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狠抓”退出
教育话语体系

教育官员和学校管理者很喜欢使
用“狠抓”一词。 从现实效果的视角看
去，一般情况下，说“狠抓”时，意味着将
要在一定范围内发起一场“运动”。 “运
动”的特征，首先在于加快社会运作的
节奏和力度。 这种加快，必然导致某些
“程序省略”。 这些年来，一些学校对此
已经有了自觉。 但是，“狠抓”一词作为
一种“集体无意识”依然存在，或许并未
引起大家的反思。 形形色色的“狠抓”背
后，均存在着明显的“反教育陷阱”，需
要提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
扈永进 11 月 5 日）

点评：强化管理并不能让教育走向
秩序与繁荣，其根本原因是，完全用管
理的方式推进教育，并不能让真教育发
生。 虽然教育离不开管理，但管理毕竟
不是教育。 当学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
硬而直接的管理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
转。 如果学校已经走出了困境，强硬的
管理依然处处可见， 那是否就意味着
“领导的失败”？

重新定义教师基本功
研究学生应该成为教师教学新基

本功。 研究学生需要渗透转化于教师
教学的全过程，包括教学设计、教学过
程和教学反思。 目前来看，教师最缺乏
的是两种能力： 一是基于学生学习困
难障碍的发现，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
学方法，并设计教学流程；二是基于学
生的差异备课和上课。 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努力改变的是， 教师备课时心中
有学生， 进入课堂后心中就只有教案
的教学陋习， 养成在教学现场中对学
生生成资源的敏感、捕捉、提炼和再造
的能力 ，与此相应的是 “倾听学生 ”的
新基本功。

（华东师范大学 李政涛 11 月 12 日）

点评 ：中国教师成长方式和内容
主要指向了学科专业素养 ，对儿童的
研究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没有对儿
童的研究 ，教师就难以走出自己的世
界 ，走进儿童的世界 ，真教育就难以
发生 。 教师的基本功亟须重新定义 ：
从粉笔字 、普通话等 “术 ”的层面 ，升
级为完善内在人格 、研究儿童等 “道 ”
的层面 。

教师最大的教育资源
是什么

当一个教育者不懂得真正的自己
是由内在品质决定的，他就会把生命的
重心完全放在外部世界， 用世俗的观
念、他人的意见来指导、评价自己的生
活。 把真实的自己弄丢的教育者，又怎
能让学生成为自己呢？

教育的根本不是教育者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而是教育者是什么样的人，
有着怎样的精神海拔，有着怎样的生命
状态，有着怎样的境界格局。 换句话说，
什么是教育者最大的教育资源？ 是教育
者自身的生命样本，是教育者自己的身
心和谐程度。 所以，真教育发生的过程

其实是教育者自我成长的过程。
（河南省夏邑县孔祖中专 郝兰奇 4

月 30 日）

点评：现实教育中，就不少教师的
专业行为而言，往往是教导多、教训多、
训练多，唯独教育少！ 其核心原因正是
以上所分析的。

教师发展须
从“他域”转向“个域”
中国教师专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

自外部规定，即专家设定的概念、社会发
展提出的要求、 政府或行业制定的专业
标准等。 这一切都可以概括为“他域”专
业发展理念，教师是一种“被发展”的状
态。 这种理念使我们目前的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陷入了一个困顿的境地。

中国教师专业发展有必要从 “他
域”的视角转向教师的“个域”，即站在
教师主体的立场上，研究当事人个体本
身所具有的内在资源，以及现实中教师
个体的理论、知识、情感、信念与实践的
交融。 “个域”的视野应当是未来教师专
业发展研究与管理思路的转向。

（东北师范大学 杨进 11 月 12 日）

点评：教师被成长很大程度上是由
被选择、被决定导致的。 教育就是让人
成为自己。 让师生成为自己，需要有爱、
自由和规则并存的教育生态。 由此审视
教育现实，我们存在的问题是：自由不
够，规则过多，假爱多，真爱少。 这正是
由“他域”走向“个域”所要表达的。

好老师不是什么
好老师不是蜡烛， 不是春蚕。 “蜡

烛”和“春蚕”的比喻都把好老师定位于
牺牲者，显然缺少了对教师作为一个完
整的人的关照。

好老师不是情绪的破坏者。 坏情绪
是师生关系中的病毒，当老师不善于控
制自己的情绪时，就容易让孩子滑向教
育的另一面。

好老师不是全能的。 老师的职责是
育人，但老师不能承担育人的所有责任。
一个人的成长，第一责任在家庭，其次在
社会，最后才是学校，如果把孩子教育的
责任全推向教师，显然是不公正的。

（山东省滕州市柴胡店镇中心小学
高祖兰 10 月 26 日）

点评：时代发展了，应该更新的观
念却没有更新，是一种迂腐。 就好老师
的标准而言， 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更
需要的是践行，将正确观念落实在行动
上、融化在生命里。

好老师什么样
师者，一帅也。 一个成熟的好老师

会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他知道自己是
谁，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选择做老
师，不是基于被动、被迫、无奈，而是基
于对自己了解、把握后的决定。

一个成熟的好老师会是自己情绪
的主人。 他知道喜、怒、哀、惧的情绪没
有好坏。 他不堵塞、不压抑情绪，而是透
过表达和体验，让情绪疏通和流动。 当
学生有情绪时，他知道透过情绪走进学

生的世界，然后协助学生走出去。
一个成熟的好老师会是自己知识

的主人。 他不迷信权威，善于思考和发
现。 他相信知识只是完善生命的工具，
注重践行和体验，不但“学”而且“习”，
有“知”又有“识”。

（陈鹏宇 12 月 3 日）

点评：要从根本上打破教师成长的
困局，必须升级教师发展模式，即在注
重学科专业成长的基础上，唤醒教师的
生命，使其提升境界、扩大格局、完善人
格、修养真爱。

你的教室安全吗
有些老师拼命研究教学的技巧和

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却丢失
课堂最大的底色———爱。 如果说课堂
是教学的腹地， 那么教室则是教育的
腹地。撬动教学质量的支点在课堂，拉
动教育质量的支点在教室。 教师在教
室里的可为之处， 就在于重建你的教
室，让教室像家一样温馨、自由、安全，
让学生在教室里有 “在家之感 ”；重建
你的教学， 在你课堂上实施非主导性
教学， 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我的课
堂我做主 ”；重建你的情绪 ，让你每天
的积极情绪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资
源； 重建爱的表达， 做好耐心的等待
者， 静待花开， 做好平等的爱的传递
者，以爱育爱。

（本报记者 褚清源 5 月 28 日）

点评：安全感是儿童生命成长的一
块重要基石。 就现实而言，不少教师缺
乏给儿童心理安全感的意识。 更值得注
意的是， 许多教师自身同样缺乏安全
感。 这不仅是教师成长的功课，还是学
校管理的课题。

不做学生的榜样
身为教师，我们是启发和引领学生

的人。 我们不用给学生做榜样，我们就
是榜样。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自然会影
响到学生。 如果我们真的在意自己是学
习的榜样，那就做好自己。 对人热情，工
作认真，遇事冷静，乐善好施……这不
是做给学生看的，这就是我们自己。

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只要展现
本色，无须戴上面具。 只有在特殊情况
下，我们才需要为了给学生做出个样子
看。 不过，这个时刻，到底是我们在给学
生做榜样， 还是学生拯救了我们的灵
魂，这又是一个问题。

（浙江省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 茅
卫东 11 月 19 日）

点评： 真正的老师并不过多说教，
他以自己的生命为样本，活出自己给学
生看。 真正的老师更专注于做好自己。

谁来提升
农村教师的幸福指数
提高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 待遇

政策是重要方面，但要具体落实，比如
工资不能拖欠； 另外， 教师作为文化
人， 其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诉求也要
关注。 推动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享有
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需要以 “下得

去 、留得住 、干得好 ”的高素质专业化
农村教师队伍作为支撑。 坚守农村，不
仅需要个人情怀，还需要政策导向，来
提高农村教师的幸福指数， 让他们感
到公道、有尊严。

（首都师范大学 劳凯声 11 月 12 日）

点评： 提升农村教师的幸福指数，
必须要提高待遇。 在此基础上，农村教
师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注、 支持、鼓
励、认同，而非要求、挑剔、指责、抱怨、
批评，他们急需修正自己的心灵地图。

教师拿什么拯救自己
一个缺乏使命和梦想的教师如何

去激发学生的梦想与使命？ 一个自己的
生命都没有绽放的教师如何去引领学
生？ 一个抱怨、指责、消极、委屈的教师
怎么能够培养出正能量的学生？ 一群充
满负能量的学生踏入社会以后，如何才
能顶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中国梦是什么？ 是每一个孩子的
梦，是成功教育的梦！ 每一个教师最大
的使命就是去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梦想，
激发他们为祖国奋斗的使命。 然而可怕
的是，许多教师现在缺乏梦想，缺乏使
命，缺乏激情，缺乏正能量，在课堂上没
有了灵魂的承载。 他们只是把教育当成
生存的工具，应付差事。

（王中孚 4 月 30 日）

点评：缺乏内在人格修炼的教师往
往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人，经常沦为情
绪的奴隶，给学生带去很多伤害。 一些
教育事故的发生正是根源于此。 精神成
长是教师成长的灵魂，专业成长是教师
成长的基石。 如果没有教师的精神成
长，其专业成长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思想不立则教师不立
教育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属于第

三产业里的服务业。 显然，教师属于服
务者，而学生恰恰是服务对象。 在暂时
搁置服务内容的前提下审视师生关系
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倒置了师生关系。

这种倒置在教育实践中自然引申
出两个弊端：“盲目”的师道尊严和教育
实质内容的缺失。 “盲目”的师道尊严使
得教师不考虑自身的缺陷，把自己作为
孩子们成长的参照，把自己的认知当作
真理去教导孩子们，颇有些“霸道”。 自
然，时代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教师放下
了“盲目”的师道尊严 。 可是放下了之
后，却找不到路在哪里。 如果教师能够
“立”起自身的身份地位和工作基点，那
么教育也就真的立起来了。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梅洪建 9 月
24 日）

点评：教师究竟是干什么的？ 如果
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缺乏创造，不能
帮助学生真正成长， 凭什么让社会尊
重？ 唤醒学生的生命，让学生真正成为
他自己，这才是教师的价值。

别向孩子灌输仇恨
让孩子们了解战争和历史， 不是为

了播种仇恨， 不是为了永续那份血腥的
记忆， 世代为仇， 而是要让孩子厌恶战
争、侵略和一切杀戮，向往和平、美好的

生活。 因此，即使要向孩子们讲述历史，
讲述战争，也要向他们播下爱的种子，而
不是仇恨的种子。在这个地球村时代，如
果孩子从小被灌输了仇恨的意识， 形成
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爱国主义观念，
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作为教师，要传承人类优秀文明成
果，播下爱的种子，让孩子们热爱和平，
学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平相处，合
作共事， 遵守人类文明的共同规则，而
不是向学生播下仇恨的种子。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许锡良 12 月
3 日）

点评： 民族的苦难应该让孩子了
解，但要尊重历史事实，还原真实面貌，
不带其他颜色。 了解民族苦难，不是为
了播种仇恨，教师应该有这种使命感与
自觉的生命意识。

不合理评聘
伤了多少上进心

经常听到同事谈论 ： 某教师今年
获得了省优秀教师、 市优秀教师的证
书 ，以后评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 ，基本
没问题了。 仔细想想，确有道理。 本市
评选 “学科带头人 ”时 ，要求县市区推
荐获得过 “教学能手 ”的教师 ，致使很
多优秀教师因没有这“一纸证书”被拒
之门外。事实上，获“市教学能手”后的
教师有相当一部分后来都没有教课 ，
试想几年都没有走上讲台的老师 ，凭
“一纸证书 ”评上了学科带头人 ，但能
“带头”吗？ 能带领学科组教师深化课
堂教学改革吗？

（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坡庄小学
武金枝 12 月 17 日）

点评：有研究表明，在一个组织中，
90%的问题是由管理导致的，只有 10%
的问题是由员工带来的。 如果把一些
好人放进一个有缺陷的组织里， 很快
就会看到他们变成了一群互相指责的
坏家伙。 可见，借助于旧的体制和机制
来提升教师素质的努力往往是事倍功
半的。 要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素质，必须
重塑管理。

低效的继续教育何时休
完全不考虑教师切身需要的继续

教育，真是浪费时间。 教师们确实有继
续学习的必要，可是这种没有含金量的
学习，有存在的必要吗？

希望有一套专门的、 序列化的培
训，可以让教师上课变得轻松，学生学
习变得有趣。 针对每个教师的困惑，除
了看一些“名师课堂”视频之外，是否可
以给我们在平时课堂中能应用的方法？
希望培训真正切合教师内心需求，激发
教师学习兴趣。 每个上路的“新手”，都
需要一个“导师”。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每个学科都会有科学、系统、完整的继
续教育培训内容出炉，让教师不再走那
段迷茫的路。 （陈莉 12 月 3 日）

点评：教师需要真正对自己教育教
学工作有帮助的继续教育。 但有些培训
不仅无益，反倒变成了负担！ 这要求我
们必须改革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真正建立继续教育质量标
准和质量监管体系。

（文字整理、点评 王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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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在年度转换的节点上，我们梳理、盘点本报过去一年里说给教师的、值得珍藏与回味的代

表性观点，并配以简要点评，藉此共勉，共同提振教育精神、提升教育智慧、提高教育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