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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如何成为一名 野好老师冶 关系到 野如何是冶 的价值问题遥 在探讨打造中国 野梦之队冶 的 野好老

师冶 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袁 其中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显得比较重要遥 从本土文化观照袁 呈现出关

注人性尧 滋养人格尧 以德立命三个特点遥 放眼世界袁 西方平等关系的教育尧 生活情境中的教育以及超越学科

边界的教育等袁 都为新型师生关系的转向提供了基础和广阔的背景遥 为了在教育活动中践行好具有中国特色

的教师核心价值观袁 有必要再认知和定位新型的师生关系袁 以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遥 由此袁 需坚持三个

转向院 由教者转向参与袁 构建平等的关系曰 由站讲台转向沉入生活袁 形成互动的关系曰 由单向度转向多维袁
促进和谐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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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野好老师冶不仅是教育领域关注的问题袁
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遥 而对于教师自身

来说袁如何成为一名野好老师冶恰恰关系到野如何

是冶的价值问题遥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的野寻找最

美教师冶热潮正是社会对野好老师冶期盼的表征袁也
是身为教育者自身野应当冶的展示遥关于教师的野如
何是冶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30 个教师节前夕同北

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就如何做一名党和人

民满意的四有野好老师冶发表的重要讲话袁既是当

代教育者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袁 也是教育工作者前

行的新的动力遥 它再一次明证教师的野好冶不仅是

新时期教师的核心价值追求袁 也是社会对教师的

价值期待袁是实现中国梦的大策大计遥 当下袁尽管

教师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其野好冶袁但是野此
在冶过程中野好的标准是什么冶袁如何让社会和家长

满意钥 需要不断追问遥 我们认为袁野好老师冶可以有

多种评价袁但是师生关系的伦理诉求值得关注遥当
然袁野好老师冶 师生关系的伦理诉求与一定的历史

文化相关联遥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叶对文化的历史性

和社会性的思考曳 一文中所指出的袁野文化自觉是

一个艰巨的过程袁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冶遥 教师

文化同样是历史尧文化的折射袁只有在理解所接触

到的多种文化的同时袁才有可能在野这个已经在形

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袁 经过

自主的适应袁和其他文化一起袁取长补短袁共同建

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

和平共处袁各舒所长袁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冶遥 咱员暂费
老先生的话对当代教师在建构文化自觉袁 打造中

国野梦之队冶的四有野好老师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遥
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既需要本土观照袁 也需要国

际视野遥
一尧野好老师冶的本土文化观照

理解和把握野好老师冶价值观袁建构新型师生

关系袁需要对本土教育文化进行考察遥野一日为师袁
终生为父冶的古训袁表面上似乎仅仅反映了中国人

朴素的感恩尧 报恩情结袁 实质上蕴涵着深刻的教

育文化遥 纵观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袁 师生关

系在实践上呈现为近距离的私塾学习尧 面对面的

书院式教学袁 强调示范教育曰 而在理论层面袁 师

生关系则被纳入到一定的道德范畴之中袁 先秦儒

家教育文化呈现出观照人性尧滋养人格尧以德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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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特点遥
1援关注人性

中国古代教育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关注人性袁
并以此建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一系列理论遥 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渊源的先秦儒家们尤其注重人

性的关照遥 他们对人性的阐释虽各有其独到之

处袁 但存在诸多相通之处遥 孔子虽对人性叙述不

多,但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冶咱2暂渊孕127冤的记载成为叶论
语曳中直接野言性冶的经典遥孔子并未就人性善恶作

出具体说明, 但却蕴涵着人性最终倾向于善的基

本判断遥 野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

乎?冶咱2暂渊孕108-109冤则是达善的路径,个体只有通过自身

的体悟和外在的学习与践行,才能达至终善遥 孟子

的野四心冶学说袁则表明了其更为注重人的社会性尧
社会公利以及重义轻利人性观的塑造遥 荀子虽以

人的自然性为原点提出了性恶论的命题袁 也依然

认为野善冶才是人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遥 就整体

而言袁 先秦儒家虽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对人性的

假设,但是他们都认为袁为师之道在于使人知野礼
义冶尧行野孝悌冶,塑造至善之性遥

2援滋养人格

儒家一直有将人培养成为 野真正的人冶 的传

统袁野人生不能无群冶 的观点则是其处理群己关系

的基本立论遥 野鸟兽不可与同群袁吾非斯人之徒与

而谁与?冶咱2暂渊孕136冤孔子认为人只能与人相野与冶袁只能

在人的共同体中生活遥荀子则说院野力不若牛袁走不

若马袁而牛马为用袁何也?曰院人能群袁彼不能群也遥
噎噎故人生不能无群遥 冶咱3暂渊孕164冤以此论证人与他物

的不同遥儒家将野仁冶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袁依据人

的不同地位与角色袁构建严密尧完整的人格理论体

系袁全面落实野君子冶人格的整体培育遥野重义轻利冶
的修身传统尧野学而不厌袁诲人不倦冶的自强精神尧
野仁者爱人冶的宽容坦荡品性尧刚强坚毅的高尚气

节等崇高的道德理想与深切的人文关怀袁 虽经历

朝历代道德实践的风雨洗礼袁依然生机勃发遥儒家

人格培育的理念与实践袁 造就了始终以国家民族

大义为己任尧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遥
3援以德立命

人在浩瀚的宇宙中何以安身立命钥 如何面对

人生的忧愁钥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钥这成为儒家

圣贤孜孜以求的本源性问题遥 儒家最终将其定位

于德袁 建构起了一座伦理精神大厦袁 确立了 野以

德立命冶 的伦理观袁 打开了通向精神慧命的大

门袁 德化的生命成为芸芸众生的精神归依遥野祖述

尧舜冶的孔孟儒家袁先后提出了野朝闻道袁夕死可

矣冶咱2暂渊孕22冤尧野志于道袁据于德冶咱2暂渊孕46冤以及野以道抗势冶尧
野以德立身冶等一系列的命题和观点遥 野仁义忠信冶
被孟子称为野良贵冶袁是不能剥夺的野天爵冶袁当人们

在心灵深处树立起道德的尊严就能感受到来自道

德慧命的力量袁 并以此屹立于广博的天地遥 儒家

野以德立命冶的精神价值建构袁充分彰显出道德塑

造在引领人生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袁 开启了

道德走进人们内在精神世界的大门遥 将 野命冶与
野德冶紧密联系在一起袁二者相辅相成袁相互依持袁
活化生命的意义袁野传道冶 逐渐被确立为师者的重

要使命遥
二尧野好老师冶的国际视野

坚持野好老师冶的价值取向袁建构新型师生关

系袁 还需要一定的国际视野遥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袁西方主要国家掀起的第三次课程改革袁出炉了

建构主义尧情境认知尧跨专业学习等一系列关于学

习的理论并被广泛应用袁由此袁师生关系呈现新的

特点遥
1援平等关系的教育

20 世纪 80 年代袁 建构主义理论掀起了西方

主要国家第三次课程改革的浪潮遥在这一浪潮中袁
出现了新的转向院即强调以学生为本袁促进每一个

学生的健康发展遥野毫无疑问袁广泛的迹象表明袁建
构主义学习观抓住了当今教育舞台中的时代精

神冶遥 咱4暂该学习理论的理念是院知识的获取是建立

在对已有概念建构的基础之上的袁 学生不再被视

为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袁而
应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尧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遥
野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袁相反要学生延

缓对此的不信任袁 与教师共同参与讨论袁 探讨学

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遥 教师同意学生理解所给予

建议的意义袁 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袁 并与学

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所获得的和心照不宣的理

解遥 冶咱5暂渊孕228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师角色的转换

提出了相应要求袁要求教师实现由知识的传授者尧
灌输者向成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与促进

者转变曰呼吁取消教师的绝对权威袁从而构建起一

种平等对话尧相互理解的新型师生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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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生活情境中的教育

情境认知理论的传播也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袁瑞兹尼克的叶学校内外的学习曳被视为情

境认知研究的里程碑遥 约翰窑西利窑布朗尧阿伦窑柯

林斯与保尔窑杜吉德联合发表的叶情境认知与学习

文化曳 则被视为系统而完整地论述情境认知与学

习理论之作遥 咱6暂渊孕91冤该学习理论被认为真正开始接

近人类学习的本质袁 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因素于

学习的重要意义袁其主要观点为院学习并不只是为

了获取事实性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思维与行动,学
习是应置于知识产生的特定的物理或社会情境之

中的真正的文化实践遥知识是活动尧背景和文化产

品的一部分,知识正是在活动中,在其丰富的情境

中,在文化中不断被运用和发展着遥 学习应以日常

情境中的活动为基础, 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

发生遥学生在情境中才能看到知识的内在价值袁了
解知识应用的条件袁 以着眼未来应用的方式去建

构知识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遥生活情境中的教育要

求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袁 教师既能联系实际生

活袁 又要引导学生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中获取知

识遥
3援超越学科边界的教育

学科的边界化主要指学科之间的差别尧 分离

和排斥性遥 学科的边界化极其容易在知识群体和

学术群体内出现袁 学科的名义或符号被作为学科

进入的身份限制或学术评价的首要标准袁 反之则

被冠以野非主流冶尧野外行冶尧野不入流冶遥 学科的边界

化更为重视的是问题本身和研究者的学科归类袁
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和理论问题袁 这也导

致在学术交流及其相关活动中袁 也存在着对不同

学科的视角尧 理论和方法持漠视甚至是互相贬低

的态度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更容易被排斥遥
17 世纪被怀特海誉为野天才的世纪冶袁这一时期科

学的繁荣和进步袁 显然与活跃的多种思维气氛是

密不可分的袁数学尧几何学尧哲学和文学的共同繁

荣与发展袁促进了思维活跃遥培根对野学术的进展冶
的方法论的思考尧笛卡尔关于野形而上学的沉思冶尧
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丰富想象等等袁 都深刻影

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袁 为科学的繁荣提供了灵感

和动力遥 被视为这一世纪最伟大成果的三大运动

定律和引力定律的发现则是伽利略尧牛顿尧笛卡尔

和惠根斯共同智慧的结晶遥 超越学科边界的教育

与学习成为 20 世纪末的西方学习理论关注的重

要内容之一袁 为新型师生关系建立奠定了广阔的

基础遥
三尧当代野好老师冶师生关系的实

践取向

野好老师冶需要一定的文化滋养袁更需要师者

本人在融合本土教育文化的基础上拓展视野袁接
纳世界上先进尧科学的教育理念为我所用袁形成具

有本国特色的教师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袁 以在实践

中野践行冶遥当前袁新型的师生关系建立需要坚持三

个转向院
1援由教者转向参与袁构建平等的关系

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知识获取的本

意袁远离学习的本质遥 对学生而言袁它也在不同程

度上压抑不少有天分学生的个性袁 很可能使有天

赋和创造性的学生就此埋没袁何谈学习效果遥那些

出现的被动学尧厌学现象袁那些课堂上昏昏欲睡尧
课堂效率低下的现象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师生关系

在教学方面的失当遥 世界上本没有两片完全相同

的树叶袁 也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法教授出完全相同

的学生袁 当然也难以找到适合全体学生的唯一的

教学方法遥在由教者转向参与型的师生关系中袁老
师需要关照的是有鲜活的个性的学生群体中的个

人袁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性格尧自己的意愿主见尧自
己的知识基础尧自己的行动规律袁老师要善于在学

生群体中发现学生袁平等地尊重每一位学生袁突出

他们的主体地位袁唤醒其自主学习的意识袁充分调

动其学习的积极性遥为此袁老师需要从教学的权威

者尧主宰者变为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尧导演者袁从教

学活动的支配者转向引导者袁 从独唱转为设计以

及参与合唱遥
2援由站讲台转向沉入生活袁形成互动的关系

教育活动的发生需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遥
与生活严重脱节的教育会导致教育功能的异化遥
同时袁 脱离生活的教育也难以在教育目的尧 教育

本质以及受教主体之间找到 野结火点冶 或者 野结
合部冶 咱7暂渊孕10-69冤袁 而教育活动的发生正需要在这个

野点冶上做文章遥 为此袁杜威的野教育即生活冶的命

题袁对于我们把握教育的本质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遥
陶行知先生结合我们的国情实践 野教育即生活冶袁
强调教育的生活价值遥 野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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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袁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冶袁那么野教育是

生活的过程袁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冶咱8暂渊孕9-10冤的理

念值得当今教者反思 野教育正是生活本身冶 的内

涵袁尽可能把讲台与生活融合在一起袁丰富充实学

生的生活袁促进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生活袁为未来

的生活作准备遥 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求老师坚持生

活是教育的原点袁把讲台搬进生活袁让生活内容融

入讲台教育袁让教育在生活中释放正能量遥原点上

的转变袁促进教育本真的回归袁促进学生在野生活冶
场上增加学习体验袁感受鲜活的生活世界遥 教者由

站讲台转向沉入生活袁有利于建构互动的师生关系遥
3援由单向度转向多维袁促进和谐的关系

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求教者在教育教学实践活

动中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袁 还要

有丰富的教学思想尧先进的教学理念尧服务学生成

长尧成才的精神袁使教师的教育生活丰富多彩遥 当

然包括教师更新教学模式尧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袁
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尧走向超越遥新型的师生关系

要求教师的这一转向实现三个超越院第一袁超越单

纯追求通用答案的知识教学袁逐步进行探究型尧研
究式教学曰第二袁超越单纯讲授尧灌输袁逐步翻转为

互动尧体验的多样化曰第三袁超越死读书尧读死书的

具象袁逐步形成在教书中育人尧在育人过程中培育

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遥 此样态有利于促成学生

自觉地把对书本知识的掌握与对幸福生活的建设

融为一体袁 此时师者的教育幸福和教学魅力便凸

现而出遥而唯分数尧唯标准答案的评价会渐次被淘

汰袁一幅多元的尧多彩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生活将会

逐渐映入我们的教育世界袁 新型的师生关系将会

增添生态和谐的光色袁合力教育也就不那么遥远了遥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thical Appellation for Contemporary " Good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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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How to be a good teachers is a question of values of " how being" . In our exploration of
China's Dream Team Teacher, we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In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is characterized in the focus of human nature,
human growth and morality orientation. In the worldwide perspective, Western ideas on education of
equality, education in life situations and inter -discipline education have provided foundations and broad
backgrounds for the transition to new-typ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take into practice the
core values of teach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re-understand and re-position a new
type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hus promote its form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ree
transitions, that is, the transition from a teacher to a participant for equal relationship; the transition from "
on tribune" to " in life" fo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one-dimensional convey to
multi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good teache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thical app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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