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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嘴山市第十六小学进行教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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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晚情续语———一位老教师的教育期待》这本书奉

献给教育同人和家长，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年轻的父母们。

我于 2005年 5月退休，至今已有 7个年头。对于一个退

休已有 7 年的老教师要出书，有人也许不理解，或者会有各

种猜测……大千世界，各种事物的生存形式千姿百态，但其

中必然有某种因果的联系。 一个人退休后还要出书，无非有

两方面原因：一是心态好，能主动坦然面对退休生活，不失

落，不懒散；二是勤于思考，不断实践，笔耕不辍，坚持积累。

“当太阳快要下山、暮色即将来临，我们的渴望依然存

在。 ”西方发展心理学中这样描述衰老来临时人的心境和期

待。这也就是“夕阳无限好”的心理。有调查显示，退休后，不

为子女所累，有自己的生活，有交往活动，有朋友聚会，有年

轻人的好奇心，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享受老有所为的乐趣，

是人们 60 岁后最大的渴望。 从这个角度看：夕阳和朝霞一

样美丽。

我正是怀着这种渴望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2005 年

夕阳和朝霞一样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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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暑假之后， 我先是应邀去石嘴山市三中带过一届高三补习

班的语文，而后又应邀在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第十六小学

和老师们一起参加校本研修，指导开展课题研究。 同时又多

次在大武口区、平罗县等地培训中小学学生家长。 在这个过

程中，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家长和中小学生，了解了一些家

长教育子女的困惑，也倾听了不少儿童成长的苦恼。 退休生

活使我有机会观察、研究了我的外孙小学六年的成长经历，

并尝试解决儿童成长中一些令家长头痛的问题， 从中总结

了自己的感悟。 加之，《宁夏教育》杂志社时常有约稿，为我

提供了再度总结校本研究经验的机会。 特别是 2008年 4月

中旬，洛阳市洛龙区邀请我去培训骨干教师，我有机会在外

省市验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每当老朋友见面聊起来，他们不止一次向我建议，把近

几年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将会使更多的教师、家长受到启

迪，获得教益。因此，我便产生了编辑书稿的想法。经过大半

年的整理，书稿雏形已成。 这当中有朋友的支持，也有学生

的鼓励，我当十分感激他们的理解和鞭策。

全书按内容分为三编，即校本研修与教师发展，家庭教

育与儿童成长，读书札记与序言点评。 各编相对独立，每编

中包括若干篇目。 在每编前设计了一个话题，希望借话题的

交流引导读者了解本编中所讨论的问题的焦点， 便于深入

理解内容。

第一编中的文章，部分是 2004 年后发表于《宁夏教育》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刊物上的文章，另有部分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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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校本研修的成果总结。 就具体内容看，涉及教师职业生

活方式与专业发展，教师的教育智慧与教学设计策略，校本

研修方法与小专题研究等。

第二编中的文章， 主要是针对当前家庭教育中普遍存

在的教育观念陈旧、家长角色错位、教育方法简单的现状，

选择了几个突出问题，如家长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问题，孩

子责任心的培养，消费与心理满足，以及儿童交往、看电视

上网等展开讨论。 文章试图渗透一些有效的教育方法，以影

响年轻的父母们能转变教子观念。 当然，这是作者的一种美

好期待，因此，文章多用鲜活的案例说理，力图避免“隔靴搔

痒”的情况。

对第三编的选文，或许有读者不太理解。 本编前之所以

设计“教师读书写书的动力是什么”的交流话题，目的是引

导教师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线有丰富经验的教师， 我什

么时候也能出一本专著（或叫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 30 多

年来，出版物日益丰富。 有不少中小学教师将写作案例、总

结经验、编辑书稿作为自己职业生活的内容之一。 借本编的

选文，试图激发一线教师写书、出书的“野心”，同时为教师

写读书札记提供一点借鉴， 因为有借鉴总比自己摸索少走

弯路。

名正，方能言顺。 关于书的命名，“晚情”，表达退休后对

基础教育的关注情感，对教师发展、儿童成长的美好期待。

“续语”含有继退休前谈到的或未表达的话题再补充说说的

意思。 为了确指“续语”表达的意义加了副标题。

003

代

序



W
AN

Q
IN
G
XU

YU

晚
情
续
语 人们都知道，教育关乎民族的未来，教师乃最重要、最

具活力的教育人力资源；儿童不仅影响到万千家庭的幸福，

而且是祖国的希望所在。 只有教师不断发展， 儿童健康成

长，才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和伟大祖国的幸事。 这正是作者的

“期待”。

至此，不敢冒昧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实则想抒发

“莫道夕阳晚，为霞尚满天”的心愿。

书中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李元功

2011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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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校本研修与教师发展

这个问题，特级教师窦桂梅为我们做了回答。 她说：“教

师成长固然有赖于好的环境，但是更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和作

为。 谁来给教师创造良好的环境，是教师自己。 ”也许有人会

认为，教师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名师指导与专家引领，需要别

人传、帮、带。但实践告诉我们：教师成长的路有两种选择。一

条路是教师盲目被动地依赖别人培训，由别人拉着、推着前

进，内容由别人规定，时间、方法由别人控制。 这种“传、帮、

带”对教师的提高不能说没有帮助，但投入大、收效小。 另一

条路是教师主动出击，自主选择内容、方法，结合工作实际和

发展目标，边工作、边学习、边研究、边总结，这就是教师的自

主发展。 这是一条教师专业发展的高速公路。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你可以去参加各

种培训，你也可能得到名师的指导，但是别人代替不了你的

学习和提高，最终只能靠自己。 成长之路要靠自己去走。 真

正的名师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要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校本研修的园地。 如果

说校本研修园地是一片沃土，教师就是这片沃土的耕耘者、

收获者。 在辛勤的耕耘中成长，在一次次的收获中发展。
要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 必须强化教师自主成长的内

话题：教师的专业发展要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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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专业精神是动力，要求教师具有专业发展的自觉意识，从

事专业活动的热情和执著追求的意志。 有了专业自觉、专业

热情和专业追求，教师就会萌生专业理想，确立专业目标，努

力改变现状，不断超越今日之我，为实现专业发展之“梦”执

著前行。 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是基础，要求教师通晓学科知

识，增加文化底蕴，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同时还应有驾

驭教材、分析学生、设计教学、评价教学、评价课堂效能的能

力。这些都是一个优秀教师的基本素养。专业思想是指导，思

想是课堂的风骨，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行为。 专业思想的锤炼，要靠教师长期在实践中磨砺铸就。

要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注重实践。 实践，即长期的

专业历练。 这种历练须是一种在研究状态下的实践，也就是

教师对个人教学实践的研究过程。 如同北京大学附中校长

张思明所说，通过找遗憾、发现问题，学会反思，在研究状态

下工作，把工作的过程变为研究的过程，把研究的过程变为

理智工作的过程。 这也就是教师的行动研究，教师只要走上

了行动研究之路，坚持数年，必有收获。

对此， 朱永新教授如是说：“一个教师不在于他教了多

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教了多少年书。 ”“所以理想的教师应

该是一个有心人。 中小学教师搞教育科研，就是应该从记录

教育现象、记录自己的感受、记录自己的思考开始，把这一

串串的‘珍珠’串起来，那就是一条非常美丽的项链。 ”这些

“项链”就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经验成果，也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一个个里程碑。

本编中的文章有作者个人专业发展的多角度反思和感

悟， 也有和一线教师共同参加校本研修的成果总结与研究

心得，反映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认识和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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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今日之我 探索成长之路
———教师专业发展途径谈

德国著名师范教育专家第斯多惠在 《德国教师培养指

南》中就教师的自我教育指出：“进行终身自我教育，这对教

师来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政治职责。 ”第斯多惠认为，

教师要把自我教育作为一种神圣的职责， 与其职业生命相

伴始终，而这种职责又是崇高的，不容推卸的。 这一论断在

今天对教师的成长和专业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鉴于此，有专

家认为，教师的自我教育意识是教师自我变革，自我更新和

自我完善的内驱力， 对教师的成长和专业发展有定向和动

力作用。 有自我教育意识的教师，工作中就会表现出勤于思

考、善于学习、坚持探索的专业品质，就会怀着强烈的研究

意识，关注自己的教育对象，研究自己的教育实践，在研究

的过程中成为教育活动的反思者和研究者， 在不断超越今

日之我的探索中，实现其自我完善的持续专业发展。

那么，教师关注自己的教育实践，使自己成为教育活动

的反思者和研究者，实现其专业发展，需要经历怎样的途

径呢？

一、确立目标，超越今日之我

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 是充分实现教师个体的社会化

校
本
研
修
与
教
师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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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一方面教师的专业发展源于教师成长中所遇到的实际

问题，充分体现教师发展的个性化需要。 例如，教龄在 5 年

以内的教师，处于角色确认期，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

做”，即课堂教学操作的正确和熟练。 其主要任务是拜师学

艺，学习老教师的教学技能，不断反省，不断借鉴，实现由熟

练到内化的目标。 而角色成熟期的教师，教龄在 10至 20年

之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关注的问题是个人教学特色化

的实践，把尽快形成自我教学特色作为专业发展的目标。 因

此，他们专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正确教育观念的自我建构，

包括教育价值观、学生观、教师观、课程观等，通过对个人典

型教例的分析，内省审视支配自我教育行为的教育观念，以

期扬弃或校正，实现教师自我教育观念的建构。 由此不难看

出，教师的专业发展立足于教师的教育实践，凸现不同教龄

阶段教师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 以反映各类教师发展目

标的个性化。 不同教龄的教师，应当从自身经验的丰富程度

和当前授课的实际水平考虑， 确定目前自己专业发展的目

标。 每一阶段发展目标的确立和实现，都是一次对自身教育

实践的更新，也就是一次超越今日之我的探索和变革。

另一方面，从学校讲，校领导应当认识并遵循教师成长

的规律，关注不同教师的个性，关注其需要、动机、兴趣、信

念、价值观等个性心理倾向，尊重教师自我发展的心理需要，

从而引发强烈的需求动机，引导教师在实践与理论的整合中

吸取理论营养，在实践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以其发展过程

中一次次超越今日之我的目标实现作为激励机制，促使其不

断地学习、研究和提升，最终实现其专业发展的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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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课堂，描写关键事件

总体来看，教室是教师在学校的基本活动场所，课堂教

学是教师的最基本的专业活动形式。 因此，对教师专业发展

的探寻应该从关注教师的课堂教学开始。 当我们把目光瞄

向教师的课堂专业活动时，就会发现，在教师长期复杂的教

学工作经历中， 某些特定的事件———令人困惑或激动而难

以忘却的关键事件，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教师相互听课、参加研讨会、开展优质课评比、组织教学开

放日活动、进行学生意见调查等，都更容易产生教学中的关

键事件而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契机。

关键事件对教师的成长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其一，它

给教师创造了选择和改变的机会， 集中体现了教师对自我

已有的专业结构的合理性、适应性的评价和最终决策，也包

含着教师对长期积淀所形成的教育教学经验的体悟；其二，

它又引发了教师的自我澄清过程和思维清晰化过程， 促进

了教师对个人教育观念的重新审视和专业结构的重组。

自然，这里指的关键事件具有宽泛的意义，尽管多数教

师所体验到的专业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不能否认肯

定存在着对其专业发展曾有重大影响的某些经历、 事件的

事实。 及时捕捉这些关键事件加以描述，作为总结经验、反

思实践、澄清观念、形成理性思考的载体，对教师的专业发

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这使我想起了影响我专业发展的第

一个“关键事件”。 1985年 10月，我在平罗中学任教，有兄弟

学校教师来听课，我便上了文言文《张衡传》。 教学设计时试

图改变长期制约文言文教学的“字字落实，句句对译”的旧

模式，决定从人物传记的特点入手，通过文言词句的教学，

校
本
研
修
与
教
师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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