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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一中学大门口宣传栏
里，端庄醒目、条分缕析地张贴
着教师队伍建设的八条要求。
其中，“师德优”“师风正”要求
教师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忠诚
于教育事业。

一位从事多年师德建设研
究的教育专家直言：为什么要
进行师德建设？因为我们的教
师队伍中存在着有损教师声誉
和形象的“败类”。

现代文化中的“教师、老
师”与传统文化中的“先生、圣
人”是同义词。虽说时代不同，
称谓有别，但含义一样，都包含
了三点：一是学识渊博，具备

“教”的资本；二是德高望重，具
备受人敬重的“师表”品格；三
是“先知先觉”，在认识、分析、
研究问题时，往往看得比较深，
比较远，具备受人敬仰的超前
意识。“师者，表率也！”“先者，
先知先觉也！”只有具备“教”的
资本、“师表”品格、“先知先觉”
的超前意识，才能成为他人的

“师”，才能无愧于“先生”的敬
称！

无论是称作“先生、圣人”，
还是称作“老师”，根本点都在
于应有“先、圣”之处，不仅才

“先”，而且德“圣”。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孔子，乃才德皆备的圣
贤。他德泽四海，才布五湖。
在推行其政治主张、传播教育
思想和践行教育教学的过程
中，孔子认为“德”为教师从教
立教之根本。正因为注重自己
的师德修养，所以孔子才培育
出了子由、子贡、冉有等才华横
溢、能力超群、品行纯正的七十
二贤人。

唐代著名大文豪韩昌黎先
生留下千古名言：“师者，所以

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传道、
授业、解惑”三者之中，他把“传
道”视为第一。韩昌黎所说的

“道”，不能仅仅认为是文章所
含的意义或某种道理，其根本
应该是指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修
养。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
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学生
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师德
即师魂，是“授业解惑”的先决
条件，只有传好了“道”，才能授
好“业”、解好“惑”。

到底怎样进行师德建设？
我以为：首先是教师要搞好自
身的思想建设和师德修养。言

行举止，要注意分寸、注意场
合。以法纪、师德为自己的行
动准绳，做到立德为己，立德为
家，立德为人，既做学生的良师
益友，又做学生的道德楷模。
其次，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
师德建设的实际管控，不能只
依靠下发文件和教师宣誓、承
诺等形式，要脚踏实地下去调
查监管，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再次，要建立主管领导和校长
的师德建设追责制。倘若出现

“师德败类”，不仅严惩当事者，
也应追究其主管领导和校长的
监管失职之责。

可以这样说，当老师并不
难，可要当一名称职、优秀的老
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称
职、优秀者不仅需要有丰富、渊
博的学识水准，不仅需要有开
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不仅需要
灵活机动、生动活泼、与时俱进
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教学艺术，
更需要的是要有被人敬仰的师
德、师风。

无德何谓师！教育发展，
师德为根，师风为本。我们的
教师，如果养成了良好的师德，
又具备了教书育人的过硬本
领，就无愧于教师这个职业。

德，从师立教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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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了一天后，我悠闲地躺
在沙发上。“妈妈，我给你洗脚。”
不知何时，女儿已将水盆放在我
的脚边。她用自己柔软的小手为
我搓洗着粗糙的双脚，轻轻的、柔
柔的，我心中溢满了幸福。

“有多少父母享受过这一温
馨时刻，又有多少父母盼望着这
一刻的到来！”我心中暗自感叹。
此时，白天看到的一幕再次闯进
我的脑海：学校办公室内，一位母
亲在数落着孩子，而那孩子一脸
不屑，还一个劲儿地顶嘴。那位
母亲显然是气极了，想拽起孩子
回家，没想到孩子一挣，她竟险些
摔倒，可孩子却无动于衷……想
着这一切，我不觉陷入沉思。

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静静
地看着全班五十名天真可爱的孩
子，思绪万千：也许现在的孩子得
到的爱太多，把一切都视作理所
当然。对于父母的关心，他们要
么熟视无睹，要么怨声载道，何曾
想过为父母做些什么！而我，作
为老师就这样熟视无睹吗？突
然，一个想法闯进脑海：让孩子用
文字来表达对妈妈的爱，并读出
来给妈妈听，记下妈妈的反映，然
后写一篇作文。

几天后，我怀着一份忐忑，更
怀着一份期待翻阅着一篇篇作
文，心一次又一次被孩子与妈妈
之间的真情所感动，原来父母的
爱他们没有忘……

王思瑶同学在文中写道：“妈
妈，你知道我最爱的人是谁吗？
就是你啊，妈妈！每天早晨，当我
还在睡梦中，你已经为我准备好
早饭；当我洗漱时，总能看见挤好
的牙膏和倒好的水；看我吃完早
饭，你总会会心一笑；每次出门，
你总不忘叮嘱我：路上小心……”
孩子是多么细心，妈妈为自己做
的一点一滴都记在心上，对妈妈
的爱溢满全文。而母亲的话更让
人心暖：“突然间，我觉得女儿长
大了，懂得了妈妈的良苦用心，看
来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不
需要女儿用豪言壮语来表扬我、
赞美我，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
母亲，只是做了一个母亲应该做
的事。孩子，愿你无忧无虑地成
长，开开心心每一天，这是妈妈最
大的心愿。”妈妈的话多么朴实
啊，孩子们能不从这温馨的话语
中受到震动？

直到看完最后一本作文，我
才离开学校，虽已灯火阑珊，但我
的步履仍然很慢很慢，因为我的
心中荡漾着为人师的欣慰与喜
悦。我想说：孩子们，你们长大
了。一句句深情的话语，表明你
们受到了一次强烈的心灵震撼，
了解了父母的爱，也意识到应该
去爱父母，爱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意识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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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指导作文最重
要的是生活指导，特别是对于那
些天真烂漫的孩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每一
个学生就其天资来说，都是‘诗
人’，只要在教学方法上打开创作
的源泉，就能使诗人的琴弦发出
美妙的乐声。”那么，这“创作的源
泉”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火热
的生活。因此，作文指导首先要
教会学生观察生活，善于捕捉生
活中的一点一滴。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怕写作
文，总是说写不出来呢？原因就
在于平时少观察，心中无积蓄。
没有观察，没有积蓄，是永远写不
出好作文的。

观察生活不能只是冷静地旁
观，而是要热情地投入。孩子们
的心是永远关不住的，他们的内
心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那里
有蓝天、白云，有红日、明月，也有
疾风、暴雨……作文指导如果离
开了“投入生活”这个前提，便失
去了方向和力量。

指导学生观察生活，我的做
法是：

第一步，列出提纲。写作前
先想一想，有哪些是需要很仔细
观察的？事物有什么特点？动静
状态下有什么不同？

第二步，睁大眼睛。在观察
时不仅要仔细地看，更要专心地
听，用力地闻，伸手去摸。对于观
察来说，鼻子、耳朵、双手都是眼
睛。睁大这一双双眼睛，注意观
察，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其实有着
许许多多令人惊讶的东西。

第三步，记下感受。观察中
的所见所闻要记下来，所感所思
更要写出来，在描写和叙述的同
时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这
样写出的作品才能达到生动、感
人的效果。

第四步，大胆想象。随着观
察能力的提高，小学高年级同学
很轻易就能够有条理、有顺序地
描述一样事物，但仅是如实地描
述眼中看到的，而不善于描述脑
中想到的，就会形成思维定式。
孩子们是最爱幻想的，而且他们
的兴趣感受不同，理想追求不同，
如果能写出想象到的，那作文就
更异彩纷呈了。

教育的本质不是灌输，而是
唤醒，唤醒孩子们对美好事物的
热爱，唤醒孩子们观察生活的热
情，唤醒孩子们的表达愿望，久而
久之，学生就会觉得作文是生活
的一部分，是一种发展，是一种享
受。我认为，这是作文指导的意
义所在。

唤醒学生的写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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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你咋也戴金箍了呢？

为师也需要约束自己啊！

师德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