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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活生命的过程中生成教师幸福

— 关于教师幸福的三点思考

李伟胜

曾有人参照心理学家提出的测量标准来

调查教师的 “幸福指数 ” , 并据此与其他职业

或专业人士的生存状态进行比较 , 也有一些

研究对不同学段 、不同地域 、不同年龄的教师

的职业幸福感展开实证调研 , 还有不少人从

学校管理 、教育行政及教师自身发展的角度谈

论如何提高教师幸福感或幸福指数 。这些研

究确实揭示了许多与教师生存状态密切相关

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影响机制 。在我

们看来 , 其中最为关键的应当是教师自身的

工作机制 。只有每天从事的教育工作具有生

发出生命活力和专业尊严的机制 , 教师才有

可能在专业工作中源源不断地内生出幸福体

验 此时 , 所有的外在相关因素才有可能以

此为内因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为了说明这

一观点 , 我们尝试就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 由

此提出有关教师幸福的三点思考 。

教师的 “伪幸福 ”漏洞何在

有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 , 其中唱道 “静

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 , 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 。

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 ,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

心房 。啊 , 每当想起您 , 敬爱的好老师 , 一

阵阵暖流心中激荡 。” 但此时 , 我的心情却与

歌词所唱的相反 , 感到有些伤感 太多的老

师勤奋地奉献着 , 却难以拥有按时上下班的

正常生活 如果他们此时依然觉得 “幸福 ” ,

那或许只是一种 “伪幸福 ”。如果要过上不亚

于其他专业人士的有尊严的正常生活 , 教师

也许不应满足于在 “静静的深夜 ”继续劳作 ,

并让其成为常态。

我们有必要探讨 究竟是什么让教师无

法按时下班回家或需在 “静静的深夜 ”辛勤劳

作 诚然 , 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教育需求 ,

学生的新特征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 ,

这些都导致我们的工作内容更为复杂 、工作难

度不断提高 , 这是一种解释 。不过 , 在更深

人 、具体 、真切地了解许多教师的工作之后 ,

我们发现 延续传统的从认知维度授受知识

技能的教育方式 , 从而导致机械的讲授和操

练形成一个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封闭循环 , 这

样的工作机制也许是 “伪幸福 ”或 “真艰辛 ”背

后更为根本的内在原因 , 是 “伪幸福 ”状态的

关键逻辑漏洞 。

我们说 , 低水平的工作重复一万遍也变

不成高境界的工作 , 低智慧的经验延伸一万

倍也产生不了高智慧的效果 , 这如同把一万

条导线缺乏章法地搅合在一起永远也变不成

电脑芯片 、把一万台电脑缺乏逻辑地连接在一

起终难形成互联网 。此时 , 我们甚至可以更

冷静 也许是更冷酷 地看到被许多人奉为圭

桌的 “勤能补拙 ”背后的两个相互锁定的低水

平活动机制 其一 , “我为什么那么勤奋呢

了 。” ,下·思想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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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笨拙 ”。如果不将 “我笨拙 ”默认为前提

假设 , 则勤能补拙的理由不存在 , 执迷于低

水平的勤奋也就没有必要 。其二 , “我为什么

那么笨拙呢 因为我勤奋 ”。如果低水平的辛

勤劳作被神圣化 , 我们很有可能被 “忽悠 ”于

其中或 自我沉醉于其中 , 从而让缺乏足够理

性 、空有无限热情的价值追求取代理性的事实

判断 , 疏忽了在勤奋之中 、勤奋之余认真琢磨

如何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 、提升专业智慧或更

新学习方式 。就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来说 , 这

样的机制呈现出一种 “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封闭

循环 ”。它既体现在 “学 ”这一层面 , 也体现在

“教 ” 这一层面 , 更体现在两者融合在一起的

“教学 ”之中— 教师 “勤教 ”与学生 “苦学 ”的

相互锁定 , 乃至自我封闭 、相互闭锁 , 始终难

以走向充满智慧活力的开放空间。

如果我们把教育活动视作师生共同投入

的生命实践 , 则可看到教师 “伪幸福 ”的根源

正在于陷人了导致 “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封闭循

环 ”的一些预设前提 。一方面 , 我们以为知识

技能本身缺乏活力 , 因此需要低水平授受 ,

而无需采用更有智慧活力的教学方式和学习

方式 另一方面 , 作为教学活动复合主体的

师生川都满足于低水平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

式 , 乃至相互锁定 。其中 , 就本文的主题而

言 , 最值得关切的问题是 教师若要走出 “伪

幸福 ” 状态 , 就必须激活师生双方的生命活

力 , 创建 “高境界的生成性的开放循环 ” , 提

高教学效率 , 在有尊严的教与学中自主创生

属于自己的 “真幸福 ”。

教师的 “真幸福 ”源自何处

在与一些学校开展的合作研究中 , 常有

教师提出 我的学生不愿意做作业 , 因此我

每天都需要督促他们完成作业 , 怎么办 我

的学生做了很多题 , 但是不够用心 , 结果学

习效果不好 , 怎么办 针对这类问题 , 我会

提出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教学是否有效 在

完成 分钟的课堂教学活动之时 , 学生要能

饶有兴致地再做 分钟的作业 或自主开展

分钟的学习活动 — 如果我们对此充满信

心 , 教学活动才有可能是真正有效的 , 因为

这种教学是 “用心 ”、 “入心 ”的 , 而不仅仅是

“用脑 ”、 “入脑 ”的 。促使我提出这一参照标

准的 , 是一位特级教师的事迹 。他能在一年

之内 , 将高一年级十个班中数学成绩起点最

低的两个班级带到年级前三名 , 而其最关键

的 “法宝 ”就是能在一个月之内让学生喜欢上

数学课 , 并将这种喜欢之感的内涵不断更新 、

提升 。在我们看来 , 他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

师生相互激活的高境界 “游戏 ” , 而不是相互

锁定的低水平勤奋 师生正是由此在有尊严

的教学中创生了 “真幸福 ”。

类似的情形 , 其实在许多优秀教师那里

已经大量出现 。透过行为和成效等表象 , 我

们可以看到 , 通过 “激活学生 , 并由此激活教

师自己 ”能够实现一种 “高境界的生成性的开

放循环 ”。

激活学生 , 就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机制 只有这样 , 教师才有走出 “伪幸

福 ”、创生 “真幸福 ”的坚实基础 。就学生的自

主学习来说 ,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主学习

动机的激发 。以此为基础 , 提高学习能力才

有真实的意义 , 因为它和自主学习能力之间

的相互促进其实就是自主学习得以持续进行

的关键机制 。已有心理学家提出 学生的成就

动机由三方面组成 其一 , 认知动力 。这是

一种掌握知识 、技能和阐明 、解决学业问题的

需要 , 即一种指向学习任务的动机 、求知的欲

望 。其二 , 自我提高的内驱力 。这是个体因

自己的胜任能力或工作能力而在所属群体中

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 。这种需要是由人的基

本需要 — 尊重和自我提高的需要所派生出

” 虾 思想理论教育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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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其三 , 附属内驱力。这是指一个人想

获得自己所附属的长者 如家长 、教师 的赞

许和认可 , 取得应有的赏识的欲望。圈参照这

一观点 , 在力图激活学生自主学习时 , 我们

至少可以考虑三个问题 我们布置的学习

任务 , 能激发每个学生个体的求知欲望吗

为什么 我们组织的学生群体交往 , 能激

发学生的雄心壮志吗 为什么 我们对学

生的欣赏和支持 , 能激发他们自主奋飞的力

量吗 为什么 从学习动力和学习能力相互

促进的角度 , 我们还可以同时思考 个体学

习 、生生交往和师生交往的内容 , 是否能在促

进高水平的认知活动时兼顾动机和能力等多

维度的发展 其中 , 能力发展能否超越解题

技法的训练而拓展到思维能力 、协调能力 、交

往能力 、活动能力的培养 沿着这样的思路 ,

我们至少会关注到 就生生之间的同伴交往

来说 , 它有助于发展学生表达自我的能力 、展

现自我的能力 、相互沟通的能力 、竞争与合作

的能力 , 而这些交往能力只有通过人际交往

活动 、特别是平等的交往活动才能得到发展 。

在这一过程中 , 学生也就逐步学会了对自己

的控制 , 包括对自主学习方法 、内容 、动机的

整体协调 , 从而提高学习质量 。此时 , 学生

的自主学习机制才能真正形成 。

在激活学生的过程中 , 教师当然还应用

心善加点拨 , 这包括及时倾听学生心声 、理解

学生的成长需要 , 促进生生互动 、在互动中生

成集体智慧 , 并着眼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 逐

步提高学生自主发展的能力 。为此 , 教师不

能只是直接传授现成的知识技能 , 而应精心

策划学生的长期发展 , 包括整体策划一门学

科在同类知识 、一个学期乃至更长时间段中的

教学思路 , 系统设计各个班级或社团在一个

学期乃至一个学段 、多个学段的发展思路 。就

在这样用心激活学生一步步成长的过程中 ,

教师自己的内心世界 、精神生活都越来越丰

富 、越来越鲜活 , 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而创造出

的学习成果也激发着教师的雄心壮志 、专业智

慧和成功体验 , “真幸福 ”也就由此得以内生 。

如此说来 ,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导

致 “伪幸福 ”的 “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封闭循环 ”

这一逻辑漏洞实际上有三层表现— 学生个

体被动学习 、学生群体缺乏互动合作 、师生交

流停留于认知层面而没有发挥激发学生自主

动力与能力的作用 。与此相对 , 可以通过如

下三幅示意图来诊释我们提出的三个层次的

新主张 。首先 , 学生个体实现自主学习。这

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 可用一个自主循环来表

示 图 其中自主动力 、自主能力和自主学

习内容都融于这个 “生成性的开放循环 ”之中。

其次 , 学生在群体中相互交往 图 。这可以

图 学生个体自主学习

图 群体内的生生互动

图 教师激发学生群体互动

口“ 下·思想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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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个体之间相互激发自主学习 每个人

的自主循环可以对其他人产生激发作用 用

表示 。由此 , 在一个具体的学生群体内形成

一种相互激发 、自主学习的格局 , 这属于第二

层次的 “生成性的开放循环 ”。再次 , 教师激

发学生个体自主和群体交往 图 。教师发挥

的作用就在于同时催化上述两个层次的 “生成

性的开放循环 ”— 其中 , 对第二层循环 即

生生互动 的激发 用 表示激发因素 更为重

要 , 因为这是开发学生群体交往潜在教育价

值 、同时让教师从琐碎的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

的一个重要机制 。由此展开更多群体之间 、教

师之间的相互激发 , 也就成为第三层次的 “生

成性的开放循环 ”。

据此 , 我们可以期待的效果是 教师有

尊严地教 , 学生有尊严地学— 他们都不必

在 “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封闭循环 ”中过度辛苦 ,

而是在 “高境界的生成性的开放循环”中自主

发展 、相互激活 , 在有效的教学之中不断走向

富有内涵的成功 。我们可以超越 “考得好 , 但

好得很悲壮 ”的传统格局 , 期待 “考得好 , 但

好得有尊严 ”的成效 , 让好成绩与更全面的身

』自素质 、师生幸福的生命体验共生 。此时 , 教

师的 “真幸福 ”就有了绵绵不绝的源泉 。

教师的 “持续幸福 ”路在何方

有了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 “真幸福 ” 才能

从绵绵不绝的源泉中流淌而出 , 弥漫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就需要我们将上述 “激活

学生 , 并由此激活教师自己”的机制应用于我

们每天的日常工作方式之中 。根据许多享受

到 “真幸福 ”的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 , 这样的

工作方式可以表述为 “研究性变革实践 ” , 即

让每天的教育活动都带有研究的性质 , 并指

向变革 , 由此实现学生成功和教师生命价值

的共同创生 , 而不是像 “红烛 ”比喻所说的以

牺牲教师来成就学生 。

沿着研究性变革实践这条道路主动开展

日常化的改革活动 , 这需要我们形成三种心

态 , 从而将 “持续的真幸福 ”的主动权真切地

把握在自己的手上 。

首先 , 改变一戚而就 、乃至直指表面成功

的简单思维 , 形成在复杂的变革历程中坚韧

不拔 、持续进取的平常心态。这显然与一些人

甘于平庸的平常心有本质差异 。实际上 , “幸

福不是毛毛雨 , 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 在

研究性变革实践的道路上 , 当我们试图走出

“伪幸福 ”的状态时 , “真幸福 ”并不会随着我

们一念之变而降临 相反 , 我们很可能首先

进入 “真痛苦 ”的状态 , 因为我们尝试用清醒

的生命自觉辨析工作误区并努力弥补 , 探索

前进方向并真心奋斗 , 这注定是一个不断否

定自我 、勇敢探索的过程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 此时我们所经历的 “真痛苦 ”比 “伪幸福 ”

要有尊严得多 , 它是让我们走向 “真幸福 ”的

中间站 。在此阶段 , 许多教师用心探索 、主动

尝试 , 终于一步步找到新的思路 , 感受到新

的成就 , 逐渐进入 “真幸福 ”状态。
其次 , 改变满足于实践操作尤其是技法

操作的经验主义思维 , 形成主动辫析实践 、用

先进思想改进实践的超越心态 。一些教师热

衷于虚心学习先进教师一招一式的创新 , 同

时也让自己的努力停留于技法操作层面 , 这

是他们无法走出 “伪幸福 ”的原因之一 , 因为

它让教师陷人狭隘甚至是封闭的经验主义天

地 , 无法超越已有的实践 、更无法看到更高

境界的 “真幸福 ”。对此 , 许多优秀教师的成

功之路在于 既欣赏技法层面的创新 , 更着

意策略层面的尝试 , 还关注思想层面的启迪 。

为此 , 他们不是简单地将实践和理论分列乃

至对立 、分裂 , 而是从实践创新中感悟理论启

示 , 用先进理论开启实践创新之路 , 让两者

融通 。只有这样 , 绵绵不绝的幸福源泉才能

。” 。下思想理论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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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激活 师生共享生命尊严

游 练

刚刚送走中考 , 我正在舒心地度着暑假 。

一天早晨 , 突然接到一名女生的电话 。她轻

声哭着说 “老师 , 我刚才做梦了 , 梦见我们

在教室里做题 、讲题 。想到这样快乐的日子已

经过去了 , 我好留恋 ” 我知道 , 她留恋的 ,

其实是我们共同参与的一个 “学习游戏 ”。在

这里 , 每个学生相互比着选择有意思的数学

题来解答 , 在小组内相互合作挑选更有挑战

性的题目让全班同学解答 , 全班同学共同探

讨一个单元的知识脉络和一道难题的解题思

路 甚至为不同思路的优劣产生争论 , 他们

其实都在开心地玩着一个高级的 “游戏 ”。

想当初 , 就在他们开心地玩着这个 “学习

游戏 ”时 , 我更多的时候 , 是站在一旁 “偷着

乐 ” , 因为他们说的做的 , 正是我本来想说

的 、想让他们做的 连我没想到的他们也讲到

了 , 因为他们相互激发出更多想法 。毫无疑

问 , 他们自己主动地做 、有条有理地说 , 我就

不必越姐代厄了— 毕竟 , 最后走进考场的

是他们 , 他们必须在迎接各种考验时充满自

信 、自豪和尊严。在这样的教学生活中 , 作为

班主任和数学教师的我 , 终于可以带着一种

踏实的感觉按时下班 , 怀着一份美好的憧憬

轻松上班 。历经多年探索 , 终于开始过上这

被用于创生幸福并由此生成新的泉源。

再次 , 改变孤军奋战 、特别是孤独的教师

面对一群孤立的学生的工作格局 , 形成群体

合作 、交往共生的共享心态 。坦率地说 , 在

“伪幸福 ” 背后的 “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封闭循

环 ” 这一逻辑漏洞中 , 与学生孤立地被动学

习类似 , 一些教师也是孤独而麻木地勤奋

着。因此 , 若要让创造 “真幸福 ”的 “高境界

的生成性的开放循环 ” 得以持续 , 我们还需

要通过教师团队合作来实现共同创造 。共同

面对问题 、找寻对策 、克服困难 、实现成功的

过程 , 其实是就共享生命尊严的过程 。在这

方面 , 可以参照前面的三幅示意图 , 思考教

师个体自主创新 、教师群体互动激活 、学校文

化激活团队创新 , 在教师团队的合作创新方

面作出更多探索 。在优秀的团队和学校文化

中 , 每个个体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技能 , 更

是发展的动力与能力 , 尤其是自主选择发展

目标和发展方式的能力。于是 , 自主发展的

内在机制也就得到逐步培养和巩固 , “持续的

真幸福 ”也就有了内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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