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执行主编：宋鸽 电话：010-82296728 投稿信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J I A O S H I C H E N G Z H A N G
2016年10月5日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8版

思享会

教育本来是教人如何自由、如
何幸福的，但现在的教育成了“成功
学”的跑马场，小孩子从小就被灌输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是赛跑
吗？世界是一个跑道吗？

因为错误的教育观念，加上人
口大国各种资源有限，还有身份社
会普遍的焦虑，急功近利就成为一
种流行病，哪所学校或个人不染此
病，就不合时宜，就会被教育大潮淘
汰或被边缘化。

但谈论教师的“成功”，我总觉
得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教育如此失
败，教育行业却有那么多“成功者”，
什么“长江学者”“黄河学者”……什
么教授级、特级、国家级、省级、市级
骨干教师，还有各种带头人、能手、
新秀之类，真是热闹，引得万千教师
竞折腰。

所谓“成功”就是“完成功业”，
但教育有可“完成”的功业吗？百年
树人，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是急不得的，况且一代
过去一代又来，而教育近似于农业，
不是工业流水线；教育也是期货，不
是现货，没有必要那么急于作评
价。从根本意义上讲，人的发展充
满未知，人永远是一个待成品，所以
成长无极限。即便是所谓的“成

功”，也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恩赐
是不一样的，认识自己、发掘自己的
时机早晚也不一样。

单从“成功”这个词来讲，我也觉
得这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应该是动
词，而不应该是名词，因为成功是一
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任何对成
功的简单化定义都是可疑甚至可笑
的。在一个大概率价值观社会，对成
功的物质化、社会化定义，都是对个
体生命的扭曲甚至陷害。

我个人认为，成功应该面对两个
维度：一个是社会维度，一个是个人
的生命维度。社会维度就是一个人
的社会事功，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
于物质，更在于精神和价值观念。个
人的生命维度，就是你的身体是不是
健康的，你的人格精神是不是健全
的，你的生活快乐不快乐？再往高一
点说，你过得幸福不幸福？

回到对教师成功的追问上，看一
个教师成功不成功，不在于如何吃苦
受累以学生为控制对象而成为“道德
标兵”，也不在于如何响应上级指示
为学校提高升学率贡献了多少数据，
更不在于如何利用体制优势得到什
么头衔或为自己谋了多少“好处”，我
觉得有三个问题可以作出回答：第

一，爱不爱？第二，乐不乐？第三，有
意义没意义？

一个不爱教育、不爱生命、以学
生为工具的教师，不管他如何出名，
如何受到上级器重，我都不认为他是
成功的。

一个成天愁眉苦脸、牢骚满腹、
上课如上刑场、享受不到教育之乐
的教师，不管他的教学成绩怎么好，
我都不认为他是成功的。

一个只教知识没有情怀、只有
技巧没有信仰的教师，不管他有多
高的职称和多大的名头，我都不认
为他是成功的。

其实，教育本就是为成全生命、
认识自我、感受幸福、寻找意义而存
在的，不是为攀爬楼梯成为“人上
人”。教育是根的事业，是灵魂的产
业，是良心工程，不是炫耀成功的“江
湖”，更不是证明自己存在的绞肉机。

再说彻底点，这个世界有谁成功
了？死亡会让一切归零，连亚历山大
这样的皇帝死后也是两手空空，不带
走一片云彩，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每
个人都是历史的灰尘，都是时间的废
弃物，真正成功的一定是和宇宙同源
的某种精神的存在。

（作者单位系陕西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

纯粹从教师享受教育教学过程的乐
趣来看，可以把三重境界当作衡量教师
成功的标志。

数学历来是最为抽象、最为枯燥的
学科，但数学老师却可以痴迷到这样的
程度：

他（王远老师）讲课时常独自陶醉于
自己的数学世界里，根本不管我们的感
受。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数学是世界上
最美的语言。他经常出神地望着黑板上
自己的解题过程或几何图形，嘴里“啧
啧”赞叹：“太美了！太美了！”当他回头
的一刹那，发现我们一脸茫然如“祥林
嫂”时，他就大发雷霆：“这么美的方程
式，你们就无动于衷么？”

（魏勇《我的“右派”班主任》）
王远老师对数学的痴迷，毫无疑问

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十分享受这一
过程，沉迷于数学之美带来的巨大乐趣之
中。王远老师感受到数学是真与美结合，
是宇宙的最高秩序，是人类以真求道、以
善养气、以美修身的工具和成果。这种非
常纯粹的超越功名之外的精神境界，挣脱
了工资、奖金、高考、职称之类所带来的羁
绊。然而，王远老师在自己感受到发现之
美和探索之美的时候，却没有能够很好地
带领自己的学生走进真与美的殿堂。这
种状态，我们不妨称之为教师之乐的第一
重境界。

（梁启超）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
成为表演……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
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
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
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
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启超先生的演讲有一种巨大的感
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梁启超的学术魅
力和人格魅力。所谓学术魅力，是指老
师具备的学术能力所产生的魅力。所谓
人格魅力，是指老师身上具备的个性特
点、性格特征、情感模式、思想底蕴、精神
追求所产生的吸引人的力量。相比之
下，学术魅力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养成，而
人格魅力的形成则是一辈子的事情。梁
启超以其对艺术超凡脱俗的理解，建构
起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不仅自己
能够感受到艺术的巨大魅力，还能以其
光风霁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形成熏染，
从而引领学生进入真善美的殿堂。这种
状态，我们不妨称之为教师之乐的第二
重境界。

（周辅成）先生这一代人被肆意凌辱
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
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
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
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
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
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

（赵越胜《燃灯者》）
周辅成先生与青年学生赵越胜建立

起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既有哲学家对求
真求善求美的哲学信念的执守，也有“人
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
渴求交流的情怀，更有舍身求法、犯难而
上的勇气。在周辅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不淫、不屈、不移的人格魅力，人类文明薪
尽火传的生生不息，人格濡染、志趣相投
的师生相处之道。这种状态，我们不妨称
之为教师之乐的第三重境界。

今天我们在讨论教师的成功和乐趣
的时候，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教
学过程本身之外的那些东西上。正本清
源的做法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
集中在教师发现探索之乐、引导分享之
乐、人格濡染之乐上，这样才有可能发现
教育的真谛。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仙桃市仙桃中学）

讲到为师者的成功，有许多通识的评价
标准：学生成绩优异，桃李芬芳满园；各方人
士认可，荣誉纷至沓来；职称评定顺畅，同事
羡慕自己心安。这不是成功，又是什么呢？

在世俗的眼光里，这的确是一种很客观、
很外在、很晃眼的成功，这种成功看得见、摸
得着，实实在在、真真切切。

可再一细琢磨，又有点不对劲儿，上述的
那些成功标准似乎与为师的“我”无关啊，

“我”的内心呢？“我”的追求呢？“我”的梦想
呢？呜呼哀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所谓
的外在光环一圈一圈地将“我”绕晕，绕得

“我”不想或者不敢再去审度内心、审视自我
渐渐地，“我”把自己弄丢了、忘记了,“我”也
需要自我存在、自我成长、自我丰富啊！

王君老师说，生命是一个完成自我的过
程。王君从重庆綦江农村的一所普通中学进
入綦江县城、重庆市、人大附中、清华附中，通
过自身的努力，一路颠簸，一路修行，终于蜕
变为全国青春语文教学的“舵主”。熟悉王君
的人都知晓，王君已经将教研和教学融入了
自己的生命。

乔布斯说，活着就要影响世界。换个说
法，教书就要影响学生，这个影响不仅仅是让
学生考个好成绩。拿语文来讲，如果我们只把
眼睛瞄在那些应试模式、解题术语上，学生不
会考出太难看的成绩，我们也能获得教学成绩
上的所谓成功。可如果我们3年这么教，5年、
10年、20年还是这么教，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
情？学生获得了分数，我们又收获了什么？

我们悟到语文教学精髓了吗？我们悟到
教学素养的提升了吗？我们找到自己的成长
路径了吗？这样一路问下来，头涔涔，汗津
津，我们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收获啊！据此，
我们能说自己获得了某种成功吗？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突破藩篱？方式
肯定是有的，路径肯定是有的，心法肯定也是
有的，看你想不想去寻找，愿不愿去实践，敢不
敢去创新。还是拿语文来说，如果我们善于规
划自己的语文人生，选准某个点，一头掘下
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肯定能掘出清冽甘甜
的泉水，即使是普通的草根，也能获得语文心
灵的舒展。

四川教师谢华数年来一直坚持阅读实践，
将“阅读·悦读·越读”作为她色彩语文教学的
支点，为孩子也为自己营造了一方灼灼其华的
语文桃源；山东教师郝晓琳跨界教学，将语文
与心理相互融合，为那些青春的孩子们奉献一
场又一场的成长讲座，广受学生欢迎；我自己
呢，近10年来创新自己的课堂，将语文编织得
五彩斑斓，将课堂经营得风生水起，自我感觉
快乐，自我感觉成功。

这些事情看上去与外在利益无关，与客
观成功无关，可实实在在能让你自我充实，让
你自我成长，让你不再急功近利，让你获得心
灵的沉静与祥和。孩子们呢，从中得到的益
处，获得的发展，哪里是应试的分数可以衡量
与测评的啊！这样的成功，才最能贴近生命
的本真，才最能触摸精神的脉搏，才最能让我
们获得灵魂的圆融与丰富。

为师自我的成长是否笃定，为师自我的
情怀是否高远，为师自我的追求是否恒久。
窃以为，这才是衡量一个教师的生命质地是
否得到提升的标准。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永康市外国语学校）

我与学生们到公园去上语文
课，跟着课本游绍兴，学生问我：老
师，要不要写作文？我大声地说：

“不要！”我反对一切活动都有“教育
意义”，如果承载太多的负担，往往
会变味、变色。有时出发得太远太
久，会忘了为何出发。

我喜欢听学生诵读吟咏。我
说，你们的读书声若天籁，不含杂
质，像天空一样湛蓝、澄明、纯净，是
天下最美的声音，整齐划一、此起彼
伏我都喜欢，我不想让读书变成对

“五分钟后默写”的应付。我喜欢看
学生静静地拿着一本自己喜欢的
书，旁若无人地读着，或坐，或依，或
躺，或站，清晨的小花园，夕阳下的
操场边，教室一角，餐桌上，放学的
路边，浅吟低唱，默默玩味香菱学诗
时的执著细节；直抒己见，高声争执

“我不喜欢鲁迅的冷峻”，“我喜欢钱
钟书的幽默”。我不喜欢布置“摘录
好词好句”之类没有技术含量和思
维价值的作业。除了教会学生阅
读，“怀着爱与敬重的阅读”，别无他
途。正如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朱丽叶心灵的呼喊：“那么窗啊！让
白昼进来，让生命出去。”我的心呼
喊：“那么课堂啊！让阅读进来，让
喧嚣出去。”

我喜欢读学生的随笔，信笔由
缰，口无遮拦，肆无忌惮，真诚面
对。读着，读着，我仿佛回到自己

的童年和少年，与他们共欢笑，与
他们同悲戚。我会写上一句“你的
善良感动了我”“你的爸爸妈妈真
了不起”。常常忘记了纠正文中的
错别字，或用鲜红的笔画出刺眼的
线条，来正告孩子“这是个病句”。
我不想让学生觉得写作就是为了
让老师呕心沥血地批改，用手术刀
一样的笔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总
想着治病救人。那不是学生的心
声，而是老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他们。

我喜欢上课，学生积极探寻文
本褶皱处暗藏的“波澜”，从而实现
一次次“碧波深处锦鳞游”。我喜
欢看课堂上学生沉潜文本，咀嚼玩
味，从懵懵懂懂到若有所思，到拍
案 叫 绝 ，于 是 爽 朗 一 笑 ，绝 尘 而
去。我希望，通过我和学生们的声
音传递一种信仰：语文，让我们世
俗而又深情地生活在我们所热爱
的人间。语文课是师生彼此伴随
的绽放旅程，是师生用文化呼吸的
形式达成的精神返乡，是沉静宁悦
的灵魂皈依。浸润于经典的时光，
从容美好、倏忽远行；回眸课堂，仍
有腾挪跌宕之“后感”生于胸臆。
我盼望学生上课时，晶亮的眸子在
稍稍的迷惘之后绽放出嫣然的欣
喜，而不是说：“同学们记住，这个
题型经常考试，你们要多加注意。”
我希望学生毕业时给我的留言是：

“老师，多想再上一节你的语文课，
那是我们生命中的童话啊！”

我 快 乐 于 自 己 爱 读 书 ，爱 写
作。我喜欢写文字，理性的论文，感
性的随笔，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
写，不为发表，只为一吐为快，体验

“表达是一种快乐”。有人赞我曰：
坚 持 。 我 说 ，从 没 有 坚 持 ，只 是
喜欢。

我快乐于三五“尺码相同的人”
一起谈语说文，教学掌故，即使揶揄
打诨，观点相左，面红耳赤，拍案而
起，坐下来又可以推杯换盏，不失为
人生一大快事。

我为班级学生排名靠前而高
兴，那是他们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我更喜欢看到，班级后几名学生每
天带着笑脸对爸爸妈妈说“再见”，
放学时又像燕子一样高兴地飞到父
母的怀里撒娇。我希望与学生在校
园里相遇，不管晴天雨天阴天，能见
到你的一天就是晴朗的一天；不管
是昨天今天明天，能与你在一起的
一天就是美好的一天。

泰戈尔说，当鸟儿的翅膀绑上
黄金，就飞不起来了。我深以为
然。教育生活的快乐就是享受过
程，如果被功利绑架，快乐的翅膀就
无法自由伸展，天边的云彩就只能
望而兴叹。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第
二十四中学）

教师的“成功”是一个伪概念
□杨林柯

快乐是享受过程
□梁增红

成功
要与“我”相关
□司艳平

教师之乐的
三重境界
□苏祖祥

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何谓师者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