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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跨界成长

在被互联网削弱了时空屏障的
当今世界，传统的专业边界正在日渐
模糊。教育教学中，学科的边界也正
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教师，也在有
意无意地“掺和”其他学科。其实，教
师的跨界，不仅不是专业性的弱化，
相反正是另一种强化和重构。你有

“跨界”发展的经历和体验吗？

邮箱：zgjsbjscz@163.com，字数
1500字以内，来稿请注明参与话题名
称。截稿日期：2016年10月22日。

话题征稿

每周推荐

教学合一

随看
随想

这篇文章原载《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1号（1919年2月14日）。
陶行知先生（1891—1946）的观点极为显豁：教与学应该合一。为什么呢？有三个

理由。其中第三个理由，每每被忽视，尤其值得重视。
这是近百年前的文章。值得寻思的是，文章所论的问题、该问题的内核，时至当

下，依然是、依然在。以角色和专业优势把持“教”的话语权，用言说的方
式单向传递信息，是一个人的惯性和本能吗？“学生为主体”的真正实现，
需要我们作出怎样的反观、反省，乃至“反动”？

文中有几个“他”，现在的规范写法是“它”；为存其真，未作改动。
（任余）

读《大学》教小学
□张璐瑶

成长记录

我和阅读
有个约会
□吴凤英

悦读·话题

知音总成月中人
□陈治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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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说，我一直相信，这个世上有
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却被人们忽视，
那就是读书。

是啊，刀兵相见的整容，涂脂抹粉的
化妆，只是表面的装饰，只有读书才能最
终形成你优雅的气质，青春不老。一本好
书，蕴含极高的精神养分，是作者经过殚
精竭虑的思考酝酿的结果。而经过岁月
的过滤沉淀，每个人喜欢的书籍也大浪淘
沙般固定下来了。

这个假期，唐诗宋词一如既往是我“临
幸”的对象。品一首“牧童骑黄牛，歌声震
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那种简单
的纯真快乐飘然而至；“今宵酒醒何处？杨
柳岸晓风残月”，一幅逼真的画面展现在我
们面前，离别的忧伤又充盈心间；“西北望，
射天狼”，又让你荡气回肠。李白，像是我
们的初恋，因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总是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第一首诗。陶
渊明如暖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那种闲适自在令多少人心向往之。苏轼，
似乎成了女性心目中的男神，诗词散文样
样精通，书法绘画均有造诣，还是极富生活
情趣的美食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
流人物”豪情万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柔情似水。

从唐诗宋词中走出来，与孩子一起读读
《羽毛男孩》《蓝梅季节》《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吧。《羽毛男孩》中的极品倒霉蛋罗伯特
瘦瘦小小，学习不好，在离异的家庭长大，自
卑胆小，外号“罗大呆”，走到哪里都被人欺
负。有一次，自荐参加了“老人计划”，结识
了一位身患重病、神经兮兮的老太太艾迪
丝。在老人要求下，回到老人旧居“机会之
屋”，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小男孩罗
伯特最后为艾迪丝缝制了一件羽毛衣，让她
带着女儿去往天国。同时，他也在实现艾迪
丝愿望的过程中渐渐找回了勇气、爱和幸
运。书中关于勇气、爱情、回忆以及成长的
力量，给正在成长期的孩子以指引，也给成
人世界更多的启示。异彩纷呈的书籍，让我
们的假期生活斑斓多姿。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
一个在路上。人人都说读书好，真正读书的
人却特别少，身体力行，从我们自己做起。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
县第一中学）

大二时，我初遇《大学》。那是在学校
教育学院二楼的大厅，我不经意间抬头，便
看见不知何时挂在墙壁上硕大的一块展
板，满篇的《大学》。我停下脚步，读了起
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那时的感受，更多的是对自己大学
生活的期许，希望如同《大学》中所说，能独
善其身，认真做学问。后来每次早读，我总
抽出一点时间去展板前读一读。

而今，我已身为人师。今年暑假，应学
校要求，我再次捧起《大学》。在反复诵读

《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我欣喜
地发现，古代对于读书人的要求放在如今
的教师身上，竟是如此契合。虽然作为一
名小学教师，我没有“治国、平天下”的雄韬
伟略，但能“诚意、正心、修身、治班”，也是
极好的。

《大学》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诚
意、正心、修身”便成了做君子的基础。无
论处在怎样的环境，都要坚持自己的判断，
坚定自己的信念。大学毕业进小学工作，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却因进到农村
小学工作而一直耿耿于怀。一方面，觉得
在大学一直是佼佼者的自己，到农村工作
感到很委屈；另一方面，分到距家 30 公里
外的学校上班，更委屈。从踏进学校大门
的那一刻起，我便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总
是难以静下心来研究教学。读《大学》，让
我有了回归初心的体悟。反思自己，当初
选择教师行业是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老师”
的梦想。当初年少时，也曾励志要到最偏
远的地方去教学，为更多的孩子插上知识
的翅膀。如今，竟因贪图舒适与地位，离自
己的初心越来越远。回归初心，我体会到
久违的幸福。

《大学》之道不仅启发我回归初心，也
让我在“教学治班”上颇有灵感。

初当教师，我在“教学治班”上很是吃
力，感觉自己事事亲力亲为，却总是事与愿
违。细细数来，我天天强调纪律，可上课纪
律很糟糕；我天天强调要节约粮食、不挑
食，可班里挑食的学生一大堆……所以，我
颇为烦恼。没想到讲大人之学的《大学》，
却给了我实质上的帮助。修己方能治人，
那便是要从自身下手。反思自己，我找到
了问题所在。上课时，我一到教室就开始
高分贝吆喝:“同学们，别说话”……而且不
知从何时起，一上课我就敲桌子。暴躁的
我，企图用暴力让学生安静，没承想竟教出
一群暴躁的学生。于是，我开始尝试换一
种方式。一进教室，我便静静地看着大家，
没想到课堂安静的速度比我大声吆喝要
快。如今，我上课再也不必狠狠地敲桌子，
而是静下来等待学生们的安静。吃饭时，
我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自己绝不剩饭
菜。虽然我没说过什么道理，却发现学生
渐渐不挑食了。

《大学》虽是“大人之学”，却让教小学
的我受益匪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过去人们常说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
必须拥有“一桶水”。然而时过境迁，要想
给学生“一杯水”，“一桶水”必须常换常新，
否则就会成为一桶死水。希望自己伴随

《大学》之意，助自己，更助学生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汤

头街道郑庄小学）

我生命里幸福的时刻并不多，但
有几个时刻是要提及的。一是拥有
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二是教学路上
有几个相伴的师友，三是每到一处都
有一两个与我有共同言语的人。

忘不了，9 年前与张丽相处的
那些时光。张丽是我教学路上的
第一个同行者，与我有共同语言
者。张丽首先打动我的是一种高贵
的气质。那年到丽水应聘，她像一
幅画一般出现在我的面前：高高的
马尾辫，白色上衣，明眸皓齿。那
时，我清晰地觉得，她满身都是老师
的感觉。

当时的我们都是应聘者，我从
台州到丽水一路颠簸，几乎毫无准
备。而她却一脸淡然，安静地坐在
椅子上。我看到她手里拿着说课教
案，是我读初一时的一篇文章《驿路
梨花》。如此久远的教案，她会用
吗？面试后我才知道，她用的是当
时我认为最难的《海燕》一文作为说
课内容。在我内心，对她产生了一
丝敬意。

如果到此为止，我们的故事就
结束了。但是，万事都有“但是”。
我与张丽被分到了同一所中学，而

且是在同一个办公室。
我们一起共事5年，不论从精神

上还是教学上，这5年都是我生命中
最快乐的时光。5 年里，花开花落，
日升日暮，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怕
是记不清了吧。我只记得冬儿老师
说过：你们之间的话怎么这么多
啊？一天到晚似乎没个停歇。是
的，真的如此。我们之间有太多的
话要说，生活、家庭、教书、学生……
似乎连这世界的空气都可以成为我
们交谈的对象。

张丽在我心底是淑女，窈窕的
淑女。

她貌美，心更美。性情温和的
她，做事总为他人考虑。拜托她的
事，你足可以放一百个心。

张丽很有灵气，也颇有慧根。
她要教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
诗歌教学，诵读必不可少，张丽请
我听她读。说真的，她那时的诵
读，我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在别
人下班的时候，我们一句句分读，
一句句分析，高低轻重、抑扬顿挫，
我帮她一字一句地抠。很快，张丽
读得连我都有点嫉妒了，公开课也
相当成功。听美妙的读，能让人明

白文意，能让课成功一半，张丽做
到了。

小女子也有着好强的心，只是
在不经意间才显露而已。有一次，
我们聊到同事，聊到学生的成绩，
张丽流泪了。因为每次考试，两个
班成绩总存在一两分的差距，这再
正常不过。更何况，一个班级成绩
的好坏是全体师生合力的结果，但
总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张丽的耳
朵。于是，一个好强的女子就这样
流泪了。

与张丽在一起的美好回忆有许
多，每一件都叙述，那真的可以做成
一条长长的“裹脚布”了。不在事儿
不好，在于我的叙述实在难胜。

2012 年，张丽要调到其他学校
教书。我像一个孩子，肆无忌惮地
哭着，哭得眼睛都肿了，只觉得平生
最好的朋友要离开了。

现在，我们天南地北，丽水，杭
州，山高水长。我们的联系也渐渐
少了，但也时常会打电话。

就像一年四季，花开花落，晴晴
雨雨，但不变的是空气。空气，永远
在的吧。

在记忆深处，我会想起我们一
起在进修学校依照老师的吩咐给自
己填写荣誉证书的得意开心，我会
想起我们一起磨合《背影》一课的点
滴，我会想起走秀的快乐……

我会想起，会在突然间想起发
生的那些故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师范
大学附属学校）

现在的人叫在学校里做先生的为教员，
叫他所做的事体为教书，叫他所用的法子为
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些书本知识
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
领；除书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
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
功课。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
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论起名
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
校。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
就将他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
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依我看
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

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
而在教学生学。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分三
种：第一种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
来读他、记他，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
子、字纸篓。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之
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
厂。第二种的先生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
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
上来了。不像从前拿学生来配书本，现在
他拿书本来配学生了。他不但是要拿书本
来配学生，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
们。这种办法，固然比第一种好得多，然而
学生还是在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
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
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
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
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
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
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
有先生，何必又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
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那
么，先生究竟应该怎样子才好？我以为好

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
学。教学生学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
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
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
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
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
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
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
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
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
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
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一切
真理，不难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
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
主张的“自动”。所以要想学生自得自动，
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这是教学应该合
一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
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
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
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
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
学不合一的流弊。如果让教的法子自然根
据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
学生一方面也就能够乐学了。所以怎样学
就须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
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这是
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
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
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
不是贩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
的。现在教育界的通病，就是各人拿从前
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看他书房里
书架上所摆设的，无非是从前读过的几本

旧教科书；就是这几本书，也还未必去温习
的，何况乎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呢？
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
这也是教学分离的流弊。那好的先生就不
是这样，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
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Fr.
Paulsen)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
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
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因为时常研究
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这不但是教诲

丰富，学生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
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畅快的事
体。因为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都是因
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孔
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是过来人
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
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却觉
得有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
快乐，首先要把教学合而为一。这是教学
应该合一的第三个理由。

总之：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
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
须一面教一面学。这是教学合一的三种理
由。第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
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
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有了这样的联
络，然后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
方法找那无价的新理了。

（选自陶行知《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
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陶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