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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钟秉林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

本质是生命的教育。而教育的目

的是什么？是培养全面而有个性

发展的人。我们讲人生、讲生命

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为社会

作出贡献的时候，能够实现更多

自我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教

育的目的与人生的目标是高度统

一的。我认为这是李金初教育理

念的核心。

我觉得这套书反映了一个特

点，就是把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

与教育实践、中小学教育教学改

革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

在实践当中产生了成效，这是难

能可贵的。某种意义上说，一个

好校长，代表了一所好学校。我

们要有更多的校长能够通过自己

的努力，成就更多的好学校。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

家总督学顾问 陶西平

多年来，李金初始终站在教

育改革前沿，致力于探索我国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道路，他既着

力于从宏观方面探讨教育的本

质、规律，体现了课程体系的建

设、课程标准的制定，更着力于

教育实践，探索并积累了从幼儿

教育到 K12 教育的系统改革经

验，并且投入乡村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

李金初年已八旬，但始终朝

气蓬勃、充满活力，为教育的昨

天、今天、明天，坚持不懈奉献自

己全部的精力与智慧，他的教育

人生是中国教育家的生动写照。

■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

教授 林崇德

《人生中心教育》系列丛书是

李金初从教 50 多年来的感悟，是

他近 40 年管理经验的凝练，更是

一位中国教育改革家理论的展示。

人生中心教育论是李金初的

首创，这个命题具有原创性、民族

性、时代性、根本性的特点，其核

心定位教育的作用是教人做人、

教人做事、教人生活，以实现美好

的人生，这正是教育的本质。同

时，人生中心教育与核心素养一

样，都是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人

生中心教育论提出的所有观点，

都体现了学生的核心素养问题。

本报讯（记者 康丽） 5月 8日，著

名校长、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董事长李

金初新著《人生中心教育》系列丛书发

布会暨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

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中国民办

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北京市委原副

书记、中共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龙新

民，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天保，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研究课题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

资深教授林崇德，原国家副总督学、中

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郭振有等专家以

及来自北京、天津、湖南、辽宁等地的

中小学校长、教师近 200人与会。

发布会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师范

大学校友会、《基础教育论坛》杂志社、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北京市建华实

验学校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以“为了

祖国教育的明天”为主题，旨在推广

《人生中心教育》这部中国本土生长出

来的教育学。

《人生中心教育》丛书作者李金

初是我国基础教育界的知名校长、教

育专家，196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市十一学校原校长，现为北

京市建华实验学校董事长。发布会

上，李金初讲述了“人生中心教育”的

由来和成书过程。在逾 50 年教育实

践、创新与研究的基础上，李金初率

先在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提出“人生

中心教育论”，构建起“人生中心教

育”体系。

李金初表示，教育应当以人生为

中心；任何人终其一生，有且只有三项

内容，即做人、做事、生活；教育的作用

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做事、教人生活。

然而人生是多种多样的，“人生中心教

育”主张优秀做人、成功做事、幸福生

活，即实现美好人生，它涵盖了优秀品

格、成功能力和幸福心境，这正是教育

的本位价值。

“生命教育就是要还原教育的本

质，提高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读

这部著作，我仿佛是读了一部活的教育

学教科书。”顾明远表示。

据悉，“人生中心教育”主张以“自

创性”作为中国教育与课程的根源点，

选择美好人生基本素养作为目标点，

进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使教育方

针更好实现的人生中心教育课程理论

和课程体系，在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开展长达近 10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取

得了显著成效。

从 1989 年春天开始我就认识了李金初，

至今已经整整30年。我亲眼见证了北京市十

一学校的变化。当初十一学校在海淀区是一

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到 2000 年的时候已经

非常有名。短短十几年时间，为什么学校会发

生这么大的变化？李金初校长功不可没。

首先，李金初有深厚的教育情怀。他有一

句名言，平生只想办好一所学校。他其实办了

两所学校，一所是北京市十一学校，一所是北

京市建华实验学校。他对教育充满了梦想，也

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这是做校长最重要的事

情。我去过许多学校，见过许多校长，有些校

长没有思路，按部就班，领导怎么布置就怎么

做，这样的学校很难发展。但是李金初不一

样，他充满了激情，很有理想。

其次，李金初有创新的改革思想。当时的

北京市十一学校有很好的资源，但怎么把它变

成一所一流的学校，出路就是改革。李金初认

为改革需要进行思想的转变，没有教育思想的

领先一步，就没有后续的教育改革。20世纪90

年代，他充分分析了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形势，研究分析了学校的历史、传统与现实

条件后，为学校选择了一条以改革促发展的道

路，提出学校国有、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

主的办学思路，同时从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引进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彻

底改变了学校教师队伍的构成，为学校发展奠

定了人力资源基础。正是这样的改革思想与实

践，把十一学校引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再次，李金初有真抓教学的具体方法。学

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李金初认为校长必须亲

自抓教学，亲自走进课堂听课，组织教师互相

听课评课，组织专家听课评课。为了提高青年

教师的业务水平，他提出在教师中开办研究生

班，当时是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十一学校

联合举办在职教师研究生班，属全国首创，这

也是十一学校为自己也为全国教师专业发展

开拓新路径。

总的来说，李金初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教

育实践家。他在改革学校条件的同时，抓住体

制改革与学校改革两条线，坚持为社会经济发

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而且在怎样培养人才问题上敢于改革，在教学

模式、学生评价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实验，探索

适合十一学校自身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

2008年李金初退休，但“退而不休”，办起一所

民办学校建华实验学校，短短几年成为家长趋

之若鹜的学校。

李金初从教 50 多年来，在教育思想上不

断探索，近年来又提出了“人生中心教育”理

念，在古稀之年读起了哲学，寻求“人生中心教

育”理念的基础。他的“人生中心教育”理念不

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应用在实践中，他与师

生一起讨论人生、讨论生命、规划生涯，在理论

探索与经验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人生中心

教育》这部系列丛书。所以，这套丛书是李金

初教育理论与实践集大成的著作，不仅汇集了

李金初一生的教育情怀与办学经历，也反映了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的伟大成绩。没有

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市十一学校与

建华实验学校，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两所学校取

得的教育成就。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 55 年，长时间实践

教育，也长时间思考教育。我对中国教育既存

在着骄傲，也存在着忧虑。我以前曾发表文

章，认为中国缺乏自己原创的教育理论，也缺

乏像袁隆平那样将理论研究与实践高度结合

的教育家，我们教育理论的研究体系存在一些

问题。

作为理论研究的学者、教授、专家，长时间

更多集中在象牙塔里，缺乏实践基地或者实践

研究，而作为实践工作者的校长或者教师，终

日在实践一线，缺乏理论研究，甚至是理论学

习。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很难产生教育理论

与原创。

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创新，尤其需

要原创，包括理论原创、课程原创、实践原创，

我们需要寻找中国课程的基因与根源点，我们

需要建设覆盖全人类空间、确保全面发展的全

课程体系，我们需要建立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

落地的教育目标理论，我们需要建设全新的具

有民族性、独立性、创造性、现代性的中国课

程，我们需要采用适合学生发展或创造的课程

方式，等等。

事实证明，群众中存在无穷的创造性，

实践者有着巨大的创造力。这些年，建华实

验学校教学研究与实践团队作出了很有价

值的研究，作为老教育人，在过去的实践中

我也扮演了一次教育理论与课程创新者的

角色，这是我应该履行的责任，也是为了实

现我长久的心愿。

我很幸运，我有许多研究与创造的优质条

件。首先我工作在崇尚教育创造的国家与鼓

励创造的时代，我有许多创造的政策、空间与

资源可以利用。其次，我工作在北京的海淀

区，这是教育的热土，有许多支持我教育创造

的领导、专家、学者、校长与朋友，他们给我提

供智慧与帮助。还有，我有一个工作平台实验

园地——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在这里有一支

有创造力的工作团队。

历时9年，我们的《人生中心教育》丛书出

版了，这 9年的实践研究、共 4本书的出版，只

是“人生中心教育”理论与实践漫长征途当中

的第一站，“人生中心教育”的万里长征刚刚开

始，我们还要继续寻求和完善原创于中国的教

育理论、课程与办学实践。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最终证明。只有检验

合格了，“人生中心教育”理论与课程才可以称

为合格了，到那时才能宣布“人生中心教育”理

论的成立，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北

京市建华实验学校的实验已经取得了成功，但

这只具有个别性，还不能说具有普遍性。实验

还需要拓展，需要证明。

“人生中心教育”已经诞生，正在成长。“人

生中心教育”是建华的今天与明天，也一定会

影响中国教育的明天与未来。

作为这个时代选择的校长，李金初用自

己全部的心血、力量、智慧来推进这个时代

发展，同时也汲取了时代提供的前所未有的

环境、条件与资源，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金初曾深有体会地说，做教育其实就是

做人，人如果做不好，教育也很难做好。李金

初为什么能办那么好的学校，为什么能把一所

很普通的学校办成名校？可见做人立德是第

一位。“本人平生无大志，只想办好一所学校”

是李金初的名言。把全部的感情投诸教育，把

毕生精力献给教育，全心全意只想办好一所学

校，这就是李金初的选择。

作为校长，李金初是为教育而生的，一生

都在为教育作贡献。他珍爱教育，珍爱教师，

《人生中心教育》书中提到，他几乎天天离不

开可爱的学生，他们成群地向他跑来，抱着

他、搂着他，喊他“校长爷爷”。《人生中心教

育》系列丛书作为一种顿悟、一种灵感的闪

现，就是他在几十年教育生涯的当中，爱的甜

美的体现。

这套书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教育学，他

提出了本源的教育根本目的。什么是教育最

根本最中心的问题，许多人提到政治中心、经

济中心、知识中心、能力中心、经验中心、社会

中心、儿童中心等，这些命题都触及教育的某

一个方面，但都不是真正的教育中心，“人生中

心教育论”触及教育的原本。为了论述这个命

题，李金初研究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对

古今中外、历史现实做了充分的比较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许多新的理

念，主体教育、成功教育、希望教育、新基础教

育、新教育、生本教育。这些新的理念对中国

的教育改革都发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在

不同程度上被社会所认同。“人生中心教育论”

可能是更为本源、更为整体的概念。李金初与

他的团队建构了“人生中心教育”课程理论、逻

辑、模型、框架与内容等。他们在所创建的学

校，从幼儿园、义务教育、高中做了一系列实践

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赢得

了学生、家长、社会的认可。

2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3年5月8日，北

京市教育局《关于准予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注册

的批复》文件印发。26年来，在大家的关心帮助

下，建华实验学校逐渐形成自己的优质品牌。

特别是近9年，随着“人生中心教育论”的生

成与发展，人生中心教育思想也影响着建华学校

的教育认识、教育行为，优秀的研究型教师队伍

正在形成。教师在李金初校长的引领下学习与

借助“人生中心教育”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思想

方法，去认识与理解教育的根本问题，界定与解

释教育的普遍现象，检视和挖掘教育的可能，反

思与改造我们的教学方式与方法，表现出比较鲜

明的价值与思想观念，日趋一致的“人生中心教

育”精神诉求与文化行为。其实，如果单纯从思

想内在的必然性理解，我想“人生中心教育”的精

神必须由《人生中心教育》系列丛书彰显出来。

但是，解决具体教育问题真正的智慧必须是

实证，李金初校长常常说做出来才是最好的证

明。所以“人生中心教育”需要不断用事实来证明

思想。建华实验学校的发展就是对“人生中心教

育”思想科学性、有效性的很好证明。4本书100

多万字的著作，注定是一个复杂的关系，而理论性

的贡献与现实价值的实现可能是多路径、多模式

的。建华实验学校选择了理论、课程、队伍三大核

心要素结构性优化，完成了幼儿园、小学、中学第

一版课程实验方案与全套读本的研制，完成了“人

生中心教育”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阶段的实验。

“生”的甲骨文字呈现草叶发芽的状态，有

草木破土而出之意。老校长在讲述“人生中心

教育”的时候，常常说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

研究，具有草根性、本土化。期待拥有这些特

质的“人生中心教育”研究及建华教育系统，也

包括合作学校的实践团队，能够不断壮大。我

们思远行健，愿研究生生不息。

是教育改革家，也是教育实践家
□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顾明远

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教育学
□ 原国家副总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 郭振有

寻找中国课程的基因与根源点
□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董事长 李金初

做出来才是最好的证明
□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校长 谭 静

50年实践书写“一部活的教育学教科书”
李金初《人生中心教育》系列丛书发布会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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