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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我读好的杂文、时评，觉得有

些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说出了

自己想说却说不出、不敢说的话

来，酣畅淋漓，解气。最初接触塞

林的文字，找到了另一种快感——

在诗意的文字中，戳中内心的共鸣

点。此后，在浙江省基层教师论坛

中结识了仰慕已久的塞林——吴

志翔先生。

从《为教师声辩》《我们热爱什

么样的教育》再到新作《教育是柔

软的》，吴先生的文字更加圆润

了，或是美学背景的积淀，或是岁

月磨砺的结果，或是更接近教育

的真谛。“好的教育言论不止就事

论事，甚至不止就事论理，还要就

事论心。”

《淮南子·缪称训》记载“满齿

不存，舌头犹在”的故事。老子求

学于商容，商容问他：“人是先有牙

齿，还是先有舌头？”老子回答说：

“先有舌头。”这时候商容张开嘴

巴，问：“你看我的牙齿还在吗？”老

子说：“已经掉光了。”又问：“舌头

呢？”老子说：“还在。”商容说：“你

知道为什么牙齿晚生而早落吗？

因为它过于刚强。而舌头为什么

得以长存呢？因为它柔软。这个

道理不仅对牙齿如此，天下万物万

事也都如此啊。”

是的，天下柔者莫过于水，而

能攻坚者又莫胜于水。水，以柔克

刚，能滴水穿石，能劈山凿河。所

谓“水滴石穿”就昭示了以柔克刚

这一真理。

吴志翔推崇柔性教育智慧，与

此类似，认为人心的通灵比一味强

悍更能打动对方，应该成为教师们

所要追求的教育目标。因此，为师

者必须具备包容、婉转、妥协、柔软

的教育禀性。“这是一种直达心灵的

深处，向核心价值观倾斜，向情怀高

度攀援的心境，是教育情怀、人文情

怀和生命情怀的融合体。”

坚守教育的柔性情怀，应该体

察到学生的需求，照拂学生的心

灵，润物细无声地促进学生成长。

要懂得成长的规律，懂得包容，懂

得宽宥，懂得认取当下和放眼长

远，懂得人在各种境遇里的有为和

无奈，懂得生命的坚强和脆弱，懂

得人性中无法忽略的缺陷和终将

绽放的优美。

柔软的教育意味着身段的柔、

言语的和、手段的软。柔软的对立

面是生硬、粗暴、粗犷。年轻教师

往往血气方刚，遇事不冷静，对学

生的违纪行为，往往是眼里揉不得

半粒沙子。等到一阵疾风暴雨摧

枯拉朽，师生彼此疏远，针尖对麦

芒的结果是两败皆伤。

《伊索寓言》中有则《北风与太

阳》的故事，想必大家非常熟悉。

“北风的刚”寒气逼人，冷若冰霜，

彻底关闭了与路人心灵交流的途

径。而“太阳的软”普照万物，用灿

烂的笑容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畅开

胸膛，吐露心扉。

宽宥学生的过错，需要教师的

雅量。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宽

容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方法或手

段，更是一种精神。”对教师来说，

在教育学生中应善于运用宽容，让

他们在宽容中得到自省、自纠，在

包涵中得到自律、自悟，最终改正

错误。一次善意的提醒，一个心

照不宣的眼神，一次“偶然相遇的

邂逅”（魏书生），会更容易让学生

接受。因为“有时宽容引起的道

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苏霍姆林

斯基）。

吴志翔虽不是教师，但他熟谙

教育之道，这可能缘于一名家长的

身份。面对自己孩子的分神，对教

育颇有研究的他，照样败下阵来。

所有经典的教育教学理论，不堪一

击，成为空对空导弹，或是软弱无

力的说辞。虽然意识到要把控情

绪，要心平气和，竭力做一个暖

男。结果还是“调门越来越高，口

气越来越凶，用词越来越狠，表情

越来越不堪……不惜用各种语言

碾压他，催迫他，打击他”。

正因为有了切肤的体验，他理

解了为师之难。不是谁都能当好

教师，一位好教师除了天资优秀

外，还要有持续终身的自我修养，

这是柔软教育的底蕴和基础。面

对挫折，吴先生颇有感慨：“便宜话

谁都会说，假把式谁都会耍，但在

教育的唯一现场，我们在黔驴技穷

之后，在屡屡受挫之后，是否还有

底气说教育是一种唤醒，是否还可

以静待花开，是否还能舞出教育的

优美曲线，才足以检验教育理念的

成色如何。”

这或许就是作者所说的悲天

悯人的情怀吧，一位富有真实理

性、正义良知，敢于说真话的教育

媒体工作者的教育情怀。

吴先生的笔下，类似的真话不

少。“我深信没有一个人是在精准

的控制之下长大成才的，追求精

准控制的教育不是农业而是工

业，其手段就是饲养，就是灌输，

就是注射。”“‘减负’的话喊了多

少年，似鲜有成效，反倒是有越减

越重之感，如果说小孩子和家长

们面对压力只不过发出了几声呻

吟，那么很多中学生面对重负已经

是哀号一片。”

对“教育”二字，他有自己的看

法，教育的重心应该落在第二个字

上。“教”有更多的控制意味，“育”

则有赖于人的自我觉醒。重“育”，

就要重视生活化的教育，体贴每一

颗美好的心灵，保护每一个学生脸

上那薄荷味般的笑容。

教育是一种唤醒，每个学生的

内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需要我们

细加关注和呵护，不能看到表面上

的风平浪静，而忽视水底下的暗流

涌动。俯下身子倾听学生的真实

想法，也许就会减少大人的主观臆

断，减少对学生内心的伤害。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工作者应该多

一颗“赤子之心”——懂得体贴学

生的心灵需求，多一些“妇人之

仁”——尽可能地展现柔软和慈

爱，有无尽耐心、不惮琐碎烦劳、懂

得宽容等待、始终温暖和煦、永远

温润如玉。

人们喜欢和风细雨，润物无

声；也喜欢冬日暖阳，暖人心窝。

柔软的教育，可以描绘出一条七彩

的教育曲线，其实这也是无数教育

工作者所孜孜追求的诗意教学的

境界。

书 名：《教育是柔软的》

作 者：吴志翔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轻拨教育的心弦

□海宁市梅园幼儿园分园 蒋珣晔

“一间”是书房的名字，我的。

窗外，桃红柳绿相互掩映，翠鸟彩蝶交错飞

舞。书房就这样呼吸着自然的气息，让房中的人

儿满心欢喜。

我跟“一间”的感情朴实、清澈。离不开墨香与文字

的我，每每在“一间”流连，书页翻动间会忆起多年前如何

目光停驻书中，如何沉入字里行间不闻窗外声。当指间

拂过稍染尘埃的书脊：柯南·道尔、埃勒里·奎因、横沟正

史、菲茨杰拉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张爱玲、三毛、王安

忆、郁达夫、陈忠实……一个个作家的名字总是给予我很

多安慰。安静时、疲惫中、惬意间，一书一世界，陪伴我走

过朴实无华的时光。

“一间”在2006年的冬季慢慢有了温度，书架上400

多部的世界推理名著是蚂蚁搬家式的迁徙与积累的结

果。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一整溜儿，不容一丁点的

歪斜或拥挤，犹如书中侦探波洛“万物需四四方方”的小

小嗜好。《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我25年来数次沉迷的

著作，而今只在乎拥有。但，还不够，我还要《沉香屑》的

呢喃，要《荆棘鸟》的沉静，要仓央嘉措的诗歌、要雷诺阿

的画作……

于是，嵌进墙壁的书架逐渐满溢，唤来一个又一个

书柜做伴——“一间”长大了。手臂伸到客厅，双脚踏入

餐厅，脑袋探进儿童房。于是，家，书香缭绕；而我，心有

所属。

建成时间：2006年

书房面积：26平方米

藏书数量：2000册

□方展画

“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我倒没

听说过学者秦晖的这句话，还是从王东这里第一

次知道有这么一句对“教育问题”的新解。很有

一点辨证的味道。

王东，是一位教育媒体人，早年学医，后又改

攻中文，博士学位拿的则是教育学。也许正因为

这一学历背景，他能从与众不同的视角来看不是

“教育问题”的教育诸难题，而且看得深刻，看出

新意。

这些年来，教育领域的改革可谓是轰轰烈

烈，但许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仅“兵”在“流

水”，“营盘”也在不断“易地重建”。之所以产生

此种虚幻的热闹，关键在于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欠

精准，一提到问题，就要改革，而且几乎就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那种改革，所以注定会是闹腾

了一阵子后便偃旗息鼓的那种。这或许就是作

者感叹“教育，它是个难题”的原委吧。

我饶有兴致地读了王东《教育，它是个难题》

手稿。这本书编有八辑，涉及校长、教师、学生、

家长、课堂等教育的节点性问题，同时也是当前

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是有志者一直在努力改革

但似乎总是难以奏效的问题。作者将这些问题

置于“不是教育问题”这个认识视域之中，跳出了

“教育本身”所谓的规律、原理来论理。

作者从新闻的视角，摄取了这些年来教育领

域中“标榜”改革的一些说法与做法，纵论时弊，

不时涌现出对这些“教育问题”的独特分析，个中

不乏真知灼见，很值得教育工作者去反刍与思

索。尤其是第五辑（《怎么管都是错》）和第六辑

（《别折腾课堂了》），建议大家好好读读。倘若我

们对教育的需要与诉求不甚知了，对课堂教学的

深层次问题也不甚清晰，仅凭一腔热情抑或一厢

情愿，匆匆然改这改那，结果肯定就是“好心办坏

事”，且不谈其中也有少数人未必是“好心”，而是

沽名钓誉。

《别太依赖教科书》一文仅从题目就显离经

叛道，因为“紧扣教材”多年来一直是课堂教学的

“天条”，但再细细想想，似乎也有道理，教科书只

是达成教育目的的“工具”之一，体验、探究甚或

课外活动也是教育的重要途径，更何况“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材哪有我们认定

的那般重要？于是乎，作者又说《跟着课本游可

以有》，这一篇大家不妨也好好读读。

教育之所以成为难题，就难在这里。我们每

个人都接受过学校教育，于是我们就认为自己懂

教育，就按自己理解的教育去改革教育。殊不

知，教育很复杂，既有内部规律，又有外部规律；

既有感官上的教育表象（许多教育现象甚至是假

象，如“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现象看似因教师责任

心强，实是畸形的功能主义社会价值观所致），又

有处于思维之中的教育理念；既有苦教苦学的需

要，又有学习自主的诉求……凡此种种，令人目

不暇接。因此，研究教育既要静下心来深入观

察，又要跳出教育研究教育，万不可随心所欲。

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它是个难题》这本书或

许开卷有益。

是为序。

（作者为国家督学、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书 名：《教育，它是个难题》

作 者：王 东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难在哪里

新课善本

纸香墨飞

一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