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华师大培训学习时，丽娃河边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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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回忆，与杨立新女士的最初交往，就给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

一次是我离开合肥市教委主任（即教育局长）岗位，

就任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后的 2001 年前后，时

任合肥市长江路第二小学副校长的立新代表校方，邀请

我去考察该校心理健康教育。 我听了立新的简要介绍，

看了一节心理健康教育课，深感长二小站到了当时心理

健康教育的前沿，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一次是此后不久，《合肥晚报·教育视线》 邀请朱永

新先生来肥做教育学术报告。 报告之后，安排几位同仁

与朱先生“面对面”交流，立新与我也在座。 记得当时立

新的发言，时间不长，但颇有内容。不仅谈了听报告的新

鲜感受，而且与朱先生商榷了有关问题；不仅对当时基

———写在《迷恋成长》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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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的前沿动态比较了解，而且有属于她自己的视角。

这两次接触给我很深的印象是： 立新是一位勤于学

习、身居前沿、善于独立思考、教育观念很新的年轻教育人。

2006 年十一二月间，立新与唐永龙君（时任合肥市

淮河路第三小学校长）、张羽君（时任合肥市新庄小学副

校长），毅然发起了“庐阳区‘自育自学’实验志愿学校联

盟”。 加盟者，共有 10所学校（后来发展到 17所）。

“自育自学”实验随即得到李仲生君（时任合肥市庐

阳区教育局长）的全力支持，不仅重要的“自育自学”实

验活动每请必到， 而且给每所实验校下拨专项实验经

费。 实验同时得到殷硕景君（时任合肥市庐阳区教育局

副局长）的多方鼓励和具体指导。“自育自学”实验很快

在庐阳区曲径通幽，渐入佳境，渐见成效。 实验较快促进

了教师的专业发展，造就了一批教师；较快丰厚了实验

校的内涵，催生了实验校的办学特色；尤其是造福了实

验校的大批学生，使他们终生受益。

这种“民间联动，行政推动”的教育实验模式，在合

肥市和安徽省开了先河。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对此高度赞

赏，并在庐阳区召开了现场会，向全国推广。

这中间，立新无疑是周密筹划、花费心血、深入推进

“自育自学”实验的功臣之一。

由于“自育自学”实验的关系，我与立新后来的交往

比较频繁。 无论是每年我多次去庐阳区与立新一起参与

“自育自学”实验活动，听取立新作为庐阳区“自育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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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领衔人（庐阳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的指导性讲

话；还是在我们每年举办一次的安徽省“‘自育自学’实

验论坛”上，听到立新作为“‘自育自学’实验专家指导委

员会”特聘专家的点拨式发言，我都感到她思路清晰，表

达流畅，点评深入，指导到位，使人受到启迪。 于是，“勤

于学习、身居前沿、善于独立思考、教育观念很新”的印

象，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加深。

近来读到立新《迷恋成长》付梓稿。 就其基本内容和

写作背景等等而言，立新有了“自序”，无需我赘言。 我只

想指出一点，就是渗透在《迷恋成长》中的情感因素。 诸

如深蕴的亲情，语文学科的热情，教育科研的痴情，教育

事业的激情等等。 我多次说过：“搞经济工作的人，要有

不断的‘经济冲动’；做教育工作的人，须有持续的‘教育

冲动’、不懈的职业追求、澎湃的教育激情。 或者说，教育

工作者要有九死犹未悔的‘教育情’，要有‘都云此人痴’

的‘教育瘾’。 ”我历来认为，缺乏激情的人，是当不好教

师的；没有痴情的人，是搞不好教育的。 以此观之，我觉

得，《迷恋成长》流溢出来的“亲情”、“热情”、“痴情”、“激

情”，弥足珍贵。

从最初接触，到频繁交往，到拜读《迷恋成长》，一路

观察过来：立新已经由一位勤于学习、身居前沿、善于独

立思考、教育观念正确、乐于笔耕、满腔激情的年轻教育

人，在“迷恋成长”中成长为一位教育科研专家。

2015年 9月 16日于合肥天鹅湖畔之求是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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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成长》一书，是我教育生活中碎片式的思考，

从《语文本位》到《迷恋成长》；从《研学之思》到《课堂万

象》，直至《教师的功夫》，都是我和孩子们、教师们一起

成长中的体察感悟，也是我对教育的点滴思考和探索。

从事小学语文教学近 30 年， 研究小学语文教学已

8 年，面对纷繁多姿的语文教学现象，我常常思考：语文

教学的本真是什么？ 小学生学习语文的本质规律是什

么？

从建国后的语文教育家夏丐尊、叶圣陶、张志公等

的语文教学论著中寻脉， 从当代语文教育名师于永正、

贾志敏、王崧舟的课堂教学中寻思。

从国外的母语课程设置及教学模式中借鉴， 跟香

港、台湾的汉语教学方式来比较，甚至是从千年的私塾

教学中寻根。

在追寻中思考。

思考我们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其根本仍是经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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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读写为脉。于是我写了随笔《触摸文言去寻根》《无限

相信书籍的力量》等随笔。旨在倡导语文老师们，带领孩

子去读背经典，大量阅读和诵读。 读好书，读整本书。

思考我们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其根本仍是以

生为本，以语文为本。现代教育技术的大信息量，快速便

捷的多媒体，只能定位为“辅助”。语文本身的多元性，目

标定位也常常被多元化，所以语文不再姓“语”了。如此，

语文被搞得轰轰烈烈，于是，我写了随笔《多媒体过度

“伤害”了语文》《语文，你怎么了？》《“语文本体性”例谈》

等随笔。

思考我们当前的一些语文教学现象，仍然存在违背

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现象，仍然过度地以分数评价一

切，仍然有一本教材“唯天下”的教学观，于是，我写下了

《一定是先学拼音后学汉字吗？ 》《几问教材“最后的姿

势”》《小学语文试卷体现什么？ 》

旨在以自己的呐喊，引起语文教师们的关注和思考。

加拿大教育家马克斯·范梅南说过： 教育学是迷恋

儿童成长的一门学问。当我以思考的眼光来审视自身的

成长，以及身边亲人的成长过程时，就会感受到教育的

元素，在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时期，慢慢地释放；也深切感

受到儿童时期的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更是一个人一生

成长中的关键，于是我以随笔《童年的阴影》《人生的第一

次》来表明，关注儿童的全面成长，不仅仅是学业成绩。

儿童是天生的诗人，儿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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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谈到自己成长经历时，他们的共同点

是，童年时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 也记得有这样一

句话：以无限的同情心对待儿童。因此，教育人要呵护儿

童，蹲下身子和儿童一起看世界。 我以随笔《以“儿童本

位”来思考我们的教育》正是呼吁社会、家长以及教育

人，不能让教育功利化，让儿童拥有他们自己的成长

天地。

十年前，我曾经投稿《中国教育报》，文章的题目是

《校本教研竟然如此美丽》，第二天，中国教育报的记者

就通知我稿子已被录用，并请我发两张校本教研活动的

图片给他。 自此，我也就真的走上了“研究之路”。

从校本教研，走向区域教研；从语文教研，走向专题

教研；从研究课堂，到研究人的成长：一路上，风光旖旎，

跟随着教育界的“大咖”们向前，向前。

我身边的教育家何炳章先生，他给了我们教育人诸

多的指导和引领。 何先生的“自育自学”论，是我们追寻

的教育本质论， 也是我们教育践行的准则，“自育自学”

论，以朴素本真的方式，揭示了教育的真谛。“自育自学”

论的七个子课题之一“引导自学”型课堂，正是从具体操

作的角度， 给了我们广大教师践行新课程理论的路径，

也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生本课堂”。 在践行中，我以

《“引导自学”型课堂看什么？ 》《“引导自学”型课堂的变

式》写下了实验中的一些思考。

走上研究，必然是不断地学习。 曾经，到外地学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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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大家报告，是我最快乐的事情。的确，在每一次的研

学过程中，我都会在思想上得以凝练提升。《回味安子老

师的课堂》和《印象雷夫》正是在这样的研学过程中产生。

日本教育家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提出

了一种理想的课堂，即“活动的、合作的、倾听的课堂”。

他走访了很多所学校，听了上百节课，做到了在课堂里

“和教师学生们同呼吸共命运”。

这是怎样的一种听课境界？这是怎样的一种课堂情

怀？

在 8年的教研员生涯中， 每当学校开学上课时，我

几乎每天都会在课堂中“和教师学生们同呼吸共命运”。

感受到了课堂的精彩和美丽，感受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真实问题， 感受到了课堂中还有虚假的主体性存

在。《最美是“倾听”》《生长的课堂》《怎样做到少问精

问？ 》等随笔正是在听课中思考所成。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好的课堂，是教师一辈子都

在备课。

何尝不是呢？

一位好老师的成长，是一辈子都在学习、研究和备

课，他们是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苏霍姆林斯基是，斯霞、

霍懋征是，身边很多普普通通的老师也是。 在我的教育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无名老师，但他们又是的的确确

的名师，《会哄孩子的梁老师》便是其中的一位，《名师之

“名”》更是道出名师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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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的语文老师，是爱读书、擅写作的人。教师本

人就是最好的教学资源，教师的功夫首先是自身功夫的

练就，于是我写了随笔《教师的功夫》。

一位好老师，一定是一个有办法的人。《有这样一个

细节》一文，就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在课堂

入课时的一个细节处理。 而现实教育生活中，百分之九

十九的老师都会遇到的细节问题，于老师却了无痕迹地

解决了。

一位开启儿童天门的人， 也一定是满怀爱心之人。

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的灵魂。《印象雷夫》一

文便是全美优秀教师雷夫以圣徒般的爱，爱着他的孩子

们，创造了教育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爱是教育的全部，爱

是教育的真谛。

教育学是迷恋孩子成长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有多

深，我仍是“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而已。

杨立新

2015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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