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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沉甸甸的即将付梓印行的《教师心语》书稿摆在案前，这是任河德老

师继《守望教育》之后的第二部著作。

任河德老师是我的高中班主任、语文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对学

生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他“传道授业解惑”，使我受益匪浅，终身受益。他从教

四十多年，无论在牧区学校，还是城镇中学；无论是当任课教师，还是任班主任

教师；无论当普通教师，还是任学校领导，始终对工作充满激情，对事业充满热

情，对学生充满爱心。他既是一名受学生尊敬爱戴的好老师，也是一名业界公

认的好校长。他在三尺讲台，创造了人生辉煌，他视教育事业为“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事业”，孜孜以求，无怨无悔。他退休以后，仍然情系教育，痴心不改，潜心

研究教育，思考教育，笔耕不辍，令人敬佩。他的这种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精神堪

称楷模。

任河德老师是一位学习者、思考者，在继 2012年 5月《守望教育》出版发

行后，又“读千卷书，行万里路”，去水乡，走戈壁，访问过许多学校，采访过众多

教师，做笔记数万字，夙兴夜寐，终于完成了《教师心语》一书的写作。他是一位

视教育如生命，矢志献身教育事业的苦行者，这就是他的成功之路。

在《教师心语》一书中，任河德老师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结合自己四

十年的教育经历，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地分析了中小学教师困惑、焦虑、无

奈等心理矛盾产生的缘由。从理想、信念到教育改革；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

从尊师重教到师道尊严；从职业倦怠到职业魅力；从课业负担到课堂教学改

卷中耕耘杏坛 笔下教师情怀

———《教师心语》序

魏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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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从教育的成功经验到教育存在的问题；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从教育灵

魂到幸福教育；从教师梦到中国梦等等方面都作了清醒的审视，并逐一进行厘

清，表现出了一名教育老兵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

在《教师心语》一书中，任河德老师始终把重塑教育理想、打造阳光校园、

追求幸福教育作为办学的首要问题加以论述。他从实践的层面提出了重建圣

园胜境、完善育人环境、再造师道乐土、实现教育梦想的既济之路，抒发了一位

教育老兵对美好教育无限向往的情怀。

在《教师心语》一书中，任河德老师还把重点内容放在了当今教师的身上。

他立足当地，放眼全国，时刻关注着教师队伍的建设。他立于理性的高度，既有

深情的描述，讴歌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执着追求教育理想的足迹以及他们

一步一个脚印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又有深刻的思辨，提出破解困扰中小学教

师心理障碍的路径，绘制出中小学教师走向未来的盛景；既承接华夏民族教育

的赫赫盛典，又描绘出自己心中古今教育相融相通的辨析方向，从而再造中华

师道。表现出了一位教育老兵对教师的殷殷之情。

在《教师心语》一书中，任河德老师匠心独具，将教师的心灵之语与自己的

思考糅合在一起，论古道今，旁征博引，颇有一些引人深思之处。让读者不仅从

中窥见普通教师精神成长和事业发展的历程，品尝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苦涩和

守望的孤独，从而领略到普通教师所追求的教育境界，而且还能对自古及今教

育大家所创造的奇迹及其教育思想有总体的了解。

在《教师心语》一书中，任河德老师用朴实的语言、翔实的案例，夹叙夹议，

理境交融，精心打造本书。从这里可以感悟到他对祖国、对教育、对教师、对学

生们的一片深深爱心。由此我用“卷中耕耘杏坛，笔下教师情怀”作为《教师心

语》一书的序言，应当是十分贴切的。



身为教师
（代自序）

我梦寐以求地渴望以我 40年教育人生的所思所想为基础，在广泛聆听

教师的心语，了解、理解中小学教师心理现状的基础上，说说教师想说的话，

让人们去感受教师的理想与信仰、困惑与焦虑、艰辛与无奈、梦想与追求，去

触摸教师的心灵。

当今社会，几乎任何人都会对教育说三道四，都会对教师评头论足，其中

不乏善意的批评与建议，无奈的抱怨与指责。这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了解不

够透彻，对教师工作体会不够深切，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不够准确，对教育没有

切肤的体验。因此，说话就难免偏颇。

教师的工作绝不是简单的实验和重复，而是充满思想的实践过程，是富

有激情和理想追求的创造过程。每一位教师的工作都是不可取代的，每一节

课、每一次教育活动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社会，如果不敬重教师的职

业，不敬重教师辛苦的劳动，对教师的职业生命抱以一种冷漠的态度，那么，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也只能是一句“口号”而已。

对于教育，应该说我们的中小学教师最有发言权。他们脚踩在真实的教

育大地上，他们最有权利说出对教育想说的话。

然而，当人们对教育指手画脚的时候，对教师评头论足的时候，教师却以

宽容而温柔的心情接纳和理解，仍然忙碌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教师习惯于

缄口其言。教育工作中的好多困难，超出了他们的预想，教育工作中的很多无

奈与痛苦，他们只能独自忍受。他们对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对教育的敏感与细



腻，对教育的困惑与焦虑，对教育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忧虑，对教育美好未来的

向往，统统紧贴在自己的“心壁”上。

只有当教师有真正的价值追求，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教育，教师的教学行

为才能区别于蒙蔽、愚弄、控制、灌输。而真正的教育价值追求就是要为学生

的幸福人生奠基，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教师必须遵从并切实履行基本的社

会与道德义务，始终恪守人的尊严、平等和尊重个人价值，身体力行并进而自

觉地去影响更多的人践履这些原则。这是我的梦想，我也希望它能够成为更

多教师的梦想。我相信人们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努力而成就自我，因为只有

许许多多卓越的个体才能成就一流的教育。

退休以来，我不断地对现在的种种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尤其思考那些影

响中小学教师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原因；思考那些导致中小学教师理想信

仰流失，使他们越来越麻木、沮丧、失望的原因；思考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熟视

无睹、司空见惯的种种教育乱象；思考那些教育践行中的种种弊端和非主流

话题；思考那些学校教育活动中的种种不道德因素；思考那些学校、教师为什

么魅力不再的原因；思考学生厌学的根本原因。在思考中，我渐渐懂得了，当

教师真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时候；当教师有真正的价值追求的时候；当教

师真正拥有荣誉感、幸福感的时候；当教师的心灵自由解放，灵魂自由飞翔的

时候；当教师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得到更多关注的时候；当教师的精神生活

丰富多彩的时候，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教育，教育才能萌发激情和智慧，教育才

能打开桎梏的枷锁，走上自由之路，走向心灵之路。

从教 40年来，在万花筒一样的变动之中，一脚一步地走过来，我渐渐懂

得了教山之高、诲海之深。

于是，我决定为教师说说话，说说教师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说教师想说

而不便说的话；说说教师心里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使命让我一刻也不敢怠慢。我绝尘而行，阅读着、学习着、充实着每一天；

走访着、请教着、思考着、过滤着每一个教育问题；品味着、享受着每一个教育

故事，紧张而昂奋地走过每一天。

我之所以能够有底气完成这本书，是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是 40年和

教育的亲密拥抱，是 40年的追求、创造。我渴望把这样一种教育生活得以产

生的令我回味不已的温馨和苦涩过程展示出来。”

当然，我的这些闲言碎语改变不了什么。我的想法就是叙说叙说平凡教



师的职业人生，叙说叙说他们的成长与挣扎、欢乐与痛苦，展现一下他们喜怒

哀乐交织的教育人生，显明他们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幽微关切。

一年多来，我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本书的构思、写作中。我大量地阅读，

做摘记；从西到东地访问学习，马不停蹄地座谈、采访；大脑不停息搜索、比

较、思考。同时，我时时为知识浅薄而悔恨自己，常常因访问不顺利而遭受煎

熬……

但是，虽然我努力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向往见多识广，但也终难摆

脱狭隘与肤浅，这份答卷不够完美。好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大道至简”，我

是一个享受思想乐趣和表达趣味的人，来日方长，我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与时

俱进。

我谨以此书展示我的教育之梦。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所展示的，还

远远不是宏观的教育思考，而仅仅是一段教育体验或者说教育历程，是一名

老教师对教育原汁原味的咀嚼。

如果朋友们能从这本书中感受到些许教育人生的幸福或惬意，那我，也

就能从中享受到更多的幸福了。

感谢中共阿拉善盟盟委委员、行政公署常务副盟长魏国权同志为本书作序。

感谢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各位朋友、同事。

任河德

2014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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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之一
谁偷走了我们的教育理想

聆听教师的心语

暑期，我的同事参加同学毕业 20周年聚会回来后让我猜一猜，他们班 40

多名同学中现在有多少仍在学校做教师。以我的经验回答他，可能有三分之

二吧。他咋咋舌，说：“你太理想了，我们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继续做教师，其

他人都改行了。”

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我有点惊讶了。

我问他：“你们班改行的同学都在从事什么工作呢？”

“有的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有的开公司，有的办各种校外培训班，还有

的移民到国外。他们一个个都比我们这些还在学校当教师的风光、潇洒。”他

有点羡慕地说。

“你现在做教师也不错嘛，工作稳定，有寒暑假，还评上了高级职称，工资也

在逐渐增加，还是老老实实地工作、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好。”我安慰他说。

“不错什么呀！我们一天忙死忙活。我那几位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同学，一

天 8个小时坐在那儿等事情做。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

很多人都要找他们办事。虽然现在讲机关作风整顿，讲群众路线教育，隔三岔

五还不是有人请个客、送个小礼，生活滋润着呢！还有那些办培训班的、开公

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
———车尔尼雪夫斯基

002



司的，哪个月收入都在几万元。哪像我们这些当教师的，起早贪黑，劳心费力，

挨骂受气，连买个 100平米的房子还得贷款。”

近些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教师头上的光辉越来越失去光泽，教师跳槽改

行时有耳闻，但是没有料到会有如此高的比例。

带着困惑，我邀请几名 20世纪 80年代初师范院校毕业的仍做教师的学

生聊聊天，想听听他们对教师职业的看法。

我说：“近些年来，教师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群体。这是因为教育事关

千家万户，人们关注教育，必然关注教师，教师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评头论足的对

象。你们当老师已经 30年左右了，请你们谈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看法。”

Ａ同学说：“当年参加高考时，我带着对教师职业的崇敬报考了师范院

校，决心像老师一样在教育战线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当了 30多年老师

后，感觉到教育越来越远离我理想中的教育。现在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

可是，对教师的现状感到越来越困惑，真不知道我的教育理想还能坚守多久，

我有时真想提前离岗。”

我说：“当年报考师范院校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呀！怎么现在困惑了、厌倦

了？”

Ｂ同学说：“对教师这个职业，孩童时就鬼使神差地心驰神往。读小学的

时候，经常在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在教室讲台上模仿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句、一笔一画讲几句‘课’。回到家，请爸爸在院墙上用水泥抹了一块黑板，

在黑板前面摆上两个小凳子扮作学生，我便模仿老师人模人样地讲起了课。

后来高考时，我们同班几名同学不约而同地报考了师范院校，毕业后我如愿

以偿地当上了一名教师，并且名正言顺地站在了讲台上。前十几年我们当老

师的心志很高，学习、教学都非常努力，进步也很快，我们几乎都成为了学校

的教学骨干。可是，老师做到现在，发现这个职业越来越不像我理想中的那样

神圣。起早贪黑地劳神费力且不说，学校内部应接不暇的各种检查、考核、评

比、选优、晋级以及教师间的猜疑、嫉妒、钩心斗角，还有社会上对教师的种种

流言就让人不堪忍受。我想安心地读书、备课、教书，但是这些杂七杂八的干

扰，让你身心不宁，一点也不快乐、不幸福。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没有了改行进

入其他部门工作的资本，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深切感觉到做教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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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守望更苦，我也想找一个借口早点提前离岗。”

“像你这样想提前离岗的教师多吗？”我问道。

“现在 50岁以上的老师几乎都有这个想法，因为身体健康都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可是现在的年轻教师不安心教育工作的也不少。前几天，我们学

校又有一名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的骨干教师通过关系改行到地区博物馆工作

了，这是学校近三年来第四名改行的骨干教师。前三名教师改行后，有两名一

年后单位集资建住宅楼，他们搬进了比市场便宜很多的大面积住宅，并且各

自还购买了小轿车，其中一名还捞了一个科级小官。学校还传言经常教导我

们热爱教育事业，树立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思想的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也要到某

某部门工作了。现在学校教师人心躁动，人心思走，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言之凿

凿地宣称自己也要走关系改行，再也不当教师了。我就不明白了，教育这是怎么

了？教不了课的老师改行那是在情理之中的，可是那些曾经大谈理想、抱负，多

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学科带头人的骨干教师也纷纷改行了。学校怎么

办？学生怎么办？如果这样下去，我们都回家算了！”Ｃ同学激动地说。

同学们的谈话，虽然都有情绪在其中，但也是客观存在的。教师改行弃教

确实是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不禁想起在一次教育行政大会上，教育局长

情绪激动，挥舞着双臂，像指挥员下达命令一样，要求各学校校长要把好关，

教育老师要“坚守”阵地。我纳闷了，这里又不是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阵地，

为什么要用“坚守”一词呢？现在看起来，这个词用得是很恰当的。

我对他们说：“人，还是要有一点理想的，要有一点精神寄托的。你们既然

还走在教育的路上，为什么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呢？对于一个人来说，社会

中的任何一个岗位干久了都可能产生一定的职业倦怠感，这是人的无休止的

欲望在作祟。对于教育的很多现象，你们要看得开、想得透、出得来、放得下。

你们不要浮躁，不要追求那些浮华的东西，不要攀比。现在社会上的攀比之风

越来越蔓延，攀比什么呢？是他人的地位、钱财、名誉、生活等等。可是这些东

西比起心情快乐来说，到底有多少价值？有的人没有钱的时候想有钱，得到之

后就是不满足，又想着有更多的钱，最后是欲火焚身。其实，人与人是不一样

的，也没必要一个样。你可以当好你的总统，我可以当好我的老师，你可以有

万贯家财，我可以只有一点点存款。只要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天天快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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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幸福。如果失去了快乐，家产再多，地位再高，又有多大意义呢？既然你们

曾经有过当教师的理想，现在又跳不出这个圈子，那就应该淡定下来，把心收

回来，安顿下来，回归内心，种好心田，继续守望责任、守望信仰、守望灵魂，一

路走下去。”

我还记得在师范学校毕业典礼大会上，校长告诫我们：“既然立志当老

师，就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应后退。而且做教育

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书仅仅视为谋生的职业，当教师就要心中树起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就是理想。”

我惊叹于校长的预见性。40多年以后的今天，教师的教育理想遭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基础教育学校教师队伍思想状况的真实情况，避免

以偏概全。我分别向国内其他地方做教师的同学或朋友发去电子邮件，请他

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邮件发出后，朋友们很快给予反馈。

Ａ朋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他所任教的学校是华东某市城乡结合地某

区的一所非重点普通初中。他们学校目前有不少年轻教师想辞职另行出路，

原因是学校工作压力太大，负担过重。学校领导换了几届，施展了各种招数，

薄弱学校的帽子就是没有脱去。今年新学期，学校又换了领导班子，教育局责

令学校一年一跨步，三年变面貌。新领导班子不敢懈怠，从整顿校纪校规入

手，狠抓“三风”建设，强制推行指纹考勤、绩效考核。学校领导雄心勃勃，志在

必得。学校制定的奋斗目标是：第一年，中考有两名同学进入区前 20名，学校

平均分进入区前 10名；第二年，中考有 1名同学进入区前 10名，全校平均分

进入区前 5名；第三年，中考平均分进入全区前 3名。与此同时，学校把指标

分解给各个年级的各个学科教师。实际上这是一个“假大空”的目标，是一个

浅薄的违背规律的目标。这下可苦了教师，难坏了教师，教师议论纷纷、人心

惶惶。一些年轻教师便开始四处活动，准备弃教而去。

Ｂ老师是我小学同学的孩子，他师专毕业后回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他说，目前很多乡村教师把教师工作仅仅视为谋生的一个饭碗，还谈不上教

育理想和远大的抱负。现在乡村教师紧缺，教师成了“万金油”，哪门课缺少

教师，就把他搽在那里。目前，农村乡镇一级财政困难，有时不能按时发放工

资，再加上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福利待遇比不上城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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