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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龙老师：

刚带一个新生班，仅仅因为不点

名批评了一个男生，他就回家对父母

说你对他有“偏见”。你说听了家长

的转述，感到很“冤枉”，因为“上一届

学生，即使忍不住动了手，学生对我

依然亲近”。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你“不点

名批评”那个男生，我不了解更多的细

节，无法做具体评价。读了你的来信，

我最想告诉你的是，师生关系是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看，教育的核心是

“关系”。想一想，这个男生是你刚刚接

手的新生，而“上一届学生”相处了几

年，二者与你的感情、信任不可同日而

语，与你的“关系”显然也不在一个档

次。上一届学生，你“忍不住动了手”都

没有影响学生对你的感情，而这个男生

仅仅是“不点名批评”，他就怨恨你了。

这充分说明，师生关系的重要。

是的，教育就是关系的建立。

为了避免误解，我还不得不特别说

明，这里说的“关系”不是庸俗而毫无原

则的人际交往。那种充满物质性和利

益相关的“关系”，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有特定“教育内涵”的师生关系。

那么，有“教育内涵”的师生关系

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是“真实”。这里所说的“真

实”指的是教师本人真诚、坦荡，不装、

不端。我们当然是教育者，但不必随

时带着教育者的“面具”。相反，我们

可以自然地表现出自己的本色，比如

童心。有时候忍不住跟学生聊聊自己

的郁闷，课余和学生一起玩，甚至玩输

了偶尔耍耍赖——当然，这一切都是

自然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苏霍姆林

斯基说过，一个优秀的老师，“时刻都

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没有人

是完美的，但不完美却很真实的老师，

最容易被学生接受。

其次是“平等”。高高在上的老

师，很难走进学生的心里。平等不是

一种姿态，而是从心里把学生视为与

自己人格平等的人。这种平等也不仅

仅是一种观念，它完全可以体现在与

学生相处时情感上的“一视同仁”，不

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同时在行为规

范上自己也与学生“一视同仁”，比如

和学生遵守同一规则，违反规则同样

按规则处理。我曾经因拖堂而被“班

规”处罚，学生并不觉得我有多么“高

尚”而是习以为常。这才是真正的

平等。

再次是“尊重”。爱是不能勉强

的，对于刚刚接手的学生，暂时爱不起

来很正常，但必须尊重。爱是内在的

情感，尊重是外在的行为。所谓“尊

重”，通俗地说，就是尽可能维护孩子

的尊严。从学生的角度说，就是让他

们感到自己在别人眼里很重要，尤其

是被老师重视。在“问题学生”云集的

云南省昆明丑小鸭中学，我曾与几位

被原来学校开除的男生聊天，我问他

们：“为什么这么依恋丑小鸭中学？”他

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

存在感。”让每一个学生都拥有“存在

感”，这就是对学生的尊重。

最后是“互助”。教育不是单方面

的教师对学生的引领和培养，同时也

是学生对教师的影响和感染。教书几

十年来，我真的从学生身上学到了许

多东西。我的不少缺点，比如爱发

火、不守时等，都是在学生的帮助下

渐渐克服的。陶行知说：“我们最注

重师生接近，人格要互相感化，习惯

要互相锻炼。人只晓得先生感化学生

锻炼学生，而不知学生彼此感化锻炼

和感化锻炼先生力量之大。”师生互

相帮助，共同进步，是民主师生关系

的特征。

我们对学生当然要谨言慎行。毕

竟教师的任何一个言行，都可能对学

生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或激励，

或挫伤。但教师也是人，不可能绝对

完美，谁能保证自己的所有言行都恰

到好处呢？没关系，师生之间良好的

关系能够“自动调节”可能出现的“教

育误差”。

或者我再通俗点说，只要师生之

间有了亲密而充分信任的关系，嬉笑

怒骂皆成教育。

你的朋友 李镇西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

中学原校长）

如何与学生搞好“关系”

给青年教师的信·李镇西

中国教师报：近年来，两位老师都

出版、策划了不少与学生写作、师生故

事相关的书或线上音频课程，可以介

绍一下吗？

蔡朝阳：确实，这几年我跟小伙伴

一起做了许多与小学生写作相关的线

上课程，有音频课程，也有视频直播课

程。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因为多年的

中学教师从业经验和小学生家长身份

的经验让我发现，写作是当下许多中

小学生的痛点。我们想做一种儿童写

作通识课，讲授儿童写作的基本通则，

把写作的基本元素在一系列课程里系

统呈现出来。孩子通过学习这组课

程，能够拥有基本的写作能力。这是

我们写作课程的根本追求。

王悦微：我在 2014 年出版了第一

本书《我们的天真填满整个宇宙》，这

本书记录了我从 2003 年到 2014 年这

11 年间的教学所见所思，留下了不少

学生的成长故事。2018 年，又有一届

学生毕业，那个班是很好玩的班级，有

不少调皮男生，他们写的文章充满了

儿童独有的灵性，还有一些爱看书、爱

思考的学生，他们的文章充满了一种

质朴的深刻。我把学生的文章收集起

来，给每一篇都写了点评，也在书里谈

了自己如何进行儿童写作指导。这套

书叫《我们 1 班的作文课》，在 2019 年

出版。2020 年到 2021 年，我出版了两

本书，还是我最喜欢的话题，写孩子的

成长故事，一本叫《一个很好很好的小

孩》，一本叫《孩子，我完全相信》。后

一本其实是《我们的天真填满整个宇

宙》的增补版，我在里面加了4万字，是

后来又陆续写的。

中国教师报：蔡老师在文章中说

很久之前就关注到王悦微老师的微

博，两位老师平时联系多吗？会对教

育中的问题进行讨论或分享吗？

蔡朝阳：是的，我很久之前就知道

王悦微老师。当时王老师是宁波一家

书店的资深顾客，并显示了很高的对

书的鉴别能力，因而引起了书店老板

的关注。而书店老板正是我的朋友，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但是我们平时不

太讨论关于教育的问题，因为教育的

真问题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我们很清

楚，剩下的事情就是按照自己认定的

路径去做就好了。

王悦微：我和蔡朝阳老师早就认

识，也见过面。他的公众号我经常看，

他写的那些教育话题我也常有共鸣。

日常我们会在朋友圈里写写各自的生

活日常，群里聊聊天，但不会一本正经

地专门聊教育。

中国教师报：在两位老师眼中，对

方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蔡朝阳：王悦微老师身上几乎没有

“教师腔”。王老师的文字清新脱俗，是

直接从经典里汲取的营养。王老师的

起点很高，这个起点不是教育学意义上

的起点，而是作为作家的起点。许多人

都关注王老师的教师身份，而我重视的

是王老师的作家身份。王悦微老师不

仅是好老师，还是好作家。

王悦微：我最欣赏蔡朝阳老师的

一点，就是他一直很尖锐，一直不妥

协，一直在捍卫自己认可和珍视的理

念，并且积极实践。他是有勇气的人，

也是个真诚、真实的人。我印象很深

的一件事，是我班上曾有一个学生遇

到了一些家庭困难。当时我在微信群

中提到了那个孩子，感慨他童年的坎

坷，蔡老师马上私信给我转了一笔钱，

请我资助那个孩子。他是一个心底有

善意的人，也对孩子怀有真切的情感。

当然，蔡老师的文笔也是非常好

的，我在“博客时代”常看他的文章，那

时候就很景仰他。他坚持学习和思

考，这两点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格外重

要。能与他成为朋友，我很荣幸。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可以说是

网络上的“流量担当”，这种“流量”对

个人成长带来了什么影响？

蔡朝阳：这个问题可以由王悦微

老师来讲，她确实是流量担当。

王悦微：其实生活都是一样的，早

上 7 点多上班，下午 5 点下班，管几十

个孩子，每天改许多作业，处理许多琐

碎的事，无论网上如何热闹，生活本身

仿佛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也不能说完

全没有变化，微博有了 200 多万粉丝，

互动的人多了，自己的观点也会通过

平台得到推广和传播，这是一种鼓

舞。尤其是不少同行留言说我写的文

章让他们对自己的教育有了反思，或

是行业外的人看了我分享的故事，对

教育行业产生了兴趣，这些都让我很

有成就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当然是

更大的鼓舞，我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学

生的成长，就像一块琥珀，把他们的童

年保存下来了。

中国教师报：与学生之间的故事，

是两位老师经常在公众号里分享的，

如何发现、讲述一个好故事？

蔡朝阳：其实我很少分享跟学生

的故事，我写的文章都比较偏理论。

但讲故事确实是一个我很想做好的事

情。我想像卡尔维诺那样写作。如果

要找一个国内坐标的话，我想应该是

双雪涛。总之，是一种虚构写作，这个

才是最过瘾的。但是目前，我觉得还

有许多别的任务，当务之急还是要做

家长教育，要陪伴家长和孩子一起成

长。因为中国的父母和孩子，在教育

的焦虑之下实在太无力了。我希望做

这件事来帮家长和孩子，这是我目前

的首要任务。

王悦微：我写故事很简单，就是天

天和孩子在一起，观察他们，研究他

们。小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

们那些奇思妙想、天真深刻是无法预

料的。遇到这样的小孩，这样打动人

的时刻，就会情不自禁地写下来，想把

那些感动分享出去。

中国教师报：您是怎么开始写作

的？关于出书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

蔡朝阳：写 作 是 我 最 能 得 到 满

足感和成就感的事情。由于天生叛

逆，我与周围的小伙伴有点不太一

样，只有写作这样需要更多专注力

的 事 情 ，才 会 让 我 有 一 种 沉 浸 感 。

至于为什么要出书，那是因为写作

这件事一开始就是公众性的。当我

们的文章发表在大众媒体，发表在

网 络 上 ，写 作 就 具 有 了 公 众 传 播

力。所以，把自己的作品结集成书，

无非也是公众传播的另一种方式而

已，没有什么别的念头。

王悦微：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也一

直因为写文章在学生时代得过不少奖，

受过不少鼓励，只是那时候没想过有一

天能写书。出书的念头固然有过，但很

模糊，没想到真的会实现。因为微博粉

丝越来越多，让出版社看到了我，所以

才有了这些书的出版。感谢这个互联

网时代，让普通人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

音，并梦想成真。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都十分关

注学生写作，学生写作与教师写作有

什么异同？不擅长写作的教师能教好

学生写作吗？

蔡朝阳：学生写作基本上还是习

作，我们需要在基础写作技法上给他

们一些基础性指导。这跟教师写作本

身是不一样的。教师写作是一件私人

的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写好就行

了。而教孩子写作，则相当于是一个

教练，需要把技术动作以适宜的方式

传达出来。教师不但要懂得写作原

则，还要知道孩子的接受心理。这对

一个写作教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觉得不擅长写作的教师，也能

教好孩子写作。不擅长写作，不代表

不懂写作原理。也就是说，只要懂得

好的写作教学理论，成为一个合格甚

至优秀的写作教练，都是可能的。

王悦微：学生写作与教师写作在

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写作的本质

就是畅快畅通地写，尽情尽兴地表达，

传递自己的情绪，达到彼此的共鸣。

我认为，不擅长写作的教师很难

教好学生写作。当然，擅长写作的教

师也不一定会教。教写作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要用孩子听得懂的话来讲知

识，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激发兴趣。

一个不擅长写作的教师，恐怕连好的

作文应该是怎样的都不清楚，怎么引

领孩子呢？仅仅教给学生成语、修辞

方法这类知识，是不足以让学生写出

好作文的。这些都只是基础技能。所

以，要教孩子写作文，还得自己下功

夫，多看多写，不辜负这份责任。

中国教师报：教师如何找到写作的

起点，您认为写作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蔡朝阳：写作的起点，在于教师自

己的需求，或者说内心的渴望，是不是

有想法，有迫不及待表达的愿望。如

果有这个冲动，那么开始写吧。这就

是写作的起点。

写作并不神圣，开始写作也不需

要做什么准备。最主要的还是要聆听

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要表达。当你

开始写的时候，当你觉得言不及义、力

有不逮的时候，你就知道该回去做什

么准备了。

所以，开始写吧，这才是最重要的。

王悦微：我没想过做什么准备，写

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感情

特别汹涌的时候，想不写都很难，就像

要把火山压住。

中国教师报：您是坚持每天写作

还是想到了才写呢？您是否一直都有

写作的自信，是否曾感到胆怯，觉得自

己写不好？

蔡朝阳：我现在如果晚上在家，基

本每晚写 2000 字。这好像已经成为

一个习惯。不过，被一种表达的冲动

所推动的次数还是很多的。如果我不

在自己的书房，突然想到某个主题或

者标题，我会用手机里的便笺记下

来。我现在能全天候在各种条件下写

作。但不能口述，一定要打字，只有

打字这种形式才能使我的思维逻辑准

确起来。

关于自信，那自然是不自信的，尤

其是年轻时，也会羞于表达。我从来

不觉得自己写得有多好，但我在意的

是，我写得比以前好。写作是一件跟

自己较劲的事情，你只要不断突破自

己就好了。

王悦微：我班里有30个学生，家里

有两个孩子，每天真的挺忙，所以做不

到每天都写。但我尽可能多写，在特

别受触动的时候要及时写下来，不然

时间一长容易忘记。

我确实有过对自己文章不满意的

时候，但不是胆怯。我曾觉得自己每

天都写这些生活琐事，跟那些引经据

典、思考深入的文章相比，我的文章太

“薄”了，也太“浅”了。不过，也有朋友

说，能写好孩子的故事，给大人以思考

和启发，让大家都感受到那种触动也

很好。我就慢慢地不苛求自己了。确

实，我也要继续看书、继续写，慢慢让

自己变“厚”。但这急不得，需要阅历

和阅读的加深。

中国教师报：您当下的写作重心

是什么？作品出版后，您是否会关注

读者的反馈？对于书评者的意见，您

认为是否可以接受？

蔡朝阳：我当下的写作重心是家

庭教育、育儿、儿童教育。最近我有一

本新书出版，叫作《我们现在如何做父

母》，也是家庭教育方向的。我觉得这

是我目前的中心任务。作品出版后，

自然会关心读者的反馈，表扬和批评

都是照单全收。甚至书评家尖刻的意

见，我也可以接受。这是因为在漫长

的写作和阅读生涯里，我们都知道了

自身的有限性。

王悦微：接下来可能尝试写写儿

童小说，就像《小淘气尼古拉》那样。

我很喜欢那些调皮孩子，觉得他们身

上充满生机和快乐。

读者跟我的互动很有意思，你可

以看到那些曾感动你、触动你的事如

何在千里万里外让一个陌生人也产生

共鸣。我收到读者留言时，内心很感

激，因为在这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还

有人花钱买我的书看，阅读那些点滴

感受，还认真点评，真的很感动我。无

论是表扬还是批评，对于书评者的意

见，我当然接受。我自由地写，读者自

由地看、自由地评，我觉得读书就是这

样一回事，很美好。

用写作
保存孩子的童年

蔡朝阳 CAIZHAOYANG

教 育 学 者 ，亲 子 作 家 。

著 有《阅 读 抵 抗 荒 诞》

《寻 找 有 意 义 的 教 育》

《我家有个小学生》《孩

子，谢谢你带我认识温

柔》《教 育 ，伴 随 着 成

长》《我 们 现 在 如 何 做

父母》等。

王悦微WANGYUEWEI

小学语文教师，新浪微博

“我们 1 班王悦微”博主。

喜欢教书，喜欢与小朋友

在一起。著有《我们的天

真填满整个宇宙》《我们 1

班的作文课》《一个很好

很好的小孩》《孩子，我完

全相信》等。

谈 写 作

□ 本报记者 宋 鸽
人物插画 蔡汝先/绘

●访谈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