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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2年，我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于柳林一中。 由青年步入中

年，我全部的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此对一中在这个小山城的地位与影响

是深有感触的。

柳林一中创建于 1952年， 位于县城西街， 占地约 40亩， 现有教职工 384

名，在校学生五千多人。 这所走过整整一个甲子的柳林第一完全中学，历经窑

洞、平房、现代化教学楼，原来的标志已不复存在，从外观上找不到任何标示其

“苍颜”的痕迹，拔地而起的教学红楼以其威肃与坚毅彰显着全县最具历史的学

校的形象与朝气。 六十年来，其处闹市而能静，履云波而能定，薪火相传，默默地

承载着这座文化底蕴并不深厚、文化氛围并不浓郁的小县城近 30万人的期望，

不能不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 而我的教育责任、教育感识以及教学实践正是在

这块薄瘠的土地上生发、滋长起来的。

参加工作的前六年里，我一直处于适应社会、融入学校的蒙混状态，梦想着

为自己寻找一个准确的定位。 其间教学的艰辛与曲折，令我愈加感受到人生步

履的沉重、精神的困顿与对未来的迷茫，但我从未放弃寻找“渺茫的希望”。 我感

谢上苍没有赐给我生存的智慧，却赋予我思想的品质，让我在最寂寥与困苦的

时刻仍然有“思想的我”存在。

六年换来的是我设法平抑郁愤与不满，并能冷静地观照生活。 在涤去躁动

与虚华，回首我所生活的一中时，除了悠长的钟声仍萦绕耳际（学校原有一口大

钟，悬于楼阁，敲击时声闻十数里。 上下课铃声现已改为电铃），已旧观不复。 六

十年的风雨波折都没有使其黯然至委顿，历经磨砺后，她的雍容、深沉、温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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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愈来愈凸显在我的心里，令我钦慕并欣慰。 反观自省，这六年里我两手空

空，却获得了成长的资本，我应该感谢曾经的诸种磨炼。 史铁生有一句话，“我常

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这话对极了。

我开始走向理性与平静时，我的教学才刚刚起步。 每当我看到初为人师的

同事疏远了学生乃至生活而单纯教书时，忧虑的阴云便漫上心头。 脱离了生活，

教育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一个还没有走向成熟的教师，不可能让学生受到成

熟的影响与感染。用教育的眼光看生活，以生活反思教育，这应是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的常态行为。

当我真正致力于教学时，各种困惑才接踵而至。 二十年间，我经历了一茬接

一茬的长辈同仁在讲坛上由精神焕发渐至淡出人们的视野。 他们年不愈花甲、

人生尚有漫长的征途，便带着几十年的教学经验与无数个闲散的时光一起游离

于学校教育之外。我的一些同事提及离岗离职后的生活时，总是忧心忡忡。因袭

长辈同仁的人生模式，令我不安。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延长自己在教育教

学上的意义生命，这或许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一个教师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如果

能留驻学校，对学校的发展或许会有些微影响与促进作用。

在所有困惑中，最令我焦虑的是如何科学处理教材、教师、学生以及考试之

间的关系。 对考试的过分关注，对学生的单一评价，不仅制约学生的健康成长，

也影响着教师的思维与心理。 社会对学校的褒贬也大多由分数而论，学校常常

处于尴尬的被动局面。 学校教育应是时代潮流的急先锋，而非服务机构，否则，

学校的朝气与生命便不复存在了。 我常常为此惶惑。 我不否认考试的功能以及

它的未来意义，也窥探不出学校教育发展的“终南捷径”，我所能做的就是自省。

我发现，植根于我们心里的不敢质疑，不愿招惹是非，求安稳的妥协思想，牢牢

地扼制着我们的头脑和手脚。 明明知道有许多不适应、不合理，却“忍气吞声”，

“照本宣科”；明明知道模仿无益，守旧有害，却还是“一意孤行”，“勉强为之”

……我也一样，不敢独自承载教育的重任，也无力独自承受社会的期望，只能在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找些空隙“尝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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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不时跃动着的鲜活的个性、灵动的思想，令我无比激动，无比自豪。

我在憧憬“百花盛开”、异彩纷呈的教育新景的同时，也在苦苦思索并希求最理

想的教育方式。 这种感受常常鞭策着我，又困扰着我。

我的许多杂思正是在诸种因素的推动下闪现出来，教改的念头随之渐渐滋

长强盛起来，演变为零零星星的个性化教育教学尝试。 每一个学生都有思想的

尊严，每一个学生都有闪光的潜质，每一个家庭对教育的期望都应得到尊重，因

此，教育必将走向个性化。

2008年起，我除了教学还负责学校教研工作。 其间，我的琐屑积累愈来愈

多，想法也随之变化。 当初写感思，积累资料，只是为“愚笨的”自己作训示，也有

弃之可惜而“敝帚自珍”的心理。 现在，教研档案的建立又促使我萌生了整合汇

编的念头。 但言及成书，总是惴惴不安。 县城偏隅，无论是小学教育还是中学教

育，都难比大城市。 而我自己也因能力有限，收效甚微；况且，我习惯于平静，不

愿为此牵累，因而迟迟不愿着手。 对于我的忧虑，妻子正色道：“小偏方也能治

病。 ”岳父、原柳林县教育局局长王还成先生醒示我“不可枉费”。 我的其他亲人

同事也劝勉我“不要放弃”。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交织与斗争，我端正了念头，开

始整理。

我将全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第一部分“遐思小悟集”，第二部分“杂想随

感录”，第三部分“求索试水篇”，第四部分“别样的教学生活”。

第一部分是我对教育的思想与认识，重在突出观念上的变化与建立。

第二部分属于我的具体教学随感， 是由一系列细碎的教学事件引发形成

的。 这两部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部分篇目的归类也不一定恰当，仅仅是倾

向与侧重而已。

第三部分是我的教学尝试。 十多年来的零零星星的教学实践，是我在教育

教学上的挣扎、摸索，不具有连贯性、系统性，也并无惊人的成果，至多属于个人

感悟或体识，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尝试”。 除了《教研八纲》《课堂教学五项标准》

等是我兼任学校教研主任职责后的尝试外， 个性化教育教学是我倾注心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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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耗费时间最长的探索。 个性化教育突破语文学科教学，将学生看作活生生的

立体式的人来尊重。个性化教学则是我对语文教学困惑、质疑之后的尝试。在编

写过程中，所有案例都保持了真实性，除了语言稍有修正，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基

本上是原貌。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我的学生，也为了我所固守的“息事宁

人”的思想，书中隐去了所有学生的真实姓名，代之以字母符号。

将“高考小论”归入第三部分，表明了我对高考的态度。 高考是我教学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本书只列入了四篇有关高考的文章，但我从未

放弃对其带来的巨大辐射与影响进行深刻的认识与反思。 我的许多尝试也正是

发端于高考给予我的思考与启发。

第四部分体现我的语文教学生态，也表明我的一些教师观。 我始终坚持一

种观点，即我们首先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人，其次才是教师。 失却了生存生活的环

境，教师的智识乃至行为便失却了根基，流于浮浅。 语文教师尤其如此。 本部分

诗文正是我与这块文化并不富裕的土地在亲情、自然以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心

灵碰撞，虽然很蹩脚，但表白我的真实感受。

本部分也表明我的另一种认识，即语文教师的写作应是生活常态。 不必天

天写话，但至少应进入语言与思维的情境状态。 有人提倡教师写“下水”文章，我

赞成提倡者的初衷，但“下水”一说似乎暴露了教师与写作之间的隔阂与生疏。

教师与写作不应是两重世界，而应是自觉自发的生命行为，是语文教师的活力

与支撑。

该部分收录的《〈弟子规〉与弟子》（节选）是我在语文教研上的延伸与拓展。

它既非小悟，亦非随感，有点经典学思的味道，无法归属第一、二部分，又不能算

是教学尝试，所以只能勉强间列于此。

至于取“教海独行舟”为书名，是因为教育天地广阔无限，在为这一崇高事

业求索与奉献的汪洋大海上，“巨轮”“猛舰”何止千万，我不过是其间一叶小小

的扁舟，或许连朵“小浪花”也掀不起，唯以此“小举动”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虔

敬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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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成稿期间，正面临着一件关系全县教育的大事，即柳林一中高中部即

将迁入新校区，开始新的征程。 回首二十年的教学生活，我感慨良多，言不悉意，

谨以此书表达我对六十年母校的纪念！

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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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薛应平

年初， 高星明老师将其二十多年陆续撰写的关于教育教

学的随笔、感悟和践行实录汇编成《教海独行舟》一书，请我

审阅，并嘱为之作序。写序历来是专家学者的专利，我乃名不

见经传的中学校长，何德何能，焉能当此重任？但我与星明老

师既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校友， 又同在柳林一中执教多年，对

他的学识人品颇多了解，于公于私，不好推却。当我将其十几

万字的书稿细细品读后， 我不仅被他的才华学识所倾倒，更

被他睿智的思维、端方的品格、拓荒的勇气、赤诚的爱心以及

对教育教学改革的执著与忠贞所感动， 由衷地写下下面的

话，作为本书的开台锣鼓，与星明及教育同仁共勉。

教育者首先是品端德厚者。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青少年学生的楷模和领路人。正人先必正己。“学校之中，

唯以成德为事”。“善为师者，既美其德，又慎其行”。“美德好

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 同样，一个打

扮并不华贵、 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 是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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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高星明老师从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柳林一

中教语文。他不慕虚名，不趋实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一

切都与金钱挂钩的当今社会，他不经商，不下海，不见异思

迁，不见利忘义，不趋炎附势，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做人

的道德底线。 本本分分做人，兢兢业业教书，默默耕耘，在柳

林一中一干就是二十年。 同事中有的人发了，学生中有的人

火了，他却依然故我，甘守清贫。 他说，教师应该是智慧的使

者，境界的导引师。 如果教师丧失师德，追逐蝇头微利，势必

玷污圣洁的讲堂，自觉不自觉地会把学生引向歧途。

教育者必须是睿智的思想者。 当今社会是古今教育思

想、东西方观念碰撞、交汇、融合的时代。 教育者必须有敏锐

的眼光、超常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甄别筛选，为我所

用，才能避免盲目跟风、人云亦云或晕头转向、无所适从的

尴尬境地。 古的、中的未必是陈旧落后无用的，新潮的、外来

的不一定都是先进的、无可挑剔的。 只有结合学校和学生的

实际有所取舍、有所扬弃，才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高星明

老师敢于跳出世俗的藩篱， 用独立的审慎的富有思辩的眼

光审视一切，提出个性化教育教学的思路，既是对“因材施

教”传统教育思想的延伸与拓展，又是对“每一位学生都应

该获得健康的发展”的创新与践行。 本书开篇的“教海拾贝”

中的隽思妙语和个性化教育教学的尝试案例， 就是他灵性

的感悟和智慧的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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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必须有拓荒的勇气和百折不回的顽强意志。 教育

改革势在必行，这已是人们的共识。 但“分数挂帅”“一考定

终身”的阴霾笼罩在学生的心头，影响着家长的认识，制约

着学校的健康发展。 不少学校领导和教师明知此路不通，却

怕招惹是非，承担责任，仍沿袭过去的老路前行。 高星明老

师敢于质疑、勇于开拓，甚至冒着风险，在自己所教的班级，

即他所说的“一亩三分地”上大胆尝试，其拓荒的精神令人

敬佩，尝试成果亦令人欣慰。

教育者应当是充满博爱精神的人。 热爱学生、热爱生活

本来是教育工作者的应有之义， 但由于对考试成绩的过分

关注，对学生的单一评价，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教师的思维和

心理。 有人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实行“分槽饲养”，“尖子

生”锦上添花，“差等生”放任自流。 星明同志认为，每一个学

生都有思想的尊严，每一个学生都有闪光的潜质，因此要平

等平和地看待每一位学生，尤其是偏差明显、性格独特、行

为怪异的孩子。 要以慈悲情怀理解、引导他们，始终从关心

学生身体、情绪等细微处入手，始终为学生终身发展着想。

真正走进学生心灵， 使每一个学生获得学期进步， 学年进

步，学段进步，以健康阳光的精神气质融入生活，融入学习，

融入社会。

教育者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第一的观点，敢于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力争达到知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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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坐着谈，何如起来行。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步实际行动胜

过一打纲领。 本书中的“求索试水篇”关于个性化教育的方

案和尝试案例， 个性化教学的多方面的探索和试验就是高

星明老师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勇于实践的展示。 他十几年

如一日，在求索中摸着石头过河，在试水中总结经验教训，

其忠贞执著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光与爱就是星明老师的全部。 他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环境里，能

从困惑中看到熹微的晨光，在被人看不起的“差生”中能发

现他们闪光的潜质。 他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热爱学生，呵护

家人，这从“别样的教学生活”的诗文中亦可窥其一斑。 全书

的语言不落俗套，不炒旧饭，有的文字初读似觉苦涩，但仔

细咀嚼品味，犹如橄榄渐渐回甘，满口清香。 愿有志于教育

教学改革的同仁从此书中获得教益和启迪， 勇敢地投身于

教育改革的洪流，当个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擎旗手。

是为序。

2012年教师节于汇丰中学
（作者系山西省柳林县汇丰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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