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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老师说，她一辈子学做老

师。我是一个专科毕业生，一辈子

学做老师，跌跌撞撞，摸爬滚打，

居然也看到了一些绝美的风景。

如何为人师

小时候，我曾因迟到被老师罚

站在教室门口，高高地举着一根树

枝。我怨恨那个老师，很长时间没

有原谅他。很多年后，我即将走上

讲台，一辈子做农民的父亲对我说：

“误谷误一季，误人误一生，不敢不

当心嘞。”我忽然又想起了那个老师，

我发誓：在我的课堂上，一定要给

孩子尊重和安全感。

也是在大学毕业之际，教古代

文学的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

“开东啊，马上就要上讲台了，你准

备怎么当老师呢？”

我有点紧张，字斟句酌地说：“陈

老师，您放心吧，我会把所有心血

放在学生身上，用全部身心爱护他

们，让农村孩子都能成才。”老师笑

眯眯地问：“然后呢？”老师好像有

话要说，他似乎有些犹豫，但还是

缓缓对我说：“开东，你把所有心血

都给学生，你是会教好书的。但有

一天你会变老，你的所学会被榨干，

你会被下一届学生抛弃。”

“你首先要发展好自己，你要想

方设法让自己变强大，你要不断阅读，

不断在课堂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你要通过写文章记录自己的生命，只

有这些才是记在你名下的。岁月流转，

他们将给你带去最大的安慰！”我惊

呆了，我的恩师竟然这样教导我！不

由得神思恍惚。

毕业后，我把这次谈话作为秘密

深藏心底，生怕说出来会影响恩师的

声誉。我在教坛上辛勤耕耘，在老

家工作的 9 年中7年被评为优秀教

师。但我未遵师嘱，没写过一篇文章。

2004 年来到苏州，我突然体会

到了“两手空空”的恐惧，才发觉：

没有纯粹的教学，所有教育精彩背后

都是生命的丰富和思想的提升。20

多年快过去了，我才真正参透，老师

是用自己一生的经历暗示我：教育首

先是自我教育，教师强大了、专业发

展了，你就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江，

就是一个范本、一门课程，你所赠

予学生的每一朵浪花都会是新鲜的、

活泼的，具有教育意义的。

这以后，我努力提升自己，为自己

的课堂建立了坐标：三有六让。“三

有”，即有趣、有情、有理。“六让”，

即目标—让学生清楚，疑问—让学

生讨论，过程—让学生经历，结论—

让学生得出，方法—让学生总结，

练习—让学生自选。

在写作中超越

2007年，我有一次做优质课评

委，那天的教学文本是《突然》，大

意是：一位老人晚上要入睡的一刹

那，突然想到，如果生命就这样过

去了，一点痕迹也没有，太可怕了！

于是，老人拿起笔开始记录这一天

的所思所想。当他把沉甸甸的一天

记录下来，他安心睡去。

读完，如醍醐灌顶！职业生涯过

去大半，我上过那么多好课，也上

过那么多糟糕的课，学生有那么多精

彩生成和高峰体验，却回忆不出一

个细节，一切都被岁月掩埋。那一

“孔子的血液在我的血管中流淌”
文    王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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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意识到：教师不思考、不学习，

久之便失去再学习的能力。

那天晚上，我开始撰写博客记录

自己的课堂纠结和成长。从 2007年

到2017年，博客一写就是十年，但所

有血汗都没白费，大量教育教学感

悟喷薄而出——写成博客——被编

辑发现并采用——出版成书。近6 年

来，我平均每年要写近两本书。尤其

是 2010 年，我执教一文一理两个班，

每周上 23 节课，还有大量琐碎的行

政工作，但这一年我发表了80多篇

文章，出版了《深度语文》《教育：非

常痛，非常爱》两部著作。

写作，让我找到了一种存在方式，

让我进入了“教育反思”阶段。它不

仅是燃烧，还是生发。我在其中挥

汗如雨，就是想成为一个具有专业

精神的教师。

何为教师的专业精神？我的理

解是，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找到它

的真实合理原因，剖析它背后的教

育伦理。教师的专业精神怎么来？我

认为，就是来自学习和反思。

再回头看，过去课堂炫技、夸

夸其谈多么可笑。课堂真正的主角应

该是学生，不是老师的走秀台。

从此，我的课堂教学转入第二

个阶段。用学生的视角教语文，着

眼于人才培养。我尽量把自己还原成

一个学生，学生的喜恶在哪里，什

么样的学习、交流方式适合他们……

我主动破除传统的师生互动方式，

把“我和他”变成了“我和你”；鼓

励学生大胆犯错，并命名为错误成

长法。我的课堂转变为人人有话说、

个个抢着说的自主课堂。

特别重要的是，我努力构建走

向未来的课堂教学模式。即：话题—

探险—对话—冲突—建构—绵延。

课堂主题朝话题延伸，从“只读”

向“可写”转化，读者不仅是一个“读

者”，还可理所当然地在作品中“写

入”自己的见解。教师带着学生共同

探险，在多边、多重、互动和立体

的对话中碰撞、冲突，在激烈的思

想斗争中建构、更新、提升。

跳出“小”的局限

2013 年，我被破格评为苏州市

首届教育领军人才，又在 2014 年借

调到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在教育部历练的这一年，我完

整经历了高考方案研制的全部过程、

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

评审过程。在教育部南楼二楼的小

会议室里，司长带着我们改有关方

案经常到深夜。司长是统计学出身，

既有大局观念又有学者情怀，做事有

一股韧劲儿，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极

致。改到得意处，他还要掰开了揉

碎了给我们解释一遍。我因此学到了

很多为文做人之道。譬如文章要先

处理好逻辑，大开大合；做人要意

志坚定，平实做好每一件事，进一

寸有一寸的欢喜。

记得有一次，我对司长说：高

考综合素质评价实行起来可能有点

难。我在基层知道怎么回事，如果

学生有材料让校长签字，校长一般

都会签的。所以我觉得只有等社会

诚信体系先建立起来，才能推动综

合素质评价的实施。

司长说：开东，我们不可能等社

会诚信体系完全建立起来才推动教

育改革。教育是做什么的？教育本来

就是启迪民智、推动社会文明包括

诚信建设的。我们不能等，教育理应

承担起教育的责任。通过教育改革，

我们有信心把诚信体系建立起来，

现在综合素质评价只是参考，将来

会变成依据，通过教育的指挥棒，让

我们的下一代成为讲诚信有担当的

人……

在教育部的一年里，我跳出了个

人的狭隘和“小语文”的局限。周有

光先生说，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世界，

更重要的是要站在世界看中国。教

育也是如此。不仅要从教育看教育，

更要从教育之外看教育。立德树人，

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教育首先是人

的教育，人的教育首先是价值观的

教育，要用活泼泼的人的教育代替工

具化的专业人才培养。

在这一阶段，我着眼于语文育

人，提出了“深度语文”，强调由“思”

抵达“诗”，在教学中不断遮蔽、去

蔽、再遮蔽、再去蔽……不断使学

生感到糊涂，激发学生探究欲望，

等到逐步清晰之后再打碎、再糊涂、

再认知，使文本的存在意义不断涌

现，使学生在不断否定与再否定中达

成临时性共识，或者重新建构起新

的知识体系，从而使文本的存在意

义不断涌现。

一个普通人学会坚持会怎样

2015 年，我挂职归来可以进入

行政系统担任基教负责人，也可以回

学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苏州中

学。那是范仲淹先生首创的学校，是

王国维、罗振玉和钱穆执教过的地方。

我一次次在苏州中学的校园里徜徉，

遥想那些远去的先贤以及他们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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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模样。范仲淹捐出书房办学，要

让姑苏子弟都能够读书、成才。我喜

欢这里，因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不

是写在墙上，是真正用生命活出来的。

距离高考只剩3 个月，我让班

上孩子每周写一篇作文，全部面批。

孩子们耍赖：“一个星期写一篇文章，

人会死的。”我和他们打赌：“如果

我一天写一篇不会死，你们一周写一

篇也不会死。”

因为打赌，我开了微信公众号，

日更一文，全部原创，平均3000 字。

一坚持就是5 年多，一共写了1500

多篇文章。我和自己死磕，大年三十

和初一也不放弃。如果感觉要发烧

了，那就先写好文章再发烧；如果第

二天出差，就今天写好两篇，我咬着

牙坚持了下来。如今，已有 20多万

师生在我的平台上交流研讨。

我告诉孩子们，在找到教育的

真理之前，坚持就是最好的方式。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水

平有限。但我想，如果一个普通人

学会坚持呢？不断坚持，总是坚持，

未来究竟会怎么样？是不是就能成为

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科比说他每天都能见到凌晨四

点的洛杉矶，我每天也都能见到凌

晨四点的苏州。正因为坚持，这些年

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主持了省

市多项规划课题，写了15 本教育著

作，发表了600多篇文章，核心期刊

文章近 50 篇，在《教育家》《河南

教育》开设专栏，参编了教育部规划

教材《大学语文》，在基础教育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二等奖，在

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

一次获一等奖，一次获二等奖。

在传承中交织，成就彼此的

波澜壮阔

2015 年，我有幸收到香港中文

大学和新亚学校的邀请，赴香港参

加了第十六届传统文化研修班。

据说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之初，

钱穆先生就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

这所大学必须要有中文二字；二是首

任校长必须由华人担任。

后来钱穆先生在台湾素书楼

开坛讲学，一直到92岁高龄双目失

明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钱穆先生

讲到最后，突然说了两句话：如果

中华文化不能复兴，请把我的书

束之高阁！你们是中国人，你们不

能忘了中国！

之所以能免费去学习，都源于

钱穆先生的恩泽，他曾经执教过苏州

中学。短短一周多时间，我们聆听钱

穆先生的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香港中

文大学多位教授的报告。印象最深

的是，时年70多岁的辛意云先生把

毕生的心血投入公益事业，努力推

动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他作报告

的过程中，每每引用钱穆先生的话，

总要立正、身体挺得笔直，恭敬地说：

钱先生说……

课下聊天，我问：“辛教授，为

何您一辈子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公益活动？”辛教授说，他也曾

问过钱先生同一个问题。钱先生很

激动：“因为孔子的血液在我的血管

里流淌。”辛教授说：“开东，今天

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做？因

为孔子的血液在我血管里流淌，钱

先生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

那一刻，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我真切感受到，孔子的、钱先生的、

辛先生的血液也在我的血管里流淌，

这就是传承。唯有这种不朽的传承，

我们才能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

才是有根的人、有灵魂的人。

那天晚上，我心潮澎湃，我把

这种传承命名为“生命流”。教师这

个职业，真正的回报来自工作本身，

来自教育故事的积淀，来自那种“朝

闻道，夕死可矣”的满足与高峰体验。

教师的生命河流与学生的生命河流互

相交织、补充、交错，成就彼此的

波澜壮阔。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大胆提

出重构语文课堂，提出了“视点、质

点和远点”三点论。“视点”解决课

堂切入；“质点”解决文本的核心价

值；“远点”则一定要深入到文化民

族心理以及作家的意识、潜意识之

中，培养具有民族灵魂和国际视野

的现代学子，让民族文化像一条河流

一直流淌下去。

2018 年，我主动申请从事苏州

市线上教育工作。这项惠民工程是为

了实现同城同教，让最优质的师资

发挥最大效应，让更多民工子弟

遇见好教师、接受好教育。我们

把全市 750 多位名特级教师组织

起来，实行全名师、全课程、全免

费的线上直播课。教科院安排课程、

电教馆提供技术保障、教发中心组

织实施。

再出发，我已懂得如何在这喧

哗的时代里自处：真正将生命投入

到教育教学事业中，绘制教育世界里

的绝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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