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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教育论著看得多了，不是学院腔就是教辅
腔，知道唐江澎的《好的教育》“说的不过是常识”，便以
为它的行文风格大概也是常识型的，平白如话，如语家
常。不料打开书一看，却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风格。我以为
遇到的是一位老师、一位教育家，然而不仅如此，我还遇
到了一位演说家、一位格言体作家。《好的教育》是一部
教育文集，更是一部好的语文作品。

我一直有个顽固的想法，任何事件最后都是一个语
文问题。教育更是如此。我所说的语文已经不是一个学
科，而是一个大语文的概念，它关系到这个世界所有事
物的语文化，关系到我们的思维、认知、行为过程以及事
后的语文呈现。我并不是因为唐江澎是语文老师出身才
这样说，语文对任何一个从业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素
养、技能、工具，甚至是人格与伦理。坏的教育可能会以
坏语文的面貌呈现出来，它充斥着功利、虚伪、欺骗、歧
视、暴力与腐朽、落后的价值观，这些都在我们的家庭、
学校与社会以语文，包括书面与口头的形式存在与流
行。而好的语文一定是善良的、审美的、真诚的、平等的、
进步的、现代的，一定承继与传播着人类优秀的价值观，
体现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与呵护，它也必定以语
文，包括书面与口头的形式甚至以交际方式存在于我们
的生活中，温暖而优雅。

所以，我们不但在《好的教育》中看到了好的教育，
也看到了好的语文。当好的教育与好的语文结合在一起
时，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事。大概任何一个人打开《好的教
育》都会忍不住大声地朗诵起来，那些话语的道出，确实
是中国教育最好的声音。唐江澎对教育的理解是这样
的：“在我看来，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
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
秀的人格，赢得未来幸福，造福国家社会。”这是唐江澎
眼中的他山之石：“以色列母亲对孩子的称谓，表达了一
个民族的价值崇尚：崇尚工程师，便崇尚创造；崇尚医
生，便崇尚健康；崇尚律师，便崇尚正义。这三种职业最
突出的特征，是利他性。”唐江澎不是看不到困难，他甚
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来说，比认识
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担当，比批评更重
要的是行动。”所以，与困难同在的是理想和行动，与失
望同在的是信心与乐观，是积跬步而至千里的坚忍不
拔：“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问题不可能迎刃而解，在长
期累积、互为因果的问题面前，我们朝向理想前方，设定
有限目标，相信时间的力量，哪怕做出不那么起眼的微
小变化，也总能在历史中呈现我们这种作为的价值与意
义。”所以，当这样的教育人以他的教育行为和理念说出
这样的话时，掌声当然应声而起：“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理
解老师职业的价值和意义，对教师职业有刻骨铭心的
爱，促使我努力把真正的教育办出来。”

价值与意义是这本书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语词，在唐
江澎的教育实践中，更是一直在场的话语，是贯穿其中
的核心概念。因为只有价值与意义，才可能支撑起一个
教育主体的教育哲学，而没有教育哲学支撑的教育不是
真正的教育。如果教育哲学出了问题，那更是教育的灾
难。虽然我不想做对比，更不想因为谈论唐江澎而否认
另一些教育，甚至是对未来生产力的培养工程感到失
望，但是又不能不正视我们其实很少能够听到教育人在
构建或阐释教育哲学这一现象。更令人失望的情形是，
对大大小小许多教育主体来说，教育哲学是一个被遗忘
的、空洞的词，是一个只在专家的嘴里和论文中出现而
很少能落地生根的学术术语。然而，在唐江澎这里不是。
与其说唐江澎在办教育，不如说他在建构自己的教育哲
学；与其说他在办“好的教育”，不如说他一直在以行动
诠释什么是正确的教育哲学。没有哪个行业与人类行为
比教育更需要哲学，因为它事关生命，事关人的成长，事
关一个人一生的精神信仰和幸福，事关他的生活、家庭、
家族直至整个社会，事关人类文明的赓续，更不要说它
事关一个国家的创新创造与所有的未来。

如果说教育缺失了哲学的引领，只关注教育者眼前
的利益，或是成了一地鸡毛的事务，自我矮化到了尘土
中，那还能算作是真正的教育吗？教育是专业的领域，现
代教育更是在一大堆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变成了只有具
有特殊资质的人群才能从事的职业。但是，总有比这更

重要的，那就是它的灵魂、哲学和价值意义，只有这才是
教育行为的最终解释，也是教育行为的终结引领。当一
个社会都在为教育焦虑的时候，当教育评价简单到“唯
分数论”的时候，当怎么也凝聚不了社会的教育共识的
时候，一定是我们遗忘了教育的哲学，或者是教育的价
值与意义出了问题。每一个教育主体都应该时时抬起头
来，仰望我们头顶的星空。每一个教育主体总要在夜深
人静的灯光下反思自己行为的目的与意义。不能总是从
眼前的利益着眼，也不能只从即时的因果链中寻找自己
教育行为的理由与合法性，更不能随便地使用“价值”与

“意义”这样的词与概念，因为许多实用主义、目光短浅
的说辞披上了价值的外衣，成了意义的借口和论据。教
育是围绕人的成长实施的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它的价值
只能建立在大写的“人”之上，建立在人的生命之上，这
是教育哲学的核心，它的所有意义只有以此为原点才能
被演绎，被书写，被实践，哪怕只是一次偶然的教育行
为，哪怕它是在下游与末端被呈现，但那条“人”的脉络
总是清晰、坚定和有力的。

记得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我应约写了一
篇《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唐江澎看到后马上打电
话给我，要把我的这篇急就章列入他们正在开展的综合
实践课上去。我后来看到了锡山高中这堂课的实录，心
中有说不出的感动。这是怎样的教育意识与教学行
为，是怎样的生命意识、自然意识与科学意识，又是多
么生动扎实的、真正的大情境、大任务的综合实践课！
当我在《好的教育》中读到《用我们的善良和智慧，向
世界贡献一个问题解决的行动》的时候，真的有别样
的感慨。这是唐江澎在疫情后的开学演讲，也是受教
育部新闻发言人约请，在教育部《战“疫”公开课》栏目
中向全国居家学习的学生讲的题为《向世界贡献一个
问题解决的行动》的公开课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堂
课上，唐江澎向孩子们说：“这个世界上人们所能感受
的温暖与美好，常常并不在宏大的宣示而在于细节，
在于困境之中闪现着人性光芒、可以解决问题的行为
细节。”“每个人都需要在泪流满面中滋养我们的善
性，在泪流满面中坚定我们价值体系中对于正义与伟
大的定义和崇尚！”

当很多人还在为缺课而焦虑的时候，当许多人都
在忙着线上补课的时候，唐江澎和锡山高中却为孩子
们无比及时地上了一堂生命教育的课。这堂课显然远
在年度教学之外，但唐江澎依然于其中贯穿了他的教
育哲学，他对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的追求，那就是人，是
生命，是善良，是面对生存时的应对之道。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特别是锡山高中的那些校本课程，它们不但
诠释了唐江澎教育哲学的内涵，也是其教育哲学显现
的特色。有人将教育哲学的论文写在纸上，唐江澎把他
的教育哲学写在学校、写在课堂、写在孩子成长的道路
上。哲学从来有这样的两条道路，哲学也从来是这样的
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经验的，一种是实践的。我们在

唐江澎身上看到了许多先行者艰难跋涉的影子，那些
平民的、大地上行走的哲学家，看到了古老的知行观在
现代教育人身上生动的体现。《好的教育》是唐江澎的
教育哲学之书，但它不是高头讲章，而是一部经验之
书，是一部生动的、充满激情与精彩故事的诗性的教育
叙事。从结构上来看，从“面对面的答问”到“百年坚
守”，从“‘分的教育’走向‘人的教育’”，从“青春的刻
画”到“教育，让心飞起来”，都是实践和现场。无论是面
对观众的提问，还是政协会议的履职，无论是面对学生
还是老师，无论是一堂课还是五光十色的教育场景，唐
江澎始终是在场的，他是一个永远在教育实践中的教
育哲学家。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大概每个认识唐江澎
的人，到过锡山高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与疑问：这
个教师型的教育哲学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在他的引领
之下，锡山高中又是如何走出一条真正的教育之路的？
这样的提问是有价值的，它并不是一般的成功学的提
问。按照现代教育理念，根据亨利·米德的观点，教育者
与被教育者是一同成长的，甚至教育者是在更年轻的被
教育者的引领之下一同完成了各自不同的成长，教育的
授受关系早已不是原先的主动与被动关系，教师与学生
是平等的合作者。因此，一个教育者的成长之路不仅是
他个人的成长之路，更是他与他的教育同路人共同的成
长之路，是一个教育者的教育理念最生动的显现与说
明，这也是唐江澎特别在这本书中特辟“教育，让心飞起
来”这一板块的原因。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因身体原因
而被拒于大学门外的高中生，这样的经历与唐江澎主张
教育民主有没有关系？与他将“终身运动者”排在他著名
的“好的教育”的“四者”之首有没有关系？我们还看到一
个高中助教的一堂课被校长偶然发现而真正走上讲台
的故事，这与唐江澎人才观的形成有没有关系？

贫困的山区、有疾的身体，曲折的求学之路，从未停
止学习的思想旅程，总是在人生的关头遇到了知音……
或直接，或间接，唐江澎的生命总是或明或暗地投射到
了他的教育道路上。他一方面在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自
己的影子，一种生命的共情与人同一心、心同一理的生
命认同总是让他对孩子们多了一份爱与情怀，而他又总
能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今天，看待不同的教育情境中的成
长者，警惕自己对孩子们的忽视与取代，谨慎于孩子们
的代言，尽最大的可能让孩子们拥有独立的空间，拥有
比自己更幸福、更成功的人生，让他们成为比自己更能
解决问题的“问题解决者”。我十分看重《好的教育》中
的“百年坚守”这一章，可惜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能做
尽兴的解读。我也曾经做过20年的语文教师，我从教
的学校也是一所百年老校，因而深知一所学校深厚的
传统对于今天的重要性。如果说唐江澎比起其他的教
育者有什么特别幸运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所在的锡山
高中不但是一所百年老校，更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而
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办学传统即使今天看起来依然是
值得发扬的，甚至还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理想。当然，这
样的幸运最终在于唐江澎，他不但发现了这一传统，更
在现代化的教育语境中重新诠释、发扬和实践。在“百
年坚守”中，唐江澎先是一位校史整理者，后是一位宝
藏发掘者，然后是理念诠释者，再后是现代性转化者，
最后又回到传统践行者。唐江澎谈起他的百年老校，真
是如数家珍，说起学校创始人匡仲谋老校长，崇敬之情
溢于言表，对学校当年立下的“十大训育标准”更是奉
为圭臬，至于“成全人”的教育理论早已成为唐江澎教
育哲学的核心所在。而当唐江澎一次次惊叹于学校传
统的深厚与先进时，又总会警醒自己，当学校的创始人
为今天留下这样的财富时，我们又能为未来留下什么，
当百年前的学校早已是“人的成全”的教育时，我们又怎
能置“人”于不顾，置人的全面发展于不管？所以，传统让
唐江澎拥有了教育的财富，更让唐江澎有了创造新的传
统的责任与担当。

唐江澎用他“好的教育”创作了他好的语文作品，这
样的作品值得每个教育参与者阅读与分享。要知道，不
仅是教育工作者，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于教育之外，
我们都应该创造好的教育，只有《好的教育》，才会有如
此好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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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诗性的一部诗性的教育叙事教育叙事
————读唐江澎读唐江澎《《好的教育好的教育》》 □□汪汪 政政

我与王学富老师相识已有十余年，一直觉得他颇有人
格魅力，他所创立的直面心理学同样让人怦然心动。因此，
一拿到王学富老师的新作《直面心理学：洞见心灵》，便迫
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这是一本很独特的书，也是一本让人
震撼受用的书，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对面谈过程的记录和感
悟，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室里的“尼采”写下的《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

尼采要向世人宣告真理，而这本书谈的却是“正理”。
如王老师所说，正理是他那孔武有力却不跟人动粗的父亲
所遵循的道理。在他后来的理解中，所谓“正”，表明一样东
西是稳固的，有牢固的基础，这个基础便叫作公平；所谓

“理”，就是一套让公平能够合理运作的方法或规则。因此，
正理也便是能够在生活的各个地方都能行得通的道理。如
此说来，正理与真理在本质上也无多大差别，皆为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道理。只是真理落到了泥土里，沾染了烟火气，
融到了生活中，就成了父亲口中的正理，就成了大众心中
的正理。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而正理却可以流通于大众的生活
中。这本书讲的便是心理学的正
理，讲的是养育的正理、教育的正
理、症状的正理、成长的正理、人生
的正理，无一不来源于生活，无一
不应用于生活。我们只要细心阅
读，就可以发现在文字之下暗中运
行的正理。读着读着，书中运行的
东西就会慢慢滋养你，慢慢培育
你，慢慢造就你，你的生命就会由
此贯通。

在王学富老师的心理咨询经
验中，养育是他最为关注的内容。
确实，好的养育让生命健康成长，
不好的养育导致心理问题。那么，
什么是好的养育呢，养育的正理又
何在呢？王学富老师举了这样一个
示例：有一位大学教授，对儿子自
幼就有一个要求，永远不允许考第
一。许多人听了觉得很奇怪，但王老师解释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减少孩子
的焦虑，二是保护孩子的潜力，三是让孩子在功课之外有广泛阅读，与世界有
更多接触。这就是心理咨询师向父母传达的正理，不要为了成绩，忽略了成长。

其次是教育。王学富老师认为，如果有了好的教育，就不必有心理咨询。就
教育来说，事实上，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能发挥自己天赋并且能与他人和谐相
处的人。如果我们只关注如何教孩子学好知识，考出好成绩，那么后面肯定会
出问题。正如王老师所说：一是成绩好、成长好，此为最佳状态，没有问题；二是
成绩不好、成长好，也不会出问题；三是成绩不好、成长不好，这里会出问题；四
是成绩好、成长不好，这里可能会出大问题。之所以会出大问题，可能是因为一
个人事情做得非常漂亮，大家都很欣赏他，他也很欣赏自己，可真正遇到困难
时，他却不知道如何求救，也羞于求救。可见，教育的正理就蕴含在王学富老师
说的那四句话中。

因此，那些被父母保护过度、代劳太多的孩子，那些在生活条件上被过度
满足、在情感上很少得到理解与支持的孩子，那些自幼只顾学习功课、不跟同
伴玩耍的孩子，那些心灵太纯洁、思维太单一的孩子，便是为症状预备的孩
子，而不是为生活预备的孩子。他们在症状中过着充满臆想的生活，而不是
在现实中过着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如此，王学富老师又道出了症状的
正理。当一个人的生活太单调、目标太单一，而又当他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
难时，症状便会应运而生。他可能会生出强迫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某个仪
式性动作，以为这样就能成功；他可能会生出抑郁症，因为无路可走，只能缴
械投降；他可能会生出恐惧症，害怕空旷的场所或者害怕见人，最后只能待
在家里不出门。

与症状相对的是成长。王学富老师精辟地指出，症状是一种“刻板”，而
成长是一种“变通”；症状是一种“陈腐”，而成长是一种“更新”；症状是一种

“单调”，而成长是一种“创造”。因此，那些太认真、太讲究、太循规蹈矩、太要
求在条件上万事俱备的人，很容易成为生活的“局外人”。相反，人生会要求
他的同行者携带流动、变通、自发、随意等，这便是成长的正理。所谓症状，就
是让你在成长中停顿，而所谓成长，就是让你在生活中前行。当你前行时，你
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定义自己的人，一个成为自己的人。

本书的最后一节，作者对自己给出了两个提醒：一是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只是比别人更幸运；二是你不会永远幸运，因此你要比别人更努力。我想，这
便是本书道出的人生的正理。幸不幸运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所能决定是自
己努不努力。当你努力了，你就会成功，而这份成功又不完全是你自己带来的，
还有他人的协助，这便是幸运。当你不努力时，这份幸运也会很快失去。简言
之，成功离不开幸运，幸运离不开努力，努力会带来幸运，而幸运的人更幸福。

读完这本书，我想把它推荐给各位家长、老师和心理咨询师，推荐给各
位年轻人、受过伤的人，推荐给各位走在成长路上的人、努力生活的人。相信
你会在这本书中，在平凡而有力的语言中，找到共鸣，找到正理，找到启迪，找
到自由。

现代教育科学奠基人夸美纽斯有两句名言：
“假如要去形成一个人，那必须由教育去形成”，“教
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些话曾经使无数
年轻教师备受鼓舞，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创造了教
育的辉煌。所谓“桃李满天下，绿野追唐裴”可以说
就是这种教育辉煌的写照。

但是，一切辉煌的背后，都需艰辛的付出。400
多年前的夸美纽斯时代如此，今日之中国教师更是
如此，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压力倍增的时代。拜读傅
宏教授主编的《轻松做教师——教师心理疏导实用
手册》后，不仅对此有了更多的认知，更欣喜的是，
我发现作者们为有效疏解教师过重的心理压力贡
献了一本既专业又接地气的好书。专业人写出接
地气之作是件开风气的好事，令人情不自禁地要为
之点赞。

感受当今一线教师的竞争压力
我国现有在职教师近1800万，他们肩负着培

育近3亿学生的重任。这1800万教师中，从事基础
教育的接近90%，其中不少人不仅是育人高手，而
且在创新教育理论上卓有成就，如我熟识的三位江
苏特级教师：李吉林创造了情境教育理论，邱学华
创造了尝试教学法，姚湘仁创造了布点教学法，影
响所及华夏尽知。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
而言，他们不仅难以潜心教育科研，连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的顺利完成都颇感不易。究其原因，是由过

多过重的竞争压力所导致。《轻松做教师》一书对一
线教师工作生活情境的描述，仿佛把我们带进了学
校现场，听到了他们的倾诉。

●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以及各科评比、公
开课、赛课等，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常常令教
师感到焦虑、烦躁，甚至出现情绪波动。

●工作量大，常常需要应付各种检查，加班加
点赶材料，还要做一些与教学无关的事，特别容易
心烦。

●超负荷运转，常常带病坚持工作，致使身体
常年处在亚健康状态，感到没有可以放松的时间。

●工作中的职称晋升、青优、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特级教师等个人的专业竞争激烈，总是为写
论文而写论文。

除正常的工作以外，下班后还要做家访和完成
校内的其他延伸工作。此外，孩子的教育、家中老
人的照顾等问题，也使教师很少有自己的支配时间
和空间。

“巧疏压”之“巧”在书中的体现
既然竞争是当今社会与学校运转的常态，既然

竞争带来的心理压力及衍生的身心问题无可回避，
那么心理压力的疏解就是亟待解决的大事，各种疏
解心理压力的读物由此应运而生。我之所以赞赏
这本教师心理疏导实用手册，是由于它具有“巧疏
压”的鲜明特色。巧疏压之“巧”不是轻而易举的取

巧，而是巧妙为之，是一种解决心理难题的智慧。
具体说来，表现在它能巧选教师生活侧面、巧选典
型生压情境、巧选疏压表达方式。

先说巧选老师生活侧面。教师的心理压力不
是仅仅表现在课堂上，也不仅仅表现在学校里，而
是表现在老师的整个生活之中。该书选择教师的
个体自我、师生关系、家庭关系和职业成就四个生
活侧面，形成了“心理调节篇”“师生关系篇”“家庭
关系篇”和“事业成就篇”的全书构架，而这正是教
师心理疏压必须面对的四个最基本的方面。这样
选择有助于读者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教师心理压
力之源。

再说巧选典型生压情境。教师面临的心理压
力形形色色，但疏压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常见的、多
发的、典型的生压情境里的心理问题。也许是出于
这种考虑，全书各篇之下都有典型生压情境的描
述，全书合计29个，其中不少生压情境的描述还包
含着生动的案例，这就避免了空谈疏压、隔靴搔痒，
读后颇能引发思考、让人共鸣。

最后说巧选疏压表达方式。关于如何疏解心
理压力，书中给出了“情境再现→理论对话→案例
展示→问题解析→温馨建议”的五步疏压法，在我
看来，这是全书的出彩之处，其中理论对话着重普
及相关的心理学理论知识，温馨建议是说言行上如
何做。除了五步法，语言表达上的现代感和亲和
力，也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例如说情绪管理时，

提出要“及时清空旧有的情绪账户”，说到要让学生
把话说完时，提到五“心”级倾听守则——诚心、专
心、用心、耐心、应心。

教师心理疏压对家长的参考价值
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没有教师与家长的通力

合作是很难如愿的。现实情况是，不少场合教师和
家长都深受竞争压力的困扰，但似乎是相互埋怨
多，相互理解少。老师觉得已经殚精竭虑，家长仍
有颇多不满。这里面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家长对
教师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和老师如何工作缺乏深切
的了解和感受，所谓“隔行如隔山”。由此看来。拓
宽教师与家长相互了解的渠道，使他们之间相互理
解进而相互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轻松做教师——教师心理疏导实用手
册》对老师工作及其面临的竞争压力的全景展示，
我觉得似乎可以把这本书视为家长了解教师之困
的一个窗口，介绍给家长阅读，为家校同步育人助
一臂之力。

傅宏教授在书的前言中说的一段话我深以为
然：“作为职业人，我们不能改变工作压力本身，但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自己的心态，去达成更好地适应
工作与生活节奏，更好地保持健康积极状态的目
的。”他期待这本“科学枕边书”有助于大家“主动打
开自己内心的减压阀门”，去赢得健康、赢得快乐。
他的期待也是我的期待。

直面困顿直面困顿巧疏压巧疏压
————我为科学枕边书我为科学枕边书《《轻松做教师轻松做教师》》点个赞点个赞 □□郭亨杰郭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