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要想在专业成长方面获得长足进
步，必须要有强烈的成长意识。 也就是说，教
师要有成长的动机和兴趣 。 意识是成长的
“控制枢纽”。 没有成长意识，教师的成长免
谈。 成长意识的确切表达，是“我要成长”，而
不是“要我成长”。 一个教师是不是有成长意
识 ，可以看他有没有做到 “四自 ”：自愿 、自
觉、自律、自立。

成长意识从哪里来？ 来自对教育本质的
认识。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是改变人。 陶行
知说 ：“教育就是教人变 。 教人变好是好教
育，教人变坏是坏教育。 活教育教人变活，死
教育教人变死。 教人不变或不教人变不是教
育。 ”当然，教育要追求的肯定是教人变好。
但是 ，教师如果不想办法使自己成长 ，说不
定在不知不觉中就教人变坏了。 可见，只有
有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教师的成长意识才
能“生成”。

成长意识来自对生命的感悟。 生命是短
暂的、脆弱的，但生命更是来之不易的。 作家
毕淑敏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回溯我们诞生
的过程 ，两组生命基因的嵌合 ，更是充满了
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 我们每一个个体，
都是机遇的产物。 常常遥想，如果是另一个
男人和另一个女人 ， 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如果
换了一个时辰相爱，也不会有此刻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
时辰，由于一片小小落叶或是清脆鸟啼的打
搅，依然可能不会有如此的我……我们的生
命，端坐在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 面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还有权利和资格说
‘我不重要吗’？ ”这段话告诉我们，人来到世
上是偶然的。 这样的偶然，十分重要，所以要
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命，珍惜生命中的分分秒
秒。 正像刘墉先生所说：“你可不要白来这一
遭。 ”

领会了成长的意义，有了成长的意识和
信心 ，但如果不付诸行动 ，教师的成长恐怕
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 教师成长行动是大量
的，也是多层面的。 但最为主要的是读书、实
践与思考。 美国学者波斯纳提出这样一个公
式： 教师的成长=经验+反思。 我的理解，教
师成长=读书+实践+思考。

读书就是学习。 之所以要把 “学习”替
换成 “读书 ”，意在让学习更具体 、更明确 。
书中自有智慧眼 ，书中自有聪明脑 ，书中自
有高尚情 ，书中自有纯洁心 。 社会学家 、上
海大学教授邓伟志提出 ，教师读书应该 “三
七开”，即七分专业内，三分专业外。 我很同
意这个观点。 教师读书就应该杂一点，要什
么书都读，如同蜜蜂采蜜。 读专业内的书可
以生就 “智慧眼 ”和 “聪明脑 ”，读专业外的
书则可以换得 “高尚情 ”和 “纯洁心 ”。 专业
外的书尤其可以读读励志类的 ， 那真是一
种温润生命 、净化心灵 、培育情操和重塑人
格的阅读！

说到实践，教师们可能马上会说：“我天
天都在实践。 ”不错，教师的工作就是实践，
备课是实践， 上课是实践， 批改是实践，辅
导、评价等都是实践。 但我说的实践是有要
求的实践。

首先，要讲究科学性。 其次，要有标新立
异的实践动机。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经常
用这样两句话提醒自己 ：“是不是只有这一
种做法？ ”“还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再其次，
实践应该要有恒心， 因为教育是有周期、有
过程的。 浅尝辄止是教育实践的大敌。

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行动，而缺乏思考则
是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 。 课上砸也就上砸
了 ，事情做砸也就做砸了 ，主动或自觉地回
过头去再想想，这样的教师为数不多。 我认
为 ，“完整的一堂课=课前准备+课中呈现+
课后反思”。 虽然我们更强调“反思”，但真正
把课后反思当成课的一个部分的教师为数
不多。 所以，我曾跟教师开玩笑说：“如果你
能够做到每天把课上‘完整’，并坚持 3 年，3
年之后，还没有成长起来，来找我算账，我愿
意赔偿一切损失。 ”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三河市皇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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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干什么的
《中国青年报》2012年 10月 10日 赵涵漠 陈卓

【原文摘编】马小平，这位 56 岁就因脑部恶性淋巴
瘤去世的教师，曾发觉许多年轻人“有技术却没良知”，
简直患上了“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质缺乏症、公民
素养缺乏症”。 他很少讲教材，但却把梁漱溟、哈维尔、
王小波带进课堂。 他梦想着“办一所幸福的学校”，但终
究没有成功。 家长会上，已患癌症的马小平特意为家长
准备了一封信， 请他们不必过分在意考试， 更要注重
“学习的自信”。 可没人在意这封信。 会后，20 多名家长
把马老师围住，质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的内容。 马小平
“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束手无策”。 最终，他回到办公
室，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每个曾经踏进马小平小小书房的人都感叹，7000
多册书堆满了三面墙。 马小平相信，只要用高三一年来
应付考试就足够了。 给高一、高二学生上课时，他很少
使用教材。 他不在书上为学生画“知识点”，更不总结中
心思想。

他是“学者型老师”，以惊人的速度读书、看电影。
人们想起他时 ，总会想起他斜挎着一个大包 ，快步走
在路上 。 如果碰到熟悉的老师或同学 ， 他一定停下
来 ，抬起一条腿 ，将挎包搁在上面 ，然后从包里翻出
他最新推荐的书或影碟送给对方 ，“就是那种布道者
的形象”……

【本刊点评 】就现实而言 ，马小平是另类的 ，他的
“另类”恰恰说明教育“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就教育而
言，马小平是正常的，他以自己的生命为样本，诠释了
“教师究竟是干什么的”。

教师是学生的第一环境 。 教师不断追求精神成
长，“第一环境”的质量就高，反之就低。 教师精神发展
的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枯萎和堕落，意味着不能给孩
子提供好的生长环境。 教师怎么跟学生说话，怎样帮
助他， 决定性地影响着学生未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教师自我成长是做好教育的关键 。 凡是不能自我发
展、自我培养和自我教育的人，也就不能发展、培养和
教育别人。

教师的职业人格———做教育的格调与境界， 决定
着教育的品质与成败。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大学
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称马小平是所识教师中 “最具
全球视野，可称得上是教育家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教
授杨东平则将他视作 “布道者”“已属稀有的人文主义
教师”。

学案功能如何转型
《基础教育课程》2012 年第 11 期 郑桂华

【原文摘编】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和学习效率的提
高，学案的功能应该由“谁来学”向“怎么学”转变。

评价一份学案的优劣从技术上说应依据以下标
准： 一是学案所预设的学习内容是该课程框架中的应
有之义，而不是教师任意添加的。 二是学习目标具体、
明确、集中，是大多数学习者能够完成的，而不是空泛、

含糊、散乱的。 三是欲达成的学习目标、借助的学习材
料、评价手段有较高的一致性，不能缺少针对性，甚至
互不相干。 四是具备逻辑性、通俗性与趣味性，因为学
案主要是给学生看的。

一言以蔽之， 上面的标准的共同指向就是如何通
过一系列切实的步骤，使学习过程导向学习目的，提高
学习效率，而这也是许多学案的不足之处。

【本刊点评】作为一种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习的工具
与手段， 学案改变了课堂学习活动方式， 将教学主题
从“教什么、怎么教”转化为“学什么、怎么学”。 然而，
学案在教学实际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学案设定
的目标过于烦琐 ，或面面俱到 ，不利于学习目标的实
现； 有的学案因过于追求创意的新颖， 而忽略了学案
的目的；有的学案问题设计复杂，表述艰涩，让学生望
而生畏……

学案是一种帮助学生学习的手段， 改变学生的学
习方式，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是学案教学的目的。 学
案的设计和使用一定不能颠倒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评
价学案教学的效果，一定要抛弃急功近利的思想，把学
生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标准。

研究儿童是教师新基本功
《教师月刊》2012 年第 10 期 李政涛

【原文摘编】这个时代的教育，最大的遗憾是丢失
了“儿童”和“生命”。 对各种服务于速度和效率的工具
的追求， 使作为生命个体的儿童在教育中的位置模糊
不清， 甚至可有可无———本应作为教育目的的儿童生
命，沦为手段和工具。

虽然我们获得了速度和效率， 但丢失了对儿童世
界的好奇心，丢失了对儿童世界的尊重和敬畏，丢失了
对儿童生命的凝视和触摸，最终丢失的是一种能力：了
解儿童、研究儿童的能力。

种种丢失聚焦为一点： 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不懂得
了解儿童，更不会研究儿童。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研究儿童”应该成为当代教师最重要的“新基本
功”。 这意味着未来的学校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将出现
三大转向：

第一，教学立场的转向，即从“教师立场”转向“儿
童立场”。 第二，评价标准的转向。 从把教学能力和研
究儿童的能力分离， 转向把研究儿童的能力视为教学
能力的核心；将是否具备一定的研究儿童的能力，作为
教师入门的基础性前提。 第三，学习研修的转向。 在学
习研修活动中，从过分关注从“教”出发的各种教学技
能和方法，转向对从“学”出发的教学能力的培养提升。

【本刊点评】教师的使命是帮助儿童成长，但现实
中，教师阻碍、破坏儿童生命成长的现象屡见不鲜。 原
因就是教师不了解儿童生命成长的规律， 不了解儿童
的天性，缺乏教育常识和对教育的敬畏。

教育为什么是爱和自由的事业？ 什么是真爱？ 为什
么说不减少成人对儿童领地的占领和开采， 爱就会成
为一种野蛮？ 为什么说教育不是控制、管束、塑造，而是
点燃、激励、唤醒？ 为什么说无限放大教师的“教”是反

教育的……
要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儿童，研究儿童的生

命成长规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毕生课程
是研究学生”。

当然，绝不能用“提出问题”来代替“解决问题”。 对
于教师而言，要重视研究儿童，要从阅读相关书籍和用
心观察做起；对教育理论研究者来说，要想办法让理论
落地，帮助教师研究、认识儿童。

学校文化的危机与救赎
《中国教育学刊》2012 年第 6 期 朱永新

【原文摘编 】形形色色的教育教学变革虽然创造
和提供了令人炫目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
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新观念，但没有为教育灌注深刻
而恒久的、 能令学校所有人都安身立命的文化精神。
缺失文化的教育已将儿童带入一个他们倍感陌生、抽
象、片面和异己的地带。 精神失落带来的是精神世界
的浮躁、迷误、幽暗甚至荒芜，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
来的孩子可能是一些有知识没灵魂、 有技艺没根底、
有智力没情怀的 “怪物 ”。 这就是 “学校无文化 ”的窘
态！

许多学校存在着虚假的、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的
“伪学校文化 ”，其主要表现是物表化 、文本化 、标语
化 。 这种学校往往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与话语体
系，有两套规则同时维护着学校的运转。 一套叫显规
则，就是挂在墙上印在精美宣传册上的校风、校训、教
风 、学风以及在国旗下讲话中演讲 、在年度总结中书
写的华丽词汇，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有成为校长、教师、
学生真正的信仰，只是为别人言说的。 另一套叫潜规
则 ，就是在与学生生命发展相冲突时 ，物质利益凌驾
于生命发展之上 ，应试利益高于心灵发育 ，功利目的
大于理想追求。 在学校起作用的是这些潜规则，是学
校真正在做的东西。

对自身文化的省察， 对应然状态学校文化的追求，
是实现学校文化救赎的基本路径。 不同学校对自己文
化的“觉解”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最高的觉解，就是那种
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秉承什么，知道自己想要用一种怎样
的理念去贯彻到学校的方方面面，去影响全体师生生活
的自我意识；而最低的觉解，就是那种仅仅知道自己是
在教书，知道要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完成的自我意识。

【本刊点评】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学
校文化根植于学校之中，只有将其与学校战略的实施与
组织的发展进行一体化运作，避免“文化墙上挂，行动地
上爬”，文化才能真正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显
化于物，并最终统摄于魂。

校长冥思苦想，或借助于外部人士整出一套学校文
化，挂在墙上，写在手册里，大会小会地讲，也对教师进
行培训，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大多数成了“口头文
化”“墙上文化”“应付文化”。

文化在学校里推不开，落不了地，和学校领导的关
系非常大。 不少校长不清楚自己就是学校文化，校长的
文化就是学校文化，校长的一言一行，特别是行为做事，
对管理层和教师的言传身教，就是学校文化。

教师如何突破
专业成长瓶颈

□ 段昱宏

■行业·点评

数学，以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广泛的应
用性著称。 许多学生闻数学色变，一学就会、一听就懂、
一做就错、一多就乱、一考就砸，是大多数学生的通病。
然而， 每当我看到数学教师声嘶力竭地站在三尺讲台
上，我的心都在滴血；每当我目睹学子默默无闻地挣扎
在作业堆中，我都欲哭无泪。 深知当今传统课堂的弊端
却束手无策， 曾获全国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和省学科技
术带头人的我， 一度意志消沉、 浑浑噩噩或者大发牢
骚，无所事事。

前不久，在中国教师报的组织下，带着职业倦怠和
批判质疑的情绪， 我走进了中国第一学城———湖北省
襄阳市樊城区，目睹了襄阳 31 中的高效课堂模式，眼见
了刚入校不久七年级学习小组自信大胆和有创意的展
示，我惊讶不已。

在“桃花朵朵开”的游戏中，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教师们自然愉快地结成 6 人小组，体验了紧张的讨论和
合作的喜悦。 展示环节， 我还秀了一把自己的绘画才
能。 别具一格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的会议模式，往日开会
时瞌睡、走神、玩手机的现象不见了踪影。

10 月 14~18 日 ， 我随中国教师报记者走进了安
徽铜陵铜都双语学校。 自由活动时间，我偷偷钻进了
教学楼， 我想看到常态的课堂， 不想看作秀的课堂。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连看几个教室都不见教师
的影子，全是学生在 “导生 ”带领下安静地 “自研 ”，有
次序的两人小对子 、5 人互助组 、10 人共同体热烈地
讨论着……最精彩的当然是展示环节 ， 各组组长去
“导生” 处抽签后认真筹备， 有的组把要展示的题编
成节目 ，有的组编成小品 ，还有用歌曲唱出来的 。 每
个学生站在展板前都能自信大胆地表现， 没有胆怯、
退缩和走神 ，只有全神贯注和激情飞扬 ，教师是解放

的，学生是幸福的。
那一刻 ，我有了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震撼 ：学生

真正是课堂的主人！学生真的可以胜任课堂主人的角
色！ 这样的课堂，学生怎可能昏昏欲睡？ 怎可能分心
做小动作？ 怎可能惹老师生气？ 怎可能不高效？ 这么
多年我都干了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活着没意思？ 为什
么我觉得教书没意思？ 为什么老抱怨学生一无是处？
是我自己错了 ，是我没找到好的方法 ！ 懊悔 、兴奋充
满了我整个的身体和灵魂。

学习结束，我一刻也不愿等，买不到卧铺票，就坐了
8 个小时的硬座，连夜赶到了郑州，连家也没回直奔教
室。 见到学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可爱的孩子们，我
太想你们了。 我要把课堂完完全全地交给你们，让你们
真正做课堂的主人，现在开始分组……”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第十九中学）

课改之旅第一步
□ 杨尚茜■田野·行动

□ 本期主持 本报记者 王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