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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
教育改革新时代———
校长领导力如何提升？ 课堂教学如何升级？
课程建设方向何在？ 信息技术如何助力？
……
快来这个一年一度的全国名校长、名家云集的盛会，这里有您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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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良师 必具师德
“中国教师·敬德会讲”首讲开启

□本报记者 康 丽

师德是有专业性的
总编七日谈 13

在首次 “中国教师·敬德会讲” 上，
“仁爱之心与师德建设”的主题引发了与
会者的热烈讨论。

师德是什么？ 是关心学生、爱护学生，
就是有仁爱之心。 这就要弄明白什么是
爱、什么是关心？体罚学生是爱吗？让学生
每天陷入题海是爱吗？ 这个爱可能涉及的
就不只是对学生生活和身体上的关心，还
涉及到教师的专业性。 教师的爱是带有专
业性的，因而师德也是有专业性的。

师德是什么？是教师自己要成长。教
师工作的专业性、 教师之爱的专业性决
定了一个有师德的教师必须是善于学
习、善于反思、努力提高的人。 在课堂上

用不科学的教学方法、不能跟随时代、不
能及时察知学生新变化及时代新要求的
教师，很难教好学生，很难让学生“信其
道、尊其师”。 从这个角度，不成长的教
师，即使特别热爱教育工作、特别关心学
生，他的师德也是不完整的。

师德是什么？ 是对国家、民族、人民有
一份担当和责任。 教育有区别于其他行业
的特殊性，关系民生，更关系国计、关系民
族兴亡、文化传承，这就要求承担着传道
授业解惑责任的教师必须对国家、 民族、
人民有一份担当和责任， 有身处教室、心
忧天下的使命感和自觉意识。

教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凡神

仙，师德也不能是高不可攀的云端目标。
我们反对用不是道德范围的标准去要求
教师， 反对用脱离教师生活实际的指标
去考核教师。

在“会讲”上，顾明远先生抛出了一个
问题：国外为什么很少讲师德？ “顾明远之
问”值得深思。 师德如果离开了教师的专
业责任、专业成长，就是不完整的。 习近平
总书记号召广
大教师做 “四
有” 好老师，而
“四有” 正是对
高尚师德的最
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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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淄博张店： 优培给新
聘乡村教师插翅膀 乡村

新聘教师往往只能自己“摸着石

头过河”，张店区将新教师在城区

优培后再返岗的做法值得借鉴。

《教师工作周刊》

从单元整体出发“主题
式单元整体教学”模式为学生

营造了一个较大的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通过解决具体问题

获得学习的经验和能力。

《现代课堂周刊》

6 这样做语文老师
一本书，一个人。夏昆与他的

《中国最美的语文》一书，是教

师探索真实教育的忠实记录，

也告诉我们可以这样做老师。

《教师成长周刊》

8 与安定先生有关的
“明达课程” 江苏省如皋

市安定小学弘扬“安定致远”

的文化传统，以“明达课程”丰

富办学内涵。

《课改研究周刊》

10 “会讲”仁爱之师与
师德建设 由本报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敬德会讲”在京举行。

主讲嘉宾激情发言，会讲代表急

抢话筒。精彩观点都有哪些？

《教育家周刊》

12 14 “家长上学” 当家长

不“给力”，教育怎么办？辽宁

省铁岭市为家长办学校，实现

家校共赢。

《区域教育周刊》

10 月 10 日清晨 6 点， 深秋的北京凉
意十足，但河北蔚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岳
文华已经从宾馆动身，赶赴北京海淀敬德
书院。 作为这次会讲遴选的幸运听众，他
连夜坐火车从张家口赶来，为的就是参加
“中国教师·敬德会讲”。

早晨 8 点， 岳文华来到敬德书院，让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座古色古香的院子宛
若世外桃源，坐落在青山绿树之间，更让
他激动的是，如此强大的会讲阵容———北
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
会长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
郭振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裴娣娜，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 上海市教
委原副主任尹后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主任袁振国，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孟繁华，北京史家小学校长王欢。 他们的
身份，不仅是学者、教师，还是敬德会讲学
术委员会委员。 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除
了会讲这种传统又古老的研讨方式，还有
会讲的主题———“仁爱之师与师德建设”，
这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岳文华最
关心的问题。

顾明远之问： 为什么只有中国
人特别爱讲师德？

德者，师之本也。 这正是中国教师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中国教师》杂
志社与北京市海淀区敬德书院联合举办
“中国教师·敬德会讲”双月论坛、首讲主
题为“仁爱之师与师德建设”的最好解释。

师德是老问题，但老问题并不意味着
就有答案。

“会讲 ”学术委员会主任和今年轮
值主席顾明远先生接连抛出的几个问
题引起了所有人的思索 ： “为什么只有
中国人特别爱讲师德 ，为什么国外不说
师德问题 ？ ”

在顾明远看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
是教师的职业认识问题，“我们都在说仁
爱，讲教师要爱孩子，但是什么叫爱？ 什么
叫爱孩子？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每一个教师都热爱
自己的学生，热爱自己的职业，就不用讲
师德问题了。 ”

而这也是许多与会者“揪心”的问题。
谢维和以“教师之道”为题，边讲边在黑板
上板书，进行了 20 分钟演讲。 在谢维和看
来，中国教师现在面临非常矛盾、尴尬的
境遇，一方面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教师
地位的尊崇， 另一方面则是现实背景下，
教师的尊严和地位正在下降。 在一些学
校 ，师生关系趋于冷漠 、恶化 ，在一些高
校，许多人现在不大喜欢用教师这个名称
了，一定是某某家、某某长。 “教师不是什
么人都能做的， 现在师和道出现了分离，
师和教育出现了分离。 要求教师做仁爱之
师抓住了教师培养的根本，必须重申和强
调‘师道’，这是仁爱的基础，也是教师培
训培养的根本。 ”

“教师首先要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
人 ’，否则 ，学历再高 ，知识再多 ，他也不
适合做中小学教师。”长期做中学教师的
海淀区教委主任陆云泉同样持这种观
点，在他看来，仁爱是中小学教师最基本
的职业特点， 也是师德建设最重要的内
容，而这正是举行“中国教师·敬德会讲”
的现实意义。

仁者爱人， 但仁与爱之间是否有区
别？ 郭振有援引传统经典，对仁和爱进行
了区分 ：爱是人之情 ，是本能 ，仁是爱之
理， 是价值观，“仁者爱之理， 爱者仁之
用”，两者互为表里。 怎样才能做到仁爱？
在他看来，教师要安心、安稳，才能生发爱
心，才能乐于从教。 所谓仁爱之师，就是有
远大的志向，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践行

学与思，指导学生、帮助学生，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这才是仁。

“在互联网时代，教育的管理体制、办
学机制、教学方法、教师职业方式会有许
多变化， 但是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变化，
仁爱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都是根本性要
求。 ”郭振有这样说。

这一点， 孟繁华感触颇深：“仁爱之
心和教师的道德素养直接与培养创新人
才相关。 ”只有在愉悦宽松的环境，师生
之间具备良好融洽的关系， 才能培养出
有创造力的学生。他进一步提出，师范生
应该更加重视师德教育， 因为这是用分
数衡量不出来的， 也是资格证书考不出
来的。 “应该注重考查师范生实习期间师
生互动和同伴交流过程中的表现， 看他

是否具有仁爱之心，具备良好的师德。 ”

“会讲”之声：师德是一种专业
责任，要体现在专业能力上

师德是什么？ 会讲中，专家们在回应
“顾明远之问”时纷纷谈到自己的看法。

“师德是一种专业责任，教师的道德
要体现在专业能力上。 谈师德，不能抽象
地讲爱， 最重要的是教师要有专业水平。
拥有了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才能够担当起
教师的师德。 ”在袁振国看来，正如同把生
理的生命交给医生一样，人们是把精神的
生命交给了教师。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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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流芳
会讲， 是中国古老的学术研讨

传统和方式，中国儒家、道家等诸子
百家都曾留下会讲的传统。 学术同
仁们聚在一起，切磋、辩论、交流，这
就是会讲。 思想交锋、观点碰撞、和
而不同，是会讲的重要特点。

历史上记载下来的最为著名
的会讲是 800 多年前的 “朱张会
讲 ”。 公元 1167 年 ，农历九月初八
开始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朱熹来到
长沙岳麓书院讲学交流。 在岳麓书
院，朱熹与张栻两位大师以会讲方
式，当众切磋、辩论《中庸》之义。他
们的学生团团围坐， 如痴如醉 ，如
醍醐灌顶，茅塞频开。 两位大师辩
论到紧要处， 曾连续三昼夜不辍 。
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 ，纷纷骑着
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 路上的
行人络绎不绝，讲堂内围得水泄不
通 ，盛况空前 ，饮马池的水一下就
被马喝光了。

“朱张会讲”不单纯是朱 、张两
位大家讲，而是与学生们一起讨论、
辩论，不断提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会讲开启
了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又一
个新时代。 随着国学传统的复兴，会
讲传统开始得到延续。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
和学术机构，与会讲深深地联结在一
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会讲，几乎
都是在当时最著名的书院展开的。

会讲流芳，书院载道。 建立现代
书院， 赋予时代精神； 邀集大师会
讲，承袭传统文脉。 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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