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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师失语的教育现场 

与不少教育同仁回忆 自己学生 

时代的课堂隋境时，总也挥之不去的 

是教师的浓浓情感、诙谐话语和多才 

多艺。比如初中时代的一位语文教 

师，他能在讲课讲到兴奋处时清唱一 

段京剧——沙家浜，他会即兴打起太 

极拳 ，他的乒乓球 、象棋等样样拿得 

起来；高中一位政治老师 ，他的毛笔 

书法特棒，他还会组织大家与当地军 

队一起搞联欢，鼓励学生根据社会形 

势撰写实证小论文；一位班主任老师 

有时与我们一起带上锅碗瓢盆，去河 

边树林里野炊，他与学生一起越野长 

跑、一起打球歌唱。记得那时，教师 

的教学风格千姿百态，老师们也能放 

得开，在 自己的教室内外，按照自己 

的教育理想与思考，进行着大胆的教 

育与教学改革实践。 

我们怀念那些不唯教材、不拿课 

本就能侃侃而谈、妙趣横生整堂课的 

教师；怀念那些与我们在课间一起喜 

怒哀乐共同享乐生活的教师；怀念那 

些多才多艺影响我们生命走向的教 

师；怀念那些精心研究问题、筛选习 

题 ，认真批阅、尊重学生劳动成果的 

教师⋯⋯ 

但是不知为什么，也已为人师近 

二十年的我，却没能重拾当年我老师 

们的那些思想和本领，纵观当下整个 

教育现场，也缺乏当时的教育现象。 

教育出现了模式，让人必须按照一种 

理念和形式去操作，这让教育如同生 

产汽车的车间流水线；教育让所谓的 

李志欣 

(北宋一中 山东 利津 257439) 

一 些文化包装和满天飞的理念迷惑 

了教师的心智，这让一线教师变成了 

“教育哑巴”；教育成了消费一些所谓 

专家的思想或智慧的市场，让最该有 

发言权的一线中小学教师们都不得 

不隐匿起来，过着“世外桃源”式的生 

活，慢慢庸散懒惰起来，没有了主动 

的创造。 

其实，我怀念的那些教师，就是 

新课程改革理念下所期待的教师，他 

们的思考与行为就是基于课程标准 

的试验与实践。从他们身上，我们能 

感受到，每位教师都是一门课程，他 

们都身怀丰富而独特的课程资源。 

但是现在，无休止的加班加点、 

被训练题塞得满满的课堂 ，课下作 

业、课外辅导占领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学生的时间、健康和能力被无情 

地剥夺了。教师没有时间和勇气沉 

思教育理想与情怀、课程资源的开发 

与课堂改革创新、自身的专业成长与 

人文素养提升。有的只是默默无闻 

的简单机械的训练和考试，追求的是 

学生的分数和自己的教学成绩，离真 

正的教育渐行渐远。在这种教育情 

境下 ，时间已经成了教育质量的主要 

工具，思想、价值、效率、资源、文化等 

这些影响教育质量和内涵发展的重 

要元素被忽略了。教师都变成了被 

动运作的“教育机器”，缺乏 自己的思 

想、个性和独立人格，拥有自由、民 

主、批判精神的老师少了，他们消费 

的是一些“专家”的理论 、校长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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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现成教材的内容，甚至是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的文件和检查。教师成 

了一群可怜的教育失语者，当所有教 

师都像一群没有思想和表达的绵羊 
一 样，凭借一个牧羊人手中的鞭子指 

挥谋生的时候，这样的教育现场是多 

么令人可怕。 

可喜的是，现在我们的教育开始 

觉醒了，规范办学、课程改革、教学创 

新等一系列改革创新行动萌发了。 

为了推动这些行动的快速传播与发 

展，与之相应的各类现场会纷纷登 

场。在心情被为之一震后，理性地分 

析判断，在这些所谓展示经验成果的 

现场会上，我也发现了一些同样让教 

师失语的无奈现象。 

最近参加了三次教育改革与创 

新现场会 ，我发现了三种现象，同时 

引发了自己的思考。第一场是学校 

展示课程改革成果的现场会 ，那天学 

校展示的各种校本课程不下五十种， 

可谓琳琅满 目、精彩纷呈 ，并且还有 

教师社团的精彩表演，如跑步、做广 

播体操和合唱，与会代表都深表震 

撼。这是一所农村学校，能取得这样 

的成绩的确令人赞叹和学习。在赞 

许和肯定声中，我却有如下思考 ：这 

些课程是否与学校育人 目标和核心 

价值观相匹配?这么多的课程能否 

成为学校教育的常态?这些课程是 

在学校自由研究状态下自下而上生 

成的，还是校长模仿理念的自上而下 

的产物?其实我想表达的真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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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说这种现象是教师真正理解课程 

改革的自觉之举，还是学校行政推动 

的产物；是充分尊重教师话语权的课 

程 ，还是人为累加的外在力量的课 

程。我担心这些课程在更换校长之 

后能否仍然成为学校的常态文化现 

象。课程开发热背后的实质，或者说 

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教育，这是我所 

深思和期待的。教师无语的课程改 

革和不能形成学校传统文化自觉的 

课程改革终究是缺乏生命力的。 

第二场现场会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参观学校的高档和独特的课程资 

源。有一所学校有一个类似博物馆 

的课程资源室，里面甚至陈列着一些 

古代的文物，可谓价值连城。还有一 

所学校建立了无土栽培实验室。这 

几所学校的走廊里、功能室里都陈列 

着或是悬挂着许多高档的书画作 

品。学校文化档次和品位确实显得 

很高。大家在参观后，都感觉自己的 

学校无法匹及，但是我想关注的是这 

些华丽学校的教师的原生态的课堂 

生活，那里才有教师真实的声音、先 

进的思想，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走进课 

堂。记得有个记者曾经想到我校采 

访，我说我们只是一所农村学校，没 

什么可看的。他说，我们又不是去看 

高楼大厦。这句话让我感动了许 

久。我认为，我考察的只是一些被当 

下理念包装的豪华建筑和装饰，没有 

走进这些学校与众不同的生活和思 

想，没有感受到属于这些学校的一个 

个生命的现场和故事，就不能触摸到 

这些学校传统的文化、道德与精神。 

第三场现场会上，有一位专家的 
一 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越走 

进教育的现场，教育越有效”。实际 

上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跟着理念 

跑，跟着一些人跑，要有 自己的表达， 

要身临教育的境况。这次我没有随 

着学校解说员牵引的路线来观察学 

校，那些展板和那些表述，都是精心 

加工润色的，不免有为了文本和体系 

而加以修饰添加的嫌疑，甚至做得不 

够完整或正想做的东西也会成为现 

场的经验，对此我不会感兴趣的。我 

感兴趣的是教师的课堂，课堂里那些 

鲜活的生命与问题。暂且不说主办 

方推行的课堂模式和理念，也不说讲 

课教师的素质与表现，仅从学生课堂 

的不主动表达与从整个地区选拔优 

秀教师到一所学校授课展示改革成 

果这一现象看，我就产生了一种怀疑 

的感觉。真实的课堂应是一所学校 

自己的教师和学生的展现，它不怕问 

题的发现，它应该是学校教育与教学 

改革原生态成果的展示 ，是改革过程 

的释放。为了现场会的漂亮完美而 

让一些作为学校主人的教师隐藏起 

来，让他们本该有权利展现的机会被 

剥夺，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种浮躁与 

虚假，这不是在做教育，这不是为了 

师生未来生命的教育。一部分教师 

的无语 ，呈现的是教育的愚昧与无 

奈，是教育的沉沦与可笑。即使被选 

拔出来的教师，当时的话语也只是被 

动的表达，不是来自自己心灵的充满 

勇气和智慧的声音，是一种被别人拿 

来作为表演者，献给观众品头论足的 

试验品。虚假的声音同样是教师无 

语的教育现场，是一些教育功利者的 

傀儡。 

让教师个体失语的教育现场可 

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因为这种流行 

的信念或者说是意义追求，是一种潮 

流，它现在的力量还很强大，强大得 

让如此多的老师都变得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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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问题的初步探讨》中的观 

点，作为我结束该文的理性梳理。教 

育是一个话语的过程，是一个话语的 

世界。但是当下这个话语世界却充 

满了太多“归于沉默的声音、广泛传 

播的声音，也不乏古往今来被视为经 

典的声音”，它们形成了一座巨大的 

漂浮在海上的冰山。当我们在不假 

思索地称颂着经典的声音、权威的声 

音 ，为那些精彩的声音痴迷地呐喊的 

时候，我们却不能看到冰山的海面以 

下部分，我们不能听到所有声音。一 

些声音确实会在事实上掩盖另一些 

声音，但是这种掩盖没有经过思想的 

论证，如果我们听不到教育世界的全 

部声音，结果是我们不能真正地理解 

这个世界。 

以当下的课程改革为例。改革 

开始后不久 ，教师们普遍出现了失语 

现象。不知道课该怎么上，课上了之 

后不知道对自己的课如何说，这种普 

遍失语的现象产生，正是因为改革的 

外在强力特征和思想之外的力量造 

成了个体的话语行为的忧郁甚至中 

断。改革者为教师们提出了具有强 

有力色彩的新理念、新要求、新规范、 

新方法，但是教师们却无法为自己的 

行为提供属于自己的理由，也无法从 

自己的理由出发 自主地采用某些教 

学行为与教学手段。他们不能自主 

地完成原本属于 自己的言与行。教 

学的技艺因素与意义因素被分开 

了。他们不得不等待他人为自己完 

成解释。这种等待，这种外在强力作 

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普遍失语现象。 

上述三种形式的现场会，其结果 

自然也会造成整个教育失语 的现 

象。因此，我们必须把教育世界和生 

活归还给他们的主人，由每一个个体 

完成教育的话语解释行为。要不断 

关注和善待教育世界中所有人的那 

些原初的问题，切忌不能借一些形式 

的场面掩盖常态的真实的问题，只有 

这些原初的问题显现出来，并被表达 

和解决，我们的教育世界才会真正热 

闹起来，那将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美好世界。▲ 

!!：竺兰 兰 l鱼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