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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老师都能成为
□顾明远

有兴致地阅读《赵树理传》
这本书，不仅仅是探索这位山
西著名作家与我们所处时代的
距离，更重要的是现在好多人
还会对他看似“过时”的作品能
津津乐道，像《小二黑结婚》《李
有 才 板 话》等 ，穿 越 了 历 史 时
空，依旧质朴如黄土高原上的
庄稼，像生生不息的民谣，饱经
岁月的洗礼与风雨的磨砺，它
们所散发出来的文艺光辉和人
性光芒，还会触动内心的柔软
之痛，会不断启迪我们一起去
探究父辈们所经历的“刀耕火
种”的年代以及“浴血奋战”的
风云。

最朴素的泥土，往往孕育着
枝繁叶茂的大树；一个天才的文
学爱好者，如果一味闭门造车，
不去体验接地气的火热生活，那
么他的作品也许会因为澎湃的
激情，奇特的想象，奇妙的构思
轰动一时，让人称羡，而难以接
受时代的检阅，岁月的考证，最
终仿佛明日黄花枯萎在某个角
落。赵树理，出生在山西一个偏
远的山村，他的命运起伏跌宕，
历尽人间悲欢离合，阅尽人世阴
晴冷暖，但他的信念始终不变：
在农民中生活，在农村中体验，

“大众化”追求——让普通的老
百姓都能读懂他的书。郭沫若
读了他的小说《李家庄变迁》后，
兴奋地说道：“这是一株在原野
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
深，抽长得那样条畅，吐纳着大
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
自在。”如此中肯而又溢美的评
价，明朗地点出了赵树理的作品
风格与做人品行。

赵树理说过，“我搞通俗文
艺，没有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
是想用群众的语言，写出群众的
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
受到教育……”这让我想到了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和赵
树理的生活经历很相近，一样从
平凡平淡的农村生活中汲取积
累丰富有益的素材，用老百姓质
朴的乡音来反映他们的心声，这
恰恰印证了一句老话——平凡
孕育伟大！电视剧《平凡的世
界》，以史诗般的画面震撼了无
数观众的心，在励志剧目排行中
再创新高，作为原著的作者路
遥，甘为农民鼓与呼，呕心沥血
地在一线创作，生命的最后一
息，还不忘紧握黄土地上的一根
草茎……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处什
么地位，赵树理永远是一副农民
的打扮。书中借记者的眼光写
到，“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纯粹
的农民，是一个从流俗眼光看来
的十足的乡巴佬。要不是有人

介绍，即使你已经知道这个多产
的作家就住在这屋子里，你也不
会想到这个农民是一个应该穿
制服的‘公家人’，更不会想到
他就是这位作家自己。”他将自
己 融 入 老 百 姓 火 热 丰 富 的 生
活，和群众一起编戏写剧本，和
农民一起种菜扬场，倾听呼声，
发掘素材：他如此的谦和简朴，
如此的多才多艺……每一次的
革命风云都是酣畅淋漓的雨，让
他的创作之根一次次地向大地
深处延伸。

赵树理始终坚守心中的信
念，他说，“我想了又想，想了又
想，昨晚睡不着，忽然想到了农
民锄庄稼，原本是要锄草保苗
的，有些不高明的把式，也难免
会把好苗给锄掉了……”这就是
一个本真的农民作家，耿直刚
正，“土色土香”，用一支灵活的
笔，让身边的“英雄人物”“先进
典型”复活在历史的史册之中。

而今，听到母亲说父亲是
“常有理”，父亲说她是个“惹不
起”时，我会默默一笑。孩子们
阅读乡土教材《老杨同志》一文
时，我会洗耳恭听……有种感
觉，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或者
扎根在这片广袤的沃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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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使命重大·

历来思想家、教育家没有不重
视教师的。夸美纽斯把教师称为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再没有
比这更高的荣誉了。在中国古代，

“天地君亲师”，教师的地位与天、
地、君王、父母亲等量齐观。

为什么人们这样尊重教师？
因为教师授予学生知识、启发学
生智慧、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
人格。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
教师已经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
一 载 体 ，但 教 师 是 不 可 缺 失 的 。
有些学者提出学校消亡论、教师
消 失 论 。 这 个 观 点 恐 怕 站 不 住
脚，因为任何高科技都代替不了
人的作用。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
也说明，如果没有教师的精心指
导，学生自学课程很难进行，学习
质量很难保证。况且，儿童的成
长不只是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
要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一个社会
人，要靠父母和年长者，特别是教
师的熏陶和培养。所以，教师是
不可替代的职业。

当然，教师也要与时俱进。没
有教师的高质量，就谈不上教育的
高质量。在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
教师要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专业
水平。这个问题既关系大局，又关
系到每个孩子的成长。

教师要做学生的引路人，就需
要树立学生为本、学生是主体的观
念。教师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启发
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就是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
不发”。教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
需要，帮助学生设计适应他发展的
学习计划。因此，新时代教师应该
成为学生学习的设计者、指导者、
帮助者和共同学习的伙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提出
“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
的主体”。当时中国教育界就这个
问题争论了好多年，今天已经被广
大教师所接受，关键是要把这个观
念落实到教育教学上。

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
人。教师首先要有理想信念，忠诚
于党的教育事业，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教育教学中切
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贯 穿 到 教 育 的 全 过
程。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
路人。过去我们常说，教师引导学
生从未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
甚多，现在，教师是要引导学生从

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去探索，去
创新，构筑美好的未来。

教师要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
人。教育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
育的本质就是发展学生的思维。
要培养创新人才，中小学就要打好
基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教师要教育学生，学习要思考，举
一反三。教师要做学生奉献祖国
的引路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最后冲刺者是今天在
校学习的青少年。所以，教师要用
心培养学生对国家、对社会、对人
民的责任感，把奉献祖国的伟大事
业作为学生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教师使命重大，要执着于教书
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
利的坚守。

·正确认识教师的职业特点·

我们说教育是仁爱的事业，没
有 爱 就 没 有 教 育 。 但 是 什 么 叫
爱？什么叫爱孩子？可能还有不
同的认识。要做一名真正热爱孩
子的好老师，对教师的职业要有正
确的认识。

我以为，教师是一种特殊的
职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职业
特点。

第一，教育的对象是人，是正在
成长中的儿童青少年，而不是无生
命的物质。教育关系到民族的未
来 ，家 庭 的 幸 福 ，学 生 个 人 的 成
长。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而且千
差万别，人人不同。要把每一个学
生培养成才，就要研究学生成长的
规律，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长期
以来，我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有片
面性。“应试教育”把教育当作升学
的工具，有些家长把教育作为升入

名牌学校的敲门砖。党的十八大
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
务，教育是一个人发展的权利，也
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正如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所说的，教
育要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尊重生
命、尊重人类尊严、尊重和平，对
人类的持续发展负责。要做一名
受学生、家长欢迎和爱戴的好老
师，首先要对教育的本质有正确的
认识，要认识学生成长的规律，科
学育人。

第二，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
既是经师，又是人师，教师是塑造
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职业不仅
是传授知识，而且要育人；要把学
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人，教师本身就应该有高
尚的师德师风。师德本来就是教
师专业化的一部分，核心就是敬业
爱生。教师的作用在于教师自身
的品德和才能，不像其他职业那样
需要特殊的工具。教师是用自己
的知识和才能、品德和智慧影响学
生。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学生眼
里，被学生所模仿。这种影响还是
长远的，有时教师不经意的、无心
的一句话，恰好说到学生心坎上，
他会记住一辈子。所以，教师的言
行要慎之又慎。

第三，教育的对象还有生动活
泼的学生。要使学生的潜能得到
发展，就要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
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选择权。我
们常常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其实教
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交给学生，
往往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要平等、
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不要把孩
子分为三六九等，相信他们将来都
能成才。

·把精力放在课程与教学上·

我经常讲，课堂教学是立德树
人的主渠道。因此要办好每一所
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就要讲好
每一节课。这几年我走访过许多
学校，看到办学的条件有很大的改
善，很多学校和老师也都在认真地
办学，课外的活动很热闹，学生活
泼可爱。但是课堂教学还不尽如
人意。不少教师还是用老的观念、
陈旧的方法传授知识，有的老师概
念还讲不清楚，有的老师只关注学
习好的学生，没有关注到学习困难
的学生，不能使每一个学生在课堂
上学懂学会。我认为，教师应该把
精力放在课堂上，放在教学上，上
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这

样，才能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
现在的教师工作很辛苦，但是

教师的社会地位还不是很高。整
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尊重教师、信任
教师、依靠教师的社会风尚。一方
面，我们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尊师重教；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
要不断提高水平。

好老师的专业培养，需要较长
的一段时间，除了学习理论，还特
别要重视在长期历练中学习，提高
教书育人的能力。

我曾经说，教师要达到像王国
维在《人间词话》中总结的做学问
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说
教师要对教育、对教师职业有一个
正确理解，一个愿望。

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说教师
要不忘初心，虽经磨练，终身无悔。

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这就是教师幸福之所在。看
到儿童的成长，学生的成长，教师
会感到无比的幸福。所以我说，教
师是幸福的职业。

这三重境界，说的是教师的成
长路径。经过这三个境界，每个老
师都能成为好老师。

当前，信息社会和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对教师又提出了新
的挑战。未来教育最大的变革，
是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变为关
注学生的“学”，人机互动创造出
新 的 教 育 模 式 、新 的 学 习 方 式 。
我们每个教师都要拥抱变化，勇
于迎接挑战。

面对新的挑战，最好的办法是
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向别的教师
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比照自己
的不足，不断改进；向书本学习，学
习教育专业的书籍，还可以跨界学
习；还要放下架子，向学生学习，所
谓“教学相长”。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最后，我还想对校长说几句。
校长是学校的旗手，有一名好校长
就有一所好学校。校长切不可忘
记自己最中心、最本质的工作，就
是带领全体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努
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希望我们
的校长能走进教室，走进教师，走
进学生。

（摘自《时雨集》，顾明远著，福
建教育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 光 景 不 待 人 ，须 臾 发 成
丝。”悄然间，已到不惑之年，从
第一次站上讲台到现在，整整 22
年了。回首二十多载的教师生
涯，辗转五所学校，虽记不清教
过多少孩子，但他们的一颦一笑
我一直铭刻于心。

当我第一次踏上讲台，望着
台下那一双双天真无邪、懵懂、
清澈的大眼睛，那一瞬间，发觉
这里将是我演绎人生精彩并为
之 付 出 爱 和 努 力 的 舞 台 。 于
是，爱的旅程便从这三尺讲台开
始了……

我从教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
陕南商洛市洛南县最边远的乡
村小学，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常年

外出务工不在家，爷爷奶奶只管
他们穿暖吃饱。我意识到，这些
乡村孩子需要的是更多的精神
食粮，他们需要书的滋养。我要
送给能触动他们内心最为美好
的礼物——阅读，让他们感受这
个世界的真善美和温暖。

当时，农村孩子除了课本，再
没有其他课外读物。我除了把
自己的藏书全部拿出来外，还经
常去县城为孩子们买书。我和
孩子们诵读新书，开启每个美丽
的早晨；每天下午，我给孩子们
讲新书中的故事，在故事中结束
一天的美好生活。我用自己的
书在学校建立了图书角，那一本
本作文选、童话故事、连环画等
图书，成了学生们的最爱。看着
一个个可爱的孩子，手捧书本，
津津有味地“咀嚼”，我心中是满
满的欢喜。那些年，我所教的语
文成绩一直在全镇遥遥领先，特
别是学生作文，还获得市县征文
比赛奖项。

阅读让孩子们变得阳光、自
信、快乐、有活力、热爱生活，对
周围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我也陪着孩子们一起读书，《给
教师的建议》《做一个专业的班
主任》……这些书籍开始进入我
的生活，而阅读让我对教师生涯
进行了重新审视，越读越感觉自
己知识的贫瘠和匮乏，越读越感
觉自己缺少理论的支撑，没有形
成自己独特的见解，而这些又成
了推动着我继续阅读的动力。

后来我虽然离开了那所学
校，但我无论到哪所学校任教，
都会坚持和孩子们一起读书。
在多年的语文教学中，我尝试

“1+X”主题阅读、“一文+整本”
专题阅读、主题综合阅读、经典
诵读等，学生阅读兴趣更加浓
郁，阅读能力不断提高，语文素
养持续提升，在省市县举办的绘
本创编、征文、演讲、经典诵读等
活动中屡屡获奖。

人生之路漫漫，教育之路悠
悠。 22年的教育坚守，22年和学
生一起阅读的经历，让我认识到
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要阅读，
而且必须做到与书相伴一辈子，
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才能成
为点燃孩子信念的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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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葛兆光先生2011年后为博士生开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讲稿，有过十年以上的讲述，
并经反复修订增补后成书。全书从具体研究案例讲起，讨论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次及东西方有关亚
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中国的亚洲史研究），再重点讲到对蒙古时代以后东部亚洲海
域史的研究，最后介绍了域外（日、朝、琉球、越南等）有关近世东部亚洲历史的相关文献。可以说，这是
继《宅兹中国》《想象异域》等著作之后，作者“从周边看中国”“把中国带进世界，把世界带进中国”理念
的再度集中呈现，是对全球史、区域史研究潮流的回应与实践，虽是讲义，其读者却不应限于专业研究
者和学生，一般公众亦可藉此打开看待历史的新视野，收获新知，启发思考。

近数十年来，古文字学取得巨大进展，但作为公认的“冷门绝学”，这门学问较少能为普通人所接触
到。本书难得地提供了一条走进古文字学世界的途径。作者选取约三百个汉字，追溯其最初的形体和含
义，梳理其从甲骨文、金文直到楷书的字形演变历程，其中包含大量文字学、古文字学的新认识、冷知识，
令人大开眼界。全书按主题分为天文、地理、人体、家庭、祭祀、战争、农业、工业、饮食、艺文等十章，通过
对一个个汉字的解说，勾勒出一幅幅古人生活图景，串起了一部精彩纷呈的中国文化史。书中古文字字
形皆由作者手摹，兼具原作神采和书家自身风致，对书法爱好者颇具参考价值。另外，书中还收录了帛纸
书画作品、铜器装饰图像等，以图证史，传递了丰富的考古文博知识。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出版
◎葛兆光 著

《字说中国：汉字里的生活世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文波 著

教学是一门设计的艺术。你设计的教学方式是否符合你的个性特点，这是自己和自己配合的问题；
你安排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需求，这是自己和他人配合的问题；你整个教学流程的安排，是否符合
学校教学的整体发展，这是自己和集体配合的问题。课堂上，你是否能呈现真实的自己；教研中，你是否
能看到其他老师的闪光点……这些都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决定我们教学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因素。特级教师高凤香的新著《让设计长成一棵风景树——高中语文教学的思与行》为我们提供了问题
解决的思路。

书中所选文章主要从教学思考、阅读鉴赏、课堂实践等三个方面探索语文教学的阅读设计规律、课堂
设计规律、管理设计规律，力图在阅读品鉴的设计中汲取经典艺术的智慧，在课堂落实的设计中摸索培养
的技巧，在管理育人的设计中提升教育的品质；本书所写内容皆来自作者的一线教学实践，理念超前方法
新颖，案例鲜活逼真，研究深入透彻，见解独特精辟，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和很高的借鉴价值。

《让设计长成一棵风景树——高中语文教学的思与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高凤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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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的故事

书 林 漫 步

好老师
悦 享 书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