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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领域中的基本话
语，“教师文化”无疑是极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关
键词之一。一方面，教师文化的形象折射着教师职
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教师文化的
取向彰显着教师专业的教学品质和教育境界。不仅
如此，教师文化对学校而言，是学校文化的重要风
向标：对社会而言，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显示器，一
个健康的社会应该也需要实现“兴师而重傅”。
遗憾的是，拘囿于“专业个人主义”的职业特

性和“文人相轻”的传统观念，以及源自职业的心
理倦怠、个人的性格和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教
师的工作往往行走在“孤独”“保守”甚至“封闭”
的循环圈中。事实上，在知识迭代升级、价值观念
多元的今天，“独角戏”“独奏型”的教育教学行
为已经难以满足时代的需要。因此，唤醒和激发教
师文化的力量，思考和探索教师文化的根基，以期为
教师发展的专业性、持续性和系统性培植更为丰沃的
土壤，这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现实话题。

一、内动力：心·新

人生总会经历生活中的坎坎坷坷，教师同样也
会遭遇工作中的起起伏伏。直面纷繁芜杂的对象、
问题，置身于千头万绪的工作尤其是各种“表格化”
任务的琐碎与繁杂之中，身兼各种角色的教师极易
陷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消极循环中。不仅如此，
浮沉在社会领域中的物质诱惑、若明若暗的利益输
送，这既给当今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
挑战，又给教师个体和群体的内心形成巨大冲击。
基于这样的现实，试问：如何引领教师凝心聚力、
克服困难，如何帮助教师坚守初心、抵御浮躁？
学校是一个洋溢着心灵之光的部落，教师是一

个绽放着文化之火的群体。如果我们承认教育是生
命最温暖和美好的邂逅，那么教师便是这场邂逅中
最神圣的耕耘者和看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师生
之间并不是天涯海角的随机组合，也不是萍水相逢
的擦肩而过。事实上，“教育教学活动呼唤的是教

师的经验改造和心灵丰富，显示的是教师的文化底
蕴和教育追求”，可以说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天然地
让这一职业充满着挑战、惊奇和浪漫。换言之，教
师的内心姿态根源性地奠定其本身乃至学校和课堂
的文化底色和精神原野。
内心是人的精神动能之源，教师的内在信念、

心灵状态是支撑其精神生活、调谐其工作方式的重
要力量。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者的个性、思
想信念及其精神生活的财富，是一种能激发每个受
教育者检点自己、反省自己和控制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这样的力量不仅激励受教育者，同时也鞭
策教育者自身。只有深刻的内心认同和坚韧的心灵
持守，对教育充满憧憬和挚爱，饱含生命的热诚和
激情，教师才可能淬炼出良好的教育品质，耕耘出
美好的教育人生。
如果说对“心”的呼唤映照的是教师职业的光

辉，那么对“新”的追求则彰显的是教师专业的风
采。之于教学，有没有新的思路？之于学习，有没
有新的方式？之于学问，有没有新的见解？……习
惯凑合，教育的人生难免退而求其次；追新求变，
常规的课堂可能涅 而新生。毕竟，教师面对的是
鲜活的生命，个性和创造是教师工作的应然和必
然。教师需要好奇，需要变革，需要充满活力。当
你迈出“恒温房”、突破“舒适圈”之时，或许晴
空万里，或许风雨兼程，你终会看到新的广阔天
地。新是诗意的闪耀，更是智慧的燃烧，只有善于
创新、勇于创新、敏于创新的教师才是极具生命力
的教师；这也许正是教师文化永葆鲜活的秘密。

二、中转力：辛·芯

诚如朱永新先生所言：“一个教师面临的最大
挑战，就是要能够在看上去很平凡的每一天都能体
验到成长的感觉，从而发现职业的价值和意义。”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师，要踏向什么样的教育
旅程，如何感受职业的尊严，体认职业的幸福？这
既取决于教师职业认同的程度，又取决于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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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水平。
“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

是天才”，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论断似乎是对
教师角色的绝妙诠释。不难发现，在众多优秀教师
的身上都普遍而深刻地凝聚着这些天才般的文化基
因：甘于倾情奉献、勇于追求真理、善于总结经
验、勤于研究规律———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探寻着
教育奥秘，用行动铸就专业化的教育色彩与生命活
力。毋庸置疑，优秀教师是教师文化中的璀璨星
光，那么，如何让更多的教师走向专业和卓越？
事实上，世上没有哪一份工作不辛苦，教师注

定与“辛”结缘：“辛”不仅意味着从业之艰，也
表达着执业之勤。同样，世上也没有哪一次成功不
艰辛，教师的专业和卓越离不开辛勤的耕耘与付
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苦”是教师职业“辛”之
本色，“勤”则是教师专业“辛”之突破。既然选
择教师这一职业，我们就无法拒绝工作本身的种种
艰辛。不惧艰辛，辛勤耕耘，这是教师专业成长源
源不断的动力。换言之，教师要想突破外在的束缚
和环境的制约，超越自己在学识、技能、视野、行
为层面的种种局限，进而实现教育的自由和自我的
幸福，这需要教师为之付出孜孜不倦甚至艰苦卓绝
的行动和努力。正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教师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所能做的，就是在平凡的
教育生活中雕琢出不平凡的自己。
如果说“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经之路，那

么“芯”则是教师专业力量的核心表征。扪心自
问：之于课堂，自己是否有独领风骚的经典课例？
之于思想，自己是否有独树一帜的远见卓识？我以
为，“芯”就是 CPU，其运转的速度、方向和力量
淋漓尽致地显示了教师的不同类型和层次；“芯”
更是生长力，要想在自己的领域稳住脚跟向上攀
登，锤炼教师的专业力量至关重要。在教育迈向
3.0的时代，教师专业发展不仅是整个社会的呼吁
和诉求，而且也越来越成为教师文化中的主题词；
讨论教师文化也恰恰是在帮助教师寻找和精进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让他们真正具有专业的信念和底
气。因此，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内核“芯片”，
努力做学习的先行者、教学的开掘者和研究的推动
者：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三、外驱力：馨·薪

钟启泉先生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承担起学
生的学习与发展的，不是每一位教师，而是整个教

师团队；不是每一间教室，而是整所学校；不是每
一所学校，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置身于洋溢着合
作、共享和对话理念的时代，对教师文化的思考必
然离不开对整个教师群体和社会环境的考量。因为
学校、家庭和社会是教师最基本的生活、工作场
域，群体组织对教师个体成长的影响不言而喻。
毫无疑问，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在教

师的身上肩负着教书育人的社会重任；同时，教师
也是一个“平凡”的职业，教师也是普通人，其精
神状态、工作效果会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在教师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没有一个
教师应该是一座孤岛。只有当生活幸福、精神充实
的情况下，教师对教育的热情才会积极迸发并持续
燃烧，进而凝聚为教育领域中的“工匠精神”。就
此而言，如何为教师构筑良好的环境至关重要。
基于此，“馨”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关注教师

文化的重要外驱力之一。卢梭指出：“凡是教师缺
乏爱的地方，无论是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
自由地发展。”的确，倘若教师本身都感受不到爱
的存在，心灵荒芜，就可能带来教育的迷惘；倘若
教师都无法体认职业的幸福与尊严，性格冷漠，就
可能带来教育的惊惧；倘若教师自己还在为生计疲
于奔命，格局狭浅，就可能带来教育的功利。“居
必择乡，游必就士”，在荀子看来，环境对人的后
天学习和改造具有重要影响。毕竟，温馨的氛围可
以营造出真诚的交流、无缝的信任；温暖的环境可
以培养出优秀的品格、高尚的行动。唯有良好的氛
围才能给予教师安全感与舒适感，进而增进教师的
认同感与凝聚力，提升其归属感与幸福力，由外至
内地推动他们的积极成长。

除此之外，创新和提升“薪”的激励机制也
是增强教师人生能量的重要保障。“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
经济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外部条件满足层，只有当
个人的环境 (经济、教育等环境 ) 得到较好的改
善，个人才能逐步满足高层次的需求，进而愈可
能接近自我实现的目标。如果教师缺乏有效的物
质激励和合理的物质引导，很大程度上可能抑压
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果，而且还可能消弭教师发
展的兴趣和信心。毋宁说，我们要努力让教师成
为受人尊重和向往的职业，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教师
队伍中来。只有“馨”与“薪”相辅、相衬，
“心”与“行”才能相印、相成，如是，教师文化
才会在专业发展中敞亮光明，趋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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