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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教师，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教育中。生下来就由父母教育

我们，后来又接受学校教育，等上完学毕了业，有了工作，又开

始从事对学生的教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还都时刻参与着更为重要的另一种教育

活动，那就是自我反思、自我教育。一个人的进步，要通过接受

教育、教育他人等途径，但更重要的是自省，是通过自我教育提

升自己。实质上，这已经不只是教育，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人的生命活动有三个向度，即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

自然生命是我们生理肌体的新陈代谢，社会生命是我们的社会存

在、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而精神生命则是最

为复杂和丰富的生命活动。

人的精神生命是真、善、美三者的和谐统一。求真是生命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求善是生命对人与他

人关系的追求，是道德精神的体现；求美是生命对人与自我关系

的追求，是审美精神的体现，而且，审美精神是科学精神和道德

精神升华和完美结合后自然产生的生命需求。

自我反思就是人与自我关系的处理方式之一，是人基于自我

实现的需要而为的自觉行动，是审美需求的必然，是人的求美行

为。人正是通过对“我是谁”“我怎么样”的不断拷问，超越单

纯的自然生命，进入生命的自由王国，成为自身的主宰的。

那么，该如何进行自我反思呢？

诚然，课后反思、教学日志、教学观摩等都是大家常用的方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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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自己经历过的、难以忘怀的教育故事写出来，也是一种很好

的自我反思。正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意味，所以你难忘；因为它具

有思考的价值，所以你能把它写出来。同时，写的过程也是梳理

故事的来龙去脉、评估故事中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价值的过程，

因而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是我们的生命价值实现的过程。

读着这一篇篇感人的故事，思绪不由得被带入故事中，感受

到了与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同呼吸，在共同历经其中的一切。读完

之后更被每一位教师对故事的评析，从故事中感悟出的教育原理、

育人真谛所感动、所启发、所教育。我意识到，这每一个故事的

背后都是教师们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生命的健全发展、为了一

中的育人目标辛勤的付出，每一篇故事又都是教师们对教育的探

索，是教师们心灵的表达，是一颗心敲击另一颗心的共鸣！

我惊奇地发现，原来不仅写故事的过程是思考、总结，是一

种自我超越，是对自我完美的追求，是一位教师精神生活的一部

分；读他人故事的过程也是一种生活、一种自我反思，更是一个

自身审美、求美的过程，是一个人精神生命的升华！

那就让我们，继续在每天的教学生活中“编织”自己与学生、

与同组教师、与学科知识的故事，更多地把自己的教育故事写出

来，也更多地去读一读别人的故事吧！让一中三百多位教师的心

一起跳动，共同去感受、体味校园中似乎我们看不到，但时时刻

刻都在发生着的、在每一位教师的教学生活中存在着的故事吧，

共同去追求每一个人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三个向度的

和谐发展，追求精神生活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享受人生的幸福吧！

                                     

                                         
                                     

                                  2015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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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之路无止境

◎陈红艳

从教十余载，上过的课难以计数。这其中，有成功的滋味，也有失

败的体会。但总的说来，初登讲台的胆怯与不安甚至无所适从的茫然渐

渐被久经锻炼的自信从容所取代。这份自信从容固然与多年的打磨不无

关系，但也和几年前的一次经历密不可分。

那是学校的一次展示课，我要上的是孙犁的名篇《荷花淀》。因为

全校教师听课，其中不乏资深历久的前辈，所以我在准备时格外投入。

从教学重点到教学方法，从教学环节到问题设计，从课堂节奏到突发状

况的对策，我都做了充分的考虑和准备。所以整堂课上下来，环节清晰，

重点突出，尤其以学生活动部分为亮点。从听课老师的表情中，我断定，

这堂课很成功。几天的辛苦没有白费，我心里一阵安慰和放松，甚至小

有得意。

可就在当天下午，一位听过我课的物理老师悄悄把我叫到办公

室外。

“小陈，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孟老师轻轻地说。

“你说吧！”我边说，心里边犯嘀咕：“这孟老师我从来没打过交

道，会是什么事？”

“你上午讲的孙犁的籍贯是河北‘平安县’，我查了些资料，河北

没有平安县，应该是安平县，而且我也是安平县人，你是不是弄错了？”

声音还是低低的。

“嗡”的一声，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紧接着脸不觉红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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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孙犁的籍贯我也只是从资料上搬来的，没有研究过，把“安平”

错看成“平安”极有可能。

之后，我带着愧疚之情认真核查了相关资料，确实是我错了。备课时，

我见到这两个字，就想当然地当做“平安”，根本没有仔细看字的先后

顺序，也没有认真核查。这错，我错得千真万确；这错，我错得万万不

该。之后，我在学生那里做了更正。

这件事使我深受触动，我自以为已经准备得完美无缺，可是，仍有

知识上的错误，而这错误，如果我再小心谨慎些，还是完全有可能避免

的。可惜，我没有再认真些，没有逐一核查要讲的内容，我太过相信自

己，以致铸成错误。

“要对学生负责，对教学的每一点内容都不能大意啊！”孟老师的

一番话让我不胜惭愧。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首要的就是求真。韩愈有

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既是传道，须传真道、真知，如

此方能解疑释惑；从长远来看，知识才能薪火相传、留之久远。我的这

次失误，虽说是一个小小的点，但如若任由这种大意马虎的态度肆意蔓

延，必将贻害无穷，令我愧顶“灵魂之师”之冠。

作为前辈，孟老师给我的感动和震撼不仅是治学之严谨，还有为人

之宽容。他没有当即指出我的错误，固然有一个求证求实而后相告的原

因，但之后对我的指教既没有当之众人，也没有居高临下。那顾及年轻

人感受的避人而语、温和商讨，更是让我这个晚辈体会到他的保护之意、

关爱之心。

记得在孟老师退休之后，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师提起孟老师时，

曾说：“他就是一根旗杆，招展着一面无形的旗帜，那上面汇聚着我对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全部想象。”的确，在孟老师的身上，我感受到老一

辈知识分子的魅力，有关治学，有关为人。他在我心里就是一面旗帜。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久了，但我对它的记忆却历久弥深。感谢从师之

路上有这样一位前辈及时的指点，使我不至于在歧途开始时浑然不觉，

以致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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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严谨认真仍是我的工作原则，虽然有时我因此而身累，

但我也因此而欣慰。

我将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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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就是我的那株腊兰

◎卞玉玲

不久前读到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山中隐士很勤劳。每年春天，台阶上的野草刚探出头便被他清

理掉了。偶有一天，隐士需远游，请朋友帮他看守庭院。这位朋友很懒，

从不修剪台阶上的野草，任其自由疯长。 暮夏时节，一株野草开花了，

五瓣的小花散发阵阵幽香。其花形与林地里的那些兰花一样，不同的是

花边呈蜡黄色。这位朋友怀疑它也是兰花中的一种，便采撷了一些叶子

和花朵去请教一位植物学专家。专家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儿，兴奋地告诉

他：“这是兰花的一个稀有品种，许多人穷尽了一生都很难找到它，如

果在城市的花市上，这种腊兰的单株价至少是一万元。”  

“腊兰？！”这位隐士听说后惊呆了。其实那株腊兰每年春天都会

破土而出，只不过它刚发芽就被拔掉了。

读罢，掩卷而思。要是隐士能耐心地等待它开花，那么早就发现它

的价值了。教师经常被人喻为园丁，孩子们经常被誉为祖国的花朵。在

现实的教育教学中，我们是否曾像故事中的隐士一样，忽略了“腊兰”

的存在呢？我们是否能耐心地等待那些“腊兰”花开艳丽，弥散幽香呢？

初为人师，曾以为只要知识渊博，授课出色，学生成绩优异、能考

入一流大学就可以桃李芬芳了。然而随着年龄和教学经验的增长，不惑

之年的我渐渐意识到，优异的成绩只是家长、老师和学校追求的重要目

标，它只是学生学校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就每个成长的生命而言，让每

个孩子像“腊兰”一样浸润关爱，享受花开，或许才是教育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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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腊兰”使我想起了我班的一位女生琪琪（化名）。初为

班主任时，像很多人一样，我偏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喜欢遵规守纪

的学生，关注班干部的培养，注意规范和调教调皮的学生。这些学生吸

引了我的绝大部分注意力。然而我却忽略了那些成绩中等并且性格安静

的学生。琪琪就是这样一位女生，她的平凡和沉默几乎使我忽略了她的

存在。直到有一天，学校让班主任组织班里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助学金。

首先我向全班公布该助学金项目和申请事宜，让同学们自愿报名，但是

为了切实把这笔钱发放给有需求的学生，我翻看了我班入学时的学生基

本信息登记表。结果，我发现琪琪的信息登记表中父亲那一栏竟然是空

白，没有填写任何信息。我隐隐感到这其中可能有某种原因。于是我私

下给琪琪的妈妈打了电话。沟通过程中，我了解到琪琪的父亲在她上初

三时因病去世了，琪琪和爸爸感情深厚，所以她一直没有能够摆脱失去

父亲的痛苦，妈妈的安慰和劝说似乎也无法抚慰孩子的心灵。妈妈是普

通的企业工人，收入一般，因此，喜欢跳舞的琪琪放弃了课外舞蹈班的

学习。

听了这些，我很惭愧。半个学期都快过去了，我都不知道她的这些

情况。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善待她，真心地关爱她。助学金申请表收上来

之后，我发现琪琪并没有提出申请。我能感觉到她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的

孩子，她肯定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生活窘境和内心的悲伤。但这种

掩饰恰恰表明，她的内心渴望关爱，渴望理解与支持。于是我私下里找

到她。首先，我很真诚地对她讲述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并且为自己对她

关心不够表示歉意，希望她在自己遇到困难时，要学会求助，不要一个

人默默承担生活的不幸和种种压力。我真诚地告诉她，我愿意帮助她，

我会努力让她在我的班里快乐地学习、生活和成长。听到这里，琪琪默

默流下了眼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痛苦与无助随之而宣泄。

我轻声地告诉她，她不是孤独无援的，周围的朋友和老师都很关心她，

愿意帮助她，大家希望她快乐、从容地生活。我与她分享自己成长过程

中曾经遭遇的困惑，和她谈母亲的担忧与呵护，希望她多多理解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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