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从何时起，立志当“名师”成

为不少年轻教师的成长目标。在基层

学校，许多专家和校长也时常这样勉

励年轻人。每学期伊始，总有类似《新

学期，你距离“名师”还有多远？》《大数

据告诉你，名师是这么炼成的》等文章

在网络上流传。

诚然，当我们开始谈论教师个人

成长时，总结其成长获奖、成为名师的

各类规律，看似并没有什么不妥。但

冷静下来思考，当成为“名师”作为年

轻教师成功的标准，且当这一理念也

同时成为许多校长和老师深入骨髓的

想法时，实则值得商榷。

我们可能太过关注青年教师的

“成功路径”，却似乎忘记了，青年教师

不断成长，终极目标或许并不是为了

成为“名师”，而是为了孩子每一天的

成长。

何为“名师”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名师”？

作 为 一 名 退 休 语 文 教 师 ，我 理

解，“名师”之“名”，即名望、声望，或

者说是影响力。通俗地说，名师就是

有影响力的教师。而这个影响，显然

是教师的思想与实践自然而然形成

的社会影响。既然是“自然而然”，那

名师从来就是社会公认的，而不是谁

“授予”的。

所以，现在许多地方评选优秀教

师，诸如特级教师、劳动模范、标兵楷

模、教育功勋等，固然可以由权威部门

根据一定标准加以评定、授予相应称

号，但“名师”则不能，更不宜把名师细

分为“国家级名师”“省级名师”“市级

名师”和“区（县）级名师”。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公认的那些真

正的名师，他们当初基本都不是以成

为名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而是

他们不含一丝功利心、怀着一颗纯粹

的初心默默实践的结果。

1999年，我和上海的语文特级教

师程红兵一起去拜访于漪老师时，大

家不约而同地聊到了教师成长。我问

于老师：“您年轻时想没想过，自己现

在会名满天下？”于老师笑了，她说：

“刚工作时哪想那么多啊！什么‘名

师’、什么‘特级’，根本没想过。我当

时想的就是怎么把每一堂课上好。”

如今成为人民教育家的于漪老师，

年轻时并非如有的专家所说“有明确

的成长目标”，她想得很简单：怎么把

每一堂课上好。

那年，我还去拜访了儿童教育家、

情境教育创始人李吉林老师。谈到教

师成长，她也说过类似的话：“刚工作

的时候嘛，没想那么多，我想得最多

的，就是怎么对得起孩子们！”

这朴素的话，恰恰折射出两位教育

大家纯粹的初心。正是这份“没想那

么多”的初心，最终成就了她们当之无

愧的名师风范。对成功者而言，一切

外在的荣誉都不是他们本身的追求，

而是事业赋予他们的意外收获和额外

奖赏。

不只是于漪和李吉林，当下我们

还有一大批在教育界极富影响力的

真正名师，当初他们也没有想过去

“影响”别人，更没把“名师”作为自己

的成长目标。

年轻老师的成长路径不
该被“规划”

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一书

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伟大一定是意外

所得，与目标无关；相反，对于伟大的事

业来说，目标具有误导性。

当下，教师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公开课、课题和论文，是名师成长的三

大砝码。”表面上看，成为名师不过是激

励年轻人成长的目标，即使达不到，但

在追求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所谓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但眼下，在不

少中小学校，为了实现“名师梦”，年轻

人付出的可不仅仅是个人努力和实践

反思，还要上公开课、完成课题和论文。

为了评上各级“名师”，立志成为

“名师”的年轻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磨

课（公开课）上，用在编写脱离实际的论

文上，结果没有心思上好正常的课，没

有精力研究班级管理，更没有时间和孩

子谈心甚至一起玩儿……不少年轻教

师在所谓“成长规划”的误导下，给自己

订下“三年拿下‘教坛新秀’，五年拿下

‘市优青’，十年拿下‘高级教师’，十五

年拿下‘特级教师’”之类的“成长计

划”，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距离学生的

心越来越远。

要知道，于漪、钱梦龙、李吉林等老

师之所以成为名师，并非通过“公开课、

课题和论文”这“三大砝码”，而是用心

上好每一堂面对学生的“家常课”，才铸

就了他们名师的声誉。所以，我们也应

该冷静思考一下：对于一个老师来说，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让更多三尺讲台上的教
师“被看见”

让人喟叹不已的是，最后被激励成

功、评上各级名师的是极少数。多数

“败下阵来”的老师，已经身心俱疲，甚

至会影响他们对于教育的理解。我并

不否认，这种“激励机制”的确让一些年

轻人由稚嫩走向成熟，最后成为名师，

但这是极少数，而对更多的年轻人来

说，所谓的“激励机制”，正让他们从教

的初心受到了打击。

当我们在讨论、关注那些在各类评

比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教师时，也不能忽

视，更多耕耘在一线、默默无闻的教师，

他们的奉献同样应该“被看见”。

三尺讲台上，有不少这样的老师：

他们从年轻时就执着于教育，在几十年

的成长历程中，虽然成绩突出却由于种

种原因一直默默无闻，什么“荣誉称号”

都没有，然而，他们深受一届又一届学

生的爱戴，不但把知识和学问播撒进了

学生的大脑，还把自己人格的丰碑铸进

了学生的心灵。在我看来，这样的老师

同样伟大。

当然，伟大的人生不能被计划，但

平凡的生活可以有安排。比如，年轻

教师可以构想如何由教学新手尽快成

为教学能手，最后成为教学高手；可以

探索在班级阶段性地进行课程教改探

索……这些构想都只是为了眼前的孩

子，为了自己选择的事业。

从教数十年，我观察到，在别人看

来“名满天下”的优秀教师，他们第一天

踏上讲台的时候，是那样的纯粹。没有

功利心，没计较过收入，没想过如何算

“工作量”，也没想过获得什么荣誉，想

的只是怎样把眼前的这一堂课上好，怎

样把眼前这群孩子带好。那时候，教育

就是教育，而不是“荣誉”，不是“职称”，

不是“论文”，不是“课题”……

课堂上学生们一双双亮晶晶的眼

睛，下课后学生们一张张无邪的笑脸，

就是教师全部的追求，也是从教的初

心。对于一个年轻教师来说，始终保

持这样一颗纯粹的初心，比定下“成为

名师”的目标更可贵，因为“孩子爱你，

比什么都重要”。

（作者为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
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张鹏 编辑/王星 储舒婷 7文汇教育www.whb.cn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 我们现在所公认的名师，他们当初基本都不是以
成为名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而是他们不含一丝功
利心、怀着一颗纯粹的初心默默实践的结果

■ 为了评上各级“名师”，立志成为“名师”的年轻
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磨课（公开课）上，用在编写脱离
实际的论文上，结果没有心思上好正常的课，没有精力
研究班级管理，更没有时间和孩子谈心甚至一起玩

■ 当我们在讨论、关注那些在各类评比中成长起来
的年轻教师时，也不能忽视，更多耕耘在一线、默默无闻
的教师，他们的奉献同样应该“被看见”

■李镇西

■杨岚

“现在养孩子，就像游戏闯关，从新手

村起步，不断升级打怪，不断解锁新技能，

至于最终能否通关，无解。我说的她不

听，她说的我也是无语，然后她就只和手

机‘说话’。”这是一位80后朋友，向我咨

询00后孩子青春期问题时说的话。

想必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多数感受到

了“闯关”的艰难，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

伤了自己，也伤了孩子。尤其面对“α世

代”（GenerationAlpha，通常指2010年以

后出生的少年儿童），网络是他们社交的

主要渠道，只需短短几秒，他们便可通过

网络和全世界交流。而家长又该如何与

“α世代”交流，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

倾听心声，温暖孩子内心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孩子和家长

打交道。现在年轻家长投入在孩子身上

的时间和精力，远超他们的父辈、祖辈，但

是越来越多的中学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

“家长很不理解我，没有人能够懂我。”

很多时候，问题出在与孩子打交道的

方式上。当孩子愿意与家长分享自己对

一件事情的看法时，请家长记得：不要轻

易打断孩子的讲话，因为这会阻碍孩子表

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时，家长不妨用

“你觉得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希

望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等开放式问题引

导对话。同时，家长要努力识别、回应孩

子的情绪状态，用“我看得出你现在很难

过（或生气）”等承认孩子的情绪，在孩子

心中种下被信任和被尊重的种子。

要知道，当家长真正倾听孩子心声

时，也是在教会孩子如何成为更好的交流

者，教会他们在生活中如何与他人建立真

诚而深刻的情感连接。

共情理解，接纳认知变化

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认知

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他

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反应上，也反映在

他们的言行举止中。青春期的孩子遇到

问题时，家长不妨放弃“高高在上”的成人

视角，平视孩子并与他们对话。

比如，可以试用“我明白你感到……”

“你似乎很……”来表达理解和接纳；用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怎

样会让你感觉更好？”来引导孩子表达自

己的情感；用“也许我会尝试这样做……”

“要不试试这样行不行……”来分享你生

活中的经历和感受；用“需要爸爸妈妈为

你做些什么？”“你想听听我们对这件事情

的看法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此外，家长还可以用一个拥抱、一个

鼓励的微笑、一场临时起意的旅行等，与

孩子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连接，让孩子感

到，无论发生什么，家长都会接纳他们的

成长，站在他们这一边。

对青春期孩子而言，父母的共情理

解十分重要。家长提供的是适当的引导

和支持，从而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发现自

我价值，并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因

此变得更加紧密和谐。

体悟引导，尊重生命成长

青春期的孩子，其实真的很难，他们

的理智战胜不了情感。做青春期孩子的

父母更难。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可一旦用

错方式，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然

而，青春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没有

人能够替代，更没有捷径。

与这些孩子沟通，家长不妨在以下方

面多做尝试：

一是“体”，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用自

己的言行举止表达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

规范，为孩子提供最直观的榜样。

二是“悟”，理解和内化，懂得每个孩

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节奏，对事物的认

知和接受能力也存在差异，要根据自己孩

子的实际给予他们最有效的支持，适应孩

子成长的需求。

三是“引”，启发和引导，给孩子一定

的自由沟通空间，允许他们尝试、犯错并

从中学习，要努力成为孩子探索世界和自

我的向导。

四是“导”，指导和纠正，无论是生活

上的帮助还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味的批

评或命令，而是建设性的反馈、适时的指

导、明确的指引。要关注青春期孩子的生

命成长，用理性去引导，带着温度去感受，

这也是孩子最希望、最期盼的回应。

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家长不是单纯

用耳朵收集信息，而是要学会倾听，捕捉

他们情绪发出的信号，帮助孩子表达自己

的情绪，温暖孩子的内心。家长要学会理

解，不带任何批评地回应，用心灵感受孩

子的一切，接纳他们的变化；要学会体悟，

观察他们言语背后行为，满足他们生命成

长的需求。建立牢固且积极的亲情，塑造

孩子健康人格，才能为社会化人际关系的

建立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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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校从教20年，我的毕业生中，

有人考上研究生，也有人成为企业的“最

佳维修技师”或“年度工匠”。其实，这些

读职校的孩子，与所谓的名校高中生之

间并没有太大差异，给他们一些关爱、鼓

励和欣赏，就能使他们持续地“跳一跳，

更高一点”，从而改变他们的一生。

当年，我从数学教师转型成为汽

车专业教师，与数百个充满个性的职

校学生打交道时，渐渐感受到了这份

工作的分量：学会欣赏一个孩子，培养

他们拥有一技之长，有时候托起的是

一个家庭。

但是，职校老师要培养好学生，面

对的挑战并不少。

第一重挑战：如何摘掉学
生“被淘汰者”的标签

2004年，我大学毕业，我的同学都

去了重点高中从教。但是当时职校非

常缺专业教师，经过几番慎重思考后，

我决定选择职业教育，成为了上海市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教师。当

时，大学校园里手机已渐渐普及，但其

中大半是国外品牌手机。还是大学生

的我使用的一部国产手机，故障频

频。再放眼四周，家用电器和满大街

的汽车，国外品牌在市场上占据很大

份额。我希望，在职业教育中既圆我

的教师梦，也能为助力“中国制造”找

到一些答案。

记得我带的第一个班级，40多位学

生，有一半数学考试没有及格过。学生

们学习没有动力，有时候连课堂纪律都

保证不了。但是和他们交流后，我才理

解他们心中的“无奈感”。“老师，很多人

觉得我们成绩不好，没什么前途，那学

习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的心里话，让

我陷入思考：如何让学生知道职业教育

不是一种“无奈的教育”，中职生也不是

被淘汰者。

班里的宇恒同学成绩不好，学习没

有信心。我和他谈了几次，发现他有很

多优点：喜欢运动、组织能力强，有责任

心。家访时，发现他生活在离异家庭，

从小就缺少父母关爱。我开始帮他辅

导学习，巩固基础；请他组建篮球队，发

挥他的运动特长。渐渐地，我们成了朋

友，他协助我管理班级，不仅班级成绩

不断提高，班级氛围也和谐融洽。后来

有一次，我意外骨折住进医院。当看到

病床前围满了前来看望我的学生时，护

士也不由得说“做老师，真好”。是的，

做老师真好！教育，就是一次次心与心

的交融，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其实，职校学生和“优秀”之间就差

一样东西，那就是“成功的喜悦”。职校

的学生，大多反复遭遇失败打击。很多

人认为，从90分到95分是成功，但其

实，从50分到55分也是成功，只需要再

坚持一下，就能到60分，再坚持一下就

是65分……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坚守，陪

学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起成长，看他

们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开心一点点，

我也每天幸福一点点。渐渐地，学生们

从初级汽车维修工成长为中级工，到高

级工。一路走来，我们幸福满满。

第二重挑战：如何弥合学
生内心的“伤痕”

盘点我带教的首个班级学生家庭

情况，半数以上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他们的家长忙于生计，根本无暇顾及

孩子的成长和内心需求。加之不少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因成绩不如意而

自卑，所以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

些小“伤痕”。在20年班主任生涯过

程中，我渐渐懂得，职校的教师除了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教会他们技

能，更重要的是“弥合”他们内心的这

些小伤痕，重新帮他们找回自信和成

就感。

职校里，还有许多偏科的学生。青

春期的孩子，多少都有这样的特点：因

为喜欢或者讨厌某个老师，就会喜欢或

者讨厌一门学科。而根据当下的中考

规则，一门学科存在“短板”，很可能会

让学生进入职校。换言之，他们的综合

素养或许并不差。

一次与学生小何的谈话，让我的内

心受到了触动。初中时的小何因为成

绩不好，长期生活在压抑之中。即便与

同学产生矛盾，班主任也倾向于保护成

绩较好的一方。长此以往，小何内心的

尊严受到打击，同学也逐渐排挤、孤立

他，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放弃了

学习。看到面前一米八的小伙子，声泪

俱下地向我倾诉了三四个小时，我真是

说不出的心疼。

学习成绩如何，不应该成为评价学

生的唯一标准。而孩子成绩的好坏，也

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学习资

源、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甚至是遇到的

老师是否合适等。日常情况下，这些因

素综合下来传导到学校，就成为了教师

的责任，同时也会成为孩子的压力。

学生小龙（化名）的父母一直在外

务工，他常年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

老人年纪大了，日常做饭就吃一些简单

的素菜，还在长身体的小龙经常吃不

饱。一次，饿肚子的他给我打了电话，

我便帮他叫车到我们家来，请他吃顿饱

饭，再送他回家。就在这样简单的照顾

中，小龙对我越来越信任，逐渐成为我

的小帮手，帮助打理班级管理的各种事

务，人也开朗许多。

第三重挑战：在培养学生
时不断提升自己

当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我又遇

到了新挑战。学校根据专业发展需要，

决定让我转岗，让数学系毕业的我去教

工科汽车专业，还是给学生上专业课。

没了熟悉的“函数”“导数”，取而代之的

是“活塞连杆”“麦弗逊式独立悬架”，我

决定接受挑战。

为了能够完成专业跨越，白天，我

跟着带教老师现学现教，先自己学习，

再指导分组练习的学生；下班后，我报

名参加专业技能培训班，从最基础的开

始学起；周末则参加市级专业教师培

训，向众多同行学习专业技能和教学方

法；寒暑假，我就深入企业一线，向维修

师傅们学习……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汽

车维修的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到技

师、高级技师，如今，我还获得了国际培

训师认证。一路走来，我整整用了15年

的时间。

也正因为自己职业路上的变化，我

除了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纪律，更操心他

们的人生规划。学生一入学，我就鼓励

他们在校期间考取汽车维修工高级资

格证。我整理了初级、中级、高级的技

能“提升攻略”，打包发给学生，他们哪

里不会就帮他们辅导哪里，还为他们量

身定制职业规划，盼望学生们从校园里

走出去时，就能稳稳地踏上工作岗位。

在校期间就已经考出汽车维修高

级证书的小魏，在我的引导下正向着技

师资格考试方向努力。同时，他也在继

续提升学历，继续攻读大专和本科学

位。小魏说，家人都觉得自己当时选择

职校选对了。

普教有高考，职教看大赛。技能大

赛为职校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

台。为了取得好成绩，我现身说法，告

诉学生我是如何成长起来的，给他们翻

阅这些年我学过的专业书和做过的习

题，学生也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

里找到了答案。为了提高他们的体能，

我陪他们一起做俯卧撑，一起早锻炼；

为了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我和他们吃

在一起，练在一起，师生们将基本的训

练动作操练上百遍，训练到半夜也是家

常便饭。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上海市

“星光计划”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校

参赛学生、老师全部获奖，整个团队创

造了历史最好成绩，拿到了团体第一

名。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成长、成

才、成功就是靠坚持、坚守、坚韧。

如果教育是一场马拉松，我希望自

己是学生成长的“助跑者”，引领他们走

向幸福的人生。

（作者单位：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
学校）

在职校任教遭遇多重挑战，让一位教师重新审视教育的真谛

世上没有差学生，只有学生的差异

说起职业教育，大多数人都有“刻板印象”，比如认为职校的学生文化基础薄弱、读职校
没前途……要问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校里读书，恐怕应者寥寥。但是，在上海
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担任20年班主任的顾海波，不仅从数学教师转型成为技术能手，还培养
出一批又一批在自己工作岗位上获得专业荣誉和幸福人生的学生，他想用自己的经验为职
校学生正名：世界上没有差学生，只有学生的差异。

——编者

■顾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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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教师，勿让“名师”目标束缚从教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