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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康

　　刘永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原任书记，四川省学术技

术带头人、四川省师德标兵、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教育部特聘

“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培计划”

专家库成员、国家级精品课程“语文学科教学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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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诗人，可以用华丽的篇章去讴歌美好

的生活；学者，可以用深邃的思想去衡量

人生的价值；而教师，则应当以其高尚的

师德去传播校园正能量！何谓正能量？追

根溯源，正能量即正面能量、正向能量，

泛指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

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

习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是我们的，

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

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青

年的成长离不开教育，我们的教师队伍是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主力军，是教育教学

改革的实施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仅需

要教师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更新知识，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更需要教师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师作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

想进步的导师。教师队伍职业道德素质的

高低，直接关系到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

直接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直接

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为了传递校园正能量，书写教育青春

梦，弘扬师德师爱精神，达川区实验小学

将一线教师在教学生涯中令人难忘的师爱

故事、精彩瞬间、感人画面汇聚成《校园

正能量》一书。全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

我们展示一个个以爱心滋养爱心，用温暖

传递温暖的精彩案例。书中记录的是他们

每天坚守三尺讲台的朴实无华，洒下的是

他们每天践行师爱无疆的辛勤汗水，呈现

的是他们每天躬行耕耘的意气风发，传递

的是他们每天无私奉献的校园正能量。尽

管每位教师的心语历程不同，但他们都有

“俯为孺牛”的坚韧与“甘为人梯”的执

着，彰显了新时代教师的人格魅力和精神

风貌。

人非生而知之者。常言道：“万丈高

楼平地起。”小学，是人类求知的第一阶

梯，一个人无论今后达到怎样的学历层

次，无论其今后取得何等的辉煌，小学阶

段总是他迈向成功的第一个起点。当一个

个天真无邪的幼儿步入知识殿堂，扶他上

第一步台阶的总是小学教师。因此，小学

教师在孩子的成才道路上起着尤为关键

的作用，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行为示

范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他们虽不是

雕塑家，却在塑造着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

品，他们虽不是指挥家，却在引奏着世界

上最和谐的交响曲。教师是立校之本，师

德是教育之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校园

正能量》一书为我们广大教师，尤其是小

学教师提供了较好的典范。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爱是

阳光，它把温暖惠及每一个孩子身上，它

把光亮都充盈到每一个心灵空间。充满

阳光的教育，则生机无限；洒满阳光的校

园，则朝气蓬勃。让我们相互传递着这份

爱！

是为序。



《管子·全修》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

树人。其表达的意思是培养人不是一朝一夕之易，不能急功近利，非长时久远不可。

这期间，除足量的能力、财力的呵护外，更呼吁师者多以精力、心力、魅力相伴相依相

随。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邓小平同志也曾告诫：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

科技。胡锦涛同志讲：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习总书记掷地有声的中国梦以及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无不对教育寄予厚望，这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同舟共济、勤劳

俭朴，用素质，用智慧，用奋斗去坚守，方能圆梦。然而，仅凭一腔热情、一时冲动不

能显效。对此，需要我们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甘于忠守教育，这个过程必然是平凡

的，是不引人注目的，是太平常不过的。

教育需要平凡，此乃教育的属性所在。

忠守平凡方能革故鼎新。忠守教育的尊严，忠守教师的职业责任、职业道德，汇

聚校园正能量，当有一个良好的过程，必有一个不菲的结果。因此，我们的教育人理应

竭力担当，为中华民族的追梦、圆梦培育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筑梦大军。毛泽东同志曾

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的发

教育需要平凡
□王　渠



展、成长过程的不易。作为一名教师，其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其职责是巨大的，其过

程是平凡而又繁重的。

有人曾把教师的育人过程喻为愚公移山，因为他要不断地帮学生搬移横在他们面前

的一座座大山。仅就现今背景下中小学学制而言，六三三学校教育，校园一分钟，一节

课，一学期，一学年，周而复始，多么需要教师拥有十倍、百倍的耐力，坚守住一个没

有惊天动地、不需豪言壮语、缺乏轰轰烈烈的平凡过程。这也是一个人的成长、成熟、

成功的漫长历程赋予教育人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使命。守住平凡，亦为精彩。守住这份平

凡，必将迎来教育的彩虹，铸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在清贫中甘守尊严，于平凡中铸就伟岸。教育人应为自己的平凡之举大放其声，书

写校园青春梦，传递校园正能量。守住平凡，必将收获喜悦，收获成功，收获不平凡！

教育需要平凡，书中这些平凡的点滴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丝清新、一些温暖，甚或

一份感动。守住平凡，一定会折射出不平凡！我们因平凡而美丽，我们因平凡而快乐！

我们因平凡而精彩！

平凡显真情，平凡蕴真爱，让我们坚守这份平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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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校园正能量
书写实小青春梦

爱心和责任成就未来
雨露和阳光托起希望

……



　　校园之美，不仅仅是外在的洁净与素雅，更在于书香

的积淀。一座文墨飘香的校园方能拥有一份典雅的气息。

以书为师，似与先贤对话；以书为伴，如与智者交心。悠

闲读书，意在怡情，少时习书，终身受益。走进博大精深

的书香世界，我们虚心聆听古圣先贤的谆谆教诲，尽情领

略文人墨客的奕奕风采。让书香飘逸校园，让经典浸润心

灵，愿书香与理想相随，愿书香与梦想同飞。

书香满园
方校园



经典诵读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承继
·侯俊杰·

以传统蒙学为代表的经典书籍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启蒙内容，在今天，许

多学校重新拾起并作为教育的辅助内容，介入到学生晨读、主题活动等学习活

动中，尽管经典诵读毁誉参半，但就作为德育的一种形式，我认为无可厚非。

现代德育不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成分

《纲要》指出：“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先问问什么是文化？

有人说，文化是棵树，根深叶茂。变化的是枝枝叶叶，如若华盖，洒下一片

浓荫；不变的是根脉，紧紧地抓住大地，让我们在今天仍有一种“恒常不易”的

归属感；海外游子寻根，寻的正是浸染血缘的文化之根。

这是一种十分感性的描述。是的，文化是一种与时间恒定的人类文明发展

的永恒之树，它没有终点。我们能够感知的是它的某一时间段的特质，我们可

以触摸的是它不变的根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汰洗与沉积，沉淀在经史子集中的核心思

想，可以说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型特征，这些文化核心基本浓缩为“仁”、

“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而

这些，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们是中华民族基因型价值体现，是一

种永恒性生命刺青。

在今天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有很多是与传统文化核心思想一脉相承

的。譬如，我们的时代主题“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一脉相承。

说到底，教育是培养社会的人，因此，德育对传统文化的诉求，不是过时，

而是必须。

校园正能量
POSITIV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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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产生环境与现代学校德育的隔离性

不可否认，任何文化都有其特殊的存在环境，与社会经济基础相协调，体

现出一个时段的价值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的

产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恒常性与庸和性特质。

正是这样的特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有可能阻碍学习者的创新意识、

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因为“经典”总是给人一种不可逾越的姿态，一如孔庙中

的雕塑，给人虔诚与冰冷交织的质感，作为一种德育方式，对人的约束无疑有

积极作用，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无疑又步入一种桎梏。须知，现代社会是一

个充满裂变与冲突的多元思想集合体。信息传播的快捷特点，决定了人的思想

的不断更新和多元取向，而人的培养不是基于一种奴性的顺从，而是需要一种

基于生命体全面发展的生动，所以，传统文化必然有一些东西与现代学校德育

存在隔离。

这种隔离性，不仅是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文化表述的差异，也是主流价值体

系的内核差异。比如孔子之“克己复礼”，即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片面阐释。

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作为现代学校德育的基因

无古不成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何况，文化的演变，是顺应时代需求的

演变。在不断的演变中，留存的精华是人类经验的积淀，而教育的本质就是学

习间接经验，所以，完全抛弃传统文化有悖教育规律，德育也一样。

以文言为载体的传统经典文化，怎样才能成为学生道德建构的文化基础

呢？这就需要学生进行必要的诵读。诵读，不仅仅是为了当下语言经验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种植传统文化的根。也许当下学生未必能够理解传统经典，也许当

下学生未必能够用之以成德行，但当熟读成诵，日积月累，这些优秀传统文化，

会积淀成一种内在的文化基因，在人生经历不断丰富之后，获得道德经验，从

而影响他们的道德结构。

当然，经典诵读不能走形式主义道路，不能只为迎合学生的兴趣而搞成游

戏活动，经典自有其庄严与神圣，必要的虔诚是需要的，只有真正让学生浸润

在文化的氛围中，才可能让学生成为传统文化的受益者，进而让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他们的精神财富。

书
香
满
园
方
校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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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淑·

阅读为孩子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为孩子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在阳光明

媚的午后，在睡前暖暖灯光下，和孩子一起徜徉在阅读编织的奇妙世界里，该

是多么惬意和美好！

从女儿上幼儿园开始，我就一直坚持为孩子读书，最初是一则童谣，一首

优美的诗歌，一段感人肺腑的童话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会给她模仿各

种动物的叫声，让她在故事之中认识了各种动物与大自然的声音，而我也在讲

故事的过程中放松了自己紧绷了一天的心情。

女儿再大一些的时候，我跟她一边读故事书，一边把日常习惯培养融入故

事之中，一些平时难以养成的习惯，往往会因为故事的作用而变得让孩子容易

接受。慢慢地，女儿会把自己平时积累的故事简单地讲给小弟弟小妹妹们听，

而这时，在旁边的我会偷偷地欣慰地笑。

现在，她上小学了，会自己看书了，经常会看一些我不曾涉及的书，然后讲

给我听，这时的我会大吃一惊，然后高兴地叹服，女儿慢慢地成为我的小老师

了！当然，她经常会在看书的同时，问我一些问题。为了不至于回答不出孩子简

单的提问，我不得不提前补一课了。比如，现在的女儿已经自己阅读儿童版的

《西游记》《水浒传》了，当然，接下来，她还会阅读《三国演义》等更多的名

著，可能有一天，她会问我：“妈妈，你觉得曹操是小人还是枭雄？”为了不打

击孩子的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我就得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知识储备，重新好好

看看书了。跟孩子一起读书后，我也沉淀了很多，学习了很多。为了能跟孩子一

起交流读书心得，我又重温了小时候的故事，找回了曾经美好的童年回忆；为了

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买了很多教育的书，这些书籍给了我很多启发，很多甚

至对我自己的日常工作与为人处事都很有引导作用；跟孩子一起读书之后，我

点亮孩子的

阅读之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