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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关于教育研究　　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很多专家曾经提出过许多看法。
　　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说道：“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
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孔德认为，在神学阶段(虚构阶段)，由于人类科技的落后而带来对世界认识的局限，神与自然诸物
是对立的，在对立中自然诸物都被神化了，它们以日神、月神、酒神等形象而存在着，而自然界的诸
物存在的合理性却在神话中丧失；形而上学阶段是概念建立的抽象过程，在这里每一物皆是一概念，
概念与诸物对立，二者关系若即若离，各自存在既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在科学阶段(实证阶段)
，物与概念趋向对应，物的客观性与概念的实在性达到统一，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应。
　　在科学实证阶段，不少哲人们的价值观不断地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在不断地刷新。
“叙述和讲述代表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涉及人类经验的性质，涉及经验被学习被表达，以及如何在科
学人文这两极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
”加拿大学者克莱丁宁、康纳利在其《叙事探究》中将“叙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并提到了新的
高度，那就是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中间道路”，“叙述”是表达的最佳方式。
　　社会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制造了两极分化现象，一类人浮出水面成为大鳄，主宰着世界并制定了
游戏规则；大部分人沉在水底成为小虾，任人宰割而受制于游戏规则；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则游刃于
游戏规则之间，成为既有一定的话语权，又有相当影响力的中间力量——“中产阶级”。
当人们讨论“中产阶级”的标准时总把目光聚焦在收入、职业、学历等方面，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参数
被忽略了，那就是对主流文化所拥有的把握度与生产参与度。
由于中间力量的存在，其融合性使其“入得厨房、出得厅堂”，是中庸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
支撑点。
因为他们的存在，皇冠上的光芒在减色，贫民脚上的泥土在减少。
在文化上也是一样，“阳春白雪”降了调不再曲高和寡，“下里巴人”升了格不再俗不可耐。
　　叙事研究，当是“阳春白雪”下嫁给“下里巴人”后的产物，是改良的文化品种，既继承其母高
贵的血统，又秉承其父朴素的性格。
　　从教育研究的类型来看，一般分为人文思辩、科学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四种类型。
人文思辩，以总结推理见长；科学实证，以解释因果联系为主；行动研究，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
叙事研究则是经验叙述和总结。
　　教育叙事研究首先是基于草根文化。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
其含义有两层：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
势阶层。
“草根”是群众的、基层的，乡村地区的，基础的、根本的。
故“草根文化”可以理解为平民文化、大众文化等等。
　　教育叙事研究其次是质的研究，也叫实证研究。
它是把研究者本人当作研究的工具，通过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
，从而在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
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
动。
　　因此，教育叙事研究再次是扎根理论的建立。
扎根理论作为质的研究的一种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没有理论
假设的前提下，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归纳原始资料，然后再由经验上升到理论。
　　二、教育叙事研究是新兴的教科研方法　　20世纪80一90年代中期，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
位的是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
近些年来，当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不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后，行动研究、质的研究、
案例研究等方法便大行其道，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这些事>>

作为质的研究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易于掌握和运用且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所以深得教育工作者
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喜爱。
　　(一)什么是叙事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研究即田野研究。
在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研究中，田野调查是最基
本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先是通过实地参与调查这样的“直接观察法”获取第一手原始资料，再通过对
原始资料的整理、分析，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
　　教育叙事研究是新兴的教育科研方法之一。
郑金州认为：“教育叙事(包括教学叙事)可以理解为一种研究方式，也可以理解为研究成果的表述形
式。
作为行动研究成果表述形式的教育叙事，既指教师在行动研究过程中用叙事的方法所做的某些简短的
记录，也指教师在行动研究中采用叙事方法书面写出的成形的研究成果。
”蒋殿媛认为：“教师在自我叙述中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通过反思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而
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同时这种叙述还可以启示同行，引起共鸣。
”　　为此，教育叙事研究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
　　(二)叙事研究的缘起　　叙事研究孕育于叙事文学和叙事学。
叙事文学是相对于抒情文学诗词歌赋之外的小说、散文、戏剧、故事等文学体裁。
叙事学在20世纪诞生于法国。
叙事学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
其定义有多种，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
”《大拉鲁斯法语词典》：“人们有时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
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文本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教育叙事研究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教育学者康纳利和克莱丁宁基于他们认为的“人类是
善于讲故事的生物，他们过着故事化的生活”，于1990发表论文《经验的故事和叙事研究》，1999年
出版专著《叙事研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与故事》。
在著作中，两位学者以杜威对经验的论述作为“理想的基石”建构出教育叙事研究的三度叙事空间，
指出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向——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链接以及情境的再现。
现实中教师通过叙述教育故事，将其教育实践与其思想结合在一起，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
使教师在新的体验中获得认识的升华，从而使得教师自身得到专业化的持续发展。
　　(三)教育叙事研究在中国　　其实，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据《后汉书·仇览传》记载：“农事既毕，乃令弟子群居，还就黉学。
”这里虽不是研究，但是完整的教育叙事，叙述了农闲时候农家子弟聚集在一起读书的场景，从中也
反映了我国学校的兴起和集中教学制的形成。
　　《学记》是我国最早专门论述教育教学的论著。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其此之谓乎！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这里用琢玉比喻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借会唱歌的人的感染力、亲和力来比喻教师教学的艺术性，以
物寓意，借事明理，是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
　　如果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视为叙事研究作品的话，那么北宋王安石的《伤仲永》则是最
为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了：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
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
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
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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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
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
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
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
又七年，还白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日“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
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
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
而已耶?　　在这里，王安石通过仲永的成长史解读了一个重要的教育真谛：一个人的天赋固然重要，
但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学习或者终生学习，天才也会变成庸才，至于那些天赋不太好的，则更应该要
懂得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道理了。
　　教育叙事研究在今天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大家的重视。
《教育研究》杂志自2006年第2期刊载重庆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希希教授的《教育叙事研究是什么
》后，又相继在以后的《教育研究》上刊用了《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推广及争辩》(王枬)、《教育
研究的叙事伦理》(李政涛)、《教育叙事研究：是什么与怎么做》(刘良华)、《教育叙事研究：本质
、特征与方法》(傅敏、田慧生)等文章，一批专家学者不但介绍了教育叙事研究的缘起、意义，还介
绍了怎么做。
一线的教师更是将教育叙事的写作当作时髦的话题，一时间在很多的教育博客里涌现了大量的教育叙
事研究报告的影子，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于2006年1月出版了《讲述我的教育教学故事》系列丛书。
一时间，曾经一度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教育研究，由于教育叙事研究的出现，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旧时在象牙塔里的教育研究，今天“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线的教师可以触手而及了，并为教师的
专业化发展、校本研修找到了“敲门砖”。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叙述的内容是已经发生(或正在
发生)的教育事件；注重叙事者在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关注教育事件中的具体任务；叙述的内容具有
一定的情节性；以归纳的方式得出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的特点，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在“教育KTV”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是“超女”、“快男”！
这是个卡拉OK时代，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有表现的机会。
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践脱离甚至相对立，对于某些问题，理论界研究得很深，
实践界却又理解得太浅。
教育叙事研究使教师成为教育科研的主体，使之有机会研究、有机会言说。
他们跃跃欲试，无异于在KTv中抢夺麦克风，这种“抢麦”行动实际上是对教育话语权的争取。
　　通过教育叙事研究，一线教师懂得如何“把小事做大，把琐事做细”，懂得不但能在“匠”的层
面上熟练成器，而且在“家”的层次上参禅悟道。
一线教师没有经过专业的科研培训和学习，其主要工作是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而并非理论研究，但教师
通过教育叙事研究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加深对教育理论的理解，从而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教
学行为，促使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是其精神家园的构筑，是其影响力的扩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育叙事研究，是名师、教育家的摇篮。
　　(五)教育叙事研究怎么做　　教育叙事研究是“扎根理论”的建立，那么提炼“扎根理论”的三
步曲是：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搁置已有的理论思想与个人经验，尽可能寻找原始资料中的核心
词语与本土词语(概念类属)进行登录；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发现和建立核心词语之间的各种联
系，比如因果关系、相似关系、相异关系、方法与过程关系、结构与功能关系等等；三级编码——核
心式登录，在所有发现的关联中，经过系统的分析寻找到核心关联，并用核心关联来统领与整合其他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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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叙事研究是“质的教育研究”，其基本流程可以概括为：　　1.选择研究现象，聚集研究问
题：　　2.研究准备，文献综述，自我反思，方法选择；　　3.进入研究现场：隐蔽进入、逐步暴露，
自然进入，公然进入：　　4.收集资料：访谈、观察、实物；　　5.分析资料，建构理论；　　6.在以
上各项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
　　为此，有专家将教育叙事研究的开展分为七个阶段进行：　　1.发现一个值得探究的内因教育问
题的教育现象；　　2.有目的地选取一个或几个作为研究参与者去认识和研究的教育现象；　　3.从选
取的研究参与者身上找故事；　　4.重新叙说研究参与者的故事；　　5.与讲述故事的参与者合作；　
　6.撰写基于研究参与者经历的教育叙事研究报告；　　7.检验教育叙事研究报告的效度。
　　相信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凭借自己对教育的热爱和教育智慧，能写出更多精彩的且具有理论价值和
实践指导意义的教育叙事研究报告，这是我们的教育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平民化、实用化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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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教育要去功利化：急功近利之下儿童的心灵被扭曲，儿童的天性被泯灭，儿童的童真被践踏，
教育也被整得非驴非马，所有的教育者“认认真真干坏事，扎扎实实害死人”，教育成了一种残忍的
生态毁灭场景。
教育要去功利化就得回归原点。
就得回归本真，就得寻找失落的童趣，就得改变观念。
——请读“观念为舵”！
　　2.教育要靠“赛先牛”：教育是一门基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等一百多种学科的边缘学科，夸美纽斯
《大教授学》的面世是教育学产生的标志，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心理学、生理学的发展，更进一步
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
科学使教育生根，人文让教育有魂，现代教育已经告别家庭作坊时代，懂得教育科学才会真正知道如
何去爱孩子。
——请读“科学为帆”！
　　3.教育要靠“德先生”：正由于一些人将教育当做敲门砖而追名逐利，他们喊着“以人为本”的
口号却忽略儿童的存在，高举着“依法治教”的旗号却对侵害儿童合法权益的现象习以为常、熟视无
睹。
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总以为孩子嘛就是孩子，所以受伤的总是孩子。
民主平等、机会均等，将孩子当“人”看。
——请读“法律为甲”！
　　4.教育需要感染力：教育忽视人的本性就会把学生当做装知识的容器。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人，以新颖的形式吸引人，以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这是教育的艺术。
教育是门艺术，需要的是教育智慧。
——请读“艺术为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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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东风，一只雄性文化动物，差生出身，属相为驴。
与狗相生。
顽皮大学另类专业毕业，读书时令班主任头痛，工作时让校长头晕。
所以至今尚未评上“三好学生”和“先进工作者”。
差点连小教高级也没评上。
嘴巴比鹦鹉笨，脑子比猴子蠢，手脚比蜜蜂懒。
从教24年，先后担任过中小学语文教师，现任深圳市福田区绿洲小学校长。
经历过极不愿教书到不得不教书再到非教书不可的心路历程。
如今越来越感到用脑教书的重要性，越来越觉得为教育鼓与呼的必要性。
如果将身高缩短到几厘米，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
出版著作有《教育解读》、《时代的歌谣》、《超文本德育模式》、《新编校园童谣》（此书被深圳
第六届读书组委会作为推荐读物）等。
平凡、平常、平淡、平庸，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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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有种教育研究叫“叙事”(代序)第一章 观念为舵一、把小事做大二、“遏堵开设”三、改“三好”为
“N好”？
四、关于国学教育答记者问五、互喻文化下的教育六、换种看法很美丽七、换种想法很舒畅八、换种
做法很生动九、教材和使用教材的人十、教师形象地位的坍塌十一、教育不是“揪辫子”十二、教育
，千万不能学体育十三、“佩里斯”现象十四、入世后教育管理的新课题十五、上万考生弃考带来的
思考十六、世界是你们的十七、算盘没了，这笔还要吗十八、“推门课”还能推吗十九、鸵鸟政策二
十、文化魂二十一、文化人二十二、文化事二十三、“校本研修”三题二十四、中小学校长需要什么
样的培训二十五、杨粉丝，谁为你买单二十六、也说“艳照门”二十七、一场游戏一场梦二十八、遇
物而诲二十九、再说“推门课”不能再推了三十、在复旦，我与巨头撞了一下腰第二章 科学为帆一、
阿伦森效应二、爱的发现三、暗示实验报告四、巴纳姆效应五、贝勃效应六、蔡加尼克效应七、沉锚
效应八、沉默的螺旋九、成功智力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十、登门槛效应十一、多米诺骨牌效应十二、多
手多脚十三、凡勃伦效应十四、非零和效应十五、感觉统合十六、狐狸博土效应十七、蝴蝶效应十八
、刻板效应十九、莱斯托夫效应二十、罗森塔尔效应二十一、马太效应二十二、马蝇效应二十三、南
风效应二十四、你“歇斯底里”吗二十五、你抑郁吗二十六、鲶鱼效应二十七、鸟笼效应二十八、潘
多拉效应二十九、“减负”，说声爱你不容易二十九、青蛙效应三十、情绪链三十一、首因效应三十
二、思维定势效应三十三、颜色效应三十四、异性效应三十五、攸勒加效应三十六、注意商CQ二十
七、互动效应第三章 法律为甲一、“午托班”，学校说“再见！
”二、从“杨不管”说开去三、从学生离家出走想到的四、大学，别拒绝我五、当爸爸是否也要持证
上岗六、世界冠军的父亲已违法七、都是课桌惹的祸！
八、“奉献”的尴尬九、公布学生成绩也侵权十、你有“家长合格证”吗十一、批评教育引起的官司
十二、如何面对家校矛盾冲突十三、生命是一样值钱吗十四、生物的趋光性十五、谁是弱智？
十六、提前放学引发的诉讼十七、停学停考是侵权行为十八、通往生态化教育的法门十九、未成年人
也有著作权二十、学校不是监护人二十一、制造差生第四章 艺术为帜一、“5S”管理与校园文化二、
“Wonderful”和“你真笨”三、“助产士”和“教父”四、曹冲得不了诺贝尔奖五、奖励策略六、角
色扮演七、教育让我们相亲八、裂变和聚变九、考试无罪十、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揭题艺术十一、没
有围墙的新时空十二、撒谎的孩子聪明十三、十个经典教育故事十四、网络无罪(外一篇)十五、以平
等的态度对待人十六、用智慧开启智慧十七、早恋无罪写在后面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这些事>>

章节摘录

　　有这么一则寓言。
　　主人家里养了一条小狗和一头毛驴。
每当主人回来，小狗老远就欢蹦乱跳地迎上去，又是摇尾巴又是哼哼唧唧地亲热。
主人连手里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放下，就赶紧抱起小狗高兴地抚摸着它，嘴里不停地夸奖：“这狗真聪
明，通人性！
”每得到夸奖，小狗更是小鸟依人的模样，还温柔地伸出舌头舔一舔主人的脸。
　　经常累死累活的驴子看到了这一切，心里很不平衡。
心想干活的总是我，拿荣誉的却是什么事也没干过的小狗。
狐狸帮驴子出主意：光埋头苦干是不行的，做得越多，自然挨打就越多，没听说过：“快走的牛遭鞭
打”吗？
瞧人家小狗光凭一张嘴和一条尾，日子过得比你滋润多了。
可见，同主人联络感情是多么的重要！
　　驴子听了，心想也是。
便打定主意要学一学小狗，改变改变自己讨好主人的方式。
　　这天，约摸主人快回家的时候，驴子瞅准这个机会。
等主人刚到家门口时，驴子大叫着迎了上去，将前腿搭在主人的肩上亲热起来。
看见驴子这等拙劣的表演，主人又是恼怒，又觉得好笑，但看在平时它那么卖力的份上，还是略带客
气但又明显不耐烦地说：“去去去！
”没想到驴子还不死心，嗲声嗲气地撒起娇来：“我要你抱！
主人，抱抱我嘛，抱抱我嘛！
”一条既不像马尾巴又不像狗尾巴的驴尾巴晃来晃去，直扫得主人连眼都无法睁开。
驴子还伸出长长的舌头要舔主人的脸，主人这回可是怒火中烧了，他非常厌恶地使劲将驴子推开。
驴子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在地板上，还招来了主人的一顿毒鞭子。
　　真是费力不讨好，原本想巴结巴结主人，万万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
适合于小狗做的事，驴子怎么能做呢？
驴子盲从他人而失去了自我，实在不应该。
要知道，主人虽然喜欢小狗这些宠物来消遣，但更需要驴子这些实干家来干活。
　　近些年，教育行业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教师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但是说实话，校园里的功利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了。
有人想在这发财，有人想在这升官，平静的校园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名利场。
人生的价值取向在利欲和权欲诱惑下被严重地扭曲，所以上演了一曲又一曲驴子的悲剧。
　　人生最可笑的是没有角色意识而出现角色错位，人生最可悲的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盲从地模仿
他人。
回想当年，我们填报志愿时，选择教育就意味着富有而清贫、繁忙而又闲适。
这种职业，有案牍之劳形，无丝竹之乱耳；谈笑有鸿儒，往来是“白丁”。
试设想一下，如果是为了求官，当你历经普通教师、正副主任、正副校长这么一个漫长的求“官”之
道以后，就算你“一帆风顺”而登峰造极地登上“校长宝座”，那么，请问这“校长”属哪一门子行
政级别呢？
如果是为了求财，大家都知道，学校是清水衙门，要想捞点“油水”，除非是向学生伸手，而这样为
了蝇头小利而罔顾国家法律和高尚的师德，实在不值。
　　那么，怎样实现教师的价值和提升自己人生舞台上的地位呢？
　　首先，作为一个教师要有一种强烈的成就需要。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中首创了需要层次论，分为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
该理论基于三种基本假设，即：“人要生存，他的需要能够影响他的行为，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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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行为，满足了的需要不能充当激励工具”；“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
的到复杂的”；“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
，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
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级别也是人生最高境界，是在其他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一种质的飞跃，因为在这一
层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对生活的期望，从而对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义。
　　还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麦克里兰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的最主
要的需要有成就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合群需要三种，其中成就需要的高低对人的成长和发展起到特
别重要的作用。
成就需要指追求优越感的驱动力，或者参照某种标准去追求成就感、寻求成功的欲望。
成就需要高的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有较强的责任感。
他们不仅仅把工作看做是对组织的贡献，而且希望从工作中来实现和体现个人的价值，因此对工作有
较高的投入。
②喜欢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看到自己工作的绩效和评价结果，因为这是产生成就感的重要方式。
著名的“跳蚤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心理学家将一只跳蚤放进没有盖子的杯子内，结果，跳蚤轻而
易举地跳出杯子。
紧接着，心理学家用一块玻璃盖住杯子，于是，跳蚤每次往上跳时，都因撞到这块玻璃而跳不出去。
不久，心理学家把这块玻璃拿掉，结果，跳蚤再也不愿意跳了。
③倾向于选择适度的风险。
他们既不甘于去做那些过于轻松、简单而无价值的事，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去做不太可能做到的事
，因为如果失败就无法体验到成就感，当然，有的人却在失败中获得更多，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此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
　　教育是一项影响千家万户和千秋万代的宏伟事业，也是一门需要时时创新的工作，一名高成就需
要的教师在日常创造性的活动中将更容易获得成功。
　　其次，要让贝尔效应作为成就自己事业的原动力。
　　美国布道家、学者贝尔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效应叫“贝尔效应”，是说一个人一直想着成功，
成功的景象就会在内心形成；有了成功的信心，成功就有了一半把握。
成功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它有时需要的仅仅是你的勇气和坚持。
很多人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可最终还是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勇气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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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孩子，你在哪里？
我该怎样来爱你？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
你还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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