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年前，工作热情消磨殆尽的我离开
了已工作 6 年的母校， 应聘来到了天卉中
学。

那个时候， 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
难是上课。为了让新教师尽快合格，学校要
求评课不说优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因
为每次评课都被批得体无完肤， 而在原单
位从没遭遇过如此窘境的我，气馁了，想放
弃，想打道回府。

那次上的是《紫藤萝瀑布》一课，学生
们一定看到了我哭红的眼睛， 也一定从我
语无伦次的状态中读到了什么 。 因为紧
张，我原来准备好的思路一时间全忘了，大
脑一片空白。 离下课还有 20 多分钟时，我
竟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就干脆站在讲台
上望着大家，一言不发，因为我心里已经做
好了回原单位的准备。（那时候我的辞职申
请还没有批复下来，回去还是可以的）

就在这时，科代表站起来说了一段话，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他说：“同学们，紫
藤花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让我们写一段
紫藤寄语送给你想送的人吧！”接下来的一
幕让我终生难忘， 孩子们站起来纷纷说：
“刘老师，我的紫藤花送给你，花和人都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为什么不像紫藤花
一样选择坚强呢？ 你告诉我们自信的人不
一定成功，但不自信一定不能成功，那为什
么不相信自己呢？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
名优秀教师！”我流着泪领着孩子们一起读
了课文的最后两段， 孩子们给了我热烈的
掌声。

这节课后，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日记，并
选择留下来挑战自己…… 3 年时光过去
了，这一届孩子毕业了，我们学校的语文成
绩全县第一，我的语文成绩全校第二。

正当我沉浸在“成功”中怡然自得时，
学校开始课改了。 因为以前就注重学生自
学，再加上用心，我进步很快。 为了让小组
长尽快适应新课堂， 我亲自做小组长带一
个组，给所有组长做示范，除了我上课的时
间，其余时间我都在课堂上，参与到所有课
中去。那时，我们教学组的老师做全校公开
课、示范课都爱在我的班里，孩子们在这样
的课堂上所学到的远远不只是知识。

2011 年 5 月 8 日的语文课，我是流着
泪幸福地上完的。之前，孩子们请求我把这
节语文课导学案的设计权交给他们。 我欣
然同意，认为孩子又长出息了，敢尝试着设
计导学案了。

第三节课走进教室时， 我因为一时回
不过神儿来而愣在了那里。 前面的黑板上
写着：“小刘妈妈，母亲节快乐！ ”侧面的黑
板上画着美丽的康乃馨，写着美丽的小诗。
原来孩子们提前跟学校请了假， 课间操时
各组都偷偷留下人布置了板面， 他们要用
这节语文课为我过母亲节。 我除了哽咽着
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谢谢 ”、“谢谢 ”，真不
知道该做什么。这一堂课里，孩子们准备了
小诗，准备了颁奖词，准备了赞颂母亲的散
文， 准备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的歌曲
……这一切都让我震撼，让我感动，让我铭
记，让我永不后悔做一名教师。

“都赞美教师如红烛般闪亮，却不及你
用放手丰满了我们的翅膀， 都歌颂教师如
春蚕般无私， 却不及你用真爱点燃了我们
的梦想，小刘，我们最美丽的妈妈，让您的
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里送上他们最真诚的
祝福吧 ！ 您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神
话！”这是孩子们饱含深情地朗诵给我的心
语，是我今生最难忘的铭记！

自此以后，每当我外出讲课时，孩子们
都会自己组织课堂， 把需要我和他们一起
探讨解决的问题留着等我回来。 而我也会
把自己外出所见到的自然人文景观及当地
的风土人情做成课件， 回来与他们一起分
享……

教师的真正幸福是点燃了孩子们的热
情之后又被孩子们的热情点燃。 成长到今
天， 我已经不知道我和孩子们之间是谁点
燃了谁。 总之，我们一起沉浸在青春燃烧、
生命狂欢的幸福中！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围场天卉中学）

转型、跨越、发展，是我近年来专业生活
的真实写照 。 什么是好教育 ？ 什么是好教
师 ？ 一连串的问题不时地冲击着自己的大
脑 ，想要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又似乎不太
容易。

2009 年 ，学校推进 “学导螺旋发展大课
堂”，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受到反对、质疑。 但
在学校自上而下的坚持中，我也开始慢慢向
它靠拢， 并尝试进行与别人不一样的教学 、
不一样的管理。从第一次的不适应到上全校
公开课 ，从一个普通教师到学校的 “课改先
进”， 这一切变化其实都源自课改。 课改过
程中 ，教师到底应该做什么？ 说白了就是放
手 。 放手给学生 ， 让他们在课堂上成为主
人 ；放手给学生 ，让他们成为班级的真正管
理者。 而教师做的就是沟通和协调，在学生
中间做“和事佬”。 这期间，我想方设法让自
己的位置低下来 ，说话的语调低下来 ，让自
己变得更加公开甚至于暴露出很多缺点。如
此一来 ，学生和自己的距离拉近了 ，心声吐
露了 ， 问题不遮掩了 ， 班级自然也就和谐
了。 师与生之间的沟通不再成为障碍，学生
自身也多了几分担当和责任。经过一段时间
的尝试 ，某一天突然发现 “教师 ”这个行当
可以这样的幸福，可以真正地享受孩子们带
来的不一样的课堂和每天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做就是 3 年 ，又是一个轮回 。 3 年后
的今天少了太多的师道与说教，多了一些尊
重与平等 ；少了太多的埋怨和苦恼 ，多了一
些欣赏和快乐； 少了太多的浮躁和困惑 ，多
了一些沉稳和坦然。不敢说今天的自己有着
多么大的收获，但绝对是在享受着课改带给
自己的幸福 。 课堂上学生精彩的展示和质
疑 ，对知识的渴求和方法的探究 ；课堂外学
生发自肺腑的欢声和笑语，彼此交流时的大
度和坦然 ；师生交流时的和谐与快乐 ，共同
应对问题时的合力与高效，还有孩子们不经
意间表现出的自信， 无法不让人乐在脸上 、
喜在心头。 而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道了什
么叫合作 、什么叫谦虚 、什么叫感恩 、什么
叫真善美。 我想，教育的目的无怪乎让孩子
回归真正的人， 发展其今天， 成就其未来 。
而今天的发展就需要我们充分重视孩子的
主体性 ，注重开发他们的智慧和潜能 ，不断
激发他们的创造精神，提升其道德水平。

前 3 年后 3 年， 学校发展今非昔比 ，学
生的进步今非昔比，同样也造就了今非昔比
的教师。 如果要回答什么是好教育？ 唯有基
于人的发展的教育才是好教育，只有回归生
命本真的教育才是好教育。如果要回答什么
是好教师？ 我想，真正尊重学生、服务学生、
引领学生、发展学生的教师才是好教师。 课
改如火如荼地进行，教育人应该主动寻求改
变。

站在教育转型的岔口，其实已经有很多
榜样在前方给我们以引领 ，跟不上 ，就一定
不会有更高的跨越和更大的发展。也正是基
于课改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我们学校已经开
始了新一轮的课堂推进———“大单元走班
制”，教师角色将进一步发生改变。 我想，任
何一个想有作为的教师都不会对这样的改
变置之不理。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晋城市泽州一中）

“新教师”
路正长
□ 张志鹏

与学生
相互点燃
□ 刘 悦

我从小到大，20 多年来， 视野不断开阔、
知识不断丰富、经验不断积累，可从来没有关
注过自己的内在。 而最近 5 年，学校的课改实
践对于我来说， 比我 20 多年来所有所学都来
得重要，因为她改变的是我的生命状态和行走
方式。

2007 年的杜郎口之行， 我被那种课堂所
震撼。那开放张扬、激情四射的课堂，不仅震撼
了我的心灵，更颠覆了我对课堂教学的传统理
解。当真正开始课改时，我才发现，原来这远不
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小组分了，学生不站
起来说，站起来了不知道怎么说；如何把握学
习目标，怎么跟学生一块制定；在这样的课堂
上，全是学生的展示，教师的引导作用怎么体
现……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

带着这些问题， 我如饥似渴地与苏霍姆林
斯基、陶行知、佐藤学等教育大家对话，与蒙台
梭利、皮亚杰等教育心理学家联结。

通过与大师的心灵对话，我改变了对儿童
世界的一无所知，我现在懂得：每一个孩子的
成长都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敏感期开始的。儿童
的精神世界绝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天然懂得如
何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儿童是自己身体、
情绪、感觉、心理、认知、精神的主人。儿童会按
其意愿，以其自我的方式生长、发展，而不应服
务于某一个人的目的。 这样成长起来的人，是
拥有自我并自成系统的人———一个完整的、生
命流动的身心灵的复合体。

儿童的生命成长是由自己创造的。孩子要
创造自己， 就必须生活在爱和自由的环境中。
我对《爱和自由》一书中这样的观点深信不疑：
教师是儿童的第一环境， 环境必须是有生命
的。 教师要能追求自我成长，如果教师一成不
变的话，他就不可能给儿童创造一个有生命的
环境， 如果我们成人的生命状态是开放的、流
动的，那成人将能够感知到儿童生命的流动和
成长，并协助儿童成长。 儿童在富有生命的环
境中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一切潜能。 所以，
我更加关注自己内在的成长。

我母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
做任何事要尽善尽美。 在母亲的影响和要求
下，我以前在工作中同样追求完美：任何一项
工作布置下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都想做
到自己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程度； 对待学生，我
也会拿这种高标准去要求他们，我理所当然地
认为他们能做到。 与学生的关系中，我扮演的
就是 “内在的父母”， 学生们就是 “内在的小
孩”。 “内在的父母”总挑剔“内在的小孩”的不
完美。 总是有人会说，不要生气，不要自私，不
要小心眼，不要贪得无厌，不要穿的不干净，不
要不听话，不要懒惰……

以前，我认为这就是爱，在这里面包含了
父母的含辛茹苦、老师的谆谆教导。作为父母，
因为爱你，才希望你变得更好，希望你比别的
孩子优秀；作为老师，因为爱你，所以才严格要
求你好好学习，取得好的成绩。我们认为，这就
是父母师长对我们的爱。 但是，我们会按照父
母师长心目中那个样子成长吗？ 答案是否定
的。 每当别人这样对我说话时，我觉得自己很
受伤。 那些话让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没有别
人优秀。这种有条件的爱在我的心中已经留下
了抹不去的伤痕。

其实，生命成长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那是
深深的理解和接纳：我爱你就是因为你是你，不
因为任何原因；我不因为你故事讲得好，不因为
你考了 100 分，不因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
因为你本身，你本身就足以让我来爱你了。 这就
是生命的至尊状态。

上学期的一天，我要去参加区里的论文年
会，去之前对班干部说：“孩儿们，我去参加比
赛了，在家做好自己的事。 ”王静怡说：“老师，
祝你马到成功，得个第一名。”我随口说：“要是
得不了第一名怎么办？”然后，王靓靓很平静地
说：“没得奖也没关系，没得奖你还是你，我们
依然爱你，努力的人就是最棒的。 ”听到这句
话，我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浑身的汗毛都
张开了，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在体内流动，我体
验到了被接纳、被包容的美妙感觉，我真切地
感受到了爱的语言的能量。 孩子天然懂得包
容、懂得爱，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去仰视。有
一群这样的孩子，是我的幸福。

其实，在以前的生活中，为了掩饰自身那
些被自己否认、排斥的特质，我所付出的精力
比这要大得多， 并且任何时刻都无法放松下
来，直到我承认这些特质的存在为止。 当我最
终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阴影，承认和接纳真实
的自我时，所有的压力瞬间消失，我感觉无比
轻松。 当我能够接纳真实的自己时，对那些不
听话、自私、爱打架，曾经让自己头疼的学生，
就多了一份宽容、多了一份接纳。 当我能接纳
不完美的学生时，我感觉自己接纳了周围的一
切，整个世界都会对我敞开怀抱。

如果老师的生命在成长中，那么他就会对
自己、对儿童、对整个生命状态采取一种开放
的态度，会用一种等待的态度对待孩子。由此，
我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西下池小学）

读懂自己
读懂学生
读懂教育
□ 鲁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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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在 40 岁的时候要经
历一次重生， 那是一次真
正的涅槃。

为了能使生命再延长
30 年， 鹰要在追寻生命的
真谛中经过 150 天的漫长
而痛苦的蜕变： 它必须敲
掉自己的喙，必须要把旧的羽毛一根根地拔掉，必
须要把脚趾甲一个个地拔出来。当然，正如我们知
道的，痛苦的另一面预示着更灿烂的新生。

亲身经历过由传统课堂到新课堂的脱胎换
骨，才真正理解了鹰之重生的难能与可贵：那种自
我磨砺与再生的精神，荡气回肠！

2006 年的某一天，学校的“三步六段孵化室”
里， 在学校所有中层以上领导和部分骨干教师面
前， 我拿到了校长打给我的第一份高效课堂成绩
单———84 分！ 自工作以来还从未被否定过的要强
的我，当时甚至全然忘掉了女士该有的优雅之风，
脸不禁沉了下来。 我还够不上优秀？ 笑话！ 在我的
字典里，“优秀”就是“把第二名甩出去老远”。我已
经上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公开课， 赢得那么多
的赞扬和掌声，这样的分数简直就是耻辱！ 课后，
那张签着校长名字的鲜红的成绩单被我贴到了备
课本的扉页，更永久地烙在了我的心底，烙得我的
心生疼生疼。

我开始了雪耻之旅。没有可供借鉴的导学案，
我从试卷讲评课开始摸索； 新授课怎么办？ 我从
“预习提纲”增重到“讲学稿”，又瘦身到“学案”，再
健体到“导学案”；高中学生已经被传统课堂驯化
得服贴被动， 我想尽千方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激发学生的展示热情和团队动力；更现实的问
题是，知识如何落地？我从课标到考纲到单元到主
题，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教、学、考对接之网，并
潜心琢磨课堂上的匹配展示……

学生的反应是最好的证明， 也是我不竭的动
力。他们渐渐地由“被动麻木”变为“自觉自主”，由
“单打独斗”变为“合作共赢”，由“机械复制”变为
“积极探究”。 “花仙子”、“破烂王”、“粘贴工”、“门
神” ……他们承包了班里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
“晨官”、“文官”、“智官”、“字官”……“十大官员”
让我这个语文老师摆脱了烦琐的机械劳动， 恢复
了我“脑力劳动者”的身份。 科研小组开始编制节
假日导学案了，开始开设小专题讲座了，开始组建
节假日的合作学习小组了。 学生自主意识和责任
意识的觉醒， 使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焕发出无穷
的生机。

《孔雀东南飞》那一课彻底征服了我，也彻底
促成了我最后的转变。在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里，
温柔婉约、知书达礼、外柔内刚的刘兰芝是除去林
黛玉之外，我心中最欣赏的古典女性。若是传统课
堂，在最后评价人物形象环节时，我会由衷地赞美
这位忠于爱情、宁折不弯的女战士，力争用自己的
情绪感染、打动学生。 现在是新课堂了，学生们的
思维已经自由驶出了老师的语言轨道， 他们畅所
欲言：

“为了捍卫爱情固然可贵，但牺牲生命未免太
过了吧？！ 生命对我们毕竟只有一次。 ”

“这样双双殉情， 对双方老人的打击该有多
大，身为儿女，未免不孝。 ”

“婆媳关系本就难处。 焦母又是寡母，年迈老
人，还是老女人，生怕自己的儿子被别的女人抢走
也能理解。 刘兰芝和焦仲卿不能使点儿策略吗？ ”

“婆媳关系再难也比中美关系好处理吧？两口
子恩爱不能关起门来恩爱去， 非得刺老太太的眼
吗？ 可以在老人面前使个苦肉计， 焦仲卿强硬点
儿，拍拍桌子训斥一番兰芝……”

“可以去西饼屋学着做点儿小甜点，哄婆婆开
心……”

他们的观点让我震撼。 这些说法未必能够得
到学院派研究人员的认可， 但它确确实实是学生
们自己的真实感悟！原来，只有撤除了老师的语言
绑架， 真实才可能发生———舞台上的煽情可以让
人动容，却永远无法植入生活、生命的土壤，生长
出鲜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对教育而言，只有首
先是真实的，才有意义！

他们的“我们”意识更让我反思良久。 “我们”
解救了我，把我从师道尊严的十字架上解救出来，
真正和他们结成学习共同体；甚至，把我从“个体
我”的狭隘当中解救出来，真正成为唇齿相依生态
链上的“社会我”。于是，每一次在同事面前的问题
暴露就促成了一次新的课题研究之旅， 完全没有
了不安和丢丑的心理； 每一次在学生们面前的招
架不住，都带给我得意，不再是尴尬不已。

他们的表现让我重新审视每一个生命， 并不
由地产生敬畏之意。只要我们拿出足够的耐心，只
要我们静静地等待，他们都是“晚成”的“大器”。

他们的无限潜能让我心甘情愿地从台前转入
幕后，从一个一脸严肃“积极入世”、“面面俱到”的
“旧教师，”悄悄转变为逍遥洒脱“无为在行”、“有
为在心”的“新教师”。 心里装着“真实”、装着“我
们”、装着“尊重”，我俨然已由“知识传输者”变为
“能力陪练员”，由“权威独裁者”变为“合作激励
人”，由“授业解惑者”变为“生命唤醒人”。

如人言， 坚韧探索和无量大爱是我们秉持的
信念。

每一个自我的成熟期， 你是否能够拿出断喙
拔羽的勇气，摒弃原本属于你的安全、安逸、自尊、
自信，去改画下一条生命的曲线，赢得鹰之重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兖州市第一中学）

鹰之重生
□ 李 平

编 后：
在 7 位“新教师”的案例中 ，无论

是孙巍老师善待问题学生的故事 ，还
是鲁慧老师读懂学生的心路历程 ，都
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爱： 真爱是无
条件的接纳， 而不是以爱为借口把孩
子工具化。

无论是葛小丽老师生活化活动式
语文课、体验式作文课的创新，还是崔
金英老师 “单元自主学习指导纲要”、
“课堂学习指导纲要”的研发，都向我
们表达了什么才是教师的专业尊严 ：
教师要由传递别人的知识走向创造自
己的知识， 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课
程。

无论是李平老师与学生在课堂上
的生命绽放， 还是刘悦老师两度被学
生点燃，都书写了新课堂的新形态、师
生关系的新定位： 新课堂是知识的超
市、生命的狂欢。 教师与学生应该是相
互点燃的， 教师要相信学生、 解放学
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