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记》中“教学相长”的古语一直传颂并影响至今。 教与学是一个相
互促进的过程。 教师要实现卓越，要有为人师表的风范和强烈的创新意
识，他也必须带动学生一起作表率、共成长。

不可否认，学生成长路上最好的陪伴者，除了家长，还有教师；但我
们容易忽略的是，在教师成长的道路上，最好的陪伴者恰恰是那些可爱
的学生们。 这些活泼的个体，朝气蓬勃、求知欲望强，并且希望每一天都
要长大，都能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他们希望，每天头脑中产生的疑惑和新
想法都能在教师那里得到求解和诠释。 正是因为他们的相伴，教师才更
知道要反省，要学习，要严谨。

课堂是见证师生共同成长的主要场所。 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唤
起他们的想像力，大多要在课堂上实现。 教师可以利用丰富多彩的教学
资源、开展有声有色的教学活动，讲得精彩、讲得生动，让学生一次次享
受课堂的温暖与热度，也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与能力。 这种教学给予了
教师力量，也给学生带来了美好的记忆。

每位教师要在卓越成长的道路上前行，如肖川所言，他们可以和学
生一起，开展深度阅读、写作交流、加强思考，和学生一起收获知识、增强
能力和素养，内心充满快乐、欣慰和成长，和学生一起，成长为自己幸福
人生的创造者。

有一天，我的学生告诉我一个故事。她
说：第一天送女儿上幼儿园，她一进门，就
看见一群孩子围着一位较为年长一点的老
师，有的孩子拉着老师的手 ，有的孩子抱
着老师的腿，有的揪着老师的衣服和老师
亲热。 她的孩子也想去和老师亲热，但挤
不进去。 这时一位年轻老师走过来，她的
孩子就扑过去，但这位老师没有理会就走
过去了。 孩子伤心得不得了，回家说：“我
再也不去幼儿园了！ ”这个故事说明，儿童
的感情是很敏感的，也是很脆弱的。 那位
年轻老师可能是无意的，没有理解当时儿
童的行为 ，随便走过去了 ，没有想到这无
意的行为却伤了儿童的心。 因此，我想说，
老师特别是幼儿园 、小学老师 ，在教育孩
子时要注意细微之处。

儿童有如嫩芽
我们要注意呵护

儿童有如嫩芽 ，碰伤了就不易生长 。
父母也好 ，老师也好 ，要注意呵护儿童 ，
了解他们的想法 。 老师的行为往往具有
示范性和长效性 。 学生愿意以老师为榜

样，向老师学习。 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在学
生眼里被他们所模仿 。 我过去在中学里
负责班主任工作 ， 发现许多班风很像班
主任的作风。 有的班主任做事有条不紊，
干脆利落 ，这个班就很有秩序 ；有的班主
任做事拖拖拉拉 ，要求不严 ，这个班就松
松垮垮。 而且，老师的教育在学生身上的
影响是长远的。 有时老师不经意、无心的
一句话 ，恰好说到学生的心坎上 ，学生就
会记住一辈子 ， 不仅鼓励的话会记住一
辈子 ，批评的话也会记住一辈子 。 所以 ，
老师的言行要慎之又慎。

教育工作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 ，
学生不是一潭静止的水 ， 他们的内心有
时平静、有时激动。 教师对学生要察颜观
色 ，发现学生细微的变化 ，要善于与学生
沟通 ，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才能有的放
矢地引导学生 。 如果你问毕业生成才以
后还记得教师怎么教育你的 ， 回答的往
往不是你教给他什么知识 ，怎么上课 ，而
是某一个细节 ， 或是在他遇到困难时你
帮助了他 ， 或是在他犯错误时你怎么教
育他 。 因此 ，我想对教师说 ，教书育人在
细微处。

消除“职业倦怠”
教师要善学乐学

现在常常听到教师讲到“职业倦怠”这
个词。 过去我不太理解，后来听有些校长解
释，原来有这样两种情况：一些年轻教师，经
过几年的教学， 觉得上课已经得心应手，不
是什么难事，就觉得工作平平淡淡，不知道
怎么更上一层楼；有些特级教师，评上了特
级，认为到顶了，缺乏进一步提高的动力，出
现了一种“高原现象”。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最根本的在于学
习、学习、再学习。 首先要提高对教育事业的
认识，对教育事业的热情。 有了高度的认识和
热情，就会不断去钻研、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
行为，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成为一名成熟的、
优秀的教师。 著名教育家吕型伟说过：教育是
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
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 教
师要成为一名教育家，就要有奉献精神、求真
精神、创新精神。 要创新，就要学习。 因此，教
育的发展在于改革，教育的改革在于创新，教
育的创新在于学习。

教师要不断学习 、终身学习 ，要成为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典范。 教师不仅要学习
教育专业知识，还可以学习相关专业的知
识，甚至与教师职业无关的知识。 教数学、
理科的老师不妨学点文学艺术；教文科的
老师不妨读点科普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文
化修养。 文化修养提高了，不仅自己的生
活品位得到了提高，而且能高屋见瓴地理
解教育的真谛。

享受成长
儿童要拥有幸福

教育出问题， 往往在于我们不能满足
孩子的需要，家长、老师只是让孩子读书练
习，当孩子其他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人格的培养就会有缺陷。 所以， 我们常常
说，幼儿园要养成孩子的良好习惯，培养人
格，而不在于学习知识。如果孩子一天到晚
做题，也不与别人沟通，将来很难有健全的
人格。

有些教师、家长口口声声喊着“孩子们
的将来”，他们所理解的将来，就是可以找
到好的工作，得到舒适的生活，但为了将来

幸福就要牺牲儿童现在的幸福吗？ 孩子没
有幸福，天天在书堆里，不会与人沟通，感
情有缺陷，将来怎么能有幸福？人格有缺陷
怎么有幸福？现在国外许多国家、教育机构
在做调查研究，认为 21 世纪对学生的要求
里很重要的是社会情绪， 就是看你能不能
与社会沟通，跟同伴能不能合作，有没有健
全的人格。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身体健康
是第一位的，社会情绪是第二位的，学习和
知识才是第三位、第四位的。 所以，我们要
热爱孩子，首先要尊重孩子、相信孩子，其
次要善于沟通，尊重和了解他们的需要。沟
通了才知道学生需要什么， 要沟通就要平
等对待学生。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已经不是
知识的唯一载体， 学生可以从各种渠道获
得知识。从人格的角度来讲，教师与学生的
人格是平等的，要跟学生沟通，就要平等对
待孩子。 为什么我们现在孩子到了五六年
级不愿意跟家长沟通， 学校里的事不愿意
跟家长说，校外事不愿意跟老师说，因为他
觉得家长、老师过于权威，与孩子是不平等
的。 所以，我们要平等地对待孩子。

（作者系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
深教授）

□ 顾明远

儿童有如嫩芽，碰伤了就不易生长。学生的思想感情非常脆弱，越是年龄小，情感越脆弱。我们要细心地观察
学生，耐心地教育学生，有时候我们的一句话，就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

教书育人在细微处

名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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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看了 《这一群有种的教师》、
《我是大西洋来的飓风》等书，里边有不
少教师的精彩育人故事被大家关注。 教
育，在一个一个的故事中被诠释 、被丰
富内涵、被赋予新意。 师生成长的主要
场所———教室， 也是学生学习与成长、
师生交往与情感交流的重要地方。教师
和学生在这里可以分享学习的激情，分
享新发现的过程。 这种“分享”，至少体
现了三层含义 ：第一 ，要关切到对方的
需要、感受、已有的知识与经验。 第二，
要享受彼此双向的平等给予，它不是单
向的居高临下的施舍。如果存在着施舍
关系，那么被施舍的一方在自信心和主
动性上就会受到挫伤。 第三，分享意味
着彼此心灵的真诚相对。

教师要让学生享受课堂的温暖

有时候， 当我们教育者在一起探讨
时，谈得较多的话题是：什么样的教学真
正有利于学生成长和长远发展？ 换句话
说， 什么样的教学状态才称得上完美呢？
不同的课堂，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
学目标与任务，其实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
指标体系。 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提炼出
3 个关键词，那就是：真诚、深刻、丰富。

真诚，就是教师要真心实意地为学生
好。 要做到真诚，教师一方面要对学生真
心实意，情真意切，有好的师德和人品；另
一方面，要对与学生一起分享的内容了如
指掌，烂熟于心，娓娓道来。教师说的每一
句话都是经过仔细咀嚼、 反复推敲的，不
是鹦鹉学舌，照本宣科，不懂装懂。教师要
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通过真实的教学，
带给学生心花怒放的感觉，让学生享受到
课堂的温暖。 唯有如此，我们的教学才会
有余音绕梁的感觉和体验。

深刻，是相对而言的。所谓深刻，意
味着教师能带给学生别有洞天的感觉，
能够唤起学生的想象力，能够让学生有
茅塞顿开 、豁然开朗之感 ，带给学生内
心的震撼与眼界的敞亮。只有深刻的教
学才有这种力量，才能带给学生刻骨铭
心的理解和记忆。

丰富，意味着教学资源的丰富，教学
活动的丰富，学生对课堂参与的丰富，教
师教学语言的丰富。 只有丰富的教学，才
能够让学生的心灵荡漾起来， 才能让学
生隐形的翅膀展翅高飞。 只有丰富的教
学， 才能够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课堂的精
彩、课堂的丰富和课堂的温暖。 目前在教
育界涌现出的许多好的实践， 如新教育
倡导的缔造完美教室、完美教学，本质恰
恰在于强调生命教育。 我称之为“生命化
的课堂”，本质就是要使课堂关注生命的
气息，让生命的活力充分彰显，让智慧之
花尽情绽放。 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
质量，实现有效教学，提升教学的品质。

教师要和学生一起成长

教师要促进学生成长和发展， 首先
要实现个人的卓越成长。 目前教师专业

成长的瓶颈主要还是文化底蕴的问题。
教师的智慧结构有三个层面， 最基础的
是文化底蕴 ， 简单来说就是学识的积
累，对相关的问题理解得足够透彻。 第
二个层次才是对教育的理解，究竟什么
是教育，我们怎么样把称之为“教育”的
行为与对学生的羞辱、 教说、 灌输、洗
脑 、束缚等区别开来 ，这些必然涉及教
育的行为标准问题。 第三个层次才是教
育的智慧与教学的技艺。 没有任何一门

课程可以直截了当地教给你智慧，教育
的智慧只能从丰富的生活经历中，从丰
富的学识积累中，在对教育问题不断的
探索中来升华和形成。 教师和学生都需
要不断成长，这也是我们能够从那些被
挖掘出来的优秀教师身上所看到的：他
们在课堂中收获的不仅是快乐、 欣慰，
也有成长。

当然 ， 这种课堂应该是具有挑战
性的 。 教师要直面这种挑战 ，努力通过

赞扬 、激发 ，让学生相互欣赏 、相互支
持 、共促成长 。 只有这些实现了 ，我们
的课堂教学才更有活力 、更加有效 、更
为精彩 。

教师要让学生创造幸福

好的教育不仅仅取决于单个教师的
努力，主要还取决于集体的努力，也就是
我们要积淀共同的东西，让大家围绕共同
的目标奋斗。 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
们的学生更好地成长，能够成为自己幸福
人生的创造者。 给学生一些权利，让他们
自己去选择；给学生一些机会，让他们自
己去把握；给学生一些困难，让他们自己
去面对；给学生一些问题，让他们自己去
解决；给学生一些条件，让他们自己去创
造！ 真正高扬起生命的价值，反复吟唱生
命的礼赞，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生命积极
的存在状态———投入、倾注、热力四射、兴
趣盎然。

教师要让学生成为自己幸福人生的
创造者，我认为，至少可以分享以下一些
经验：

深度阅读，读得透比读得多更重要。
注重积累， 这是我们今后以不变应万变
的策略。 细腻思考，增加对事物的洞察力
和判断力，引导学生理解生活、思考生命
的意义而去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精准表达，表达的背后是思维的严谨。 坚
持写作，写作对于人成长，包括对教师技
能的提升、专业成长，对学生的长远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终，是要让我们的
学生有一个掘井汲泉的人生， 成就他们
的一生，这样的人生最精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专家睿见

教育的智慧只能从丰富的生活经
历中，从丰富的学识积累中，对教育问
题不断地探索中升华和形成。在师生
共同成长的主要场所———教室，我们要
营造好追寻生命价值的氛围，让教师真
正关爱生命，呵护生命之花的成长。

教师卓越成长的方向
□肖 川

和学生一起成长

主编手记

家庭是教育的基石
朱永新在《光明日报》撰文 从教育发

生的各种场域来看， 家庭无疑是教育的基
石。 人生是从家庭开始的。 父母亲对孩子
的成长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带给孩子
什么，往往就决定孩子会成为什么。 其次，
童年是人生最神奇的阶段。 儿童对我们而
言还是一个黑匣子。儿童的很多神奇之处、
伟大之处我们没有认识到。 儿童是怎么认
识这个世界的， 儿童的个性又是怎么形成
的？ 我们必须很谦卑地承认对这些问题的
认识还很不充分，还需要更多探索。 第三，
父母是孩子最长久的老师。 父母本身就是
儿童最初的世界，他们不仅是第一任老师，
实际上也是儿童终身的老师、 最长久的老
师。 第四，家庭是人真正诞生的摇篮。 人的
行为习惯、个性特点、认知风格等，都是在
家庭中初步形成的。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
可以追溯到儿童时代，追溯到家庭生活。

所以说，家庭好了，教育才会好；父母
好了，孩子才会好；家庭教育好了，学校教
育就会轻松高效，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管
用的道理，需要我们全力践行。

衡量教育家情怀的
三把标尺

张志勇在《现代教育报》撰文 我们正
在迎来一个呼唤教育家的时代！ 因为我们
的教育正处于一个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
急剧变革的时代； 我们正处于一个教育家
匮乏的时代， 因为我们的教育已经被极端
功利主义所绑架。 能不能悦纳来到你面前
的每个孩子，能不能尊重每个孩子的差异，
能不能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 这是我们衡
量中小学校长教育家情怀的三把标尺。

教育改革
当有“用户思维”

赵婀娜在 《人民日报 》撰文 互联网
技术的冲击 ， 现代学校治理的探索 ，学
制、学分、课程体系与评价标准的完善与
优化……坚守的困惑 ，抉择的艰难 ，教育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面对如此多的
波诡云谲和气象万千。 而越是如此，越是
需要教育改革者心中培植 “用户思维 ”，
真正将公众的需求作为改革的出发点 ，
让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回应社会诉求。

“唯一办事聪明的是裁缝。他每次总要
把我的尺寸重新量一番。而其他的人，老抱
着旧尺码不放。 ”萧伯纳昨日的嘲讽，今日
再次提醒我们，教育改革的成功，需要每一
位教育改革者成为聪明的裁缝， 心中装着
百姓， 用心丈量百姓的诉求和教育未来的
呼唤。

（冯永亮 辑）

新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