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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听到有学生不经意间冒出一
句脏话，心里总会泛起怒意。但转念
一想，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操着
各种腔调的“粗口”，甚至一些经典
影视剧偶尔还会对“爆粗口”安排上
特写镜头。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完全
禁止学生“出口成脏”，实属不易。
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入手，引导学生
提高主动摒弃语言陋习的意识，养成
自觉文明说话的习惯。

首先，帮助学生认识到“说脏
话”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对于学生
而言，“说脏话”可能已经习以为常
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行
为。针对这种情况，我利用主题班
会，专门和学生讨论了语言暴力的
问题。最后，我告诉学生：“常言
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
月寒’，从这句俗语中，我们应该能
够体会到言语的巨大威力。说脏话
是一种典型的言语型校园暴力，是
一种非常不文明的表现，会对我们
的形象和素质造成很大的损害。言
语型暴力虽然不会像肢体型暴力那
样造成显而易见的后果，但很多时
候，言语给人造成的精神伤害，可
能比肉体伤害还要持久，还要严
重。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规

范自己的言行。可能我们不经意的
一句话、一个小动作，就会对他人
造成身心上的伤害。”

其次，引导学生用恰当的语言替
代“脏话”。大多数时候，我们脱口
而出的脏话，只是一种情绪情感的表
达，并没有实质的含义。比如，当我
们想表达惊讶、惊喜、紧张、忙乱、
愤怒等情绪时，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爆
出一句“粗口”。

我给学生假设了一种情景：成绩
一直不理想的小明，这次考试居然出
人意料地闯进了班级前几名，这让小
明感到无比惊喜。而整天和小明成绩
不相上下的死党小文却感到很不服
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小华更是愤
愤不平。这时候他们大概率都会脱口
而出一句脏话。我让学生仔细体会他
们说这句话时的感受，并要求他们找

一句能表达这种真实感受的文明表达
来代替这句脏话。

有名学生说：“如果我是小明，
我会说‘噢耶！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

“好！‘小明’同学这句话说得霸
气，有底气！我们要相信自己，只要
我们肯努力，我们也能够取得理想的
成绩。”

“如果我是小文，我会说‘下次
我一定要超过小明’。”另一名学生
说。

“好！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有‘小
文’同学这种不服输的勇气。”

“如果我是小华，我可能会说
‘哼，他这次只是运气好而已’。”

“哈哈，我感受到一股酸溜溜的
味道。有句话说得好，‘学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每个同学都在努力

进步，如果谁止步不前，肯定就会被
甩在后面的。”

当听到学生“出口成脏”时，教
师首先不应该训斥学生，而应该认真
地思考当时的语言环境，与学生认真
沟通，了解清楚学生这样说的心理动
机。掌握了这些情况，教师就可以有
针对性地采取具体措施，引导学生自
觉使用文明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再其次，我们应该给学生树立一
个效仿的优秀榜样。“说脏话”之所
以会在班级里蔓延开来，往往是学生
为了寻求他人的关注，为了能融入小
团体中，或者是为了满足出风头、炫
耀耍酷等心理需求所导致的。

班杜拉的社会观察学习理论告诉
我们，个体看到他人的行为受到鼓励
或表扬，通常也会选择效仿这种行
为。所以，在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和寻
找替代用语后，还要为学生树立一个
学习的典范。对于那些“出口成章”
的学生，就大力表扬，让学生明白，

“出口成章、口吐香兰”才是真正的
酷。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学会用高
雅的语言来表达高级的情感，努力在
班级里形成文明表达的氛围。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中心）

学生“出口成脏”怎么办
仲崇高

学校背后绵延的九龙山平缓而漫
长，山中草木释放的清新，天天熏染
着校园，日日不求新而自新。人们对
师者的想象，往往是清瘦型或秃头型
的：立如标杆，翼若垂天之云。可惜
我不符合这样的要求，更愿意在职业
与生活的点滴中发现自己的幸福。那
些故事和际遇如陌上花开，让人缓缓
而醉。

几场春雨后，凤凰花又开了，各
种鸟儿如期而至，一只大鸟在校道上
跳跃，见了我毫不避闪，只是从校道
跳入旁边的草坪继续觅食。教学楼走
廊地上，再难见到学生的面包零食碎
屑，鸟儿们总是能在人们眼里的杂乱
尘土中觅得美食。走在校道上神清气
爽，充实的心灵，孕育滋养出自由灵
动的课堂语言。

站在五楼的走廊，突然发现楼旁
的苦楝树长高了好一截，树梢已触手
可及。不远处流浪猫增加了两只。它
们已经慢慢从不信任人到开始靠近师
生眼巴巴地讨要食物。幼小稚嫩的生
命，总是容易激起人的爱意和慈悲
心，小猫现在丰满多了。生命距离拉
近后，表情纤毫可见，犹如家人。

基础教育与森林颇有相似之处：
满目花草又遍地荆棘，举头绿荫遮
天，远近虫鸣鸟叫不绝，景致让人欣
喜中又有些寂寞，潜伏的意外让人忐
忑不安。

周末开家长会，会上我点名告两
名学生的状，希望家校共同整治一
下。3班的阿玫（化名）对我要求她
升格重写自己的作文消极对待，阿辉
（化名） 默写居然零分，此风不可
长！周一上课，阿玫、阿辉状态好多
了，我心情大好。但阿玫扬言不想理

我了，还像猫一样对我哈气发怒，奶
凶奶凶的，然后就闷不作声地，貌似
摆烂。仅仅两天，阿玫已忘记了对我
的“仇恨”，从竖毛状态回归夹子
音，叽叽喳喳一切正常，我窃喜不
已。森林中那些小动物大多是可爱
的，有时或让人感到聒噪，但叽叽喳
喳是春天生命成长阶段的一种样态，
就像冬天森林中满地落叶一样，持欣
赏的态度才最好。

单就成绩而言，阿安 （化名）
当然不能算优秀学生，但他有一种
朴实的“萌”。他字写得特差。每
个字的笔画都没有平、折之分，横
折、竖折通通都成弧形，且常常有
缺胳膊少腿的现象，让人啼笑皆
非。比如他一直把“慕”字下面的

“心”写成“小”，所以他的作文和
作业让我看起来很吃力。他读书时
不发出声音，即使在书声琅琅的早
读时刻也是如此，顶多只能看见他
嘴唇缓缓翕动。老师批评他时，他
只是温和而羞怯地低头微笑。他上
课笔记记得很仔细，尽管字写得像
蚯蚓。其他学生告诉我：阿安上高
中前是个游戏迷，养成内向的性
格，现在懂事了，决定从头来过。

我决定找他谈话，告诉他：我小
时候也很呆，少言寡语，好思。那时
候，我曾捡起一块房上掉下来的瓦片
问母亲，这是什么做的？母亲说瓦是
用泥巴做成的，用水和好泥然后用火
烧，最后泥就成了瓦。于是我花了一
个下午玩泥、寻柴、烧火来尝试做
瓦，结果当然不成瓦，但这是我平生
做的第一件自发实验，收获和在记忆
中占有的分量比所有在学校做的化学
实验都多。阿安笑了，还是笑得很温
和，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是他没有
想到老师也曾经像他一样呆过，很宽
慰，也很自豪。从小到大，人人都

“呆”过，只是大部分人成年后淡忘
了自己曾经的呆，开始对别人的呆不
耐烦。已经进入高中的阿安就这样被
忽略了，直到现在。

一个学期后，阿安语文考试终于
第一次及格了，我趁热打铁，建议他
买一本钢笔字帖练字。星期一我走进
教室，看见阿安正默默地一笔一画地
开始描红。我得精心安排他把欠账一
笔一笔补上，阿安的一门心思“呆”
做事，可以保证他的持续进步。一年
了，阿安终于在一次作文中用他那独
特的不太工整的字发出了心声：每个
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并且要由
自己去开辟，不会有别人的施舍。我
仿佛从一棵钻出地面的小草身上，看
到了它深埋地下的根须在生长。

万物各有痛痒，各有让人惊奇之
处。我到广州开会讲座，在黄埔区路
边的一棵树干上，用手机拍到了蝉的
蜕皮过程，那只蝉蠕动两下便休息一
下，两只鼓鼓的眼睛已露出来，这时
候的蝉还不能鼓腹而鸣，更没有居高
声自远的高傲或气节，它只一门心思
痛苦地挣扎着新生，蜕完皮就轻松
了。整个夏季肯定就可以帅气、高调
地蹲在树梢嘶鸣。

不停地培训、经常性开展活动、
定期阅卷……总结之余，总有一种若
有若无、若浓若淡的情愫弥漫在心
头，像傍晚涧底飘荡的山岚雾霭。疲
劳让人消沉埋怨，也能开启智慧让人
奋发。关键在于自己心灵的处理方
式。所谓诗与远方、所谓幸福，都在
身边琐碎中，不在彼岸，在此岸。泥
土是类似的，不一样的是耕田人。

有森林的地方就有风险，也有野
性、率性、生命多样带来的幸福感。
遥远的那些童话结尾，总有类似的结
局：巫婆的诅咒解除后，王子、公主
从此在森林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教

师当然不是公子王孙，但幸福是不分
阶层的，只要初心在涌动，春天就不
会老去。若一心追求幸福向上，自得
于心，自足于生活，按自己的剧本一
点点地演绎轨迹，任何诅咒都会失
效。我们不可以在漫长的职业生涯
中，磨平自己心中曾经的生命童话。
生活的锤炼应该用来沉淀幸福、制造
更精致圆融的幸福。追求财富当然是
良性动力，但唯财富、唯职位也是自
寻烦恼。为人师者不应是偏执狂，应
该是中庸平和的幸福者。

所有的职业，都是因为生存、兴
趣而去从事，因为有梦想、有坚韧而
获得发展，因为痴迷、寻觅而“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无穷的事业，与
无穷心海相连，与变幻的环境相关。
决定事业与幸福的，是孜孜以求的坚
持，是对晨曦的等待。财富与荣誉是
水到渠成的结果，得之，我幸；失
之，我命。但永远不能熄灭心中的火
把。师道传承，厚德、高才不可少，
更重要的是不息的探索和寻孔颜之
乐、怀经世致用之志的淡然。

背后九龙山的尽头，是长天。
多么美好的校园，最终也融入大地
蓝天。但一路的景色会沉淀到人的
灵魂，影响一生，不管景色美与荒
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
风中”的士人风骨，“更行更远还
生”的生命力，在整个过程中自然
显现出来。这是为人师者的筋骨和
幸福。

（作者系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语
文正高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广东省中学特级教师）

为为人师者的筋骨和幸福
龚志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
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尤
其是如何推动区域教师队伍建设高
质量发展，成为当下各地教育部门
关注的热点。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
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
干意见》中明确就“加强有组织科
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
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
署。尽管文件并未针对基础教育科
研提出要求，但作为国家创新拔尖
后备人才培养根基的基础教育，也
需要进一步加强有组织科研，不断
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进而落实在
课堂教学中，实现人才培养的高质
量发展。基于此，江苏省南京市教
育科学研究所以“有组织科研”为
着力点，稳步推进南京教育科研人
才培养。

基础教育有组织科研是对外部
需求的有效回应，主要体现在三个
层面：一是回应国家需求。有组织
科研是基础教育对国家导向的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回应。在国际
竞争越发激烈的今天，拔尖创新人
才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有着重
要的价值与意义，作为输送拔尖创
新人才后备队伍的基础教育更有着
培根育人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培养
后备队伍，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筑
牢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基础教育进
行有组织的研究，构建科学化系统
化的培养模式。二是适应区域发
展。基础教育的有组织科研在尊重
科研基本规律基础上，改变了传统
科研碎片化的运作模式，统整协同
区域科研力量，以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原则
提升区域教育质量，实现办人民满
意教育的目标。三是提升学校内
涵。有组织科研是提升基础教育学
校内涵质量的重要推动力。有组织
科研将地方教科院所与中小学幼儿
园紧密结合，将专家与教师紧密结
合，将跨学科、跨部门力量紧密结
合，为学校引入更多智力支持，有
力地提升了学校内涵发展。

从个体层面来说，基础教育有
组织科研还是推动区域教师队伍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它在外驱发
展动力上改变了教师专业发展凌乱
无序的状态，实现了教师群体在科
研领域的有序发展。为此，我们从
顶层制度、模式、研究和成果四个
方面加以认真规划与设计。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顶层制度设计的有组织性上。为此，我们提出教
科研人才的“千计百方”工程，并分两步推进实施。所谓“千计”，指
的是面向2035遴选培育约1000名40周岁左右的教育科研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力争做到全程全方位跟踪培养，是为了达到堆聚
人才高原的目的。“百方”则指向的是打造人才高峰目标，主要是面向
2035指导南京的优秀教师们凝练撰写并出版“百本中国教育改革方
案”，主要对象是一线的特级教师或正高级教师，旨在推动一批专家型
教师梳理提炼教学主张、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立足南京教育实际，推
进南京教科研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中不断传承与发展。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模式的有组织性上。在“千计百方”工程实施过
程中，我们与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联合培养教师队伍，借鉴高
校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学习引进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因材施教为学
员量身打造培养模式。在师资保障层面，我们提供学术导师与行业导师
双支持的系统配置，实现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同步指导模式，并不定期
邀请院士、期刊主编、一线名家等不同类型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人才培
养。在学术提升上，我们鼓励入选学员参与申报高层次课题研究项目，
推荐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与省市各级相关学术社团工作，为其搭建展
示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在入选学员的学术研究起步阶段，我们推荐他
们参加各类“名师工作室”，在多重学习环境中不断助推他们成长。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研究的有组织性上。我们以成果为导向，系统筹
划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制定研究计划与节点，稳步落实研究目标。对
于名特师的“百方”工程，我们邀请专家参与优秀教师凝练教学主张的
全过程，指导名特师将现有研究方向与新课标、新课程改革相结合，使
其研究更具有持续性和前瞻性；对于青年教师的“千计”工程，我们对
入选成员进行系统化学术训练，鼓励他们思考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理
念和教育主张，以成果考核的任务驱动倒逼青年教师自我发展。研究的
有组织性打破了传统基础教育教科研的碎片化趋向，推动区域教科研以
整体性思维模式有序发展。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成果的有组织性上。指向“百本中国教育改革方
案”目标的“南京教育文库”工作启动后，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欣然
为“南京教育文库”题字，勉励南京基础教育专家型教师加快凝练教育
思想，推出教育典型。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
长周洪宇教授担任文库总顾问并题写总序，认为“南京教育文库”具有
独特性、人本性、开放性和持续性。“南京教育文库”旨在将基础教育
的科研成果显性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添砖加瓦。在成果宣传推介上，一方面我们利
用“南京教育科研”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多种
方式宣传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在中国教育报移动端开辟线上“南京
教育科研周”，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利用高层次平台宣传推介，讲好南京
教科研故事，传播好南京教科研声音，展现可学、可借鉴的南京教科研
群体形象。

有组织科研，将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从“无组织”引导向“有组
织”，从“无序”引导向“有序”，从“碎片化”引导向“整体性”，不
仅构建起一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模式，也成为构建
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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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教育部门不断出台各项举措，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增强教师
职业吸引力，使教师能够在教育岗位上有获得感、幸福感。

提升教师获得感与幸福感，不仅对教师自身的职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发展更高质量的教育、培养身心
健康的学生也具有重要意义。而教师幸福感的提升，不应只是来自外界赋予，更应该得益于内心的充盈。

本文聚焦教师职业幸福感，意在探讨教师如何善教且乐在其中，去发现、呈现幸福教师的美好心态和生命状态。

追光教师

扫码观课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主讲人：龚志民

视觉中国 供图

教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