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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刚上初中的儿子问我：“爸，什么是教育？”一
个貌似简单，仿佛答案就在眼前的问题令我一时语塞。从教二
十多年的我，当时面对十几岁孩子的提问，不知该如何回答。
沉静深入思考，不禁想起教育家杜威说的一句话：“教育即生
长”，这给了我很大启发。何为生长？如何生长？现结合自己
的教育实践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1　教育应该放稳脚步
生长是事物依据其自身内在规律而发展变化的过程，教育的

生长也有其特有的内在规律：那就是要使每个受教育者的天性得
到呵护，使其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循序渐进地成长。而在教育
实施过程中的那种人为提速、追求快捷的做法，无疑于揠苗助
长，所以我的理解是：教育应放稳脚步，在稳中求发展，切
不可急功近利。

从发展意义上讲，教育是“自然生长”的艺术，是教育
者要学会期待的艺术。面对学生，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只能提供
适宜的生长条件，就像辛勤的园丁为花草提供适宜它们生长所需
要的温度、阳光、水分和肥料一样。生长自有规律，发展必
经过程，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过程没有问题，结果才
不会出差错。所以要做好教育就急不得，必须能耐下心、稳得
住、慢下来。

卢梭有句教育名言：“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
要浪费时间。”这句话初听起来仿佛是错误的，但是细细想来却很
切中要害，且发人深省。在这个高速发展、激素充斥的年代，“急”
和“躁”已成为时代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人们对速度的追求很
贪婪，甚至到了不计后果的程度。那种违背规律的片面地追求

“快”，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2　教育需要提升温度
英国教育家罗素说过：爱是一缕金色的阳光，凡是教育缺

乏爱的地方，无论学生的品格还是智慧，都不可能充分或自由地
发展。教育不只是知识的建构与生成的过程，还是和谐人际关系
融合升华的过程，更是对生命情怀的倾诉与关注的过程。我认为，
教育要放稳脚步，意在强调教育要放慢速度，在稳中求发展；教
育要提升温度，就是强调我们要办有灵魂的教育，要办充满人文
关怀的教育。什么是教育的灵魂？是爱，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大爱。
人本身就是爱的产物，人若是没有爱的滋养，就不能健康成长。所
以教育要付诸爱心，在大爱中谋育人，让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
过程中充分享受爱的温暖。教育绝不是一个单一的知识传授的过
程，她应是爱的艺术，是在爱的前提下培养人的一个系统工程，她
需要用生命的温度去呵护、去滋润。

教育即生长，这生长就如同植物一样，需要水分和养料，更
需要温度和阳光，只提供水和养料是不能生长的。不知从何时起，
我们的教育渐渐失去了温度和阳光，在学校内外弥漫着一种可怕
的冷漠，有调查数据显示：老师不再是孩子心目当中最可信任的
良师益友，曾经非常亲近的师生关系已悄悄异化。一些家校联系、
部分家长与老师的关系，也变得生分和庸俗起来。这种疏远和冷
漠就是一种危险的离心力，他会使教育变得更加艰难，使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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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威说：教育即生长。何为生长，如何生长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一是教育要放稳脚步，在稳中求发展，切不
可急功近利。二是教育要提升温度，让学生在爱的滋养下从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享受教育。三是教育应如根雕艺术，要因势利导，从
改造变为成全。四是教育需要内在唤醒,不断激发学生自我内在正能量。教育工作者必须理解教育本质，以“生长”的教育理念践行
本真教育，赋予人类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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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信任，使孩子感到迷茫。
孔子说：仁者爱人。泰戈尔也曾叹息道：不是槌的打击，乃

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因此，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爱融入到教育教学实践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在学校教育中，应该
让爱进入到师生的内心里、充斥在学习生活的空气里、反映在学
校育人的理念里、融合在学校文化环境里。大爱无时不在，大爱
无处不在。

3　教育应如根雕艺术
我认为，教育不是改造，教育应该是成全。每一个学生都

有他的独特之处，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天性禀赋，所以教育不是
模具制造，也不是将泥土随意塑形的陶艺，而是在这个艺术创
作过程中，教师们如同艺术家，学生们就像生就不同的树根一
样，并不是每一个树根都适合雕成搏击长空的雄鹰。艺术家们
拿到一个树根，先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仔细揣摩，研究
其固有的形状走势，做到“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遵
循自然之道，因势利导，据此加工成形态各异的艺术品，正如

《种树郭橐驼传》中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则其
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就是说种树的人“能顺应树木的自然生
长规律以使它的本性得以彰显，那么它的天然品质保全了，它
的本性也就具备了。”这才是正知正见，正行正道。

4　教育需要内在唤醒
一切教育归根到底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归根到底都是自

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是一个主体精神不断被唤醒、自我内在正能量不断被激发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说：知识必须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只能被唤醒，而
不能象搬运货物。与怎样传授知识、提高学业成绩相比，如何让
每个孩子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发展自己，培养人的主体精神，应
该是教育更重大的问题。

教育的生长过程是一个貌似物理变化的化学变化过程，就像
小树的生长，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是小树一点点长高的物理现象，
而事实上却是小树内部经久不息、连绵不断的光合作用、呼吸作
用等产生的化学反应才促成了这本质性的生长。很多人也真的就
把教育做成了物理变化，按部就班地填鸭、絮絮叨叨地说教，只
产生了累加式量变；要发生根本性、生成新物质的化学反应，就
必须在创造反应条件、激活生长内因上下功夫，努力唤醒其内在
的生长愿望，不断激发其自身的成长动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
其主动自觉生长。

雅斯贝尔斯说“人类的将来，取决于本真教育能否成功。”人
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的进步。教育的成败决定
人的素质，回归人性的本真教育是教育成功的必由之路。为了子
孙后代，为了人类的未来，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有责任关注人
性教育，必须理解教育的本质，以“生长”的教育理念践行本真
教育，赋予人类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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