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感

湖北省为期一年的 “争做 ‘四有’教
师·‘十大美语、十条禁语’”征集活动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全省各市州、大中小学校纷
纷响应，兴起一场反思教师语言的行动。

对教师语言和师生之间关系的追问
由来已久。 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不
仅包含着信息沟通、情感交流，更包含着
丰富的价值判断， 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
师德问题的表现形式往往是语言先于行
为，教师道德状况极为丰富地体现在教师
用语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的堕落
会带来道德的滑坡。人们是通过语言来学
习善与恶，从而形成基本的是非观，语言

往往是是非观的载体，教师语言代表着自
我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思维模式。 “你和某
某都是人，看看人家，再看看你，我看你这
辈子算是完了。 ”这样的语言对学生的伤
害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样的语言更为深刻
地显示出教师缺乏一种真正的以生为本、
爱岗敬业的情怀，是一种师德自我要求缺
乏的表现。

“禁语”本身的师德教育价值不是简
单的语言表述问题，而应该看到语言背后
的人性、思维、情怀的负载。 “十条禁语”的
意义在于引发教师更为深刻的自我内在
的反思。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得

好:“你的教鞭下有瓦特, 你的冷眼里有牛
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也许我们都知
道语言冷暴力带给学生的伤害，但依然会
有大量的“禁语”存在于校园，最为根本的
原因恐怕是一种“道德麻木”，而温习这些
“禁语”，通过这些震撼人心的“禁语”故事
唤醒我们每个人的教育记忆，是我们重新
恢复道德敏感极其有效的方式。

语言可能变成一种最恐怖的暴力。
2013 年 3 月 5 日, 广州白云区一名中年
男子爬上一栋建筑楼顶， 称被同乡陷害
欲跳楼， 众人围观时有人起哄喊 “你跳
啊”。 这样的事例已经连续发生，凸显的

是社会道德生态的破坏。 同样，学校教育
领域的语言失范已成道德滑坡的先兆，
我们必须从重建语言规范开始。

“十大美语”不仅是语言的标杆，更
代表了一种师德担当。 更为重要的是，教
师是影响学生一生的人， 教师的语言中
具备最基本最朴素的道德准则。 教师语
言无小事， 教师的语言同时代表着一种
社会担当。 在语言暴力充斥网络、出言不
逊引发各类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今天，
教师“十大美语、十条禁语”无疑是教师
道德规范重建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主编：刘婷 电话：010-82296710 编辑：解成君 电话：010-82296732 投稿邮箱：jsgzzk@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支持单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5.9.2助力教师队伍建设 4版JIAO SHI GONG ZUO

“错了别怕，咱们再来一次！”“你是最
棒的女孩！ ”“没有失败，只有暂时停止的
成功。”……当教师这样说的时候，学生听
起来是否如沐春风、信心倍增？

“你不学可以，但不要影响其他人！ ”
“我就知道，你改不了！ ”“我怎么一点都
感觉不到你们年轻的朝气！ ”……当教师
这样说的时候， 学生听起来是否如遭雷
击、心灰意冷？

9 月 1 日，湖北省教育厅向全省教育
系统公布“争做‘四有’教师·‘十大美语、
十条禁语’”评选结果，武汉市汉南区育才
小学教师谢守芳等推荐的 “错了别怕，咱
们再来一次！”等十大美语、武汉市江汉区
旅游学校教师何超等推荐的 “你不学可
以，但不要影响其他人！”等十条禁语赫然
上榜。 同时，省教育厅隆重推荐征集产生
的 50 个美语故事和 12 个禁语故事。

老河口市教育局教师科干部李少俊
在组织全市教师开展这项活动的过程中
感触很深，他说：“表面上看，这项活动是
指向规范教师用语， 实际上这是一场触
及教师灵魂的革命。 ”

“言由心生，教师的语言代表
着他的内在素养”

湖北省教育厅发起的“争做‘四有’
教师·‘十大美语、十条禁语’”征集活动
始于 2014 年 9 月，范围涵盖全省各级各
类学校（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和高
校）的所有教师。

省教育厅为此专门印发活动通知，明
确指出，“美语”是指教师对学生健康成长
能够产生积极引导、激励作用的语言，“禁
语”是指教师对学生成长产生消极、负面
影响而应被禁止使用的话语。活动分为讨
论、推荐、评选、宣教四个阶段，主要是组
织广大教师、学生、家长开展征集和讨论，
从教育教学管理、学生学习成长的具体案
例中，提炼教师最美用语，明确教师禁忌
用语。 为确保活动能够真正触及教师心
灵，征集活动设定时间为一年。

“言由心生，教师的语言代表着他的
内在素养，代表着他的教育观念、育人思
路。 我们从教师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教
学用语入手， 就是为了创新师德教育载
体， 将师德建设落实到教师最常见的言
行中， 让教师能直接对照生活反思自己
的教育行为。 ”湖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处长童静菊说，“好教师，首先要会说话，
说对话。 ”

“教书 20 年，突然发现自己并
不会说话”

一场关于教师用语的革命就此在湖
北省各地、 各学校火热展开。 有的以班
级、年级、学校为单位，有的发动学生和
家长参与；主题班会、集中座谈、演讲比
赛、理论征文、撰写案例、心理情景剧、微
电影,全省活动形式多样，载体丰富。

宜昌市天问小学为了 “将这件有意
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把“学生最反感
教师的一句话”汇总起来，选出“十条禁
语 ”，并将这些 “禁语 ”张贴在每个办公
室。 当教师们看到这些公布出来的禁语
时，自己都笑了。 学校还倡导学生给自己
最喜欢的老师做一张贺卡， 画出或写出
教师最让学生感动的一个场景或老师说
的一句话，随后出台最受学生欢迎的“十
大美语”并制作成漫画，张贴在校园显眼
的位置，成为校园里一道风景。

当阳市雄风小学在教师中开展 “我
感觉对学生最有分量的一句话”、“我最
后悔的一句话”讨论，并向家长征求“我
最希望（感谢）老师对孩子说的一句话”。
利川市文斗乡黄土小学要求全体教师每
个人写出美语、禁语之后，必须附上一则

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而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看似很容易

走形式的活动，却受到了教师、学生、家
长的一致“钟情”。

潜江市实验小学教师王春雨说：“像
‘我真受不了你了’、‘怎么又是你’ 这样
一些一不留神就脱口而出的话， 经过这
次活动的认真反省， 发现还真是很伤孩
子自尊的。 ”监利县第一中学一位学生家
长受邀参加学校举行的征集活动后，感
慨地说：“这样的活动真好！ 不仅告诉老
师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同时也教
育了我们家长如何跟孩子说话！ ”

对教师用语的优劣评价最有发言权
的当然是学生。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市场
营销专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回
忆， 高中时班主任对班上几个老爱调皮
捣蛋的学生说：“你们现在待在学校就是
浪费家里的钱， 劝你们还是不要读下去
了，你们几个就是班上的老鼠屎。 ”过了
不久，那几个孩子就辍学了，现在在外面
打工，过得都不好。 “虽然批评的不是我，
但班主任那句话如鲠在喉， 我一直难以
忘记。 如果当时班主任不这样刻薄地挖
苦他们，或者给他们一点鼓励，也许他们
就应该像我一样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了。 ”

“教师说话是要讲技术含量的。 这次
活动就像照镜子，我教书 20 年了，突然
发现自己并不会说话， 甚至说了许多错

话。 以后我会格外注意。 ”荆门市掇刀区
江山学校李老师说。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14 年底 ，短短
三个月时间， 省教育厅先后征集到 “美
语”和“禁语”2 万余条。

语言背后的力量

“老师在学生心目中具有重要位置，
老师无意间的一句话， 可能造就一个天
才，也可能毁灭一个天才。 ”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话语。 而在湖北省教育厅
举行的这次活动中， 许多教师正在用自
己的教育行动验证这段话。

鹤峰县五里乡民族中心学校教师周
双照的学生杨阳升入初中时成绩中等，中
考时却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恩施州
一所重点高中的阳光班。杨阳给他发来短
信说：“老师，正是您当年一句‘教室是允
许出错的地方’，才让我敢于提问，敢于和
同学探讨，使我对学习充满自信。 ”

周双照说：“允许学生出错，实际上反
映的是新课改中平等、尊重的理念。 学生
只有不断地试错，最终才能找到正确的答
案。 ”因此，周双照每接手一个新班，都会
告诉学生他自创的《高效学习 7 条抢先策
略》，其中第一条就是“抢先回答老师的问
题”。 他所带的班级，学生发言积极，学习
主动，一个个充满自信和阳光。

“错了别怕，咱们再来一次！ ”这是武
汉市汉南区育才小学教师谢守芳推荐的
“美语”， 也是她自己屡试不败的教育妙
招。她说，小学生做错事、写错字、做事慢，
都是非常正常的年龄特征。教师要耐得住
性子，陪着孩子、等着孩子慢慢长大。而孩
子也会在教师这种宽容有爱的氛围中获
得安全感，“最终得以舒展成长”。

尝到第一次评选活动的甜头后，宜
昌市天问小学将“美语”“禁语”评选纳入
每学期的评教活动， 并将评教中学生列
举的“禁语”反馈给年级组，将“美语”则
广而告之，广泛提倡。 逐渐地，孩子们反
映上来的“美语”越来越多，越来越创新，
而“禁语”则越来越少。

湖北省教育厅在评选结果的通知中
也明确提出，希望各地、各学校加强宣传
和推广， 将规范教师用语作为师德师风
建设的重要内容， 引导教师自觉规范职
业行为，多讲“美语”、不说“禁语”，树立
新时期教师队伍的良好形象。

□本报记者 刘 婷

教师
工作
创新榜

去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说，“老师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造就一个天才，也可

能毁灭一个天才”。立德先立言，为进一步增强教师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湖北省教育厅用一年的时间开展“争做

‘四有’教师·‘十大美语、十条禁语’”征集评选活动，发起了一场从规范教学用语开始的触及教师灵魂的革命。

刚开学的时候， 就听到原三年级的
教师对我说 ：“你班的小文拼音基础特
差，识字记字困难，习作更是大难题。”我
找到孩子了解了一些他的家庭情况，才
知道他的父母因忙于生计没时间辅导他
的学习。于是，在课堂内外我留心观察这
个孩子， 发现他尽管接受知识的能力比
较差，但学习态度还算端正、比较努力，
我便多给他一些关心和鼓励： 课堂上用
眼神提醒他听讲，他会马上坐好；有时提
一些简单的问题让他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他吞吞吐吐怕说不清时，我便鼓励他：
“大声点，错了别怕，咱们再来一次。 ”只
要他说对一点点，我就及时给予鼓励，学
生们也会跟着夸奖他。每当这时，我都能
看到他开心幸福的笑容。

一天，我打开他的作业本，心里一阵
急躁，不仅错别字很多，而且许多字不会
写，我不禁为他担忧：识字记字能力这么
差，怎么能学好语文啊！我拿着作业本来
到他的面前，他怯生生地看着我，他的眼
神让我觉察到， 他的心里不仅有害怕还
有愧疚。 顿时，怜爱之心涌上我的心头：
“来，错了别怕，咱们再来一次。 ”他点了
点头，于是我耐心地教他识字的方法，鼓
励他多读多记。就这样，他的识字能力慢
慢提高了，听写成绩也提高了。看到他一
点点地进步，我也收获了一种愉悦。

（作者单位系武汉市汉南区育才小学）

错了别怕，咱们再来一次
□谢守芳

你要不想学就回去！
□何 超

我是一名中职学校的班主任。 班上
有一名学生叫张前，他上课喜欢讲话，经
常扰乱课堂秩序，让我很头疼。

一天，我在上课，他又在旁若无人地
讲话。 我十分生气， 大声对他吼道：“张
前，你要不想学就回去！ ”当时的效果还
真立竿见影，他果真学乖了，趴在桌上不
说话。我看到这句话挺管用，便在之后的
课堂上，多次这样教育他。

但是，渐渐地，这句话的约束力似乎越
来越差。 有一次他居然反驳道：“你说我可
以不学是不是？那我就出去玩！”说完，摔门
而去，留下束手无策的我。

无奈之下， 我请教了教研组的刘老
师，他跟我说：“学生在校学习，是他的权
利，你怎么能剥夺他学习的权利呢？ ”我
想了想，觉得我这句话的确不妥。 于是，
我单独找到张前，跟他谈心，向他承认自
己说错了话, 并且了解到他讲话是因为
上课听不懂、无聊。

在以后的课堂上， 我没有再去批评
他，而是更多地辅导他的学习。 同时，在
读报和班会课时间，还邀请他上台发言，
让他可以尽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段时间后，张前有了很大转变，虽
然有时还是管不住自己， 但是只要我一
个眼神，他就乖乖地看书去了。

（作者单位系武汉市江汉区旅游学校）

教师一句话 影响学生一生
———湖北省评出教师“十大美语”“十条禁语”

背后的故事

誗错了别怕，咱们再来一次！
誗你是最棒的女孩！
誗孩子，世界上总有一扇门为你而开！
誗我相信你，你能做到的！
誗过去不代表将来，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誗学生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誗教室是允许出错的地方。
誗没有失败，只有暂时停止的成功。
誗学习不怕起步晚，成才不怕起点低。
誗宁可让你现在怨我一阵子，也不愿你
今后恨我一辈子！

誗你不学可以，但不要影响其他人！
誗就你事多，快点，我很忙！
誗你父母是干啥的？
誗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学生！
誗我就知道，你改不了！
誗不想听的可以睡觉！
誗你要不想学就回去！
誗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你们年轻的朝气！
誗我真的受不了你了！
誗你怎么越来越差了！

十大美语

十条禁语

重建师德规范从建立语言标杆开始 □雷万鹏

文明得体的教师用语， 能呵护学生
幼小的心灵，给学生以人格上的尊重，对
增强学生自信心、 建立和谐师生关系有
着积极作用。 但在现实的教育教学中，歧
视、讽刺、挖苦学生的一些不当言行却时
有发生，虽禁不止。

教师语言不文明的问题出在嘴上，
其根子却在思想上，爱与责任意识缺失、
教育教学观念偏差、 教师个人修养不足
等是其根本原因。 如何让“教师禁语”成
为一种教育教学常态？ 如何让教师说文
明用语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和职业素养？
就必须从根子上抓起。

一是强化爱与责任。 师爱是教育的

灵魂，是教育的前提，也是教师魅力的源
泉。 在当下，爱生的一个最好表现方式就
是建立“民主型”师生关系，在民主型师
生关系中，师生之间注重民主、协商、沟
通，师生关系和谐融洽，学生的情绪自然
轻松愉悦。 反之， 若师生关系是 “专制
型”、“放任型”， 则会带来学生情绪上的
紧张或放任。 正如英国教育家洛克所说：
“儿童从教师方面受了无情的语言和鞭
挞，就充满了恐怖，恐怖占据了他的整个
心理， 使他再也没有容纳别种印象的空
隙了。 ”

二是转变质量观念。 传统的质量观
往往导致学校看升学，家长看成绩，教师

看分数， 这种片面的质量观必然使教育
窄化，同时造成教师的心理焦虑。 这种看
成绩、比分数的急功近利心态，会带来浮
躁、急躁的情绪。 那么，教师就要不断转
变教育教学质量观念， 逐步树立全面发
展的质量观、 个性发展的质量观、“绿色
发展”的质量观，不唯分数是瞻，不以成
绩论成败。 这样，教师才会拥有一种健康
的教育生态，养成一种平和的教育心态，
也就自然不再“出口伤人”。

三是提升教师个人修养。 教育是“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是感动与
被感动的心灵互动过程，是以人格培养人

格、以灵魂塑造灵魂的崇高使命。教育要实
现“立德树人”的终极追求，教师首先要做
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不断提升个人
的道德修养，“立德树人”必须先立师德。教
师要将阳光洒向学生心里，自己心中必须
先有一轮太阳！ 一个有良好个人修养的教
师，“教师禁语”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总之，让教师不说“禁语”，还得从转
变教育质量观念、 提升教师自身修养做
起，对学生施之以爱，导之以德，使教师
发自内心地与学生平等相处， 才能避免
因失语而造成对学生的身心伤害， 才能
让“教师禁语”自然禁止！

（作者系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校长）

让“教师禁语”自然禁止 □张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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