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 造 自 己 ，
虽然过程很疼 ，
但 你 最 终 能 收
获 一 个 更 好 的
自己 。

本刊系列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一：学校发展咨询与会诊
学校发展的真正阻力是什么？如何升级教师

工作的驱动力？ 学校文化如何深度构建……
如果您的学校有不少亮点，但缺乏贯穿的主

线；如果您的学校缺特色，却苦于无从下手；如果
您的学校急需提升教师及管理团队的专业素养；
如果您的学校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急需高端、特
色的定位； 如果您的学校发展缺乏一套科学的、
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

请联系本刊，我们的专家团队将为您提供：学
校文化梳理、发展战略规划、学校管理咨询等专业
服务。

增值服务二：教师专业写作辅导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教师专

业写作的道与术是什么？如何有效提高教师投稿
的命中率？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有困惑，想快速提升学校
或区域骨干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 请联系本刊。
我们将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个别指导的形
式，为教师们破解专业写作的难题。

联系电话：
010-82296726 18610378011
联 系 人：王占伟
联系邮箱：3621497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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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了，我校的孩子们有了
一个特殊的小伙伴———一位教师送给
学校的一只小白兔。 不久，为了给小白
兔找一个“朋友”，三年级的一个学生从
家里也带来了一只小兔。 从此，学校里
多了两个可爱的“常客”。

每当下课，总有一些孩子围着小兔
玩耍，他们蹲在小兔身边，看小兔吃草；
每当中午， 总有一些孩子在喂小兔子。
三年级的老师，还带着孩子们一起观察
小兔，写下生动有趣的作文。 因为这两
只可爱的小兔， 孩子们多了许多欢乐。
两只小兔在校园里， 自由地蹦来蹦去，
俨然一副“小主人”的模样。

可是，好景不长，一次，两只兔子终
于惹了大麻烦， 让学校领导非常头疼。
这一天，小兔不知怎么了，一连咬伤了

3 个小朋友。
学校领导紧急讨论处理办法。为了

不再发生伤害孩子的事情，有老师建议
赶快把兔子送走，有的老师甚至建议把
兔子杀了，也好对家长有个交代。 消息
不胫而走，许多孩子和家长都知道了这
件事……

学校工作，安全第一。 学校里养小
兔，是因为孩子喜欢它们，学校也借此
让孩子能亲近动物， 是生命教育的过
程。 面对把兔子杀了的传闻，许多孩子
急切地来找我，问：“小兔是不是要被杀
了？ 能不能不要杀小兔！ ”

听了孩子们的请求， 我也很为难。
这时， 有老师说：“孩子是学校的主人，
这件事还是由孩子们决定吧！”于是，在
周一的国旗下讲话， 我发起了倡议，请

孩子们决定两只小兔的去留。
接下来的一周，“两只兔子的去留”

成了师生间，甚至孩子和家长间讨论的
热点问题。 有的学生给我写信：“章校
长，小兔一定是害怕同学伤害它们才咬
人的 ，我们三 (2)班全体学生请求您不
要把它们杀掉！ ” 也有学生找到我说：
“如果小兔不在学校了， 我们就像失去
了好朋友，我们会很不快乐。”连家长也
打电话给我：“‘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事
故不能都怪在兔子身上。既然学生都喜
欢小兔，建议学校把兔子留下，并借此
机会教育孩子多关爱小动物，如何不伤
害它们。”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孩子
们并不因为兔子咬伤了同学而不敢亲
近它们，他们下课依然去看小兔、喂小
兔。甚至，更多的孩子都抽空去看小兔，

他们生怕小兔被送走。
几乎所有的建议都是“留下兔子”。

周四，我通过广播宣布：“同学们，两只
小兔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特别
的‘学生’，学校决定把它们留下……”
话还没说完，教学楼里传来了孩子们的
欢呼声。 此时，两只小兔正悠闲地在草
坪上散步。

现在，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一有事
情，总在别人身上找问题。 特别是孩子
在学校出了什么问题，学校总是难辞其
咎， 这似乎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
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对孩子过
分的保护未必是好事。 通过这件事，我
感到非常欣慰，有时候，不是我们在教
育孩子，而是孩子在教育我们。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富阳市富春七小）

兔子咬人了……
□ 章振乐

三年级二班的蒋汶汐最近总是发现晓飞
同学开小差，她有些着急。

于是，蒋汶汐有意让他回答问题，想以此
提醒他集中精力听课。 果然，晓飞犹豫地站了
起来，他半天也答不上来。 而其他同学则纷纷
举手踊跃回答，还有个别同学在嘲笑晓飞。 晓
飞一下子显得很尴尬，只是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沉默着。

蒋汶汐意识到晓飞的无地自容，便让孩子
们安静下来， 动情地告诉全班：“在老师的心
中，你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 晓飞这次虽然没
答上来，但我相信他下次一定不会这样！ ”蒋汶
汐让晓飞坐下，晓飞如释重负地坐下了，满脸
充满了对蒋汶汐的感激。

当天下午放学后， 晓飞一直没有回家，而
是在蒋汶汐办公室转悠，好几次还跑到蒋汶汐
办公桌前，欲言又止。 蒋汶汐感到他可能有什
么事要对自己说，便问他：“晓飞，你放学不回
家，到办公室来，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 ”

“老师，我今天没答上来是我不好。 ”他面
露愧色，顿了顿，又接着说，“老师，谢谢你没批
评我。 ”

原来是为这个！ 蒋汶汐心里一热，说：“你
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次我不
问你为什么答不上来。 但下一次，我希望你能
认真听讲。 ”

“嗯，我知道了。 老师，其实我昨天看动画
看得很晚，今天上课，我好想睡觉。 ”他认真地
说，“但是老师，我下一次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

那天下午，晓飞和蒋汶汐聊了很多，聊到
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喜欢的动画、他买的玩
具等等。 蒋汶汐感到和孩子没有了隔阂，聊得
很开心。 仅仅是因为上课时，对孩子幼小而脆
弱的自尊心的呵护， 就让孩子的心向自己敞
开，蒋汶汐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但关键是要激发这个爱玩的孩子对学习
的兴趣。 而对后进生来说，学习的兴趣来自成
功的体验。 怎么让晓飞体验成功呢？ 蒋汶汐在
琢磨这个问题。

成语背诵一直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点，
蒋汶汐想组织一次趣味学习比赛，让学生展开
成语接龙。规则很简单，老师说出第一个成语，
然后让学生接着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继续
接着说成语，不准重复。

蒋汶汐觉得这是一个引导晓飞好好学习
的契机，于是便事先告诉他，老师要开展这样
一个成语比赛，希望他好好准备。 而对其他学
生，蒋汶汐事先没有透露任何风声。

课堂上，孩子们对这个有趣的成语接龙游
戏非常感兴趣， 但很多学生都只接龙到三四
个。 而晓飞因为有了事先的准备，一口气接上
了 8 个，让孩子们非常吃惊，晓飞也因此感到
很自豪。 但也有个别学生显得很不服气，总觉
得晓飞不过是一个“差生”。

快下课时， 蒋汶汐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故
事：“很久以前， 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看木偶
戏，经常为了看戏而耽误学习。有一次，他知道
那天村里放的木偶戏是‘孙悟空过火焰山’，于
是他早上逃课跑去看，整整一天都在看戏。 第
二天，他就被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一番，老师苦
口婆心的劝诫，让这个孩子很感动并且对自己
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教
训，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后来他
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闻名世界的文
学大家，他就是沈从文先生。 ”

孩子们听得很认真，晓飞也是若有所思的
样子。 蒋汶汐继续说：“晓飞今天的表现，让我
想起了沈从文先生的小时候，他也和晓飞一样
犯过错， 但他们都能知错就改并且奋发图强。
今天晓飞能够拿到最好的成绩，我觉得将来他
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

孩子们纷纷为晓飞鼓掌，他们也因为晓飞
的进步而受到鼓舞。 晓飞在这一刻，感受到学
习给自己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荣耀感。

晓飞进步了，蒋汶汐很欣慰，但也很清醒。
一次聊天，她对我说：“一个孩子的彻底转变远
不是一次教育就能完成的， 教育没那么简单，
但有了这次成功的体验， 在老师的继续引导
下，晓飞一定能变得更加优秀。 ”

蒋汶汐：
用成功造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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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师精神成长（六）

教师精神成长的三种方式
教育的使命是重建生命的高价

值感 。 生命的高价值感 ，即一个人对
自我高度的接纳与认同。 一个真正的
教育者 ，内心应当是明澈的 ，愿意并
接纳每一个学生 ，给学生提供一个爱
和自由的成长环境 ，让每一个学生都
能够遵从自己的想法 ，在生活体验中
成为自己。

教师作为学生的重要导师 ，更需
要建构自我生命的高价值感 。 只有
教师的自我价值感高了 ， 才能开启
心智 、提升心性 、建构个性化自我 ，
形成独立的精神境界 ， 发自内心地
投入到自己的教育工作中 ， 才会接
纳与认同学生 ， 更好地体会生命的
价值和意义 ，幸福地活在当下 ，去做
真正的教育 。

教师精神成长有三种方式 ：遇到
一个人或环境能给予他无条件的接
纳与理解 ，即安全感和归属感 ；自我
觉察 ，即读书和体验 ；用陪伴儿童成
长来唤醒自我。

在我们学校 ，心管理为教师精神
成长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精神能量场 。
心管理有三个关键词 ：滋养 、映照 、去
控制 。 教师和学生生活在一个安全
的 、充满爱和自由的环境之中 ，以陪

伴 、认同 、包容 、接纳的心态 ，厘清人
与人之间的精神界限 ，提升教师的职
业幸福感 、学生的生命价值感 ，让师
生都成为自己，重塑自身。

校长曾为我们讲过镜子原理在
教育中的应用 ，领导应该是教师的一
面镜子 ，成人是儿童的一面镜子 。 镜
子能够映照彼此的内心 ，只有光滑平
整的镜子才能让对方映照出真实的
自我 ，才能让对方不断自我修复和自
我完善。 同时，在相互映照的过程中，
才能使每一位教师认清自己。

每一个成人的问题都是由童年
的生活经历造成的 ，谁也不可能有一
对完美无缺的父母 ， 所以被干预 、被
创伤的经历人人都会有。 而所有成人
的问题都需要退行到童年 ，退行到被
干预的那个阶段 ，重新再让当时未表
达出来的情绪与感觉表达出来 ，才有
可能痊愈。

在不断的读书体验中 ，提升自己
的精神海拔 。 我校的办公室文化中 ，
有这样一条约定 ：“读书的高度代表
人生的高度 ，读书的厚度代表人生的
厚度 。 ”在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的读书
氛围中生活，教师不想成长都难。

近年来 ，读书逐渐走进了我的视

野 ， 并渐渐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
它给予我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能量与
营养。

读林清玄的书 ，让我体会到平凡
生活的细微之美 ， 用包容之心对人
性的弱点报以同情 、理解 ；用欢喜之
心面对生活 ，让我明白了放下对人 、
对事 、对自己的执着就是放过自己 。
放下对自己的执着 ， 自身才会有变
化 ，才会成长 。 心灵的成长需要时间
和空间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 ， 坚实地走过每
一段路 。

读书能让我们变得清醒 ，变得更
有力量 。 当我们变得足够强大时 ，我
们就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一些惊人
的改变 。 一个人在完善自己的同时 ，
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完善这个世界 。

在关系中不断觉察自己 、建构自
己 。 除了在读书中成长 ，我还深深地
感受到 ，人是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成长
的。 读书让我明白了三种关系：纠缠、
维持 、通心 。 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状
态 ，有多少时间是浪费在纠缠的烦恼
和维持的麻木里 ，只有 “通心 ”体现了
清晰的人际关系界限。 《懂得爱，在亲
密关系中成长 》一书让我明白 ，成长
必须从自我开始 ， 可是我不能止于
自我，“真理始于两个人”。 现在我才
发现 ， 我一直非常害怕与他人建立
过密的关系 ，我没有安全感 ，擅长自
我保护 ，我害怕被束缚 ，不愿意去承
担责任 ，到了人生的另一阶段 ，这些
都限制了我的成长 。 成长首先要解
决自己的问题 ，要接纳自己 ；爱首先
是爱自己 ，要有信心 ；要勇于承担人
生中的责任。

学生伴我成长 。 儿童是成人之
父 。 孩子是上天派来拯救成人的天
使 ， 每一个成人几乎都是在有条件
的爱中长大的 ， 并生活在一个缺失
爱的环境之中 ， 但是陪伴孩子成长
的过程可以疗愈成人童年的创伤 。
童年的无意识 、 天性也是拯救成人
的一种方式。

师生关系是成人和儿童之间关

系的相互投射 。 对于教师来说 ，学生
是他内心中的孩子 ， 是向外的投射 ，
他如何对待学生取决于他小时候如
何被父母对待，这是关系的轮回。

对于学生来说 ，教师是他内心中
象征父母角色的投射 ， 意味着安全 、
温暖 、归属 、爱 ，是生命成长中最重要
的养分。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 ：许嘉
怡是少先队大队长 ，是一个我特别喜
爱的小女孩 。 从她的身上 ，我总能看
到自己童年的影子 ， 她的那种活跃 、
那种上进 ， 和儿时的自己如出一辙 。
期末考试前的一天 ， 她背起书包 ，走
到我面前 ，一脸委屈 ，我抱着她 ：“能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 ”听完我的
话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 原来是她出
差几个月的爸爸回来了 ，但爸爸见她
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作业写完了没
有 ？ 她告诉爸爸没有写完时 ，爸爸用
手猛拍了一下她的头说 ： “你能不能
向别人学学 ，人家做什么事都不用大
人操心……”

她哭着说 ：“老师 ，你不知道当时
我心里有多疼 。 ”顿时我的眼睛也不
禁湿润了 ，我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被
深深地触碰了。

从她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童
年，看到了曾经被挑剔的自己，在对她
进行拥抱，表达自己爱的时候，仿佛自
己也在被父母接纳。 在这个过程中，我
治愈的不仅仅是孩子的伤痛， 我也在
治愈那个曾经被挑剔的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我成为一个很好
的觉察者 、一个温暖的陪伴者 ，并让
孩子懂得了自爱。

认同和陪伴 ，让师生实现生命的
觉察与完善 ，师生间的相互治愈让师
生共同成长。

教育是爱和自由的事业。 成长是
每一位教师的底线 ，也是每一位教师
最基本的规则。 让我们在爱和自由的
环境之下 ，通过不断地读书 、写作 、体
验，认识自己、建构自己、成为自己！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
区西下池小学）

□ 张学争

为自己的改变鼓掌
□ 王 静

前不久，我校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教师培训，学校组织 30 位教师学习
了心理治疗师萨提亚“自我关爱，幸福生活”的课程。 学习的第 4 天，我突
破了自己，鼓起勇气，拿起话筒与大家分享我的改变。 参与体验时，我站
起身很自然地参与其中，很奇怪竟然没有了紧张，没有了退缩。 萨提亚课
程真是很神奇，不知不觉中，我变得如此放松，那些一直困扰着我的自
卑、胆怯、恐惧、紧张、不安的情绪逃得无影无踪。

课程结束，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面带微笑欣赏着路边的风景，心情非
常轻松和快乐！这门课程让我学会了关爱自己、欣赏自己。我为自己的改
变鼓掌！

回到家里，我用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挖掘儿子的内心想法，有了惊人
的发现：儿子竟然是为父母学习，考个高中就是为了不让爸妈生气，没想
到 15 岁的孩子竟然有这种想法，怪不得学习没有一点动力。 面对“如果
父母放手不去管你，你能否考上高中，你准备怎么做”这一问题，儿子竟
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哪来的学习动力？ 我让他在上
学和放弃之间做出选择，他竟然选择了放弃。 我向他说明，选择上学的道
路，未来的生活质量会更高，而选择放弃的道路，未来的生活质量会更加
艰苦，让他慎重考虑。 最后我说：“不管你做什么选择，父母和老师都支持
你！ ”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触动他的内心？

这次谈话我的心态竟如此平和，没有焦虑，没有指责，而是告诉儿
子：“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要负责任地做好选择，一旦决定下来，就要全
力以赴。 ”我完全把他当作一个有权利获得尊重的人来谈话，我惊讶于自
己的改变，也忐忑于自己做法的对与错。

看完电影《地球上的星星》，我哭得一塌糊涂，因为它触动了我的内
心深处。 看到伊夏这个可怜的孩子，我想到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来所受
的委屈，我像伊夏的父母一样，一直抱怨儿子的不努力，从来没有理解孩
子，没有找到他学不好的真正原因，从方法上帮助他。 孩子一直在家长和
老师的斥责和谩骂声中成长，想到他的无奈、痛苦，我心如刀割。 看着电
影，我几次失声痛哭：我可怜的儿子，妈妈对不起你，面对你在学习中遇
到的困难，我没有理解你，没有从根本上帮助你，有的只是指责和愤怒。
儿子，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妈妈应该早一点觉悟！

早饭时，我对儿子说：“妈妈对不起你，没有理解你。 ”“没理解什么？ ”
对于儿子的困惑，我说：“学习是有差异的，有人接受快，有人接受慢，妈
妈有点急了，给你转班是妈妈想帮助你，但那是最笨的一种方法。 妈妈以
后不再急了，人家学一遍学会，咱们学两遍也好，学三遍也好，只要尽力
就行。 ”吃过饭，他不声不响地回到卧室，趴在床上，我以为他在休息，就
进去对他进行鼓励：“经过努力，你现在进步很大。 ”这时我看到的是，儿
子侧着身，手里拿着物理书在背公式呢。

教育学生与教育儿子的道理是一样的。 带着学习成果，我走进自己
的教室。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有灵气的生命，孩子们都是那么活泼可爱！我
用平等的态度、欣赏的眼光、鼓励的语气和学生交流探讨问题。 而他们发
光的眼神足以告诉我：老师的改变引发的是学生的改变。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第八十中学）

重建教师职业生命
保护、提升生命的高价值感，是教育的重要原则。教师必须做精神上的强者，有宏大格局、独立意志、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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