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崔志钰

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如此地打
动我，也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引起我
如此深刻的心灵共鸣———《教学勇
气：漫步教师心灵》让我深深地知
道，教学是需要勇气的，教学改革
是需要勇气的，追寻理想的教育是
需要勇气的。 好的教学是一种心灵
抚慰， 是一种心灵深处的认同，只
有追寻自身认同的教学才不至于
在快乐与痛苦中徘徊、在希望与失
落中驻足、在忙乱与喧嚣中迷失。

面对喧嚣的教育现实，我们是
否还能保持心灵的宁静？ 面对风起
云涌的教学改革，我们是否依然能
坚守初心？ 我们从事的教学真的是
自身认同的吗？ 面对自身并不认同
的教育现象，我们真的有勇气抵制
吗？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理论与实
践的落差，需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
坚定而持久的行动，行动才是教学
勇气的最可宝贵的表达。

教学是复杂的，教学也是单纯
的，自身认同是将教学由复杂化为
单纯的基本准则。“职业教育就是
技术教育”“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
技能”，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技
术至上”成为教师的行为自觉。 课
堂日渐技术化，教学的使命就是让
学生形成熟练的技术，于是，教学

不可避免地降低到技术层面，沦为
技术的附庸。 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
教学理念、 改革成效沾沾自喜时，
帕尔默的话语“真正好的教学不能
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
自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如冬日惊雷般使人惊醒。 教学显然
不能局限于知识与技能层面，“当
一个人把他在学校学到的所有知
识全部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教
学应该追求剩下更多的东西。 哪些
东西会剩下？ 能力与品格。 教学应
尽可能地朝向学生的能力与品格，
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必
备品格，寻找到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的力量。

当然，帕尔默所说的“技术”更
多的是指方法层面。 我们总是把自
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以自己擅长的
方式传授给学生，我们其实并不明
白“最重要的东西，未必是孩子最
想要的东西”， 教师最擅长的教学
方法未必就是学生最认同的学习
方法，“学得好的学生未必就是教
得好的教师最美好的成果”， 当我
们把某种认定的教法捧上天的时
候，就使得采用不同教法的教师被
迫屈从于他们并不认同的教法。

教学是有形的，教学也是无形
的，自身认同是将有形教学化为无
形教学的基本指针。 如自主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被争相推崇时，实际
教学中却普遍存在形式化、表面化
现象，于是质疑小组合作实效性、痛
陈虚假小组合作学习的声音愈发
“洪亮”。 在质疑声中， 很多学者奋
笔疾书，“教学改革是回归而不是
倒退”，坚决捍卫自主学习、小组合
作学习等核心教改理念。 于是，究
竟需不需要小组合作学习、什么样
的小组合作学习才是有效的，成了
人们热议的话题，难以找到评价的
客观标准。 其实无论是什么理念或
教学方式，其价值首先存在于教师
是否自身认同。 比如， 有的教师在
课堂上采用小组合作方式时，自认
为取得了好的效果，气氛活跃，合作
顺畅，然而却遭到质疑，也许他们并
没有在心灵深处真正认同这种教
学方式，并没有真正把握这种教学
方式的本质，只是给予这种教学方
式“以形的关怀”。

当教师拘泥于“形”的教学时，
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不采用小
组合作方式可能会被人指责为理
念陈旧、教法单一，采用小组合作方
式又怕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教
师如果始终以他人的评价和认同
作为自己教学的指针，教学必然会
“像卡通书中气泡框里的话一样”。
如果教师对某种教学方式有着深
刻的理解，出于内心深处的真正认

同，就会摆脱“形”的束缚，“开创一
个真正的共同体空间”。

教学是丰富的， 教学也是个性
的， 自身认同是将丰富多样的教学
转化为个性化教学的必由之路。 在
区域强推某一种模式时， 是否考虑
到每一个教师的心灵认同， 是否注
意到每一个教师的教学个性， 一个
真正的教师应该“以内心最推崇价
值的方式教学， 而不是以符合制度
规范的方式教学”，这种内心最推崇
价值的方式就是自身认同的方式，
就是通达师生灵魂的心心相印的教
学。 教学并非是简单的顺从或不顺
从， 教学其实就是教师内心深处价
值法则的课堂表达， 这种价值法则
必然指向每一个学生的幸福、 快乐
学习，因为“真正好的教学是对学生
的亲切款待”。

这种内心深处的价值法则是教
师一次次与自己内心的深刻对话与共
鸣， 是一场场与学生心灵的无止境相
遇， 是向着教育梦想的一次次靠近；这
种内心深处的价值法则应该是时刻牢
记学生是鲜活的生命个体、生活是美好
的、教育是向上向善的，进而全身心地
投入到自身认同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真
正过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

教学是需要勇气的， 只要我们
始终站在心灵的制高点上， 勇气就
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教学中消失。

教学是一种自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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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 夏茹

所有的教师暑假必定会做一件事， 那就
是读书。“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不读书，
内心的荒芜， 一眼就能看出。 而每读一本好
书，就好比在心里种了一朵花，那种欢喜一直
洋溢在脸上。读书按类别不同，有的如一股清
泉流过心田，让人神清气爽；有的如一道闪电
划过暗夜，让人精神激荡；有的如在灵魂深处
生长出一股力量， 让人热血沸腾……个中好
处，爱书之人都会有共鸣。

这个假期，我读了魏忠的《教育正悄悄发
生一场怎样的革命》。 这本书是《教育正悄悄
发生一场革命》 的姊妹篇。 之所以拿起这本
书，主要有感于时代的飞速变化。 未来已来，
将至已至，似有一只无形的手，开启了时代发
展的“加速度”。每天，都有一些新的事物被创
造出来，一些传统行业正在消失、新兴行业不
断产生。 这种变化同样也发生在教育领域。

在大数据时代，云与互联网思维、大数据
与用户思维、物联网与跨界思维、生命信息与
生态思维，这些思维模式与技术连接时代，造
就了创新时代的新的教育和学习模式。“教育
不改革， 学校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
即意味着失业。 ”“教师如果一成不变，就会成
为教育改革的阻力。 ”《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
怎样的革命》这本书里有不少这样的警句。

通过这本书， 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未来
人才的“长相”———全面平衡的个性、终身学
习的能力、 创新开拓的精神、 健康丰盛的人
生。他们应该具备以下能力：可持续深入的学
习能力，可跨界发展的工作能力，可自我选择
的生活能力。 教育就是要为以上目标的达成
做好准备。

呼唤个性成长。儿童观折射出一种时代、
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涵。 传统的教育将教师与
学生放到一个对立面来看。近年来，这种情况
已经发生转变，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思想深
入人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长期以来受
到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的教育，个性的发展
往往被抽离， 还存在着用统一的模具塑造学
生、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的现象。而当人类面
向创新社会的时候，原本被我们忽视的个性，
势必会得到关注。与未来对接的教育，务必要
关注学生个性的发展，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和
不同发展的需求， 关注人作为一个独立和尊
贵的生命体的生长和提升。当前，我们的教育
资源还不十分充足， 小班化教学还不能广泛
推行。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尽可能地给教师
“松绑”，把属于教师的“一亩三分地”真正还
给他们。 教师要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一个相
对安全、宽松、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的学习
空间， 充分从人性和教育学角度进行教学的
设计和实施，让学生的心灵得到修炼、个性获
得生长。

注重整合建构。《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怎
样的革命》这本书中指出，知识是整体的。 我
们要有系统性的思维，才能破除大脑局限，形
成全局观念，从而最好地解决问题。 事实上，
我们已经越来越注意到“跨越学科界限，整合
学科素养”的重要性，越来越认可“教育即生
活，教育即生长”。 目前，许多学校正在进行
STEAM 课程的探索，也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现实与未来一体化、教学与研究一体
化、过程与目标一体化，打通学科间的壁垒，
让学科与学科握手言欢； 把学生从课堂上解
放出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成
长。这样的学习过程，是深度思维之花在课堂
绽放的过程， 是收获积极情绪体验、 陶冶情
操、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过程，是教学
相长的过程， 是师生在学习家园中的所有的
经历之和。

解放学生思想。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学
生适应将来社会的能力。 随着工业时代向大
数据时代、物联网时代的迈进，教师如果还
像从前一样， 把标准化的东西教给学生，把
学生培养成标准化的“螺丝钉”，对教育是非
常不利的。 指向未来的教育，应该是对人的
解放，解放学生的思想，打开他们今后发展
的道路；应该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在理性
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双重供养下，思维之树结
出创新之果。 作为教师，一切有关学生的活
动都是教育的过程，我们要积极采用多种媒
介， 为学生的创造性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必须善于学习，积极吸纳，为我所用，从而促
进学生更好地发展。

水润木泽的校园是什么样的
■宜兴市实验小学 潘淼

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
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
我深深地喜欢这句话，也深深地喜
欢读书。 读完了杨九俊先生的《幸
福教育的样子》，憧憬了“流淌着奶
和蜜”的学校，我又翻开了续集《花
开的声音》，继续“向着明亮那方”
前行。15 篇展现教育视界的思想感
悟，22 个各具特色的校园精神集
萃，14 位教育大师的行走足迹，足
以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各自心灵相
契的东西。

杨九俊先生在《花开的声音》
中几次提到了“润泽课堂”。 他说，
润泽课堂首先是要有让人呼吸顺
畅的湿润感；其次润泽课堂是温暖
的，有温度的，这个温度就是爱的
感觉；第三，润泽课堂使师生心灵
情感融为一体，内部的深沉的愉悦
与外部深沉的渴望交融在一起。 日
本教育学家佐藤学也在《静悄悄的
革命》一书中提倡“润泽的教室”。

他说，“润泽的教室”给人的感觉是
教室里的每个人的呼吸和其节律
都是那么柔和，大家安心地、轻松
自如地构筑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构筑着一种基本的信赖关系。

读到“润泽”一词，我的脑海中
就浮现出一种美好的感觉：水水润
润的， 仿佛春雨后盎然的草地，或
犹如玫瑰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充满
了生机与活力。 换一个角度去理
解，它又表示那种安心的、无拘无
束的、轻柔滋润的感觉。 我想，不仅
是教学，不仅是课堂，管理亦是如
此，校园也应如此。 校园就应是一
个水润木泽的地方。

水润木泽的校园，应该是铺洒
生动的。 蓝天白云之下，错落有致
的建筑群和碧波绿树辉映；土沃草
肥之上，活泼可爱的学子和自由雀
鸟相伴。 水润木泽的校园，春有玉
兰温柔吐芳， 夏有粉荷亭亭玉立，
秋有丹桂幽幽飘香，冬有腊梅凌寒
怒放。 水润木泽的校园，还应该有
可供教师和学生独自徜徉不受打

扰的空间：或是一间教室，供人私
语；或是一片小花圃，任你耕作；或
是一条小径，让心灵奔跑释放……

水润木泽的校园，应该是洋溢
真诚的。 不管是校长和教师之间，
还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人与人的交
往有了真诚的相待，才有情感的温
度。 人的心灵有一种微妙、精敏的
感受力，任何虚假、矫情和做作都
无法唤起真诚。 面向和自己同样鲜
活的个体，竭力以自己的身体语言
和情感去与对方的身体动作和起
伏的情感共振，真诚地关注，耐心
地倾听，真实地表达，愉悦地接纳，
就能建立心灵的桥梁，打开友谊的
心扉，享受同样真诚的回馈。

水润木泽的校园，应该是无限
尊重的。 任何时候不嘲笑、不打断，
尊重每个人说话的权利，鼓励每个
人说出心中的想法。洋溢着尊重的
对话，应该是“沙龙般轻松、听经般
专注、呢喃般亲切”。尊重孩子的好
奇心， 也就保留了孩子的创造力；
尊重教师的童真童趣，也就保留了

教师的爱心耐心；尊重大家的想象
力，也就保留了心灵的自由。 哪怕
不理解，哪怕不认可，哪怕不接受，
也要时时刻刻记得尊重不同意见的
存在。

水润木泽的校园， 应该是流淌
激情的。 激情是一种态度、 一种品
质、一种情怀，更是一种境界。 教育
激情是诞生活力和朝气的温床。 有
了激情，就有了创造，就能点燃平
凡的日子，让每一天都过得与众不
同。 一个富有激情的校长，妙语连
珠，神采飞扬；一个富有激情的教
师，精神振奋，孜孜以求；一个富有
激情的学生，充满自信，心态阳光。
带着激情出发， 教师就会从“小工
作”的狭隘变成“大事业”的广博，学
校就会从“小生活”的院落走向“大
人生”的旷野。

水润木泽， 静听花开———这就
是我理想中的校园。幸福，就从这样
的校园出发，走近每一个教师，走近
每一个学生，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
人生的每一个美好时刻。

■常州市朝阳中学 殷涛

对于漫漫教育路上的行者，暑
假不啻荒漠里的甘泉。 我从教的第
20 个暑假，除了读书、旅行、陪家人
等常规项目，特别想“浇灌”出一本
书，一本思考教育的书，送给开启
人生下半场的自己。

教育如农业。 20 年的田间耕
种，摸爬滚打，好歹也算个老把式
了，此番坐下来唠唠农事，权当瓜
棚豆架、稻花香里的野狐禅好了。

半场小结，承前启后。 无论是
教育家，还是教书匠，没有两个人
的教育之路是相同的，就像没有两
块相同的田， 没有两片相同的庄
稼。 于人于己，重要的是“这一个”。
我自 23 岁初执教鞭， 今年 43 岁，
以 63 岁退休计， 刚好人生上半场
结束。 在中场休息的这个暑假，该
反思调整了。 教育生涯的 7000 多
个日子，时间都去哪儿了？ 一路行
来经历了什么？ 感悟了什么？ 需要
来一次巡礼，做一次见证。 从我生

命里走过的孩子也有 1000 开外了
吧， 也像庄稼一样一茬又一茬。 在
我们相遇的日子里， 我为他们带来
了什么？给他们带走了什么？在后来
的学生面前， 我能否以更好的姿态
出现？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再回首，
捡拾一路上那些愉快的、感动的、深
思的乃至愧悔的时刻，反思中沉淀，
承前以启后，继往以开来。

梳而理之， 争而鸣之。 课改艰
难， 没有包治百病、 一贴见效的良
方，各种模式眼花缭乱，各种声音甚
嚣尘上，特别需要激浊扬清、去芜存
菁，特别需要实证精神。 这些年，我
一直在教育一线，有些想法，也有些
做法，不乏特色。这些饱含汗水乃至
心血的结晶， 大多还处在碎片化状
态。暑假，正好可以串珠成线、成形，
勾勒出自己的体系。比如，当计算机
实现了海量存储记忆， 我们该教什
么？如何教？教师凭什么站在现代讲
台上， 教育未来的孩子？ 教然后知
困， 有困惑不是坏事， 借机查漏补
缺，寻求破解之道，以期能自反也、

能自强也。
无问西东，砥砺前行。 作为教

育的理想主义者，我决心“一意孤
行”。 只是年过不惑的我，不再摇旗
呐喊，而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架设
津梁，着力于一个个微改变，让理
想之花开在大地上。 我深知，教育
如高山仰止，能不能登顶不完全取
决于自身，但有无攀登之决心全在
于自己。 一批教育信徒始终行进在
朝圣之路上， 如苏霍姆林斯基、陶
行知、晏阳初等，同代人如朱永新、
李镇西等，身边更有沈茂德、肖培
东、厉佳旭等一干校长，躬耕于一
垄田园，挥洒汗水也收获芬芳。 都
道知易行难，他们不仅用双脚丈量，
也用思想探测， 相辅相成， 砥砺前
行。 一本本书记录着他们的问道历
程，也是后来者的路标和脚手架。 身
边的朋友说，你也写写吧，挺爱看你
的文字呢。 我亦深知，教育浩瀚如大
海，幸运者不过捡拾一两枚贝壳，但
是贝壳里藏着大海的声音。

这本书该有怎样的风格？ 我

想，不拼理论，不玩术语，把专业的
事讲得明白如话， 把深奥的道理讲
得生动有趣，用案例讲故事。我希望
这本书像一朵家乡民歌里的“茉莉
花”，来自烟火人间，玲珑别致，清清
白白， 花香怡人。 这本书名叫什么
呢？ 暂且定为《发现与解放》。 我相
信，教育是一种发现———发现学生，
发现教师，发现潜能，发现人性，发
现遮蔽的世界； 最终实现解放———
解放思想，解放人本身。

这个夏天，火热的足球盛事，一
场比赛里几百脚传球， 威胁球屈指
可数， 进球的高光时刻更是可遇不
可求。 是什么让球员和球迷如痴如
醉？ 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
什么。生命如足球，终究渴望被某种
信仰或激情点燃。教育就如我的“世
界杯”：胸怀梦想奔跑不已。 传说自
然界的鹰到 40 岁左右就要“脱胎换
骨”，拔下自己老化的喙、爪和翅，以
重新生长开启下半程。 那我就写本
书送给下半场开场之际的自己，也
激励同侪共进吧。

写本书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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