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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聪明人其实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指思维倾向、思维脉络、思维策略、思维习惯等。
　　思维方式对于教师太重要了。
　　比如，“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是教师中很流行的说法，它说出了一个常见的事实——问题学
生可能破坏班风。
　　可是，我看到这句俗语的时候，脑子里几乎同时(注意，几乎同时)就跳出了另一句意思与其相反
的俗语——“火大无湿柴”。
这句俗语也说出了班级建设中一个常见的事实——好的班风能转变问题生。
　　那么到底哪一句是真理呢？
都是，也都不是，要看具体情况。
　　而我所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教师们在谈问题生的破坏作用的时候，就引用“一粒老鼠屎坏
了一锅粥”，而在赞扬集体舆论的巨大作用的时候，却很少提到“火大无湿柴”这句话。
也就是说，问题生与班风本是相互影响的，这是一个双向的复杂过程，而教师们思考和叙述问题的时
候，只喜欢朝一个方向走，这叫单向思维。
　　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也是教师使用频率很高的一句话。
比如说一个好学生忽然和某问题生交往增加，教师就提醒这个好学生：“你小心学坏(近墨者黑)。
”教师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这位好学生可能使那位问题生“近朱者赤”呢？
很奇怪，他绝不往这个方向想。
又比如说某老师忽然想帮助某个问题生进步，他就安排一位“立场坚定”的好学生和他同桌，然后告
诉他，“你一定要向同桌学习(近朱者赤)”。
教师也不想想，万一这位“朱者”被“墨者”“黑”化了，可如何是好？
　　再比如，有些老师听说“赏识教育”很神奇，就一厢情愿地想能把学生个个“夸”成人才，结果
难免大失所望；另一些老师听说“挫折教育”很重要，于是就盲目给学生设置障碍，或者盲目批评，
一厢情愿地想把学生个个“压”成人才，结果常常是发现学生被“压”成了“炸弹”。
还有的老师先后迷信这两种教育思路，结果发现都不灵，终于绝望了。
奇怪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这两种各有一定道理的思路同时放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整合，融会贯通
。
　　现实生活中，事情往往包含多种可能性，可是教师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只是主观地幻想单一的
可能性。
　　多数教师很不习惯在矛盾中思考，很不习惯在事物的互相联系中思考，很不习惯刨根问底的思考
，很不习惯假设多种可能性，很不习惯在思考中反驳自己。
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表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单向的，线性的，独断的，非讨论性的。
　　我说过，我看到“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句俗语的时候，脑子里几乎同时就跳出了另一句意
思与其相反的俗语——“火大无湿柴”。
我这是在反驳自己。
这样同时面对两种对立的看法，就很自然逼出一个新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一粒老鼠屎”会“坏了
一锅粥”，在何种情况下，“火大无湿柴”呢？
于是我的思考才真正深入了一步。
没有这种矛盾的思考，我的思想将永远停留在两种对立说法“平行而不相交”的状态。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只不过是两个“说辞”，用哪个对我的眼前目的有利就拿起来用，用完就扔掉，其
实哪句话我也没细琢磨，我在班风与问题生的关系问题上，认识水平没有丝毫提高。
　　恕我直言，这可能就是当前多数中小学教师的思维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客观世界的研究(教育规律的认识、教育对象的认识等)和
主观世界的研究(教师的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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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们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很薄弱，而第二个方面尤其薄弱。
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恨少有“解剖自己”的认知冲动，结果就是严重缺乏自知之明，不是盲目自
信，就是盲目自卑。
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认识你自己。
”愚以为这个口号深入人心之日，才是教育走向科学之时。
本书的宗旨就是从思维方式角度切入，和老师们一起学会“认识自我”。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比了解学生还重要。
　　我喜欢通过案例讨论问题。
本书就是通过90个案例讨论教师思维方式的。
　　本书分两部分。
上篇主要剖析了教师的各种常见的不良思维方式，重在“破”；下篇则主要是研讨和推荐我认为比较
科学的思维方式，重在“立”。
　　案例都是网上选来的，几乎都来自“教育在线”和“k12教育教学论坛”两个网站中我的专栏，
文中案例后的点评均为我的一点浅见，与老师们讨论。
到我的专栏来咨询或讨论问题的老师很多，光是“k12教育教学论坛”上“王晓春交流平台”一栏的
点击率，一年来就已经突破了10万。
这样我就能见到很多最新的典型案例。
我要因此感谢所有这些网友。
　　为了节约读者时间，我行引用的案例，收入本书时，多数做了精简，就不一一说明了。
　　教师思维方式问题，我见到的研究不多。
这是一种尝试，难免有很多缺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王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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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教师思维方式案例点评》中告诉我们，聪明人其实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他们
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指思维倾向、思维脉络、思维策略、思维习惯等。
　　思维方式对于教师太重要了。
　　现实生活中，事情往往包含多种可能性，可是教师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只是主观地幻想单一的
可能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作者简介

　　王晓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退休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教师观念更新、语文教学改革、家庭教育等。
著有《今天怎样做教师》、《教育智慧从哪里来》、《问题学生诊疗手册》、《走进孩子的心灵》、
《家庭教育难题会诊》、《家教参谋》、《家长的位置》、《孩子，我们一路同行》等10余部。
应邀为学校、家长作报告百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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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迷信管理 迷信管理、以管理压倒教育甚至代替教育，是教育界司空见惯的工作思 路，危害很大
。
 我给校长或教师讲课，谈到管理与教育的关系，常常引起争论。
我说对 方的思路是迷信管理，对方则说我的思路是轻视管理。
要分辨其中是非，关 键是如何评估教育现状。
就我所见到的情况，目前中小学领导极少有轻视管 理的，大家都在比赛“向管理要效益”，校长日益
官员化。
官者，管也。
“ 官”字与“管”字读音如此接近，说明我们的祖先可能早就看穿此事了。
 愚以为，“轻视管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成为教育的主要危 险，现在的主要危险显然是
迷信管理。
故此，为了提升教育，对“迷信管理 ”的反思，就成了当务之急。
 【案例1】王老师轻视了管理在教育当中的作用 刚买了王晓春老师的《今天怎样做教师》，看了一些
后模糊地感觉，王 老师也没能避免许多脱离一线的专家的通病——轻视了管理在教育当中的作 用。
 虽然说教师的最终目的是要教育，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教育秩序是教育 的前提。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40多人乱糟糟的环境下，身为教师还有这样 的机会去对个案进行“研究”。
 然而，似乎王老师对教师的管理措施多少有些偏见，实在让鄙人不能赞 同。
 比如说那个上课看课外书该不该收缴的事。
王老师认为有的该收有的不 该收。
这种想法实在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如果一个教师这么做了，就违 背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
 先“管住”整体，再“研究”个性，最终实现“转化”个别。
这，对我 们一线教师来说才是比较现实的。
 ——k12教育教学论坛袁步华 教育与管理 教育的本质不是管理，而是帮助和交流。
 越是纯粹的教育，管理色彩越淡。
不信你去看《论语》，那里有多少管 理？
不就是师生交流吗？
做孔子的学生很爽，不会天天被“管”的，因为他 是教育家，不是教书的“官”和“警察”。
你再去看看鲁迅先生《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里描写的私塾先生。
他有多少管理？
他也没有多少管理，老先 生只是在指导学生读书。
 管理色彩陡然增加，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是为了批量生产劳动力而 兴办学校之后才出现的事情
。
学校的管理模式，有不少是从工厂迁移过来的 。
人多了，不管会乱；标准化生产，用管理办法确买有效。
 可见，教育增加管理色彩，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的一种异化 和退步。
社会再向前发展，教育就会逐渐回归真正的教育，管理色彩会逐渐 淡化。
将来班级人数肯定要逐渐减少，分层次的个性化的教学肯定会逐渐增 加，教师动不动就像官员一样“
领导”学生的现象会逐渐淡化，而师生之间 的平等交流将逐渐增加。
总而言之，未来我们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孔子 与其弟子那样的交流式教育（注意，绝不是完全复
古）。
 可惜，我们有很多校长、教师却不晓得这样的大趋势，他们还在那里用 不恰当的方式继续强化管理
，这是违反教育发展方向的。
君不见中小学、教 育界满眼都是管理者吗？
有几个教育家？
这种比例的严重失衡，早就已经够 刺眼的了，难道我们还要让它继续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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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倾斜成陡坡了。
许多人的教育 观念正在顺着陡坡下滑。
 一定会有人用“面对现实”为盲目强化管理辩护。
我的回答是，教育不 能只面对现实，它更要面向未来。
再说，现实情况也在不断提醒我们，强化 管理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不是连“军事化管理”的办法都抬出来了吗？
还 要往哪儿严？
真正面对现实的人，首先应该面对自己的失误，面对自己思路 的僵硬与不合时宜。
 在现在的学校制度下，没有管理是不行的。
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类 型的管理，管多少，管在什么地方，哪里应该严，哪里应该宽，哪里必须
管 ，哪里不必多管。
千万不要迷信“管”字。
迷信管理的人，永远不会懂得什 么是教育。
 这样说太抽象了，我们举个例子。
 看袁老师的话： “比如说那个上课看课卟书该不该收缴的事。
王老师认为有的该收有的 不该收。
这种想法实在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如果一个教师这么做了，就 违背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
” 我做教师的时候，学生上课看课外书，只要能不没收，我就尽量不没收 。
我一般是提醒他一下，让他自己收起来。
如果他管不住自己，又在看，我 再提醒。
到第三次，我会把书收来，放到讲台上，但是下课我就会还给他。
 我说说我这样做的理由。
 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管住学生，而是帮助他学会自己管住自己（培 养主体性、自觉性），如果
我上来就没收了他的书，这当然很爽快，管理效 果明显，但是他就失去了一次锻炼自控能力的机会。
我采取提醒的办法，就 是让他逐渐学会自己控制自己。
我能永远跟着他吗？
不能。
所以最可靠的办 法不是使他立刻让我满意，而是让他自己确实有所成长。
 上级并没有明文规定学生上课看课外书教师必须没收，这是可以由老师 l临机处理的事情，再说书的
所有权是人家学生的，教师也不可随便放在自 己这里不还。
一刀切的没收并不公平。
 教育如果不能引发学生真实的自我教育，就是单纯的管理主义，就是形 式主义。
这种管理是在破坏学生的自觉性，因为管得越严，自觉性就越没有 用武之地，渐渐地，人就会变成两
面派。
既然你管理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你自 己满意，那我立刻让你满意不就行了吗？
至于你不在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 一回事了。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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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数教师很不习惯在矛盾中思考，很不习惯在事物的互相联系中思考，很不习惯刨根问底的思考
，很不习惯假设多种可能性，很不习惯在思考中反驳自己。
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表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单向的，线性的，独断的，非讨论性的。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教师思维方式案例点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一个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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