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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滋养教师核心竞争力 
 

李福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 
 

  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中提到，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作为一名教师，怎样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呢?——编者 
  在当今信息化、价值多元时代，各类信息如潮水般涌来。教师要想更好地从事教育教学活动，

就要学会读书，学会用书。教育名著记录了教育家们积极进行教育实践、科学论证教育方法、执

著探索教育规律、不断创新教育理论的轨迹，经受了历史的冲刷和验证，无疑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宝藏。教师作为学习者，通过阅读、学习它们，可以逐渐构建起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和心理体系，

真正走上教师专业发展之路。 
  增强教育理论素养，为教育创新作准备 
  通过阅读教育名著，教师会增强自身教育理论素养，从而适应自身发展的要求。比如杜威的

《民主主义与教育》就是可以使教师增强这方面素养比较有代表性的名著之一。这本书从教育的

职能与作用、教育的本质与目的、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论、德育论五个部分，讨论了民主主

义社会的教育、教育目的、兴趣与训练、思维与教学、课程与教材、教育价值、哲学与教育、知

识与德育，等等。它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最为系统、最为综合的阐述，涉及面非常广泛，涵

盖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环境、教育与生长以及对一些教育观念和理论的批判。 
  正如这部名著一样，教育名著是人类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每一部教育名著都称

得上是一部“教育发展史”。无论教育名著距离我们当下情境遥远还是接近，其中蕴含的教育思

想与智慧是普适性的。教育名著不仅可以使教师深入了解人类教育的历史，也可向教师展示当今

教育发展的动向。所以，阅读教育名著既可使教师积淀起教育教学的历史底蕴，又可增强教师反

思教育教学行为的意识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名著还是人类教育智慧积聚而成的文本，每

一部教育名著都是创新教育的典范，所以教师更能够有效汲取其中所蕴含的精华，学会用它们的

精髓观察、思考、分析、解决教育问题，从而进行教育创新。 
  提高发展核心竞争力，为深入改革蓄势待发 
  教师核心竞争力源自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不断学习、积累和完善。积累是很辛苦的，要用几

十年的时间。只有注意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通过阅读名著，不断吸收前人的知识营养，才会逐

渐形成自己的东西。 
  教育名著积淀着深邃的思想精华，展示着鲜活的教育实践，传达着科学的人文精神，体现着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育人理想，深度关照着社会与教育的关系。这些，都有助于开阔教师的社会视

野，全面、深入、到位地理解教育问题。夏丐尊先生曾言:“吾人于专门职业之外，当有多方之趣
味。⋯⋯酱只有酱气者，必非善酱；肉只有肉气者，必非善肉；教师只有教师气者，必非善教师

也。”可以说，教育名著中有教师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生活中鲜活的教育叙事场景、育人为本的
思想关照、生命取向的崇高价值追求等。 
  教育名著中先进的教育理念，可以沐浴教师的灵魂和心灵，让教师远离职业倦怠，在教师发

展道路上保持永不枯竭的旺盛动力。帕尔墨在《教学勇气》一书中持这样的观点:在匆忙的教育改
革中，我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仅仅依靠增加拨款额、重组学校结构、重新编制课程以及修

改教科书，无法解决教师的心灵缺失问题，改革也永远不能够成功。教育名著所具有的激励教师

心灵的作用，将推进教育改革深度进行。 
  注重阅读中学习方式，为专业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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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信息社会，教师阅读不能迷失在名著的海洋里，因为数量的优势只是相对优势，而质

的优势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例如在我国的教育名著里，作为最早的教育专著，《礼记》中的《学

记》就是值得教师一读再读的精品。 
  在过度重视知识化、技术化、规范化的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教师教育理念、教学理念通常处

于边缘化的地位，因此教师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要改变这样局面，体制机制改革固然重要，教师

层面的变革也不可忽视。教师可以从教育名著中寻找发展的空间，使发展富有活力、充满动力。 
  教育名著具有对个人思想而言的“原创性”与对个人体验而言的“真实性”，是教育理论和

实践的有机结合，能启迪与激发教师的教育智慧。比如，教育名著中不乏教育细节的生动展示，

可以为教师提供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参照，教师通过认真阅读、仔细揣摩，会在自己的教育教学

中使之变得更加细腻。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对知识、技术、规范则会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 
  教育名著可以是叙述式的，如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用日记体写的《爱的教育》。书中主人公

是意大利的一位名叫恩利科的四年级学生，写的是他在一个学年 9个月里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
了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对社会的同情心、对国家与民族的爱，让人感受到被“爱”

包围的深厚、浓郁的情感力量。这样的教育名著可以让教师拥有发展的力量源泉，具备使教育走

向成功的基础——爱。 
  教育名著中也不乏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著作，如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就属此类。这本书是苏霍姆林斯基专门为中小学教师而写的著作。该书以通顺流畅的文字，深入

浅出地向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介绍如何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如何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他在谈到每一个问题时，均熔生动的实际事例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为一炉，极大方便了中小学教师

的阅读。 
  教师通过阅读、学习教育名著，从中可以获取真知灼见，提升文化精神，增强教育使命感。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读书与用书》一文中说:“书是一种工具，和锯子、
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实践证明，教师要获得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教育名著中不断获取营

养。阅读、学习教育名著应成为教师生命的自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