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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叙事，就是讲述故事，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表达方

式和存在方式，“人们通过叙事来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

的，它同时也是一种由自我认知转变成告诉别人的一种

方式”。教学叙事不同于抽象思辨、科学实证类的研究方

式对于具体经验的忽视，它是把普遍性的理性思考和没

有生命活力的数据还原成了教育场景和教育故事，形成

真实、活泼的教育过程和丰富生动的人物面孔，使其能

够结合自身的教育经验而产生代入感。除此之外，其他

研究者发生的故事或是自身在过去发生的教育故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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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下或未来的教育过程有着很好的警示作用，所以教

育叙事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和总结的过程，

是一个持续学习和发展的过程。它能够为实际教育打下

坚实基础。

2.“有温度的教学”的思考

2.1 追梦的金鱼

每年的 9 月，有一个地方就开始变得五彩缤纷、生

机勃勃，那便是我们的校园。一张张充满好奇和懵懂的

小脸蛋踏进了校门，就像寂静的花园里涌进了一朵朵可

爱的鲜花。此时，作为园丁的我，便有幸地与他们相遇

了。于是，一个个温暖又可爱的小故事就有了开头。在

这里我遇到一条“追梦的金鱼”和一只“安静的乌龟”，

那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怎么跟这些不同性格的孩子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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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呢？

这个小姑娘总是坐在第一排，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这双眼睛跟小姑娘的胳膊腿一样，每天活泼的动来动去，

一刻不停。“某某，小眼睛，看老师！”，“某某，抱臂坐

正！”这样的话语每天以不同的音色和语调乐此不疲的

出现在教室里，同学们的耳朵都听出了茧子，小姑娘却

毫无反应，依然我行我素，用一双大眼睛和灵活的肢体

动作来感知和探索这个世界。

这个“过于活泼”的小姑娘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她总喜欢在上课的时候随便离开座位，甚至还会趁

老师不注意偷跑到其他同学的座位旁。“某某，你好像

对你的凳子不是很满意？”我打趣道，“要不要老师给

你换一个？”小姑娘倒是也能听懂我的话外之意，像条

小金鱼迅速滑回了座位。但一到律动课，我彷佛在跟她

玩“捉迷藏”游戏。每次音乐一响起，她就会变成一条

“小金鱼”，愉快的穿梭在音乐教室的各个角落，还时不

时的跟身边的同学们“打个招呼”，任我以各种方式强调

音乐的节拍，甚至拉着她的手律动，一个不留神，她转

眼又消失的无影无踪。几个回合下来，我精疲力尽，只

得去找其他老师求助，结果每个老师都对这个小姑娘头

疼不已。语文老师对着她的笔画叹气、数学老师看着她

空空的口算本无可奈何，就连同学们都喜欢的体育课也

阻挡不了她“激情四射”的步伐，几乎每节体育课都要

上演“老鹰抓小鸡”的场景。这个孩子的不守规则几乎

让所有老师感到头疼。

她就像是花园中一朵带刺的花、引人注目却到处扎

人。但我想，我就是园丁啊，给祖国的小花朵们浇水施

肥是我的职责、为它们修剪旁逸斜出的枝叶同样也是我

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决定改造她，用我的耐心和

爱心。

我跟班主任老师沟通后得知，小姑娘本身就有些

“好动”，再加上父母工作比较忙，主要是年迈的爷爷奶

奶照顾她，对她的约束也有限。了解到这些后，我心中

有了数，在接下来的课堂上我便寻找着对其转变的契机。

一天音乐课上，小姑娘正在其他同学的歌声里“放飞自

我”。我灵机一动，低头拉起她动来动去的小手问：“你

好奇心这么强，有没有想要但没有得到的东西呀？”小

姑娘先是一愣，歪着脑袋想了一下，慢慢回答说：“我喜

欢金鱼，但妈妈不给我养。”“那如果你能安静的坐下，

一年级结束我送你一条金鱼好吗？”小姑娘面露的惊喜

又迅疾写满问号，大大的眼睛飞快的转着。见她迟疑，

我马上补了一句：“反正你也不亏，试试看吧！”。小姑

娘犹豫着，心里在盘算着我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倒也

回到座位坐好了。

从此以后的音乐课上，小姑娘一见到我进来，立马

收敛起四处乱动的手脚，一下子坐的直直的看着我，似

乎在问“我看你说话算不算数。”我见此情景，立马表扬

她进步很大，小姑娘便一脸美滋滋的开心起来。然而，

好景不会太长，改变的过程总是反复而漫长的，在她屡

屡管不住自己的时候，我便笑盈盈的问：“还记得你的金

鱼吗？”“你的金鱼不要了吗？”“你想要的金鱼是什么样

子的啊？”“你离你的小金鱼还有五节音乐课的距离哦。”

每每这时，她便不好意思的笑起来然后一副端坐的姿态。

久而久之，随着我不断的提醒、不断地表扬，我发现她

上课能安静坐下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三分钟、十分钟、

十五分钟……眼神也变得专注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不仅在音乐课上，她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小音符，语文课

上她也不再是那个订正最多的人了；数学老师的眼中，

她也不再是那个不受控制的“自由体”了；就连体育课

上，她也能积极地和全班同学“一起跳长绳”了。而我

也终于送出了那条小金鱼。

2.2 安静的乌龟

这个男孩子进入班级的第一天，我并未察觉有什么

异样，只觉他是一个内向安静的孩子，背着一个大大的

书包，上面挂着的小乌龟是我对他最深的印象了。随着

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慢慢的发现他不是很喜欢说话，

甚至开学一个月他讲的话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男孩子不

仅不喜欢讲话，而且做事情慢吞吞，真真像极了他书包

上的乌龟。这只“小乌龟”可是愁坏了我，上课时尝试

让他回答问题，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我直到我无奈的让他

坐下；让他跟着音乐一起跟着拍拍手，他欢乐的手舞足

蹈但完全不在节拍上。我哭笑不得，又去找班主任老师

求助，才得知他有些“内向”，一直需要药物来治疗。我

虽然无奈但也心疼这只“小乌龟”。

一天的音乐课上，我照例带着大家进行律动，突然

发现一向喜欢律动时“手舞足蹈”的他突然安静的坐在

那写着什么。我好奇的走过去，看到他正在画画，我打

断了他的创作：“音乐课上不可以画画哦”，他什么都没

说默默的把笔放了下来。我打量了一下，纸上是一架画

的歪歪扭扭的钢琴。下课后我好奇的问他，你会弹钢琴

吗？这次他没有忽略我的话语，而是冲着我点了点头。

我又尝试着问他：“那你可以给老师随便弹一弹吗？”这

次他并没有回应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直直的课看着我。

我把他带到了钢琴旁边，示意他可以坐下，心里也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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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

伸出手来，略显笨拙的弹了一首简单的练习曲。我向他

竖起了大拇指，难得的，他冲我笑了。

下课之后我便查阅了一些关于“内向”的资料，才

知道他们有着自己的小世界，他们不喜欢也想跟别人分

享，但却不知道如何跟别人分享。找到打开世界大门的

钥匙才是最关键的。我思索着，钢琴会不会是通往这只

“小乌龟”的世界的钥匙呢？我决定下一节音乐课再试

一次。

下一节音乐课上，我讲完歌曲后，特意准备了一

个钢琴的演奏视频作为拓展环节。在给孩子们看完视

频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歌唱版本和钢琴版

本的情绪有什么不同呢？”几个孩子纷纷举起了手，我

听完了她们五彩缤纷的答案，看到他依然安静的坐着，

内心焦急又有些期盼。我尝试着问：“还有其他的同学

想要来分享一下吗？这个问题没有对错，怎样回答都

可以。”正当我要放弃的时候，他犹豫着缓缓的举了一

下手又马上放下了。我赶紧说，“请 XXX 同学来回答一

下。”他迟疑着，又不肯起来。我只好继续鼓励他：“同

学们给他一些掌声好吗？”此时的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掌

声，他终于站了起来小声又含糊不清的回答“钢琴的速

度慢，像乌龟。”我点点头示意他坐下，又问了一个问

题：“如果用小动物来跟这两个版本搭配一下，你们觉

得歌曲版本像什么，钢琴版本又像哪个小动物呢？”孩

子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七嘴八舌的开始讨论：“老师，

我同意 XXX 说的，我也觉得钢琴版本像小乌龟！”“对

对对，我也这么觉得，像乌龟一样慢。”“歌唱版本像小

兔子……”孩子们讨论的兴高采烈，这次“小乌龟”终

于没有在走神了，很开心的跟同桌说了几句话。我打断

同学们的讨论：“老师也觉得小乌龟很合适，请同学们

给 XXX 掌声吧！”在热烈的掌声中，下课铃响了，而我

也再一次看到了他的笑脸。

3.教师课堂的意义

这就是我和“小金鱼”、“小乌龟”的故事。通过这

两个教育叙事，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到底什么是我认为

的“温暖的音乐课堂”呢？是为了教学目标的达成？还

是应该尊重孩子的想法和兴趣？而教育叙事的探究对于

我想探究的“有温度的”课堂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想课堂里不应该只有教学目标，还应该有

教师和学生能用音乐对话、交流，让情感得到宣泄，个

性得到张扬，人性得到回归，在音乐中享受阳光般美好

灿烂的生活，乘着歌声的翅膀，带着孩子们遨游在音乐

的海洋，而孩子们对于课堂的自由绽放，正是“温度”

的体现。

其次，用教育叙事来探究教师课堂的意义，也有助

于教师形成和总结个人实践性知识，推动和提升专业成

长。在传统的教师叙事模式下，大家普遍认为教师通过

接受教育学术研究者提供的普遍化、专业性的教育学、

心理学等理论知识是唯一可以实现自身的成长的途径，

而本研究者认为，实践性知识才是真正有助于教师专业

能力提升的方式。就像陈灵艳老师说的，“它通常是默会

的，是内隐的，具有主观性，因人而异，因个人经验而

不同，所以不能以系统理论和规则的形式加以传授”。再

看文中的“小金鱼”和“小乌龟”，他们都是不同于普通

的小朋友，如果按照教育理论知识，恐怕就会成为冰冷

冷的“无解之题”，那“温暖的课堂”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温暖大多存在于自身的经验和人性的交往中，而非

书本上的教育理论。

最后，教育叙事研究有助于教师进行群体探讨。在

教师培训中，理论化内容必不可少，但这种形式可能会

掩盖住教师自己的声音，没有提供教师自我发声的空

间，使得焦点问题无法浮出，也无力解决教育困境。而

教育叙事因其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故事性表述，

在阅读或倾听了其他研究者的教育故事之后，本研究者

的感触会更加深刻，思考也会更加全面，就会对事件有

更加全面、独特的见解和处理方式，而不同研究者对于

同一个叙事的探究，根据自身经历和角度的不同，就能

打破自身对于事件看法的禁锢，对事件进行重新构建和

理解。例如文中“小金鱼”“小乌龟”的故事，每一个

教师对于“自闭”的理解各有千秋，而每一种处理方式

都有着自己的优缺点。通过教育叙事的交流，每一位教

师都可以“查缺补漏”，尽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温暖的

课堂”。

4.教师应该如何在平时的教学中进行教育叙事

第一，就是要奠定坚实的叙事研究的知识基础。我

们应该多多借用多学科视角，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精神养

料来助力教育叙事研究，使教育叙事研究完成得更加圆

满深刻。虽然教师的教育叙事研究直接从日常熟悉的教

育经验来进行教学反思，但却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弃

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否则我们的探究就会很浅显，

单薄无力。

第二，要选择真实且典型性的教育事件和故事情节。

教育叙事应该是教师通过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来呈现的，

那些随意堆砌的、胡编乱造的教育故事是万万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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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选择有意义的教育事件和故事情节来进行组织和编

排是成功的关键所在，教育故事的选取要有代表性和典

型性。

第三，向其他的研究者们借鉴学习。教育故事往往

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复杂且多主体的。有些教育叙

事会容易形成单线条叙事，过于关注自己而压缩了其他

人甚至是教育对象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叙事时，应多线

叙事，教师、学生以及其他主体都能够自由地发声，全

面展示教育场景中人们生存境遇和生活体验的全貌，从

而有利于审视复杂的教育事实。

最后，是探究结果的开放化和多元化。在探究的过

程中，所有的诠释和理解都是有待完成的，都是暂时的。

每当教师过一段时间再回到教育事实时，新的诠释又会

产生，所以探究的结果应该是开放式的、持久的，不应

该有对错之分，也不是当下就能下定论的。通过分享教

师的经验来提高自身的能力是教育叙事研究的教育意义。

5.结语

有人说，儿童是花木，教师是园丁，园丁悉心照料

着花木，但要尊重它们的成长规律。繁花似锦固然好看，

但维护打理确实不易。而实际上，儿童要比花木复杂的

多，教师的工作也比园丁的工作复杂的多。雨果曾经说

过：“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

做绿叶的事业吧，因为绿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教

师就如一片绿叶，陪伴着花朵成长，春去秋来，果实累

累的时候，便是绿叶最幸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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