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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代如何重塑尊师重教文化

——新时期师生关系观察系列评论之一

来源：《中国教育报》

维护我们尊师重教的传统，不是回到耳提面命的旧教育方式。在现代社会环境之下，维护我们的

尊师重教传统，需要是对教育工作的实际支持，让老师有为师的职业尊严。

最近，媒体上接连爆出“女教师与女生互殴”、“大学课堂租人上课”之类的新闻，让师生关系

这个老话题重新走向公众视野。

师生打架这样的新闻固然雷人，网络媒体热炒之后也足够轰动，但对于一个拥有近 1500 万名教

师、52 万所学校、2.57 亿在校学生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来说，这些个例不过是大海中的一

朵浪花，会很快涌起，也会很快消退。对于教育问题的严肃讨论，不能从极端的实例引申，这是科学

方法的需要。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却不能忽视极端事例影响舆情，进而对于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师生矛盾的极端事件固然偶发，但这些事件的背后，却是师生关系淡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恶化

的现实。老师抱怨学生不懂得尊重，常常在与老师交往的时候显得没有规矩，对于纪律和知识也缺乏

必要的敬畏；学生也抱怨老师不够投入，除了按部就班地上课，对于学生的心理和生活关怀不够多。

而对于师生关系问题的解决之道，除了借鉴先进革故鼎新之外，还有一个路径——回到尊师重教

的传统。回到过去的美好时代，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这是人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普遍心理诉求。

这种心理诉求是从孔子渴望恢复周礼时候就存在，虽然它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完整实现，但却让人们在

心理上有一种莫名期许。

尊师重教是我国的传统，这一点无可辩驳，也被世界所公认。对于教育来说，教师受普遍尊重，

学生都懂礼数，教育生活规则有序，这一点确实让人向往。但我们却不能忽视，这种规则和秩序的均

衡是建立在教师是“天地君亲师”社会权力之一的基础上，教育活动承担的教化大于科学、知识熏陶

职能上，不加吸收地照搬，其实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刻舟求剑式的恢复传统，固然不可取，但尊师重教却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

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如何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重塑我们的尊师重教理念，让我们教育工作持续焕发生机

而不是混乱，应该在以下四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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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信任。社会整体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教育工作者不再是社会上唯一掌握知识的群体。媒

体也好，家长也好，似乎都能对于教育问题展开批评讨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社会和公众也要

更多地认识到，教育和医疗、法律等一样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要对教师这个职业和

精神保持适度的敬畏。

其次是理性。学习而不是盲从，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在这方面，教师和学生都已经在

努力适应自己的新角色，理性的教育必然是告知而不是灌输，是疏导而不是强制，是提醒而不是管教，

是互动而不是被动，这样的教育过程是靠知识赢得为师的合法性，也从而赢得尊重。

再其次是尊重。“教师”一词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神圣的称谓和高尚的职业，而且是一个个有血

有肉的人，他们有生活压力、事业追求、职业困顿，有热情，同时也会沮丧。尊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的“红烛赞”，而是为教师们建立一个促进教师职业发展、提升全体教师整体社会地位的坚实平台，

以此赢得他们自己的个人成就、职业荣耀和社会尊崇。

最后是平等。知识有落差，教育才有可能。但在人格上，教育必须是平等的。人格平等是一切平

等的基础，教育上人格的平等，是塑造优秀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学生尊敬老师，是在知识和品格上

的尊敬，回过头来，教师对于学生，则更多地从爱和关怀给予回报。没有平等，尊重就可能是卑躬屈

膝，就可能是口是心非，这样的表面礼数是对于教育精神的最大破坏。

维护我们尊师重教的传统，不是回到耳提面命的旧教育方式。在现代社会环境之下，维护我们的

尊师重教传统，需要的是对教育工作的实际支持，让老师有为师的职业尊严，也需要社会、公众、媒

体对于教育事业多一些平和的关注。

以朴素人性培育学生温和性情

——新时期师生关系观察系列评论之二

教育是件朴素的事，就是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个人，教师要教其心，从性情涵养做起，师生同此心，

共此情。

教书、育人，教师的工作往简单里说，也就这两件事。潘光旦先生说过，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

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钱穆先生也说过，中国教育重在教人学为人，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师教”，

即尊其师，信其道。然而，在现在的学校中，有时师不亲，亦不尊了。

师何以不亲？

教师离学生远了。他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知识传授、分数评定、教科研等方面，“慕课”或“翻

转课堂”的出现干脆让一些教师直接从讲台上消失。师不见，何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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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与育人分离了。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在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是

没有用的，有些是将助长具有知识的人的骄傲的，真正有助于我们幸福的知识是很少的。”教育应是

在人的天性与适当的知识之间建立平衡，好的教育应是用适当的知识促进学生内在力量发展，而不是

生硬地灌输什么；教育中合宜的知识应该滋养人心，涵育人性，应该是能增长每一个人过独立、明智

的生活所必需的见识，使其具备相应的思考、判断能力，使其免受自身的无知和他人的狡诈的玩弄。

笔者发现，学校里什么东西都教，唯独不教他们做人的天职。要知道，学校不是一个人与人争夺稀缺

资源的竞技场，童年毋需臆造出一个需要赢的起跑线！“教书”遮蔽了“育人”，离朴素的人性越来

越远。

师何以不尊？

教师的面目模糊了。人的教育、德性的孕育靠的是身教，就教师而言，中国的教育精神强调其人

甚过其学，所谓经师不如人师，言传不如身教。教师以身教，以行教，以其德性教，以自己营建的一

种情感意境来施教——亦可谓之“情意教”。在学生面前，教师是一个知冷暖、有喜怒、有喜好的真

实的人，更是其生命成长中重要的陪伴者与见证者。学生对教师的信赖与敬爱，是教育的基础，理智

与爱在此是融合为一体的，教师的尊严和权威皆来源于此。然而，在现代教育中，师与生之间自然、

亲近的情意关系却被流水线式的知识传递扭曲了。

当“教书”不再“育人”时，教师的态度是可疑的；当教师成为知识的兜售者时，是可疑的；当

教师成为成功学的贩卖者时，是可疑的；当教师仍热衷于用奖励去诱导学生顺从时，是可疑的。在情

意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的陶冶、意志的控制，如果以安全但冷淡的策略回避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已

成为教师的自保之举；如果教师如同一个心理咨询师，用催眠术诱导学生走向看似光鲜轻松、实则充

满陷阱的小径；如果教师还习惯用恐吓压制学生的意志，或者不断放纵学生的情绪与欲望，就不仅是

可疑了，更是可怕的。

如果学校的知识传授与人性孕育是适宜的，孩子的欲望与其能力是匹配的，这个孩子应当是性情

温和的，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他对世界有信任，他不需要赢在起跑线上，他有自己的成长节奏。相

反，虚妄的教育训练出的孩子或骄傲或自卑，身处不断攀比的竞争中，或嫉妒自责，或焦虑不安。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深情地论述，教育与教学一定要与孩子的内在天性的情感相协调，通过这

些情感的逐步发展，他可以提高心智，进而认识并尊重道德法则。对儿童的早期教育绝不是发展他们

的才智或理智，而是发展他们的感觉、心地与爱。当理智与爱相分离，通往德行的“小窄门”就被堵

上了。没有心地培育的知识教育，如同在一片流沙上建大厦，在知识的骄傲、感觉的欲望与名利心的

驱使下，孩子的内在品性被糟蹋了。

危险的教育产生可怕的孩子，没有权威，滥用的教育权力只会将奴役与权势的观念灌输给孩子，

不当的教育会将孩子置于不可容忍的束缚中。恰如卢梭所言，当这个既是奴隶又是暴君、这个充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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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缺乏理性的身心都脆弱的儿童进入社会，暴露其愚昧、骄傲和种种恶习的时候，大家就对人类的

苦痛和邪恶感到悲哀。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笔者对过于强调教师知识专业化持有怀疑，更愿意强调教

师的人性基础：教育是件朴素的事，就是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个人，教师要教其心，从性情涵养做起，

师生同此心，共此情。

用寻常的人情、朴素的常识、清醒的头脑、平和的态度来涵养学生温和的性情，在华丽的知识与

虚荣的声名诱惑中，守护学生自然主动地学习与成长的权利，这是教师的天职！

育人者要跟上时代学会“育心”

——新时期师生关系观察系列评论之三

为师之道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摒弃了功利心，满怀热爱之情，以匡世济民的情怀，去浸润一个

个心灵，培育千万颗种子。

进入新世纪以来，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教育资源极大丰富，在线学习、多媒体教室、慕课、翻转

课堂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也使得教师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师生之间的关系

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在互联网时代，该如何当教师，怎样看待师生关系，成为摆在每位师者面前不

得不深思的问题。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唐代诗人韩愈关于教师的定义，至今看来其实不过时，传道依

然是教师的职业追求，值得每位教师心向往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的引领远

远胜于术的传授，不管是古代社会也好，现代社会也好，引领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具有积极的价值

观、世界观，仍旧是教师的根本职责所在，而不只是教书没有育人，或者仅将视野局限于让学生会做

题。

从现实来看，当下师生关系之所以受到挑战，发生令人蹙眉的恶性事件，原因之一就是学校和教

师应试倾向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缺少在学科兴趣、职业发展乃至人生规划方面的指导。这

一点，传统的教育观实际上已经做出了表率。“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想当年，孔子带领学生如沐春风般，徜徉在学习的欢乐氛围中，教与学都

是一种难得的身心享受。在教学上，教师也绝不仅仅是教给学生“雕虫小技”，而是针对学生的个人

性情、未来志向，予以巧妙点拨。

这样的教育观与教学形式，因为深谙学生的心理特点，并注意引领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达至了

一种相互影响的至高境界。众所周知，教育的第一个名字叫“影响”。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丰富自己的学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饱读诗书，勤学苦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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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榜样，关键时刻“露一手”，给学生做示范，让学生由衷赞叹，从而尊重教师、追随教师。

师生之间其情恰恰、其乐融融，也因此有了诲而不倦、程门立雪等流传千古的教育佳话。

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学生差异性也越来越大，除了恪守传统的值得传承的教

育观，为师之道也被赋予新的内容，即教师也要不断改变自身，了解孩子。与以前相比，当下的孩子

思维更加活泼，个性更加鲜明，更喜欢活泼开放、了解时尚、具有幽默感的所谓“潮人”教师，更希

望教师了解他们、认同他们，能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打成一片。对此，教师要跟得上时代发

展，知道学生喜欢什么、反对什么。

陶行知说，教育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互联网时代，教师也从高高在上的教者

变身为学习者，和学生一样，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不断提高自身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文化

是知识、修养、人格、情感、气质的总和，决定教育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在教师群体中，总

有一批出类拔萃者，他们充满人格魅力，深受学生喜爱，他们的课堂氛围轻松却不乏思想，他们影响

着学生，也影响着身边众多的人，他们不停追寻教育的真谛，也赋予为师之道新的内涵，人们通常称

他们为“名师”。而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成为一位名师，应养成阅读的习惯，与书为伴，既要多读

童书，又要研读心理学书籍，了解童心的奥秘，还要多读教育之外的书籍。打开学生的心扉，找到教

育的钥匙，很多时候要在教育之外做文章。

互联网时代的为师之道，还要拥有一种法治精神。身为教育者，教师的遵纪守法对自己而言，是

知法懂法的表现，也潜移默化地使得学生敬畏法律、遵守法律，更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文化与风气。教

育部针对中小学教师发布的六条“红线”、针对高校教师发布的“红七条”，与其说是对教师师德的

严格要求，不如说是当代教育的应有之义。

有人说，热爱是最高的禀赋。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事业。做一名拥有自我成就感、

社会赞誉的好教师，任何时候都要有一颗童心，眷恋讲台，甘于寂寞。为师之道的真正含义，其实就

是摒弃了功利心，满怀热爱之情，以匡世济民的情怀，去浸润一个个心灵，培育千万颗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