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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实验小学被誉为“学者型教师的摇

篮”，先后“摇”出十多位著名特级教师。这里有

形成梯队的优秀教师群体，有奋发向上的文化

氛围和机制。这里的教师既是教学者，也是学

习者和研究者，教、学、研三者交织在一起。在

这样的情境中，教师通过协作及互动，不仅建构

了对世界的意义，同时也塑造了融个体性与社

会性于一体的“自我”。周振宇校长认为，这得

益于共生文化的孕育、共生力量的推动。“共生”

是海安实小的文化标志和价值追求。在海安实

小，“共生”既是教师团队建设的价值愿景，也是

教师团队建设的思想土壤。

学校生态：“鲜活的共生文化园”

周振宇校长说：“海安实小的教师团队建设

是一种系统建构和生态建设。”生态的显著特征

是物种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生态即意味着“多

元”，也意味着“共生”。所以成尚荣先生称海安

实小为一座“鲜活的共生文化园”。

“多元共生”也是人类最文明、最具现代意

味的合作关系和生存与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

称之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多元共生的

理念观照，海安实小的教师团队建设是多元的，

又是合作的；是个性化的，又是整体性的。作为

一个学习共同体，教师群体是多元的和异质的，

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专业方向。

同样是著名数学特级教师，华应龙、贲友林、许

卫兵等，各有不同的风格和发展路径。同为校

长与特级教师，金沙、徐金贵、周振宇，各有不同

的管理思想和治学方法。学校教师作为教学、

研究与发展的主体,民主、平等地生活在同一个

共同体中，在学校的生活环境里，通过各种活动

而相互关联。

表面上看，每个教师的成长尤其是优秀教师

的脱颖而出，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然而事实上，

任何教师的成长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不能脱

离学校环境的制约。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集

体情境中，教师发展内驱力的形成、个人成长的

速度和可能达到的高度，无不受到他人的触动和

影响，无不受益于学校的宽容、鼓励和支持。

共生文化的理论告诉我们，意义的形成很

少是由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协商合

作实现的。鲁迅先生说过，在未有天才之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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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育成就天才的土壤。海德格尔也曾说过：

“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

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

花结果。”海安实小名优教师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尤其是著名特级教师群体的崛起，的确与学

校长期形成的共生文化的土壤以及优良的教育

生态密切相关。

学校是社会和文化的共同体，人的认识不

仅根植于物理环境中,同时也分布于人们所存

在的文化和历史中。教师以学校为单位形成生

活和工作的群体，群体中的每个教师都是学校

集体的一员，储存并保留着学校文化中的一部

分，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支撑起学校文化丰富

的个性与鲜明的特点。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

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能力倾向，每个

人都可能成为专家，不同的教师可以获得不同

的发展，成就自己独特的教学与研究的风采。

周振宇校长既关注学校话语共同体的建

立,又尊重每一个教师的话语权。“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每个教师都能以专家的身份发

声，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对话、交谈而促进意义

的生成。在个体化的研究中，他们以自己的方

式和风格发展自己，成就自己。在这一过程中,
共同体的知识和专长的获得与个体的知识和专

长的获得是休戚相关、共荣共生的关系。共生

文化形成一种宽容、激励和相互作用的张力。

学校成就了优秀的教师群体，优秀的教师群体

支撑起学校教育的高质量，促进学校的高品质

发展。

项目学习：教师走向卓越的桥梁

在海安实小，共生文化是伴随着学校系列

化课题研究的深入而逐渐确立起来的。最近七

八年来，项目学习课题的研究带来共生文化质

的飞跃，海安实小从一所学校走向与全国名校

联盟，教师发展的视野更为开阔，教师生长的土

壤更为丰厚，教师队伍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更为

宽广。

项目学习以问题导入。传统的学习方式固

然也以问题为驱动，但所关注的是知识领域内

的具体问题，课堂是以知识的脉络体系为线索，

教师循序渐进地进行讲解，学生通过不断的学

习与训练实现知识的积累。这样的课堂教学，

教师的任务比较单一，没有面临不确定问题情

境的挑战，也就不容易激发深刻的反思和探索

性的研究。

在项目学习中，教师面临的不是单一学科

领域内的、知识性的、可以直接得出答案的具体

问题，而是需要长时间进行思考和探索的“大问

题”。学生根据项目学习的大问题开展讨论，教

师加入其中并进行引导。在讨论过程中，教师

需要随时关注，不断追问学生，进而引发思考，

并及时进行各种调整。这使教师一直处于对话

与思考的情境之中，同时也就处在不断接受挑

战和进行创新的情境之中。

项目学习中，教师面对许多的未知和不确

定性，需要发挥群体智慧以应对和创造，这促使

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互相学习与借鉴成为一种常

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样成为常

态，从而使教学相长成为普遍的现实。周振宇

校长说：“项目推进既是基于问题的，也是协作

共生的。当今世界，人们面临的问题情境愈发

多元化、复杂化，靠单兵作战解决问题的方式，

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复杂的问题常常需要

用团队的方式来解决。”

对于共生文化的现象，伽达默尔有很好的

诠释，他说：“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

的东西里感到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

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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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返回。”在西方教育的语境里，教师被称为

“一种孤独的职业”，认为教师只有同辈，没有同

事，更缺少同事情谊。在中国教育的语境里，教

师的教学活动尽管是个人化的，但他们普遍有

集体的归属感，然而教师之间依然需要有求同

存异的思想交流，有知识的分享，从而不断获得

智慧以及探索的动力。

随着项目学习课题研究的深入，海安实小

教师通过与同伴进行专业对话和协作，彼此之

间的感情更为融洽，个人的专业发展能获得经

常性的启发和支持。在自身实践的不断反思和

与同伴之间形成知识共同体的相互学习中，教

师的专业发展水平获得共同的提升，教师的个

性风格得以彰显。项目学习体现为“做中学”与

协作探究，促进了教师的实践性反思，既是对学

生学习意向和动机的反思，也是对于自身经验

和行动意义的理解和诠释。这种实践性反思，

使教师对待外部权威知识能采取开放但自主的

态度，坚信自己和学生也可以是知识的生产者

和创造者。教师群体的思想解放和理论自信，

使海安实小在共生文化的价值引领下，真正成

为“学者型教师的摇篮”。

美美与共：教师发展的文化自觉

以生态学理论阐释共生文化，使共生文化

的理念更为丰富，思想更为前瞻，这是周振宇校

长的重要贡献。生态的核心含义是“共生”。所

谓的共生不仅是指共同生存或共同依赖的生

存，而且是指共同发展或共同促进的发展。共

生文化使学校教师群体的发展更能体现个性与

包容、合作与和谐。因为“生态”不仅仅有生物

学意义，而且包含着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

意义。

共生文化把发展看作彼此促进的、协同发

展的、共同生长的，因而它也是互惠和普惠的。

互惠是把自身的发展看作对他人发展的促进，

同时又反过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普惠则

是把个体成员的成长和发展看作整体发展的不

可或缺的条件，个体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具有整

体效应的。海安实小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始

终体现着互惠和普惠、共情与分享，有着鲜明的

理想色彩和文化自觉。

前面的案例中，姚国艳老师动情地说：“我

以自己的智慧助力他人前行，并因为他人的成

长而迷恋和欢呼。”“迷恋并助推他人的成长”是

一种实小胸襟，更是这个“共生体”的基本态度。

“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使鹅卵

石臻于完美。”吴红梅老师以泰戈尔的名言，赞

誉“如水的海安实小，润泽了我的教育教学生

命”。朱江月老师将自身发展与团队聚力的过

程称为“一棵树与一片林共舞”。她说：“美丽的

共生园就像一棵参天的银杏，我就是树上的一

片嫩叶，曾在这里度过美好的童年，如今又与孩

子们日日相伴，在美丽的共生园里，在浩瀚的音

乐银河中纵情欢歌，用我们的歌声谱写共生园

新的华章！”

在海安实小，共生文化与项目学习互为表

里，生态学思考方式突破了传统分离的、孤立

的、隔绝的思考，建立了联结的、共生的、和谐的

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仅带来了对事物的

理解上的变化，而且带来了教师的眼界和胸怀

的扩展，海安实小教师群体的发展呈现一派生

生不息的崭新气象。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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