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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集名曰《东斋论语》，它还有个副题：一个教师五十年的阅历与思考。
这里显出了它厚重的含量与庄严的取向。
文集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教而思》《思而教》《散论碎语》《杏坛犁痕》。
　　《散论碎语》部分，从整体上看，是一种更加规范的教学论文的写法。
这里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为做文章而做文章，研究的是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现在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教学研究论文：研究的是假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是生造的，没有在现行的教学
过程中出现过，写作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评职称。
可以说，蒋老师在这个部分所涉及的都是真问题，而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思考深度的体现。
《理性批评的言语调控》一文，讨论教师批评学生时应该如何使用语言。
《题赠式评语摭谈》探讨的则是，老师在学生成绩报告单上如何写评语。
触及的都是细小入微的教学环节，却是真真切切的并且是关系重大的问题。
《教师的敏感心理及其因应策略》《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四种关系的处理》《论校长形象》等论文，
研究的是学校的整体管理，这些文章与蒋老师作为学校管理者的角色密切相关，因而也都言之有物，
推断稳妥。
其中所提出的不少意见，对现任的中学校长们应该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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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敦鑫，1957年西北师大肄业。
首批中学语文离级教师。
任中学教导主任多年。
教中学语文外，还教过电大班、函授大专班写作、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等课程。
曾任县中学语文中心教研组长，兼任县文学协会割理事长、作家协会顾问。
编辑过《县文史资料》《校长论文选》。
1998年，获人大副委员长曾宪梓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退休后参与创立民办芦林中学，并亲任校长。

　　平生爱好爬格子。
编写的教材和撰写的各类短文，百万余言。

　　摘自《华夏师魂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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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集　　教而思　　我日三省吾教吾学，反求诸己。
担当育人天职，岂敢懈台？
孜孜以求教与学的知情意真善美。
　　师何常　在明胜　　《北史·李谧传》载，南北朝时期北魏人李谧的老师，学问很好，远近闻名
。
由于李谧勤奋好学，不久便在学识方面超过了老师。
他的老师满是愧疚与懊悔，因而写了一首诗。
诗云：“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胜。
”与其说这段史实颂扬了李谧好学图强的精神，倒不如说这里记录了一个前辈教师留给后代教师的忠
告。
　　师之所以为师，在于“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一旦先闻道的优势丧失，为师的实际意义便随之失去，因此，无论何时，教师总是有一个再学习、再
提高的任务，用现代教育术语说：必须接受继续教育。
为师的困难，在于教育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机器，而是具有知识生成能力的蒸蒸日上的学生，稍有懈
怠，就会力不从心，难以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甚至被能干的学生超越。
　　李谧那个时代，大约五百年知识量才能翻一番，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的视野扩大，研究与
探索的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知识量翻一番仅仅只需四至五年。
不仅是知识量迅速扩充，现在教育也越来越科学化了，因材施教的方法越来越丰富多彩。
近见一本地方教研室集录的语文教学法，竟有上百种之多。
面对今天的教育形势，不更新知识，不补充知识．不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恐怕就要愧对学生与家长了
。
“师何常，在明胜”，实在是为师的真谛。
　　李谧的老师不失为名师，当他失去教师赖以存在的知识优势时，他首先是坦诚承认，“青成蓝，
蓝谢青”，继而总结教训，给自己（也给他人）一个忠告，“师何常，在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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