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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与工作建立联结
———“勇气更新”活动

严格地说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国珍
所组织的 “勇气更新 ”活动 ，算不上一个团
队活动 。它的成员不固定 ，几乎 1 年组织一
次大型活动 。可是尽管这样 ，每一个参加过
“勇气更新 ”活动的教师都对吴国珍念念不
忘 。他们不止通过活动来联结彼此的关系 ，
还有一本影响教师精神成长的书籍———帕
克·帕尔默的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
灵 》。

在过去的 10 年，帕尔默不仅出版了《教学
勇气》一书，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师成长中
心。 后来，顺应非教师人数不断增加的需要，教
师成长中心更名为“勇气和更新中心”，以此来
帮助各行各业的人，让他们与自己的工作重新
建立联结。

受此启发，吴国珍也产生了举办“勇气更
新”活动的念头。 在活动中，教师心灵成长共
同体走向公众 ， 似乎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
门 ：温暖的心相聚在一起 ，心中的火种 ，彼此
照亮。

吴国珍认为，教师共同体灵魂的清澈，是
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也是不断滋养教师
生命活力的源泉 。 而 “勇气更新 ”活动的归
宿， 在于教师与教师心灵之间的真诚分享和

相互之间的学习与反思， 并将其制度化为教
师研修成长过程的常态。

———第 524 期《重拾心灵 勇气更新》

在对话与交流中走向远方
———“知行社”

有人说，教育是孤独者的事业。 这句话放
在 7 年前的四川省绵阳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
长谢云身上，比较合适。

2006 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家级远程网
络研修改变了他的看法。

谢云发现， 打破教师精神灵魂的隔膜，形
成交流与对话的机制， 是教师成长的必经之
路 。 “作为致力于精神培孕 、 灵魂呼吸的事
业———教育，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有一种积
极的，向上、向真、向善的召唤声，不断激发和
引领自己，向着更新的目标不断前进。 ”这种发
现让谢云欣喜不已，在他心里，想要成立一个
“共同体”的念头挥之不去。

2007 年 3 月 30 日，知行社正式成立。 谢云
略感欣慰，但心里却更加不安，肩上的责任和压
力也更大了。思考改变状态，行动改变命运。成立
之初，知行社确立的宗旨是“展示我们的生命成
长和经验，提升我们的教育素养和能力”。 成立 7
年，知行社如今已拥有近 200 名成员。 在知行社

里，从“风来云往”廖学军、“霏霏小雨”孙健秀，再
到“冷月星辰”罗红、“格子 yuyu”钟锦钰……虽
然每个人的成长路径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又都清
晰地知晓，在教育生命的行走途中，始终要沿着
“知行合一”的道路，走向远方。

———第 526 期《一路“知行”向远方》

相互搭台 共同唱戏
———“四语”学科组

何谓“四语”，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
小学的四年级语文学科组，该学科组共有 8 位
教师，清一色的“娘子军”。 这个学科组可谓人
才济济，有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市区级师
德标兵，有区级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等。 这样
的团队不好带，“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 8
位优秀的女教师，那得多少台戏？ 但在“四语”，
这样的担忧不成立，她们在这个团队里相互搭
台，共同成长，只为学生们唱一台好戏。

全校率先承担 “思维与表达”、“阅读与欣
赏”等 4 门选修课的任务；自发研制课外阅读教
材《乐读》；自办的“家教小报”让家长动起来；别
致的“小讲师活动站”让学生“high”起来……这
些新点子、新举措都是“四语”团队的结晶。 “我
们是一个团队在战斗。 ”“四语”人这样说。

一个良好的团队氛围，会带给人无限的正

能量。 “我在工作的同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得
到了更多的乐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它让我
更加愿意去投身工作。 ”洪丽娟的话代表了“四
语”的心声。

成长，进步，每天都在这个团队发生。
———第528 期《“四语”的小伙伴儿们》

从独行到结伴
———“南京物理教师成长共同体”

成长，对青年教师而言，是一门必修课。 有
人认为，这门课的导师是前辈，是专家。 但在南
京树人国际学校教师朱文军看来，导师是自己。
在朱文军的发起下， 原本只在物理学科教研组
存在的 6 人成长共同体， 经过学校和省市区教
研员的大力支持，迅速发展成为南京市鼓楼、玄
武、白下、栖霞、秦淮、建邺、雨花台等区优秀青
年教师和南京市外部分优秀教师交流学习的研
讨平台。 现有在册成员 50 多人。 团队每两周活
动一次，活动内容有教学研讨、观课议课、专家
讲座、观看电影、论文选读、读书交流、外出学习
等多种形式。

这个团队带动每一个成员的不只是专业
上的成长，它更像一盏“心灯”，点亮了这群年
轻人的梦想。

———第 532 期《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梦想》

李镇西———幸福

有人觉得， 现在颇有名气的李镇西提出
“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 的说法 ， 未免有些矫
情。 但读这篇文章，却发现，他投入了最真挚
的感情。

跟随他的文字，我们仿佛回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除了激情一
无所有。 用“意气风发”来形容此时的李镇西，
再贴切不过。 他的语文教改有声有色，班主任
工作有滋有味。 每个星期天、每个寒暑假，李镇
西都与孩子们泡在一起，在小溪里捉鱼，在岷
江边戏水，让风筝在海洋般的蓝天上优雅而自
信地写诗，让歌声在似乎走不到尽头的原始森
林中激荡我们肆无忌惮的青春……当然，年轻
时的他也不是不追求优秀，但他更追求自己认
可的优秀。 这里的“优秀”是指———课上得好，
班带得好，分考得好。 “只要做到了这三好，家
长信任我，学生依恋我，我就有了安身立命之
本，我就‘万事不求人’。 ”

“优秀 ”与否是别人的评价 ，“幸福 ”与否
是自己的感觉。 “优秀”教师是有限的，而且往
往和机遇甚至人际关系有关； 但幸福的教师
有千千万万，而且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我
们自己。 ———第 516 期《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王晓声———个性
有 100 个教师就有 100 种教育。
也许在他人看来，数学是抛开课本后的无

用之学，可是在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
晓声看来，世间的一切表达都可以用数学的语
言完成。 比如，他曾给毕业班的孩子们写下这
样的文字：

“人的勤奋是加法 ，人的创意是乘法 ，人
的懒惰是减法 ，人的堕落是除法 ，人的高尚
是乘方， 人的自私是开方……在你的人生中
会进行怎样的四则运算 ？ ……你走着周长 ，
活着面积。 面积是定值时，你追求周长最短；
而周长为定值时， 你渴望面积最大……梦想
和现实往往不能平行 ，它们是错落在你人生
时空中的异面直线。 你当然能找到它们之间

的最短距离。 公垂线是你展开的手臂， 它的
意义在于你努力着……真理就这样简单！ 追
求简单吧孩子！ 你是最出色的！ 你们可以不
记得王晓声， 但你不可以忘掉他教授你的数
学知识 ，他给你的文字叫 《人生哲学的数学
原理》……”

数学是文化，这是王晓声坚持得最彻底的
理念。
———第 520 期《给教育打上鲜明的“王氏”印记》

王维审———不屈
“我坚信困苦不是自己获得抚慰的理由，

只有抗争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 ”山东省临沂
市兰山区教育局教研员王维审从临时工、校办
工人起步，可谓拼尽一切气力“搞分数”。 在他
看来，那时候更多的“不是为学生，而是为了证
明自己”。

两次接手“最差”班级，从第一次的“严苛
训斥”到第二次的“以文动人”，王维审似乎找
到了教育的最佳方式，那就是让教育回到人本
身。 “当教育的目的单纯到只关注人的时候，教
育便不再受那些评价和考核的束缚，而更有了
灵性和人性。 ”

“在多年以后，如果我的学生能够时常回
忆起我们在一起的点滴细节，如果这些点滴细
节已经对他当下的行为方式和人生际遇产生
了影响，并与他的生命成长发生了千丝万缕的
联系，那么这就是我最大的职业荣耀”。

———第 534 期《准备好一颗愿意成长的心》

赵坡———激发
九月开学季。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外国语

学校的开学典礼出现激情一幕： 一位年轻的
班主任在全校 3000 多名师生面前 ，大呼 “我
爱你们 ”，不仅点燃起全校师生的热情 ，更成
为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 。 这位年轻的 “80
后”，就是赵坡。

曾经的他 ，提起学生 ，想到的是 “失望 ”、
“忧愁”和“痛苦”，想起“班主任工作”，就感觉

“焦心”、“要命”，甚至一个学期能掉 10 公斤体
重。 后来，他从美国心理学家勒温那里找到了
班级管理的灵感，他发现：班级的人、物、文化
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也构成了一个 “心理
场”，这个“心理场”能激发师生趋向于产生某
些行为。 由此可见，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来源
于让人人受益的“心理场”。 此后，赵坡的班主
任工作变得“简单”，就是创建人人受益的“心
理场”。
———第 536 期《赵坡：创建人人受益的“心理场”》

朱胜阳———“折腾”
朱胜阳，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语

文教师，儿童阅读推广人。 2014 年 9 月，他在
“荔枝 FM”创建的“颜颜爸爸故事会 ”网络电
台，仅用了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点播总数就
突破了 20000 次。

“我想做一名好老师，总想折腾出一点自
己喜欢做的事！ ”

带着学生读书、讲故事，朱胜阳每天沉浸
其中，他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还不能
说明自己是好老师。 参加工作的第 7 年，为了
成为“名师”，朱胜阳开始投入到竞争的“大潮”
中。折腾了自己 3 年，朱胜阳厌倦了。他开始慢
慢调整自己的心态，他想明白了，自己毕竟不
是为这些荣誉而活。 他要建构自己的精神世
界，内观、内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

“多看书，多思考课堂，多了解学生，多写
些文章。 努力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有
意义，比什么都重要。 ”经历一番寒彻骨之后，
精神回归的朱胜阳重新出发，又开始“折腾”教
育那些事儿了。

———第 539 期《朱胜阳：“折腾”在路上》

金亮———独立
一所著名小学的 “非著名 ”大队辅导员 ，

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以两年 60 个社团的 “业
绩”，成为全校所有孩子心中的“NO.1”，更诠
释了什么是“让孩子做最好的我”。 在他的眼

里，教育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学生展示出最真
实的自己。

“聪明”、“认真”、“好玩”、“负责”、“幽默”
……孩子们不吝把这些词语送给金亮。 虽然他
既不是班主任也不是主科教师，仅仅是一名兼
着科学课的大队辅导员，但却在孩子们的心底
占有极重的分量， 甚至在 2009 年全校学生的
公投中被选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且甩出
第二名极大的分差。 那时的金亮，才来学校不
过一年。

“他是与学生最投缘的老师，也是践行学
校理念最突出的老师。 ”中关村一小校长刘畅
如此评价金亮，而她口中的学校理念，正是让
中关村一小的每个孩子都成为教育的主体，都
能“做最好的我”。 金亮所做的，就是使出“十八
般武艺”，让每个学生可劲儿折腾，展现“最好
的我”。
———第 522期《金亮：让孩子拥有独立的自由王国》

张芳军———执着
四川省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教师张芳军，

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
手的荣誉。

2008 年，他刚入职，正年轻。喜欢在一些教
育论坛发表自己“尖锐”的言论。 在一定范围内
引起了关注，也遇到一些难得的机遇。 他上公
开课的次数多了，校级、区级、市级。 随着抛头
露面的机会增多，他说，一个时期“如处悬空状
态”。 很快，他成为了校教导副主任，随后，又是
教导主任。

他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 大多是事务性
的，繁杂、零乱。 他被忙碌给淹没了，读书少了，
写字少了，思考似乎也少了。

而后，他才发现，“原来，每份对教育的热
爱背后，都潜藏着辛酸与苦寂，而后又如此执
着。 ”他真正把教育当成自己生命的必然，并因
此有了别样的发现。 尽管他依然面对着痛苦的
现实，却愿意以更积极的意识和行为，去诠释
和表达 “教育的善念与美好”。 因为阅读而思
考，因为思考，他重新回到文字里，回到自己的
心灵中。

———531 期《从“弦上箭”到“牧蝶人”》

说到教师成长，我们总是想到“是什么”“怎么办”以及“为什么”的
问题。其实，对于教师来讲，更重要的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成长，不是学习多少知识、技能与方法，而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
题：你是怎样一个人，你要做怎样一个人，最终，找到自己。 只有这
样，才会远离所谓的职业倦怠，走向优秀，并且感到幸福。

2014 年，我们刊发了一系列“非常教师”和“教师团队”。
审视这些“非常教师”，他

们各具特色： 有的滔滔不绝，
有的不善言辞； 有的爱读书，
有的善写作 ；有的严肃 ，有的
活泼； 有的擅长学科教学，有
的擅长班级管理……他们似
乎并不相同。 然而，在迥异的
背后，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
质：都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工
作深深认同 ，喜欢 ，并倾注了
巨大的热情。

解读这些“教师团队”，无
论是校内教研小组、 跨校学科联盟还是跨区域成长共同体，它
们得以建立并能够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拥有共同的愿景。 这
种“共同愿景”来源于成员的“个人愿景”而又高于其中每个个人
的愿景。 它是建立在其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组织发展的共
同愿望，是全体成员发自内心想要争取和追求的目标。

2014，我们想表达的是：成长路上，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体，只有找到
“自己”，才可能聆听到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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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