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家型教师之所以能走向成功，最重要

的秘诀在于他们始终不忘自己为什么出发，始

终坚守那份教育初心。具体说来，是他们在职

业态度（匠心、倾听）、职业素养（研究、创新）、职

业人格（情怀、思想）、职业精神（团队、实践）上

的坚守。

一、匠心

任何一名教育家型教师，都是在“教书匠”

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实现由“匠”向“家”的

蝶变过程中，需要秉持一颗“匠心”，传承那种把

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把平凡的事情做

成伟大、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工匠精神”。

“匠心”，不光指一种巧夺天工的技术，更意

味着一种执着、专注的工作态度。拥有“匠心”

的教师，才会少一些浮躁和功利，多一些心安神

定和淡泊名利。

教师，要拥有一颗平常心。教育是一个平

凡的职业，这就决定了教师的一生不可能是轰

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所以教师要有一颗耐得住

寂寞的心，像个手艺人一样沉浸在教书育人的

工作中，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教育是一项育人

工程，需要农业般的精耕细作，所以教师要有一

颗宁静的心，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用最初的心

做永远的事。教育是一项慢的艺术，面对各种

躁动和诱惑，教师要始终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留

住心灵的那份安宁，润物无声，静待花开。

教师，要拥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教师从

事的是一项平凡的工作，但平凡不等于平庸，默

默坚守也不等于碌碌无为。平凡中同样孕育着

伟大，坚守中也能铸就辉煌。教育家型教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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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工匠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始终把追求卓

越作为自己的目标。

我们既然选择了“工匠”人生，就要像工匠

那样热爱并敬畏自己的事业，把平凡的工作当

作一种修行，用责任感和使命感锤炼自己的品

格。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纯手工的，需要那种滴

水穿石式的坚持。教师唯有不忘初心，坚守“匠

心”，才能成就自己的教育梦想。

二、倾听

教学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知识双向

交流和情感相互沟通的过程。作为学生学习的

参与者、组织者，教师也要学会读懂学生，学会

倾听。佐藤学先生曾说：“学习，是从身心向他

人敞开，接纳异质的未知的东西开始的。”没有

这种对敞开的心扉的倾听，就不可能真正走进

学生的心灵。

教育家型教师都是俯身倾听的教师。不仅

要听学生发言的内容是否正确、语言是否精彩

等显性的东西，更要仔细听学生发言中所传递

出来的情感、想法等隐性的信息，读懂学生发言

的“弦外之音”，深入透彻地了解学生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的东西。片面地追求那种学生积极发

言、课堂热闹非凡的氛围，往往只会带来课堂的

虚假繁荣，实际上也是对学生思考的权利和教

师倾听的权利的无情剥夺；在这种情况下要实

现师生互动的深度教学，要提升学生的核心素

养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唯有和学生心心相印，

在倾听过程中准确接收、同步传导学生那些隐

藏着的心声，才能和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最终实

现教学相长和师生的共同发展。

倾听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修养，只有在认

真倾听的基础上，才能对学生的发言心领神会，

才能和学生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培养学

生的课堂参与能力和创新能力。倾听，是一种

理解。追求做一名教育家型教师，就必须学会

倾听，善于从学生的倾诉中真切地感受他们的

喜怒哀乐，真实领会他们的思想意图，真正把握

他们的所欲所求。倾听，还是一种等待。给学

生一个机会，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也许他们就会还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倾听，就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正如佐

藤学先生所说的：“在以自然的轻声细语来交往

的教室环境里，更能培养自立、合作的学习者。”

三、研究

致力于教学研究是教育家型教师的专业特

征。教研是课堂教学的催化剂，多一些教研成

分，才能使我们的课堂教学多一些思维的火花，

多一些“爱的智慧”，才能成就真正的“深度教

学”“高效课堂”。教研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助

推器，教师只有真正投入教学研究，才能实现专

业快速发展。

搞课题、写论文是在搞教学研究，但搞教研

不能仅仅局限于课题研究和撰写论文。教师只

要以研究的姿态去探讨如何使用教材、如何搞

好课堂教学、如何进行教学评价等，实质上就已

经是在进行教研，只是还没有把它提炼为课题、

论文等显性成果而已。

以研究的姿态来从事教学或管理，才能透

过繁杂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在教

学及管理过程中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从必然王

国走向自由王国；才能始终对学科教学保持满腔

的热情，对自己的职业有良好的预期，不断享受

到教育教学的乐趣和职业的幸福；才能促进自己

深度思考，始终保持自己的思维张力和教学活

力。教育家型教师一定是课堂教学有声有色、教

学研究风生水起、教学管理得心应手的教师。

四、创新

教育家型教师之所以能从众多的教师中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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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而出，主要还在于他们教育有特色、教学有特

点、教研有特效。带有自我标识性特征的个人

表达，也就是风格式的教育教学主张与追求，是

教育家型教师区别于普通教师的显性标志。而

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自身的创新人格特质：强

烈的好奇心、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求知欲、丰

富的想象力等。

教育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味在课堂上重

复“昨天的故事”，沉迷于对往日的回忆而不能

自拔，抑或在课堂上人云亦云、照本宣科，势必

导致教师不思进取，学生没有长进，教师享受不

到职业的幸福，学生体验不到学习的乐趣。久

而久之，教师产生了职业倦怠，学生滋生了厌学

情绪，教学效率的提高就成了天方夜谭。

做一个教育家型教师，就应该切实转变教

学理念，树立正确的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

要努力做一名合格的课程开发者，善于创新性

地使用教材，真正体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

材”；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切实把学习的主

动权交给学生，真正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

究；要创新教学模式，营造民主平等的教学氛

围，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要进

一步完善评价方式，努力把过程评价与结果评

价结合起来，把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家长评价

结合起来，真正把评价标准聚焦到学生核心素

养的提高上。

反思是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的必由之路。

一个想不断前行的教师，就必须时常停下脚步，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灵魂跟上前进的脚

步。一个不会反思的教师，绝不可能在教学改

革大潮中切实转变自己的“传声筒”角色，与教

育家型教师的目标必然渐行渐远。反思产生于

问题，反思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做一个教育家

型教师，要敢于发现、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勇于

冲破传统思维习惯的束缚，充分保护和开发学

生的想象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反思意识，做到不

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五、情怀

教育家型教师要坚守自己的教育情怀，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立德树

人的历史使命，唯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真正拥

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教育家型教师要忠诚和热

爱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始终坚守道德高地，以

良好的师德师风，做学生成长的摆渡人；要注重

自身素养的修炼和理想人格的塑造，默默奉献，

为人师表；要坚守自律之心，以德立学、以德施

教、以德育德，不仅传授知识，更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要坚守教育信仰，敬畏生命，敬畏规律，敬

畏规则。真正像陶行知先生所主张的那样，“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之师

表的地步”。

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师要真正唤醒学生的灵魂，就必须对学生有

“爱心”，坚信每个学生都是上天送给自己的最

好礼物，都需要教师细心呵护、真情关注；对学

生有“责任心”，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负责，公平

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对学生有“宽容心”，学会善

待学生的不足，包容学生的个性，促进每个学生

健康成长。

六、思想

提起“产婆术”，大家立刻会想到苏格拉底；

提起雅思贝尔斯，大家立刻又会想到存在主义。

每一个教育家型教师也都会有合乎各自时代特

点、打上个人烙印的教育思想。

教育因思想而伟大。教育家型教师不仅是

“知识型”教师，更是“思想型”教师；不仅能用知

识充实学生大脑，更能用思想启迪学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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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思想的教师，才能把职业当成事业，全力

以赴投入立德树人的工作；才能超越琐屑与繁

杂，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徜徉于教育的自由

王国；才能守住教育的本色和底色，远离浮躁和

功利。一个思想贫乏的教师，一个仅仅把教书

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把自己当成一个简单的知

识搬运工的教师，享受不到职业的幸福和教育

的乐趣，这样的教师注定难以完成立德树人这

一伟大使命。

教育家型教师应该是一个思想触觉十分灵

敏的人。教育家型教师的思想提炼，离不开实

践、读书和思考。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首先必

须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实践，在实践中提炼具

有自己标识的思想，形成易于为他人接受的新

概念、新理论；其次，要善于通过读书、学习等途

径，吸收借鉴他人的理论、方法，并内化为自己

的思想，要勤于反思，善于思考，努力对实践中

积累的各种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形成理论化、系

统化的思想体系。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应该是每一个志在

成为教育家的教师坚定的人生信念。只有思

想，才能既照亮自己，又照亮别人。

七、团队

一个人走路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走路

才能走得很远！即使是鹰一样的个人，也需要

雁一般的团队。教育家型教师从来都不是孤军

奋战，他们之所以能走向成功，是因为有人同他

们一起负重前行。

教育家型教师善于和团队成员齐心协力。

当团队的所有成员有共同的愿景，并且每个成

员都在为实现共同愿景而各尽其力时，团队就

能保持极强的战斗力。离开了其他成员的同舟

共济，教育家型教师的个人力量再大，最终也是

孤掌难鸣。

要发挥团队的力量，就必须建立相互信任

的团队文化。特别是教育家型教师，更要通过

自己高尚的人格来赢得大家的尊重，用自己的

身体力行来带领大家前行。团队建设需要包

容。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特长，只有

互相包容、取长补短，才能收到“1+1>2”的合作

效果。团队建设需要相互倾听。虚心倾听别人

的意见，才能营造和谐的团队氛围，运用集体智

慧，助力团队高品位高速度运行。

八、实践

任何理论都来自实践，任何教育家也只能

在亲历教育的实践中成长。没有晓庄师范，就

没有陶行知；没有帕夫雷什中学，就没有苏霍姆

林斯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离开了实

践，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教育思想，教育也就

失去了厚实的底色。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

而要把书教好，把人育好，就必须学习，必须研

究，必须实践！教育家型教师不仅是教学能手、

教研表率，还应该是实践标兵。

教师一定要扎根教育实践，班级和课堂是

教师的研究基地。提升教师的理论素养和实践

能力，都离不开课堂，离不开班级。要成为教育

家型教师，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研究基地，做一

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如此才能真正提升自己教

育教学的底气、灵气、生气，真正发挥自身的示

范引领带头作用；才能运用教育教学规律，去把

脉当前的教育教学问题；才能在实践中提炼思

想，进而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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