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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开拓
者，被誉为现代语文教育的“一代宗
师”。他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实践，当过语
文老师，编写过语文教材，更撰写了大量
文章，阐述自己的语文教育主张。

叶圣陶认为，语言是人们交流必不可
少的工具，语文是专门学习语言运用的工
具学科，语文教育要使学生能够通过学习
语言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他提倡学习白
话文，同时对文言文采取科学分析的态
度；主张语文教育的实用性和人文性相统
一，既要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又要注重
培养学生的品德和情意。他认为，听和读
是人们获取信息、理解他人观点的重要方
式，说和写是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
手段，语文教育应具有整体性，要听说读
写并重。他强调养成阅读和写作习惯的重
要性，认为这是学好语文的关键。他主张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强调教师应该
把学习的方法教给学生，引导他们自己思
考并学以致用。

叶圣陶对语文教育抱有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的态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和建议，推动了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和
科学化进程。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
夏丏尊合编《国文百八课》，“一扫从来
玄妙笼统的观念”“给予国文科以科学

性”，开创了“单元目标”的新体例，以
一课为一个单元，包括文话、选文、文
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
108课循序渐进，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科
学性的较为完整的初中语文教学体系。
上世纪40年代他与郭绍虞等合编《开明
新编国文读本》，作了分编教材的大胆尝
试，将教材分为甲种语体文教材、乙种
文言文教材，选材范围突破历来注重文
学名著的老办法，更着重选取实用文
章，注重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1949年
后，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根据时代
发展需要，进一步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最为人称道的是对“语文”课程名称的
主张，“以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
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

‘听’‘说’‘读’‘写’宜并重”，以此进
一步明确语文课程的目的、功能，并作
出简明、权威的阐释。可以说，叶圣陶
语文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
代特点，是有中国气象的现代语文教育
理论。

1994年，叶圣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出版了《叶圣陶教育文集》（五卷），系统
收录了叶圣陶关于教育的文章，其中第三
卷专门收录语文教育的论著和书信。20
年过去了，这些文章中的观点和理念现在
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彰显了叶圣陶语文教
育思想穿越时代的经典性。

今年是叶圣陶诞辰130周年，以《叶
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为底本重新编辑出
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人民教育
出版社）是对叶圣陶的纪念，也是对我国
现代语文教育先行者们的致敬。它提醒我
们，许多新概念新术语的实质内容在语文
教育传统中有丰富的资源，语文教育界要
多一分定力和分辨力，加大对我国语文教
育理论和实践的整理及研究，在进一步坚
定语文教育理论自信的基础上，推动语文
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

《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

致敬现代语文教育先行者
□韩涵

教育是社会发展、国家繁荣的重
要基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中心问
题。要回应这些问题，制定与改良宏
观政策、深入观察一线教育实践十分
重要，与此同时，亦有必要对教育的
哲学本源进行探究。

《教育哲学的视界》（教育科学
出版社） 一书提供了一个窗口，引
领我们探寻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在
兼具深度与广度的论述中，思考教
育与人的幸福生活之间的关系，展
望教育未来的方向。本书收录了当
代教育哲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教育学院荣誉教授约翰·怀特的多篇
论文，集中呈现了其20世纪60年代
以来在教育哲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
进展，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教育与幸
福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诸多值得
探讨的议题，例如生活的意义、文
化的功能、如何使学生过上充实的
生活等。

作为教育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
怀特教授在书的开头便提到：“我一
直认为我们学科专业的工作应该覆盖

两端，一端是对一般哲学研究进展的
关注，另一端是根据现今的要求对哲
学概念和假设进行澄清。”那么，贯
穿其教育论述的重要概念——“幸
福”是什么呢？在第6章，他立足文
化和权威的视角，抽丝剥茧地讨论
了这一庞大的课题，希望借助教育
哲学的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支
持，帮助其深入教育政策目标的本
质。怀特教授认为，社会各界应当
朝着形成共识的方向努力，共同为
下一代建立一种社会氛围，尽管不
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可能会形塑
不同的氛围，但不变的是，在这样
的社会中，年轻人能够了解并选择
自己所想要的幸福生活，让人生繁
荣兴旺而充满意义。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关于“教
育目的”的丰富论述。作者描绘出了

“受过教育的人”的画像——拥有知
识与理解力，具有审慎、勇气、节
制、仁慈、幽默的美德。在他看
来，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
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情感态
度和社会责任感，促使其具备自主
选择并全身心投入有价值的活动和
关系的能力。这提醒我们重新审视
当代教育的意义：学生不只是知识
的容器，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培养
他们成为独立自主、有思想、有品
德的人。

这本书对于所有关心或从事教
育工作、关注教育哲学的人来说都
是一个宝贵的窗口，读者一定能从
众多重要的议题中找到与自己切身
相关的一个或多个，或许带来思
辨，或许启发实践，教育哲学理论
正是在这样润物无声的过程中，同
教育实践者乃至广大关心教育的人
一起，铺就通向更好、更高质量的
教育道路。

《教育哲学的视界》

从哲学窗口探索教育世界
□吴安琪

脑科学，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前沿
学科之一，承载着人类对自我认知最深层
次的探索。它不仅关乎我们对大脑结构与
功能的理解，更是推动医学、心理学、人
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发展的关键。类脑研究
则借鉴脑科学的成果，推动类脑算法、脑
机接口、类脑智能器件和系统的研发。基
于这样的大背景，一套充分符合当前发展
需要的“脑科学前沿译丛”（浙江教育出
版社）出版，邀请到中国心理学界的著名
学者李红、周晓林、罗跃嘉担纲主编。这
套译丛以其内容的前沿性、主题的广泛性
以及对国内需求的精准对接，展现出独特
的价值与影响力，成为我国脑科学研究进
程中的重要知识桥梁与创新引擎。

“脑科学前沿译丛”堪称集国际脑科
学智慧之大成，其收录的作品均源自剑桥
大学出版社、世哲出版集团等享誉全球的
学术出版机构，确保了原作的权威性与高
质量。这些作品的作者无不是相关领域的
权威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代表着当前脑
科学的最高水准与最新趋势。译丛内容涵

盖脑认知原理的深度解析、脑重大疾病的
机理探究与干预策略、脑智发育的科学阐
释、类脑计算等前沿课题，构建起一个立
体而丰富的知识体系，全面反映国际脑科
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例如，《睡眠与梦的
神经科学》一书，在进化的视野下，全面介
绍了睡眠与记忆、梦的内容分析、睡眠阶段
与大脑的相关关系等方面的脑科学研究新
进展，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前沿研究成果对
于睡眠医学以及人类健康方面的启示。

“脑科学前沿译丛”在关注基础研究
的同时，对脑科学研究的重要技

术手段给予了充分重视。它引入神经影像
学、计算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这
些技术不仅是推动脑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
工具，也是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临床应用
的关键路径。例如，《计算神经科学和认
知建模》一书，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了
脑科学中的计算模型，读者可以通过各种
相关实例了解或掌握一系列重要的计算方
法和工具。

“脑科学前沿译丛”提供了高质量的
原版文献译本，对于我国正处于蓬勃发展
阶段的脑科学研究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脑科学前沿译丛”如同一座知识灯塔，
照亮了我国科研人员探索未知的道路，使
得他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跟进
国际最新研究成果，避免重复研究，提高
科研效率。同时，译丛的出版也有助于培
养我国新一代脑科学人才，使年轻学者能
够直接接触国际一流学者的思想精髓，提
升其专业素养与国际竞争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脑科学前沿
译丛”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前瞻的选题视
角、深厚的翻译功底，成功搭建起连接国际
脑科学前沿与我国本土研究的桥梁，助力
推动我国脑科学事业的发展。这套译丛既
是我国科研人员了解国际最新动态、把握
研究方向的重要参考书，更是推动我国脑

科学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积极
参与全球脑科学竞争

的宝贵资料库。

“脑科学前沿译丛”

了解全球脑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库
□王方家

于我而言，《何以为父：影响
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机械工业
出版社） 是一本重要的书。我依然
记得 6 年前拿起这本书开始阅读时
的那份激动和畅快。

当时我的儿子刚刚降生，而我
作为一个新手父亲，从里到外则充
满了无所适从。毫不夸张地说，正
是迈克尔的这本书，让当时的我获
得了一种稳定感和一份确信。

因为全书想表达的一个中心意旨
在于：一个高度参与孩子成长的父
亲，不光可以影响和充盈孩子的一
生；这个父亲本人，也会在获得父性
的过程中，逐渐成长成熟为一个大写
的男人。这归根结底是一次父亲同孩
子的相互成全，彼此成长。

但是，在15年的心理咨询师生
涯中，我也见证过太多的父亲缺席和
不称职。

读了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这
些被守护、被指导、被陪伴的需要，
几乎全都是重要的父性职能——在孩
子成长的关键期，这些职能不入场，
那么有些孩子终其一生都会变着法儿
地去补偿，去追寻，哪怕让自己翻来
覆去，遍体鳞伤。

所以我很想翻译这本书，因为我
知道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议题。这本书
不但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做一个
父亲，更重要的是，它也让我明白了
在孩子（尤其是男孩）的不同人生阶

段，一个父亲自己可以从育儿中“赚
取的福利”——自身人格的逐渐成
长、自身能力的逐渐完善、男子气概
的日渐充盈、对女性的逐渐看见和尊
重……

长期以来，父亲育儿被蒙上了一
层义务感和责任性。实际上，学习成
为一个父亲，获得迈克尔所说的“父
性”（fatherhood） 的过程，是一个
男人在与孩子玩耍、学习、交流、相
互欣赏乃至崇拜的过程中，不断修通
自身，让自己更有主观幸福感、充实
感且获得自身生命意义的过程。

你若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
男人，那么先把孩子顶在自己的
肩膀上。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一说的点是：
这本书里所说的“男子气概”，是一
种整合了女性化特征的男性气质。

一个男人，要想成为一个不退场
的父亲，一个大写的男人，那么他或
多或少要看见、整合、接纳那些传统
意义上被视为女性特质的品质：联
结、爱、共情、悲悯……整合这些
特质会让男人成为一个非常在场的
父亲，也会让男人看见且尊重女性
（尤其是自己的伴侣），还能让这个
男人充满着因爱和悲悯而自然生成
的坚毅性和守护性。我们的力量不
光来自义务和责任，它更应来自由
内而外真实的爱。

最后，我想用自己曾在公众号里
写过的一段话，来为这篇译者序结
尾。我知道哪怕不可能全然如愿，也
愿天下人都有一个足够好的父亲，或
者有一个哪怕不是父亲却也能懂你、
爱你、守护你的人：“熬过生活的艰
辛，熬过妻子从对你向对孩子的情感
转移，熬过孩子对你的亲近和依恋，
熬过他们对你的理想化，熬过他们的
愤怒，熬过他们的失望，熬过他们把
你一会儿视为神和一会儿视为虫的戏
剧性起伏，最终在他们心中成为一个
普通的却深爱着他们的老男人。”“你
还站在那里，你还坚韧地存在着，
because you are a FATHER。”

《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

父亲同孩子共同成长
□孙平

2005年，我刚读中学，在安徽一个再
普通不过的乡镇学校。我那时读过的巴金
的小说，还是班里一个家境不错的同学把
书轮流借给同学“流动”到我这儿的。因为
书本珍贵，那时读书是如饥似渴的状态。

近20年过去，读书一事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农村孩子有了自己的阅读室和自习
室——农家书屋，城市市民有了自己的阅
读空间——城市书房，辽阔草原上的牧民
们有了自己的草原书屋。这一切，都在聂震
宁先生的笔下——他的新作《有书香的地
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呈现。为了追寻全民阅读的足迹，他去往
祖国的天南海北，高山大川，城镇乡村，去寻
访全民阅读过程中各种感人的故事，在华夏
大地上寻找一个又一个“有书香的地方”。

相比于20年前的农村，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推动下，现在农村的物质条件、生
活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都有了极大
改善。从沿海至内陆，从北方至南方，一
路走过，聂震宁所拜访的地方，农家书屋
如繁花盛开在乡野大地上，给寂静的乡村
带来无尽的馨香。在甘肃榆中县，毕业于
甘肃农业大学的景正红管理着夏官营镇高
墩营村农家书屋，一干就是16年。高墩
营村的村支书钱书记读书不多，却十足地

支持农家书屋，他动员移动公司给村里的
农家书屋捐书，给景正红免费提供一间铺
面和一间库房卖农资产品，以便她能以店
养书屋，钱书记就想着一点——“我就想
我们的后辈，高墩营村的每一个孩子都要
念上书，要有学问”。70岁老人的朴素话
语中含着对乡村未来的殷殷希望。

农村有农村的田野山川，城市有城市
的烟火人间，草原有草原的辽阔天地……

通明的灯光，富有设计感的店堂，临
街，一楼，繁华与静谧在这里同时上演，这

是城市书房的一般特点。书房本应是安静
的、自我的、舒展的、放松的，而一般的城市
书房选址在繁华的街口，是为了吸引人气，
靠近大众推广阅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
全民阅读纪事》中提到了济南的泉城书
房，在济南高新区的一家泉城书房中，各
种吸引阅读的活动琳琅满目，书房的运营
团队要把书房打造成一个美育空间——它
既是市民家门口的小舞台，也是美育教
室。在城市书房里，阅读的功能被无限扩
展，触碰到面向更广的有关文学的、艺术
的“末梢神经”。

茫茫草原上，牧民居住得极其分散。
全民阅读在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展开呢？
在内蒙古，草原书屋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
辽阔草原上，一端缀着草原孩子的梦想，
一端缀着草原人民的希望。锡林浩特市有
一个希日塔拉嘎查草原书屋，即便图书馆
已经努力就近设置了草原书屋，但是距离
最远的牧民家仍然有25公里。为了方便
牧民读书，锡林郭勒盟设置了由党员中心
户负责的“游动书箱”，让书籍“游动”起来，
真正方便群众。

在农村、在城市、在草原……跟着聂震
宁的步伐，我们能见到绚丽多姿的阅读场
景，这一幅幅瑰丽的阅读场景构成了完整
生动的中国全民阅读画卷。

《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在华夏大地展现生动阅读画卷
□赵佩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