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力量   

尊敬的各位师长、家长，亲爱的各位同学： 

关于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人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恩在他所著

《好社会》一书中说的再好不过了：“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受过良好教

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任何一国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在民智开启的

地方，经济发展自然水到渠成。” 

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

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

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

所在。” 

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麦狄逊和阿德姆斯认为，一个结构良好的宪法并不

能充分地维持美国的民生。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要依赖于它的公民以及这些公民

所拥有的知识技能、道德和公民美德。 

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布劳恩指出：德国经济未来取得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就是

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 

关于教育对个人的价值有好多论述，我认为以下这段话更为精彩：“假使我

们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那必定是教育使我们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假使我们过着

合群的生活，那是教育使我们在早年认识这一需要，且在我们心田种植了种子。

假如我们很安详地生活着，那是教育使我们认识到精神上的和谐是人生最重要

的。但假使我们内心不安宁，那是教育中忽略了感情的生长及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假如我们对多彩多姿的生活世界感动到乏味，那是教育没能在我们的内心开拓理

智的以及精神的反应，而这些反应是欣赏万变的生活所必需的。假如我们过着自

私的生活，那亦是教育忽略了教授合群生活中最基本的要素——了解别人的需

要。” 

良好的教育一定致力于引领学生用眼睛去观察，用自己心灵去感悟，用自己

头脑去判别，用自己语言去表述。良好教育使得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他自

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立于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良好的教育一定是能够给无助的心灵带来希望，给稚嫩的双手带来力量，给

蒙昧的双眼带来清明，给孱弱的身躯带来强健，给弯曲的脊梁带来挺拔，给卑琐



的人们带来自信。一个拥有希望、力量和自信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幸福生活的创

造者和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在今天这样一个由效率和技术主宰的时代，古典的心情、心性的修养、精神

的价值、人文的关怀，渐渐地变得陌生与遥远。学习也就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的主导下变成了外在的包装、利益的算计、轻巧的复制。 

真正的学习正是人深层的精神需要，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精神漫游。

学习需要刻苦，但更是一种快乐，是用努力酿造的快乐。 

尚德孩子们，尚德的师长及家长们，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仅仅从功利出发

去学习、去工作，一定是违背人的天性的劳役，尤其是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岁月中，我们更应懂得信仰、荣誉的力量。我希望尚德人保持一些古典的

心境，一些虽然遭受污染却还能沉淀和沉静的心情去对待学习，像当年陶渊明那

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打破当下许多局限而游心于“千载”，去领略“书

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的意趣，从而达到心旷神怡的境界。 

尚德的孩子们，请记住要想提高学习成绩，提高素质是有法宝可循的，那就

是：一要延长自己的学习时间，二要把读书变成自己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只有

这样你才能体会，心与书的交流是一种滋润，也是内省与自察。伴随着感悟和体

会，淡淡的喜悦在心头升起，浮荡的灵魂渐归平静，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份纯净而

向上的心态，不失信心地切入现实，介入生活，创造生活。 

“三更有梦书当枕”，“半床明月半床书”，当我们静下心来对待学习时，春

日的鲜花，夏日的小溪，秋天的明月，冬天的残阳，都将以更为美好的风姿走进

我们日臻完满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感悟教育的力量，更要探寻我们究竟该怎么走

好自己的人生，因为路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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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时参照易中天《中华文明》，肖川《教育的方向》，傅佩荣《人

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