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生命
决定了教师的
职业水准，也决
定了教师的幸
福水准。精神生
命可归结为信
仰、品格、知识、
思维方式 、情
感、意念。

教师的
精神成长应
从 读 懂 自
己、 读懂人
生开始。

现 在
的培训大都
只是在较低
的 层 级 上
“授业”，而
不是在较高
的 层 次 上
“传道”。

为成就更多的未来教育家，本报特发起全国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全景调研活动。 活动旨在对全国各地名校长、名师工
作室发展现状进行生态调查，发现、梳理、总结、分享各地名校长、名师工作室的原创经验，寻找、分析未来教育家成长过程
中的共性问题，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扶持、引导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和实践依据，造就更多的未来教育家。

如果您主持、参与的名校长、名师工作室的成员有着较为独到的教育教学思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果；如
果您的工作室在名校长、名师成长方面探索出了新路，或存在发展困惑……请联系本报。

发现、报道更多教育家型校长和教师 发现 、报道名校长 、名师工作室新经验
推出大型名校长 、名师工作室调研报告 用专家资源服务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发展

联系电话：010-82296726 18610378011 联系邮箱：362149788@qq.com

助力地方教育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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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新视野

怎样研究教育
林格在新浪网撰文 把教育

作为研究对象，有两条路：一条
是讲究知识性、逻辑性、考证性，
进行严密推演， 形成自己的体
系；一条是将教育当作生命体认
对象，以生命对话生命，以心灵
温暖心灵， 以灵魂去唤醒灵魂，
超越功利，将教育融入自己的血
液。后者合人类生存发展之大目
的，是至乐。两条路都走，第一条
与第二条形成一股绳，螺旋式上
升，所获甚多，但很慢，且要时时
刻刻在一线实践、行走，不容松
懈。 故而一般情况下，教育工作
者选择其中一条路即可。

将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自然就会沉迷其中。最优秀的文
化，都是玩出来的，且越玩越精。
中国人最好的聪明才智，也都是
玩出来的，且越玩越全，越玩越
多，才有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传统文化。 因此，读书教书之
余， 以玩的心态进行教育研究，
是一种意趣，是一种智慧，是一
种学问。

让学生学会
与自己相处

龙应台在中国新闻网撰文
如今，在我们中国的大学，学生
只学会了如何与别人相处，却没
有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我们是
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
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
唤友的欢乐。 在思想判断上，我
们用“集体公审”或“拉帮结派 ”
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
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
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
刻不在与群体“相濡以沫”。而独
思的时间，独处的空间，不在我
们的学程设计里，我们并没有给
学生“独思”的时间。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
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
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
关系， 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
野，“慎独”是修炼，使人在群体
的喧闹中，保持清醒。

大学课程不允许学生有时
间进行个人修身的 “独思”，也
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 。 4
年或 7 年大学生涯， 大半在喧
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 自己
对自己的检讨 、探索 、深思 ，难
有空间。 （钟原 辑）

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100 多年前，英国《泰晤士报》登了
一则广告：募男。 危程，薄薪，苦寒；长及数月，全无天日；险境恒
常，生还存疑；倘侥幸功成，唯获誉加赞者也。该广告引来了 5000
名应征者，由此可见，人可以超拔于物质之上。

在地球上，人无爪牙之利，无毛皮御寒，无闪电般的奔跑，不
耐饥渴，然人傲视万物，因人精神发达。

如今，我们已经进化到了重视精神的时代，以物质换精神、
以精神换精神成为生活的常态。 教师的教育生活包括以精神换
物质，更包括以精神换精神。 精神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人的成长包括肉体、行为、精神 3 个方面，按照社会分工，教
师是学生精神成长的照料者，如何照料？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
是心灵对心灵的唤醒， 要唤醒学生的心灵， 教师的心灵必须先
醒；要照料学生的精神成长，教师的精神必须先成长。 从这个意
义上说， 精神是教师的教育
手段。

教师可以获得来自学生
的精神上的回报， 学生的成
就、问候、尊敬，甚至专注听
讲本身， 都是对教师的精神
回报。 教师所得到的精神回
报远不是拥有一家公司、一
辆好车、 一座豪宅所能比拟
的。温饱之后，物质的消费只
是低层次的精神享受， 教师
的精神享受则要复杂得多，
但究竟能享受到什么， 取决
于教师的精神生命。

精神生命决定了教师的
职业水准， 也决定了教师的
幸福水准。 精神生命可归结
为信仰、品格、知识、思维方
式、情感、意念。

人的知识相对于未知的
部分总是微乎其微， 但人们
需要行动，这就需要信仰；人
的价值观纷纷扬扬， 但人需
要选择，这也需要信仰；人能够机动灵活，但人群需要确定，这又
需要信仰。 教师的信仰包括以生为本、教育即生活、阅历即成长
等。信仰的成长坐标是：崇高、坚定。美国波士顿韦尔斯利中学教
师小戴维·麦卡洛的毕业致辞中提到这样两句话：“接受教育是
应当为了获得学习的乐趣，而不是物质上的所得。 无私是我们能
够为自己做得最棒的事。 ”这就是教育者的信仰，而且是高尚的
信仰。

教师的品格包括责任、关爱、公正、尊重等，成长坐标是：内
化、外施。

知识的成长坐标是：丰富、驾驭。 驾驭即要有一种正确的知
识观，在正确的知识观的指导下讲解、运用知识。

思维方式的成长坐标包括：规矩、创新。 规矩即遵循逻辑规
则，不以偏概全，不自相矛盾，对论据与论点的关系有清晰的认
识；创新即思维具有想象力、创造性，能够生成新意。

情感的成长坐标是：健康、同情。 健康即心态阳光、平和、积
极，远离抑郁、焦虑、强迫等。

意念即自己的心意，包括对事物的价值评判，自己的做事
计划、理念，对他人的要求、期望等。 意念的成长指标包括通情、
达理。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大都因为知识
膨胀，认知不到位，很多方面消极怠惰，导致精神生命不健全。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应首先完善自己的灵魂，让自己
的精神生命得以健康成长。

我们提倡教师过一种精神生活，注重自己的精神成长，但
不能把教师的精神成长仅仅看作教师个人的责任， 社会也应
该提供相应的条件，如公正和物质待遇，要让教师在物质生活
上有尊严。 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
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 现实中很高
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 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
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 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
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
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 并且部分地
被牺牲在里面。 ”因为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
心，回归到自身。

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能力在温饱之后过一种精神生活，实现
“境由心造”。 一位痴迷沉香的人，寻遍天下奇香，最后醒悟到：心
香，则世界香。 我们都认为有一个客观的世界，但客观世界在对
人发生影响时，大多需先转化为主观世界。 客观世界只有一个，
但每个人心中的世界是不同的， 这个属于自己的主观世界与自
己的内心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只要教师的精神生命是瑰丽的、美好的，那么我们的校园
就会变成一个神奇的育人花园。

（作者单位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关注教师精神成长（三）

懂生命才能搞好教育

精神是教师的教育手段
□ 宫振胜

世界上没有哪一样事物是孤立存在的，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因此，
当我们审视教师的专业成长时，应当把它放
到教师职业幸福、 教师生命质量的大背景
下，不能孤立、静止地只见一点。

当前，有很多不良现象阻碍着教师的专
业成长。

培训被抽去了灵魂。 当前各种各样的培
训很多，教育行政部门也非常重视，但关注
的往往都是教育教学的技能技巧、 方式方
法，解决的是教师知识老旧、方式落后、能力
有限的问题，注重的是“术”的短板，而没有
解决教师在精神层面的问题——为什么教，
为谁而教。 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的培训大都只
是在较低的层级上“授业”，而不是在较高的
层次上“传道”。 而古人的主张是“传道授业解
惑”，“传道”在前，“授业”在后。 我们把“传道”
缩减了，把“授业”不断放大，然后呢？ “业”似
乎富足了，而“道”却离我们渐行渐远。 各种各
样的培训正在以一定的力度、 速度填充教师
知识的宝库， 但教师却越来越像一头精神萎
靡不振的牛———不吃草，被强塞；不喝水，被
按头；不干活，被鞭打。 其结果是，牛累，管牛
的人也累，双方均疲惫不堪。

教 师 的 精
神发育为何迟
缓。以湖北省监
利县福田中学
为例。学校是一
所镇直中学，全
校 100 多 名 学
生 ，20 多 名 教
师 。 教师的职
称，基本没有晋
升 的 可 能 ； 前
途，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安稳
就好； 工资，不
要求太高，能够
养家就足够了。
家庭、生活方面
的各种琐事把

教师压得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工作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乏味，教师早已迷失
自我。

消极、倦怠占据了教师的内心，它们就
像魔鬼，吞噬着教师积极的健康细胞，干扰
着教师进取的心态， 拖累着教师前行的双
腿 ，教师整个人都变得消沉 ，上班 ，无精打
采；上课，敷衍塞责；培训，从心底反感。

教师为什么反感培训呢？ 如果把培训比
作一种能量，那就缺少一道“体检”，因为缺
少这一道重要且必需的程序，培训者不知谁
缺少哪种能量，也不知谁缺的多或少，没有
“对症下药”，也难怪教师拒绝“服用”了。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风向标，有什么样的
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有什么样的教
师。 因此，校长首先应是一个“读书人”，是一
个精神巨人， 是一个能够给教师巨大正能
量、引领教师不畏艰难向前走的人。 如果校
长的精神世界非常精彩， 精神活动非常丰
富， 就会让每个教师怀揣精神巨人的梦想，
不断向前进。

学校要还“政”于民，还“权”于民，摘掉
教师“被管理者”、“服从者”的标签。 教师成
了学校的主人，有了“决策权”，就能找到尊
严，内心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促进
自身的专业成长。

教师要做自己内心世界的主人。 学校不
能只是教师的工作场所，还应是教师的精神
花园， 教师不但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奉献，
还能在这里如向日葵般尽情地吸收阳光、补
充水分、增加养料。

教学要成功，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
启迪智慧，而这些离不开读书，可以说，教师
精神成长的全部营养都在书里。 古今教育大
家“家”味浓厚、“匠”气淡薄，正是因为他们
勇攀书山，才到达了常人无法超越的高度。

教师应经常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要一直
做一名“教书匠”碌碌无为，还是要成为一名教
育家以增加工作的价值内涵，提高生命质量？

有了对生命质量的思索，有了对工作的
重新定位，就有了精神支撑，就获得了品味
幸福的真谛。

教师有三种境界：一是作为职业，视为
付出劳动交换薪酬的谋生之所，他们或许兢
兢业业却难有创造；二是作为事业，视为实
现个人价值的舞台，他们渴望来自他人的肯
定；三是作为志业，视为人生的最大理想，他
们希望与学生一起成长。

只要教师精神不倒，坚守理想，最终必将
走向成功。 不管身处哪个年龄段的教师，只要
重拾信仰，打起精神，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
武装自己，做自己内心世界的主人，定能收获
幸福。 教师在发展学生的同时，也成长自己，为
自己插上翅膀，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监利县福田中学）

教师的精神成长应从读懂自己、读懂人生开始。
精神生活是一种摸不到 ，言语无法说明 ，但却

能带给人身心愉悦和满足感的体验 。 精神可以理
解为对生活的感悟，它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观 。
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种超然的精神属性 ， 这种精
神属性具有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 。 物质的
满足容易获取，而精神层面的获得 ，需要穷其一生
去追求。 人生最根本的课题不是如何获得物质来
源，而是自己生命的存在意义 ，这种探寻生命意义
的过程就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过程。一名教师，探寻
教育的本真的过程 ， 就是唤醒孩子实现生命价值
感的意识，与孩子心灵的相互交融 、智慧碰撞的生
命历程。

教师在探寻教育本真的思考中 ， 在读懂自己
和孩子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思绪打开 ，进而勾勒出
一个广阔的、丰富多彩的田园世界。这个田园是最
虚幻却又最真实的，是最隐秘却又最诱人的世界 。
教师可以将自己想象成一株植物 ， 每株植物都希
望自己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都希望在自我塑造 、
自我欣赏和自我鉴定中 ，完成自己的生长过程。教
师的精神生活就是寻找那个真实自己的过程 ，是
陪着孩子建立属于他们那个真实而美好的世界的
过程。

教师的精神成长从读书中来 。 在读书中教师
认识真实的自己、体悟真实的自己 、接纳真实的自
己，慢慢在真实中感受到那份幸福 。 现实中 ，教师
都会在工作中有一些烦恼 ， 而这些烦恼在读书中
都能够得以化解。比如：教师可以在心理专家武志
红的精神生活中，了解个人成长背后的意义 ；在心
灵作家张德芬的精神生活中 ， 探寻让教师烦恼痛
苦的深层次原因，让身心得以成长 ，与他们共享精
神的盛宴 ； 在蒙台梭利和让·皮亚杰的精神生活
中，去发现孩子的秘密 ，感受孩子所带给我们的惊
喜，在这份惊喜中享受愉悦的精神生活 ；在心理治
疗师曾奇峰的精神生活中 ， 让我们对精神层面的
认知越来越清晰，我们的心境被逐渐打开 ，能够更
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存在的意义。

教师的精神成长从环境中来 。 校园是一个美
好又充满童趣的地方 。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
池小学的校园是充满爱和自由的地方 ，是一个生
态的校园 。 校园的一草一木 、一树一景 ，都能带给
教师愉悦的心情 ， 让他们在这个生活的乐园中 ，
享受心灵的愉悦 。 带着学生飞翔的秋千 ，具有历
史意义的石榴树 ，带着生命气息的生态园和 “和
平鸽苑 ”、“吉祥兔屋 ”，疗愈心理的沙池 ，带着淡
淡木香的星光长廊……这个享受安宁的浪漫之
所 ，让教师的身心得以安放 。 这些生态的 、有感觉
的环境空间 ，不仅仅是孩子的精神之所 ，更是教

师的精神家园 。
教 师 的 精 神 成

长从学生中来 。 在西
下池小学的课堂上 ，
看 不 到 高 高 在 上 的
老师 ，看不到只会仰
头倾听的学生 。 学生
侃 侃 而 谈 、 勇 敢 自
信 ，在彼此交流中相
互礼让 ，在探讨沉思
中共同分享 。 师生相
处融洽 ，学生成为课
堂的主人 。 这一切构
成 了 一 幅 温 馨 的 画
面 ，教师在精神上得
到 了 一 份 最 真 切 的
满足 ，学生在这样的

学习中懂得了什么是规则 ，懂得了在规则中享受
自由 ， 在安全的环境中感受来自同伴和老师的
爱 。 由规则建立起的秩序感 ，让他们专注地做每
一件事 ，接受生活中的一切 。 看到学生所展现出
的成熟与价值 ，是一位教师最为幸福 、最为感动
的时刻 。

书带给教师的精神成长 ， 让教师有了教育的
信仰；环境带给教师的精神成长 ，让教师有了心灵
的家园；学生带给教师的精神成长 ，让教师有了教
育的方向。学校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精神家园，也
构成了教师丰富而具有高度的精神生活 。 在这样
的精神世界里享受生命中的美好 ， 在这样的精神
生活中去创造那个真实的自我。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

教师精神成长的三个途径
□ 李莹莹

教师要做自己
内心世界的主人

□ 黄鉴古

花往往是如何死的？ 被浇死的：要么浇水太多淹死了，要么浇水太
少旱死了。 人的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懂孩子、不懂生命的教师就会
导致教育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