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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年教师的信·成尚荣

到学校去，年轻教师总是向我提一

个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该怎么让自己

获取经验，成熟起来？又该怎么对待老

教师的经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我年轻时也碰到过，而且有时候还比较

烦恼。过去这么多年了，常问自己，我

有经验了吗？今天的经验与过去的经

验发生了什么变化？也许，经验正是在

不断追问中默默生长起来的。追问停

止了，经验也就徘徊不前了。

认真思考以后，我概括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可能是我的经验之谈，与年

轻教师分享，也希望对这些经验之谈

进行追问与反思。

第一句话：经验是宝贵的，应该以

谦恭的态度向老教师、有经验的教师学

习。我读过于漪老师关于年轻时向老

教师学习的故事。一天，于老师在办公

室备课，坐在旁边的一位老教师严肃地

对她说：“于老师，我发现你备课笔记上

一个字写错了，教师写错字会影响学生

一辈子的。”于老师一看，果真有错字，

原来是个“着”字，“羊字头”最后的一撇

写断头了。直到今天，于老师都记得那

位老教师严肃的表情，她下决心要好好

向老教师学习。我还读到另外一些故

事：开学第一天，老教师面对班上所有

学生，准确而清晰地叫出了每一个人的

名字。学生心里都在想，老师认识我！

这是个温暖的片刻，却让他们温暖了一

辈子。这位老教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

点，是因为他曾经遇到过尴尬的事：接

到新班级学生名单没有认真看，结果把

一个生僻字读错了，那位学生心里有一

丝不满，也有一丝对教师的不信任。接

班前把学生名字读准并且记住，这也是

一种备课啊，既然备课就要下足功夫，

这也是一种经验吧。同样的事发生在

另一位有经验的教师身上：点名时突然

看到一个拿不准的字，怎么办？他故意

避开，放在最后点名，说：“还有哪位同

学没有被点到？”那位同学站起来说是

我，并响亮地介绍我叫某某某。老师记

住了，其他学生也记住了，这叫灵机一

动。这灵机一动，其实是经验中生成

的。经验是宝贵的，应该向老教师学

习，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

第二句话：有时候经验是可怕的，

对经验应当反思和改进。有个寓言故

事：兔子非常敏感、小心，出洞后四处张

望，然后踩着自己曾经走过的足迹向

前，一旦发现自己的脚印变化或者消失

了，便马上退回洞里，不再轻易出来。但

兔子总要到洞外觅食，于是猎人在它原

来的脚印上安上陷阱，上面恢复原来的

样子，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终于出来

了，小心翼翼踩着脚印向前，它以为前面

那个脚印还是自己的脚印，结果踩了上

去，掉进了陷阱，被猎人捉住了。兔子是

谨慎的，有经验的，但它不知道事物会发

生变化，而经验应该顺应这种变化。相

反，猎人也有经验，但猎人的可贵之处

在于改造经验、优化经验，在不同情境

中经验应顺时顺势而变、“与时俱进”。

兔子过于相信经验，而猎手善于思考、

改进经验。经验的可怕在于死守经验，

而反思经验教训则能生成智慧。

第三句话：经验是创造出来的，在

经历中思考，让经验积淀得以生成，这

是经验的生命力所在。经验其实是生

活、工作、学习中知识的积累，是实践中

的体认、顿悟，是自我对经历中感悟的

概括。提升、凝练是认知中的一次跃迁

与超越，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首先，要

有行动，要在实践中探索，即要做中学、

用中学、创中学，没有经历便无所谓有

经验的创造。其次，要有比较深刻的思

考，思考是对经历中发生的现象的分

析，总结其中的得与失；概括内蕴的特

点与规律，这样的经历叫作熟知未必真

知；要以熟知走向真知。再次，要有想

象力，想象是创造的先导。一个富有想

象力的教师会追求理想的教学和教育，

在想象中进行“预设计”并付诸实践，这

是经验创造的过程。最后，应当有真诚

的态度，向大家学习，也应该向学生学

习。还是说说给学生点名的事吧。一位

新教师对新学生的名字读不准，事先又

没有时间去查字典。课上这位教师说，

亲爱的同学，你的名字我真的读不准，请

你自己做个介绍。那个学生大大方方介

绍自己，教师知道了准确的读音，认识了

这个生僻的字，其他学生也多学了一个

字。相信这位教师会永远记住这个字、

这个学生，而这个学生也会记住一辈子，

他感到自豪与自信。经验青睐于真诚，

真诚获得了信任，信任中会产生新经验。

正如康德所说，无理论的经验是

盲目的，无经验的理论是空洞的。年

轻的老师们，没经验没关系，以上三句

话正是对经验的三个基本认识。带着

这些认识去实践吧，经验一定会与您

交上朋友。

（作者系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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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报：在谈到教师成长时，

阅读与写作似乎是绕不开的话题，很

多时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教师成

长离不开阅读和写作。对于这种观

点，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谢云：做教师培训20年来，我反复

讲一个观点：读写思行是教师成长的

必由之路。教师是行动者，行动必然

建立在思考上，思考其实是一种内在

的写作，写作就是思考的外化。好的

教师既是积极的行动者，也是用心的

思考者，既是主动的阅读者，也是认真

的写作者。

2015年，我为“教育行走”教师成长

公益活动拟的主题是“行走拓宽世界，

读写重建心灵”。之所以说“读写重建

心灵”，是因为我觉得教师成长必须“从

心开始”，而阅读和写作能够帮助教师

重建自己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学

者张文质认为，写作是“教师的通用能

力”，这种“通用”除不分年段、学科外，

还有“一通百通”的意味：做得精彩往往

就能写得精彩，写得精彩其实也需要做

得精彩。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教师最重要

的生活是教育教学。显然，做好本职

工作既有益于专业写作，也能实现专

业成长。

王木春：阅读和写作是教师成长

的双翼，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有

的教师对阅读和写作的理解比较狭

隘，以为阅读是为了学科教学，写作是

为了写论文。其实，教师成长不仅包

括学科知识的更新，也包括学科之外

的知识扩展与眼界打开。

至于写作，则是借助文字把生活

经验、心灵感悟与阅读积累加以提炼、

融合和深化，锻造出属于自己的“金玫

瑰”。缺失了写作这一环，经验、感悟

就会变得零碎，阅读流于肤浅。对普

通教师而言，写作是职业生涯中一项

基本且重要的技能；对名师而言，写作

可以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凝固下来

并传播开去。

教师需要种种思想和情绪的发

抒，写作是个体生命表达的重要方式。

中国教师报：每个教师都能成为

写作者吗？在写作中，天赋和勤奋哪

个更重要？

谢云：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潜在

的写作者”。每个人对生活和世界都

有自己的感受、发现和理解，都有表达

的本能和冲动。

做任何事，天赋都是重要的。每

个人都有“言语语言智能”，只不过有

的显在，有的潜在，就像有的人伶牙俐

齿，言语里处处机锋，有的人虽然木讷

拙舌，特殊情况下也能语出惊人。

人的写作天赋有高有低。天赋高

的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涉笔成趣；天

赋低的就要笨鸟先飞、多飞，“天赋不

够，勤奋来凑”。写作这件事，除极少

数“天才”外，大多数人还是要“多读多

想多写”才可能做得好。

王木春：从我个人的经历看，只要

肯下功夫，每位教师都可以成为写作

者。教育写作（无论学科论文还是教

育随笔）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

高不可攀。写作首先是一门技术活，

与学开车、学游泳有某种相似性：熟

能生巧。这里的“熟”，包括多读、多

动笔、多修改。我大学毕业后全身心

投入教学，除了偶尔翻看一点教参之

外的闲书，每日无所事事。仅仅过了

10 年，当我重新拿起笔写一篇千把字

的小文章时，脑子里的每个汉字都像

生了铁锈一般，写完小文如同患了一

场大病。编辑朋友不胜唏嘘地说：

“谁能想到王木春在大学时曾经发表

过不少作品。”好在我“知耻而后勇”，

此后不停地写、不停地阅读，文字感

才慢慢回到手指尖。

对于写作，天赋与勤奋哪个更重

要，要看针对什么水平的作品。一二

流作品的产生，天赋比勤奋更重要。

一般水平的写作，我认为有勤奋就足

够了，不需要“吓人”的天赋。

中国教师报：写作有方法可循吗？

当下许多机构纷纷推出“写作课”，这些课

程对教师来说，能有效提高写作能力吗？

谢云：写作肯定“有法可依”。万物

总有规律，万事亦有方法。写作甚至有

“套路”，“套路”这个说法可能格局不

大、境界不高，但“套路”也是一种路，成

套的路数。所谓成套，既包含前人的经

验，也包括运用的成熟。“赋比兴”是“套

路”，“凤头猪肚豹尾”也是“套路”，遣词

造句、起承转合都有“套路”。

不过“入套”只是手段，“出套”才是

目的。方法总是简单的、有限的，用法的

变化却丰富无穷。大家都熟悉“教学有

法，教无定法”的说法，套用一下就是“写

作有法，写无定法”。

写作是教不会的，只能学会。这

个“会”，不是“学得”的，而是“习得”

的。阅读讲究“语感”，写作更需要“语

感”，词语的奥妙，句法的讲究，语气和

标点的选择都要慢慢品味。

在“写作课”上，你能“学得”的只

是浅表的皮毛，自己“习得”的才是真

正的内功。写作是创造性的事，创造

性是不可能教会的。学写作，不只是

看别人如何处理和写作，更要琢磨自

己如何处理和写作。作家开“写作课”

也只能讲他自己如何写作，他讲得再

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也没法帮你处

理，更不可能替你写作。

当然，我这里说的“写作”是真正

的写作，不是“写作文”。作文是可以

教的，作文的写法也能学得会，但是真

正的作品只能靠自己创作和创造。

王木春：沈从文先生当年在西南联

大教书，开了一门写作课。几十年后，也

就是20世纪80年代，评论家孙绍振也给

当时的作家讲授过写作课，学员中就有

莫言。据说，他们的写作课取得了一些

成果。可见，即便如此高端的写作都有

法可循，可通过“传授”来提升。

其实，任何技术都有法可循，写作

亦然。写作方法来自：一是自己的摸

索，这个途径不可或缺，但效率慢了

些；二是高手的经验分享。

至于有些机构推出的“写作课”，对

于教师提高写作能力仅仅是一种有益

的参考。写作是技术活，更是一门极其

复杂的艺术，而艺术的本质在于创新。

创新意味着个性，意味着超越规则，是

无法靠手把手传授的。这就是古人说

的“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的道

理，意即高明的匠人充其量只能教人基

本规范，不能使人心灵手巧。

中国教师报：写作时会有许多念

头，怎样可以找准最核心的一个去写？

谢云：面临选择时，可选项总是很

多，有选择是幸福的，要选择却很痛

苦，甜蜜的痛苦。比选择的痛苦更痛

苦的是根本没有选择。

一个写作者，总有许多心潮澎湃、思

绪纷纭的时候，满脑袋灵感飞舞，满肚子

辞藻涌动，觉得想说的很多，可写的很

多，但真正落笔又面临“选择性困难”。

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取舍——取一个，

舍其他。取的标准，一是最值得说道的，

“值得说道”就是价值；二是最有感觉和

把握的，自己把握得住，驾驭得了；三是

尽量避开“常规”“常见”，从不一样的角

度入手，在不一样的层面展开，所谓“见

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

这样的取舍，或许并非“最核心”，但

至少有自己的“中心”和“重心”。有了中

心，就能不蔓不枝；有了“重心”，就能不

失偏颇。写作最忌讳的是面面俱到，浮

光掠影。“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针

对一点，说深说透，往往更有价值。

王木春：我一直相信，写作的艺术

就是取舍的艺术，有点像贾宝玉的名

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朱光潜先生说，每篇文章必有一个

主旨，必须把着重点完全摆在这个主旨

上。我想，朱先生说的“主旨”，即一篇

文章酝酿过程中“最核心”的那个念头。

可是，对任何一事一物，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角度和观点，而且角度和观

点常常不止一个。哪个更值得去写？

我的经验是，写自己感受最深切的那

一个。自己情动于衷、有感于怀，笔下

涌动出的事理情态才会灵动、深刻，才

能打动自己、打动他人。

要做到“感受深切”，具体从以下

几个方面去努力：一要充分了解写作

对象，在此基础上站在不同的角度审

视，如果涉及人，还需要“理解之同

情”，最后从若干角度中选择最令自己

怦然心动的角度作为“最核心的念

头”；二是尽量避开那些人云亦云的观

点。思想方面的“轻车走熟路”绝对是

文章的死对头，当然也不能成为我们

写作中最核心的东西。相反，那些属

于自己独到发现的思考点，往往才是

理想的写作方向，沿着它去选材布局，

则有望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中国教师报：同样的教育事件，为

什么有的人写得平淡无奇，有的人却

能写得波澜起伏？两位老师在进行教

育写作时，有什么经验？

谢云：同样的事件，每个写作者都

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不同的展开方式，

这既与教师各自的禀性和天分有关，

也与各自的眼界和识见有关，更与每

个人的写作模式和习惯有关……这些

微妙之处，既是写作的难度所在，也是

写作的魅力所在：我们想一想，同样的

常用汉字，通过不同人的不同组合便

成就了世间那么多的美文佳作，这是

多么神奇而有意思的事情。

你所说的“平淡无奇”和“波澜起

伏”，可能主要指教育叙事。叙事就是

讲故事，故事能否讲得精彩、扣人心弦，

肯定与“讲者”的能力有关，但也与故事

本身的“质地”有关。讲故事需要悬念、

巧合、逆转、奇迹，但是很遗憾，教育故

事天生缺乏这些元素。我曾经说，生活

中没有那么多“故事”，更多的是“事

故”。教育更是如此，没有什么波澜壮

阔，只有水波不兴甚至“一地鸡毛”。日

常的教育生活是平淡的，教育写作最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尺水兴波，发现和

呈现日常工作的“平淡之奇”。

无论教育写作还是其他写作，我

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动笔前先想好、想

深、想透——这个“想”，除思考外还有

想象：想象开头结尾，想象起承转合，

想象格调句式，想象文章成型的样

子。这就是“打腹稿”，腹稿既成，接下

来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抄录和誊写。

当然，所有经验都是个体的，不具

有普遍意义。写作就像带孩子，你很

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也不太可能

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重

要的还是自己的体会和感悟。

王木春：把平淡无奇的事件写出

波澜来，一方面靠天赋，一方面靠努力

和方法。天赋不可说，我只谈后者。

以前常看到有的教师喜欢这样写

教育随笔：某学生平时表现不佳，后来

遇到某个事件，瞬间大彻大悟，从此浪

子回头……不能说生活中没有发生过

此类事实，但读了总让人觉得很套路，

甚至有点“假”。写这种文章的作者没

有深入学生内心了解其思想转变的诸

多因素和内在契机，从而把微妙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其实，平静如水的事

件之下常常涌动着暗流，把水下这股

暗流呈现出来便成为一篇文章最动人

最精华的部分，可惜不少作者忽略了

这点。总之，平淡无奇的文章本质上

是写作者的惰性和思想上的肤浅。

文章缺乏波澜还与作者处理细节

的方式有关，这方面在新手写作者的

身上表现尤其明显。有些事件本来非

常有价值，但由于作者叙事干瘪，缺少

闪光的细节，无法把读者带入特定的

情境中，精彩的东西也变得无趣。另

一种极端情形是，不少文章从头到尾

纠缠着一大团一大团的细节，结果最

重要的东西反而被淹没了。

教师日常预备功课都必须有所设

计，而一堂好课一定有一个比较精心

巧妙的教学设计。写文章如备课，也

要有“设计感”（准确说是“形式感”）。

写作的“设计”，重点在于分清文章材

料的先后、详略、主次，这就是所谓的

谋篇布局，朱光潜先生把它比作军队

里的“调兵布阵”，甚为精妙。

谈 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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