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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教育领域实践中,口述史项目的重要学术地位正在日益突显,对于现代苏派教学史系列理

论的内容,学者们亟需展开深入的批判性分析与传承工作,力求精准而全面地掌握该理论体系的学术内

核,以及其所蕴含的时代价值。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为了揭示苏派教育理论在当代背景下对教育

改革与创新的启示,以及其对民族科学复兴与进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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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with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important academic status of oral history 

project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series of theories of modern primary 

education history in Jiangsu region, scholars urgently need to conduct in-depth critical analysis and inheritance 

work, striving to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academic core of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value of the era it contains. This is not only a tribute to history but also aims to reveal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educational theory of Jiangsu region to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as well 

as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rejuvenation and progress of nation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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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苏派教育”作为一个独特的教育流派,承载着江苏地区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传统,代表了江苏教育体系的特色与智慧。

随着时代演进,教育研究方法论悄然转型,焦点转向更情境化、个

性化的情境与实践,强调对特定背景下教育现象的细致探索。在

此过程中,口述史作为重要研究方法渐受重视,有助于理解历史

多样性与复杂性,传承与再造教育实践经验与思想。学者杨振宁

认为,“科学研究也有‘风格’”。[1]本文从苏派小教的发展研究

和口述史领域研究及教育效果等方面展开论述,深入研究口述

法与小学教育领域的结合应用对江苏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及效

果,使得口述史在小学教育领域的应用既可为口述史研究视域

的拓宽提供指引,亦可提升江苏地区小学教育研究水平。 

1 口述史述评 

广义上中国口述学史主要是指“在未有语言记载之前,我们

通过口耳传说的方式把有关世界历史起源、大事、日常生活风

俗、工作技艺等传承留下来。”[2]周洪宇、刘来兵对教育口述史

的解释均为：“教育口述史是一种采用多样化的现代记录手段,

诸如访谈、笔记、录音乃至视频录制等方式,来保存与教育相关

的重要历史时刻或事件中参与者及其见证者的口头叙述,形成

的一种生动且直接的历史档案。”[3]这种方法旨在通过搜集并存

档那些亲身经历过教育变迁的人物的第一手记述,为后人提供

了一个近距离接触历史情境的机会,使教育历史研究更具深度

与广度,同时也让历史的叙述变得更加鲜活、立体,充满了人

情味。事前做好充足工作的调查,用声音工具搜集当事人或了

解者的口头材料,而后与文书存档相印证,整合成口述史文书

稿。此外,招募更多志愿者能够有效提高对口述教学文档的转

录校对的精确度和教育口述的文档的转录处理效率,也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广大公众对学校教育博物馆活动的社会参与度,充

分发挥了口述史材料的社会作用,实现了口述史教材的真正社

会价值。[4] 

2 小学教育口述史研究现状 

我国学校的教育与学生的个人生活之间缺少一个共通点把

所学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对此王小丁指出,教育口述史采取了

一种革新性的研究路径,即通过口述史的形式,聚焦于教育领

域的基层阶段和日常教育工作者的亲身经历与回忆。这是一

种植根于普通教育人士的史学探究,它打破了以往只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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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精英的传统框架,转向倾听那些默默耕耘于教育前线

的声音。[5] 

2.1入乡——乡村教育家情怀 

新中国成立75年来,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发展变化巨大,成绩

显著。教育史学者已开展诸多教育家口述史研究,如《回望八十

年：鲁洁教育口述史》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就有重视

乡村教育实践意识。而在数年前,我国乡村教师口述史研究已起

步,2018年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丛书。

开展此研究可补充教师研究文献资源,积累构建乡村教育与教

师成长理论体系实证资料,丰富教育史研究视角,有助于发掘乡

村教育与教师发展关系的本质,聆听教师心声也有助研究者把

握乡村教育环境特点。 

2.2发展——融合现代学科教学 

江苏地区于2023年开展一系列口述座谈会,着力将口述方

法融入思政课教学,让学生更真切地接触历史、感悟历史,更好

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入行。近年来学者对江苏

地区小学教育口述史的研究持续深化,进一步关注到江苏小学

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规律,并与其他地区的小学教育

进行比较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如与心理学、

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探讨小学教育发展的多维度因素。各种现

代科技手段的结合与运用使苏派小教口述史研究的质量和效率

不断提高,一线教育工作者们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教育

改革之中,为我国小学教育发展提供更多有益借鉴。 

2.3扎根——践行教育家精神 

“在场性”是传承人口述史区别于一般口述史的重要特征,

同时又比研究者阐释下的民族志更易呈现口述者在性格、价值

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个人特征,在访谈、整理及写作过程中,

采用多声部的音像记录与呈现可使传承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与饱

满。口述史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较强的学科兼容性、理论包容性

和用途多样性。[6]通过现代化手段来整理保存教育家口述资料,

有助于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让更多的人了解教育家的

教育方法和思想精髓。 

3 苏派小学教育口述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教育口述史领域近年来重新兴起并发展为具特定历史学术

规范特征的重要领域,这与社会日常生活被纳入史学研究视野

以及学术界研究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大众有关。任智英曾

指出：“口述史学科进入各类教育领域,对于学生融入和感受社

会历史变迁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7]教育口述史作为一种收

集、保存、回溯和解释过去事件中参与主体的声音和记忆的方

法,对小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由此可见,研究并充分利用教

育口述史对于当代小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口述史材料

因具备其原始资料源头上的历史广泛性、丰厚性、深刻性、人文

性,不妨作为小学继续教育历史研究领域拓宽其研究探索思路

上的另一块重要试金石。[8] 

3.1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可为苏派小学教育研究提供丰富的

教学内容与方法 

把口述史对小学教育研究的意义停留在资源层面就局限了

口述史的作用,作为方法的口述史不仅可以辅助于目前已有的

小学教育研究方法,而且可以作为研究小学教育史和小学教育

学术史的一种主要方法,并为实证研究提供新途径。不仅如此,

口述史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能够捕捉和记录社会变迁中的“教

育记忆”。这些记忆往往不仅仅是单一视角的,而是多元且复杂

的。在小学教育研究中,口述史能够从不同年龄、性别、地区、

社会阶层和族群的个体中收集不同的教育经验,展现教育变革

中被忽视的声音或少数群体的历史。 

同时,口述史可动态呈现教育实践,助力学术史反思与创

新。教育实践与管理难以仅凭书面文件或数据呈现,但口述史能

够借当事人叙述,展现师生互动、政策与现实差距,为教育史研

究提供生动立体的视角。 

3.2作为史料的口述史可为苏派小学教育研究提供丰富的

历史资源 

口述史在博物馆领域的应用正日益受到重视,各类博物馆

都在积极探索口述史的运用。特别是革命历史博物馆,鉴于其展

示历史事件的时间接近性,更加凸显了运用口述史的重要性。口

述史以其叙事性特质和社会化视角,与博物馆展览陈列的意图

高度契合,能够与文献资料形成相互验证,为历史事件增添细节

描述,深化对革命文物的理解和阐释。[9] 

作为第一手史料记录的口述史书在当代小学教育史研究活

动中,提供了较为丰富宝贵的宝贵史学资源,其独特性作用和创

新价值在于它们能够直接填补传统教育史学的研究与方法实践

中几乎无法充分涵盖领域的诸多空白,尤其特别是在小学教育

史领域,填补了志书记所载的“只见社会不见人”史学的一些缺

憾,形成鲜活有生命温度的一个鲜活真实的史学叙事。[10] 

第一,填补书面资料的空白。传统的小学教育史研究往往依

赖于官方文献、教育政策文件、校史记录等书面材料,但这些资

料通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受访者的口述往往能提供更为细

腻、具体、鲜活的历史细节。例如,许多教育变革过程中,教师

和学生的个人经验与感受常常是书面材料无法呈现的。而通过

口述史,研究者可以获得从政策实施到教育现场的实际情况,了

解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在教育过程中的具体体验。第二,

挖掘和抢救重要历史资料。据了解,吴研因(1886—1975)、潘懋

元(1920—2022)、李吉林(1938-2019)等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

如今顾明远(1929)、李镇西(1958年)、杨宗龙(1965)、窦桂梅

(1967)等先生也步入暮年,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珍惜现有的

宝贵资源,还原教育历史的个体经验,为研究者提供与传统书

面史料不同的补充资料,展示这些变化对其他教师和学生的

实际影响。 

3.3作为学科的口述史可为苏派小学教育研究培养人文素

养与批判性思维 

苏派教师应将小教口述研究作为一门教师与学生共创、共

学、共研的一门学科,通过对历史的事件的讲述、人物的叙述来

丰富学科教学内容,进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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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采访者的描述中得到情感上的共鸣,来学习有人情味的

历史知识,其中,培养出能够“自主决策、独立形成见解”,即具

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借助多元声音,

了解历史复杂性,反思传统叙述。不过,在口述研究中,受访者的

经历受到社会、教育、政治等因素影响,师生研究时需辨明评估

材料偏见与局限,此过程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意义重大。 

4 苏派小学教育口述史研究的主要路径 

4.1确定多元研究对象 

江苏地区小学教育资源丰富且存在地域、类型差异。一方

面,涵盖苏南、苏中、苏北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地区的小学。

另一方面,还包括公立、私立、特殊教育小学等不同类型。研究

它们能全面展现苏派教育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4.2多方收集口述资料 

教育专家对苏派教育有深厚理论研究,访谈可获取苏派教

育理念溯源、发展脉络及未来走向等内容,为研究构建理论基

石。而一线教师作为教育实践核心群体,能分享课堂教学、班级

管理中苏派教育特色的落地细节,如语文教学如何融入江苏地

域文化。此外,学生可反馈学习体验,而家长能提供家校共育视

角,了解教育实际效果与需求。 

4.3系统编码呈现成果 

可对收集资料转录后编码分类,梳理出教育理念、教学方法

等主题内容。分析资料找共性与差异,如不同学校在教育方法应

用上的异同。本次研究共收集了三十位江苏地区优秀教师的采

访资料,选取了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并对其进行编码分析。 

编码核心类别及其相关的子范畴1 

核心类别 相关子范畴

教育理念与责任感 以人为本、爱岗敬业、责任与爱心、高尚的师德

教师成长与自我提升 学习与反思、自我改造、学习平台、公开课与交流

班级管理与教师关系建设 平等和谐的关系、家校合作、班干部的选拔与培养

教学方法与创新 教学方法与兴趣、个性化辅导学困生、教学反思与创新

心理与情绪管理 心理困扰、情绪管理、学生安全责任感

 

通过研究,我们深刻意识到教师的成长历程不仅仅是一个

职业发展过程,更是个人教育理念、责任感、知识积累、教学实

践、情感管理以及创新思维的多维交织体,可见,教师成长的路

径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5 结语 

苏派教育理念意味着教育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对

人格精神与人生思想价值观的重新塑造。本研究大力关注发展

中国小学现代教育之口述史与研究,秉持学术使命责任与教育

情怀,尽力保存上一代江苏教育人留下的珍贵教育文化记忆,为

教育后人深入观察新时代之教育的演变及其脉络发展留下研究

窗口。苏派小教口述史为教育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更加生动、立

体的视角,更为苏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

思路,于苏派教育中优秀的经验处入手,立足当代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需求, 使“知行合一、本色归真”成为江苏教育

人的时代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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