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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A O S H I C H E N G Z H A N G
2016年12月14日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8版

几年前，一家出版社打算出版一本著
作，书名叫《跟着李镇西老师做班主任》，
问我是否同意这个书名，我没同意。因为
那位老师只是通过我的书向我“学习”，而
我年轻的同事刘朝升老师则和我一起带
一个班，用他的话说，每天都在向李镇西
老师“学做班主任”。当时，我笑着对刘朝
升说：“朝升，这个书名给你留着。”现在，
刘朝升即将出版《跟着李镇西老师做班主
任》，我主动对刘朝升说：“我给你写一篇
序言吧！”

我多次在学校大会上说过：“一个好老
师，首先应是一个好人。”的确，无论做什
么，首先应该把“人”做好。傅雷曾给儿子
傅聪写信说：“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
乐家，终为钢琴家。”因此，我在谈刘朝升的
书之前，想先谈谈刘朝升的为人。

在担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期
间，我曾这样评价刘朝升：“这个小伙子是
我见过的少有的还没有被社会污染的人之
一。”我至今坚持我的评价。我这样说，并
非意味着刘朝升是一个多么“感动中国”的

“道德楷模”，在我们学校，他既非党员，也
非干部，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但刘
朝升常常给周围的人带来阳光、温馨和
感动。

刘朝升是甘肃天水人，大学毕业后来
到四川。他的脸上随时都挂着阳光般的微
笑，这微笑让人舒服，并对他产生信任。和
他稍一接触，便能够感到他身上那浓浓的

“西北味儿”——憨厚、朴实、真诚、勤奋、
低调。

我当校长不久，刘朝升给我发电子
邮件说，他欠着学校 6000 元钱。那是他
大学毕业从甘肃到四川时，甘肃方面要
他交 6000 元，否则不放他。那时他哪有
钱呢？于是，当时的校长便同意他向学
校借钱。可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他感
到 不 安 。 读 了 信 ，我 为 他 的 诚 实 而 感
动。事情已经过了好多年，校长也已换
了两任——因为我当校长时，前任校长
根本没跟我说过此事，学校其他副校长
也不知道这事。如果他不说，很可能这
钱就不了了之了。可刘朝升说，学校对

他那么好，他不能对不起学校。后来，我
邀 请 他 一 起 写 了 一 本《给 新 教 师 的 建
议》，第一次领了稿费，他就用来还欠学
校的钱。几年后，学校安排他赴西安参
加一个班主任教育艺术研讨会。回到学
校好几天了，也不见他来报销交通费、会
务费。我问他，他真诚地说：“不用报销
的。”我说，学校派你出去学习，该报销的
费用也应该报的，这是制度。他憨憨地
笑着说：“我有钱了！现在实行绩效工
资，我的收入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

刘朝升工作从来不讲价钱，绝对服从
大局。我当校长这几年，他在完成正常教
学任务的同时，还先后被安排在行政办公
室和德育处做过干事。所谓“干事”自然
就是干事啦——说白了，就是打杂。他教
地理学科，课本来就很多，而行政办的工
作特点是杂事多且琐碎，可以想象刘朝升
多么辛苦，可依然干得乐呵呵的。没干多
久，学校又把他调到德育处，这更是一个
难题成堆的地方，而且突击性强，但刘朝
升依然二话没说，任劳任怨地工作着。有
一段时间，他还当着班主任。我常常看到
他楼上下楼跑得气喘吁吁，可他依然连眉
头都没皱过。

刘朝升在教学上很爱动脑筋钻研，他
搞科研不是为了“应付”上面的“任务”，而
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他爱读书，一看到
什么教学经验，就尝试着结合自己的实际
创造性地运用。他是学校最早学习杜郎口
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老师之一。杜郎口中
学的老师第一次来我校上课的第二天，刘
朝升便依葫芦画瓢地在自己所在的班尝试
起来。后来他去杜郎口中学参观，还在杜
郎口中学上了一堂地理课。他把这次上课
当成学习的机会。上课伊始，便对孩子们
说，我是来学习的，你们是我的小老师。接
下来，刘朝升果真把课堂任务交给学生，让
他们按照平时老师上课的模式自主学习，
他则在一旁观察、询问。后来，刘朝升成了
我们学校课堂改革的先锋人物之一。

一次，胡鉴老师对我说：“李校长，刘
朝升特别爱读书，可能他是学校读书最
多的老师呢！”这个我多少知道一些，因

为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在校园里一边走一
边拿着书读。刘朝升常说自己在农村长
大，书读得太少，因此他有一种内在的紧
迫感，想拼命补上过去欠下的阅读。只
要我在大会上给老师们推荐了什么书，
刘朝升一定会去买来读，有时候和他聊
天，他会问：“李校长，您最近读什么书
呢？”然后他会记住书名去网购。有一次
我和他一起从北京开会回成都，在飞机
上的两个半小时里，他一直目不转睛地
在阅读什么书，因为隔着几个座位，我看
不清他在读什么。下了飞机我问他刚才
读什么，他给我扬起手中的书，是苏霍姆
林斯基的《爱情的教育》。卸任校长那
天，我对老师们说我办公室书橱里的书
不带走了，都送给你们。散会后，老师们
纷纷到我办公室“抢”书。然后请我在他
们选的书上签名，并和我合影。刘朝升
抱着一大摞书，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李校长，是不是多了一点？”我乐了：“不
多不多！这些书到了喜欢它们的人手
里，我最开心！”

我担任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时，给自己
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目标，就是培养年轻
人。除了通过听课、谈心、阅读、教师论
坛、青年教师沙龙等方式从“面”上引领教
师们，我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公开招收
徒弟，从“点”上轮流手把手教年轻人。刘
朝 升 就 是 正 式 拜 我 为 师 的 徒 弟 之 一 。
2008 年 9 月，我出任一个初一班级的班主
任，没当过班主任的刘朝升主动要求做我
的助手。他虚心好学，读了我所有的著
作，又善于思考琢磨，很快便熟悉了班主
任工作。

现在想起来，与刘朝升一起带班的日
子真的值得怀念：我俩每天都与学生一起
跑操，一起设计班会课；我俩分别找同一个

“问题孩子”谈心，一起攻克班上一个又一
个难题；我俩创作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教
育案例，后来又一起走进《中央电视台》讲
述这些精彩的教育故事……比如《破案之
后》，班里出现了失窃，当时我在外面，刘朝
升很快破案，但我将这件事作为一个教育
契机，在全班开了一节震撼人心的班会

课。案例发表后，许多老师对我的所谓“教
育智慧”赞不绝口，其实这是我和刘朝升共
同的成功杰作。

当然，作为年轻老师，刘朝升最初的确
不熟悉班主任工作，有时也急躁、也发愁，
但我们一起商量，一起破解。慢慢地，刘朝
升越来越成熟，面对班主任工作越来越从
容。实施绩效工资后，为了平衡工作量，我
把班主任工作交给了他，我只当副班主
任。这个班毕业后，他独当一面做班主任，
深受孩子们的爱戴。

刘朝升虽然说是“向李镇西老师学做
班主任”，但绝不是亦步亦趋简单模仿，而
有着自己的创造性智慧。比如，他以新教
育理念带班，营造书香班级，创造了“绝对
阅读”的班级阅读氛围。每天中午利用半
小时时间，让孩子们绝对安静地沉浸在自
己喜爱的书籍中。“在这绝对阅读的半个小
时里，连最调皮最不爱学习的孩子也是那
么安静、那么投入！”刘朝升这么感叹道。
又比如，他以小组日记为载体，对学生进行
教育并引导他们自我教育。他曾在给家长
的公开信中这样说——

“每天我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和 12
位同学‘谈心’，阅读、批改他们的日记。
因为是四人小组内轮流写日记，这样我
每周能把每个学生的日记至少读一篇，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写下我的感想，与
他们进行交流。有时候给有的学生写

‘批语’，比他写的日记字数还要多。虽
然每天批阅日记占用我两节课的时间，
但是我乐此不疲，喜欢享受这种交流的
幸福。从他们的日记中一旦发现闪光
点，我会及时大张旗鼓地表扬，发现问题
会及时沟通解决。”

刘朝升一直真诚地说“向李老师学
习做班主任”，其实在带他这个徒弟的时
候，我真的也在向他学习，他的勤奋，他
的纯粹，他的好学……都是非常值得学
习的品质。我这里特别想说说刘朝升的
心态。刘朝升心态很好，随时都那么乐
观、阳光。面对学校一次次考核、评优、
选先、提干……他从来都与世无争，我从
没听到过他一句抱怨。他难道就没遇到

过“不公”吗？我想肯定也遇到过的，但
他会以积极的心态去化解，用宽广的胸
襟去包容，更主要的是，对刘朝升来说，
还有更有价值的事吸引着他去关注去投
入。这里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我绝不是
主张面对不公不平要逆来顺受，如果我
们的权益与尊严受到了侵犯，我们完全
可以也应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尊
严。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时候事
情并不那么简单，也不是所有的“不公
平”都达到了“法律的高度”，而且种种不
公也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彻底消失。那怎
么办呢？还是得调整心态，从容应对。
何况，许多时候缠绕我们的不过是一些
琐碎的烦恼，完全可以一拂了之。李白
有一句诗“空长灭征鸟，水阔无还舟”。
不是天空没有飞鸟，而是晴空万里，辽阔
无边，一两只鸟简直微不足道；不是水面
没有船只，而是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一
两只船也就微乎其微了。这是胸襟，也
是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了好心
态，便拥有了幸福。我想，刘朝升正是这
样 的 人 ，他 迄 今 为 止 连 区 级 荣 誉 都 没
有。可他依然那么快乐地工作着，因为
他信奉“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而在武侯实验中学，这样的老师还有
很多。正是有了刘朝升和像他一样的许多
老师的存在，我这个校长感到了自己工作
的价值，并随时都收获着温馨与感动。

首先做一个好人
——刘朝升《跟着李镇西老师做班主任》序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转眼间，我已
师范毕业30年。30年过去了，学生时代的
记忆大多模糊了，只有余老师留下的回忆
仍历历在目，跨越30年而难忘。

20 世纪 80 年代，能读师范跳出农门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的师范生可以
说个个都是“学霸”，我却除外，因为我有
天生的短板——语文。不知道为什么，各
科成绩都很好的我唯独语文成绩很差，用
今 天 的 话 说 就 是 没 有 学 习 语 文 的“ 慧
根”。我最怕写作文，每次作文都很难写
过 300 字，而且文不对题、词不达意。中
考时，我唯一没有及格的科目是语文；读
师范时，我唯一补考过的科目也是语文。
可以说，读书期间我最怕学语文，直到余
老师的出现。

在教过我的所有语文老师中，余老师
教我时间最短。直到师范毕业那年，他才

开始教我们。师范快毕业了，事情特别
多，单是到中小学实习就是几个月，坐在
教室学习的时间自然少了许多。就是这
种情况下，余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
我对语文的态度。

余老师是一位老教师，同时还是一位
教师作家。30年过去了，他教的知识我都
忘了，但仍记得他给我们读自己发表的文
章，每次不仅会在班上读，还会誊写后贴在
教室让我们看，余老师不仅文笔好，字也写
得漂亮。自从余老师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
后，班上就兴起了写作和练字的热潮。

余老师还经常展示他的退稿信。30年
前，都是写信投寄稿件，没有发表的稿件就
会被退回。一次，余老师从家中拿来整整
一麻袋退稿信，足足有好几百封。他用行
动告诉我们：成功需要坚持和努力。

余老师批改作文也很特别，每次作文

后他都会叫一部分学生当面批改。在学
习诗歌时，他让我们每人写一首诗，当余
老师给我面批时，说我的诗很有想象力，
就是文笔差点。然后，他耐心地教我如何
修改。后来，他将我改好的诗当作范文在
全班交流，并亲自书写后张贴在教室。其
实，我的原文早已被余老师改得面目全
非，但我的心中仍然充满甜蜜，因为这是
我的作文第一次被当作范文在全班交流。

不知不觉中，我渐渐消除了对作文的
恐惧，并开始喜欢上语文与写作。余老师
一直鼓励我好好写，说我有成为作家的潜
质，希望我早日“让文字变成铅字”。也就
是从那时起，我心中有了一个梦想——成
为像余老师一样的教师作家，也像余老师
一样在学生面前读自己的文章。可惜的
是，余老师教完我们后就调走了。毕业
后，我几次回母校都没有见到余老师，再

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虽然余老师只教了我一年，但我认为

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为他点亮了
我的心灯，让我终身受益。参加工作后，
我并没有如愿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却阴差
阳错成为一名生物教师。但在工作之余，
我仍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经历了无数
次失败，我仍痴心不改，每当我投稿失败
时，就会想起余老师那一麻袋退稿信，就
有了力量和勇气，让我在教育写作的道路
上不断前行。

明师如灯。好的教师，不仅仅是把自
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而是要
把自己灵魂里的东西传递给学生，并始终
相信学生，鼓励学生，给学生向上的力量。
时间跨越30年，这盏灯始终照亮着我前行
的路。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远安县鸣凤中学）

跨越 年的记忆 □韩远华

□李镇西

关键人物

明 师 如 灯 。
好 的 教 师 ，不 仅
仅是把自己所掌
握的知识和技能
传 授 给 学 生 ，而
是要把自己灵魂
里的东西传递给
学 生 ，并 始 终 相
信 学 生 ，鼓 励 学
生 ，给 学 生 向 上
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