十年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以“民族——世界”

为横坐标、“生命——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叶澜的每一个思考，

“新基础教育”的每一步创造，都可以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和

考察。 

“新基础教育”改革启动伊始，正是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全面影响

和渗透中国教育的时候，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重复和循环，20世 纪末

的中国教育界又回到了世纪初的状况：大量介绍、引进国外的各种理论

及其实践，以此作为本国教育发展、教育学科发展的动力性支撑。这种

附和盲从的现象也 蔓延到学校教育与管理领域，以基于西方教育思想

者和教育者的体验和感受作为指导自身学校发展的现象并不鲜见。而此

时的中国基础教育，依然如同一张堆满了难 题的试卷。答题者充满了

焦虑，蜕变的自觉也鲜明可见，虽然满耳朵回响着西方教授的声音，但

脚下的实践却依旧缺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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