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式、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价值追求也与前几代人不

大一样。他们思维独立，具有批判精神，竞争意识都很

强。但因缺乏对“他者”的正视，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

和耐力，加上学习压力增大和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少人情绪波动也比较大，易致各种心智缺陷乃至心

理疾病。然而，现在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

基本上还是“重成才轻成人，重技艺轻人文”。中小学

教育往往更看重“升学率”，大学教育往往更看重“就

业率”。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不少年轻人性格缺失越来

越严重。其突出表现则是，个性偏执极端，一点点“不

满意”，破坏性冲动就会爆发，危害他人生命安全，也

害了自己。把改良学生灵魂视为教育首要责任，也需

要有更多行动了。《课堂的革命》则以其实践告诉我

们，真对学生负责，真对未来负责，就能找到改良学生

有效办法且付诸行动。

这些年，我们为物质财富增长花了很大力气，取

得了巨大成效。但相比较而言，对精神领域重视程度

显得还不够。有些人总觉得精神领域问题，没有创造

物质财富那么紧迫，可以先放一放。可现实中不少问

题，又何尝不是这个偏向造成的恶果？从“志于道，据

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教育理念中汲取营养，把倡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落到细处实处，努力用爱

心点燃学生心底火种，用理想照亮青少年人生，增强

未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积极改良学

生灵魂，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无疑应是今日“课堂的

革命”最需要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韦晓瑛）

追寻教育理想，实现生命价值

王稼伟

近日，学习了美国教育研究者帕梅拉·格罗斯曼

的《专业化的教师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读罢很有感

触，深受启发，遂撰此文。

一、树立高远理想

教师如何实现自己的专业化成长？可以有不同的

归纳和概括，可以研究与讨论。但我以为，摆在第一位

的应当并且必须是“树立高远的理想”。

我坚持认为，教育是基于信念的事业。“‘将教育

当做事业’是教育工作者第一门必修科，是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根本所在”。教育者要有理想、有追求，要

视教育为毕生的“事业”，方能有所建树。教育的本质

是一种价值引导，基于信念，我们才能坚持对教育理

想与价值理性的追求；才会力主改革、力求突破，挑战

个人成长极限；才会追寻专业尊严、专业价值和专业

成长。
以书中的两位教师杰克和斯蒂文为例。教学中，

杰克关注的是他自己“对文学的热情和挚爱”，教学重

点是“对文本的精细分析”；斯蒂文则关注学生，关注

他们学习、成长的快乐与精彩。当杰克抱怨“学生不努

力学习”时，斯蒂文指出：“当学生自己独立学习做事

情时，他们是需要帮助的，教师的角色就是向学生提

供这种帮助。”因此，斯蒂文在教学中坚持做到我们通

常所说的“备课五认真”，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主

动探索如何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脚手架”。固然，斯蒂

文的钻研与他修习过“教师教育学课程”的专业背景

不无相关，但其心理基础更在于他的执著教育。执著

教育，教师才会敬业爱业，努力促进自身的发展、成就

学生的发展。

二、坚持终身学习

《专业化的教师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将教师的知

识模型阐释为：“一般教学法知识”、“学科内容知识”、

“学科教学法知识”以及“情境性知识”。

———读《专业化的教师是怎样炼成的》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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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学家舒尔曼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教师

的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学内容知识与教学法知识的交

集部分，是教师将自己所掌握的学科知识转化成学生

易理解的形式的能力，它具体表现为教师知道使用怎

样的演示、举例、类比等来呈现学科内容，知道学生学

习的难点”。

解读上述观点，其内涵应为：教师只有同时具备

深厚的学科知识和丰富的教育学知识，才能够很好地

教书育人。因此，“学不可以已”，尤其是为人师者。教

师要成为一名专业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成为一名学习

者。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自觉提高学科修养，

适应专业发展的需要；提升专业修养，适应教育发展

的需要；更新教育理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读书就是终身学习的最好途径。我们要把读书当

做一种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多读书，读专业书籍、读
教育书籍、读文学书籍等等。多读书，才有底气，才有

灵气。“胸中有诗书，谈笑见才思”，这样的教师学生怎

能不爱戴？夯实基本功，练就真功夫，我们就能底气十

足走进教室，用智慧和灵气扮靓课堂，与学生共同分

享成长和成功的喜悦。

三、加强教研反思

“经验 + 反思 = 成长”，这则由美国著名学者波斯

纳提出的公式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叶澜老师所说的“一

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

写三年反思，有可能成为名师”，也是同样的意思。

教师的专业成长来源于主体自身的学习，更来源

于长期的教育实践，以及对教学的感悟与反思。教师

在经历了“经验成长”的阶段以后，有可能会“满足现

状”，陷入只做“教书匠”的樊笼。一成不变的教案，依

样地去“念”；于是，他们的教育便成了职业应付———

日复一日的乏味劳动。如此，何以教好书，育好人？没

有反思的教学，是没有生命力的。要唤醒课堂教育的

生命意识，教研反思不可或缺。

《专业化的教师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对教研反思

进行了很好的例析，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学然后知不

足，教然后知困”。经过学习才知道自己知识的不足，

经过教授才知道自己知识的困惑。教师在实践中发现

问题，在反思中完善自己。反思是教师教育科研的最

朴素的形式，以及最基本的力量。它将有效地促进教

师积累经验教训，改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水平，促进

教学相长。

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是一条铺满荆棘与鲜花的道

路。我们只有用理想去追随、用精神去支撑、用情感去

付出，才能收获成长的喜悦。清末学者王国维在《人间

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

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

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引用于教师的教育生涯，

也是如此。从“初为人师，树立信念”到“坚定信念，苦

苦追求”，终于“蓦然回首”、“豁然开朗，灵犀点通”。这

就是追寻教育理想的过程；追寻专业尊严、专业价值，

收获专业成长的旅程。

谨以此文，与诸位同仁共勉。

（作者是江苏省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责任编辑：韦晓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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