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需要做科研吗？听听特级教师肖培东怎么说

我更像是一个感性的海边拾贝人，迎着晨风，沐浴着霞光，语文，则是深深

无边的大海。

我似乎很拒绝“钻研”，那些炫目的理论术语教育概念，我总是记不住。我

总觉得我会教书，能把学生的语文成绩弄上去，能为他们的中考或者高考助推一

臂之力，我应该就是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了。看着其他人厚厚高高的一叠叠课题

论文，我总不以为然，觉得无甚用处，甚至是浪费青春消磨时光。那些时间，我

用来刻写蜡纸，用来批阅试卷，用来管理班级，和学生谈话，剩下的边边角角的

碎片时光，我用来听歌，看足球，和朋友聊天。我很勤奋，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我也这么认为。

教学最初的时间就这样勤奋又心安理得地过去了。

我参加县里的优质课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对我期望颇高的教研室徐老师等

鼓励我多写教学论文，他们说未来我的路要走得更好。年轻的我嘴上答应着，心

里却在嘀嘀咕咕：写那些东西有用吗？那时的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语文论著，

没有订过一本语文教学杂志，书架上摆满的都是小说、诗歌和散文，一堆堆的磁

带和 CD 唱片不加掩饰地泄露着我的课余生活。最重要的是，长期的文学阅读带

来的相对不错的语言表现力，多多少少让我的课堂教学有着一层浪漫和情感色

彩，学生喜欢，家长认可，同事也觉得不错，我也就觉得教书就是这样一回事了。

教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教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于我

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或者不相干的。在狭小的自我世界里，人是很容易对自己产

生认可感的。我很优越很兴奋地教着我的书，外面的世界我几无理会，我努力地

教学，没有教研。

县里论文比赛，要我参加。

我拿起笔，望着黑漆漆的窗外，我才知道迷茫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可以给天

上的星星起着好听的名字，却不知道给自己的语文找个怎么样的定位。我这才明

白，对教科研，所谓排斥，所谓拒绝，貌似潇洒有风度，其实最是孱弱和恐惧。

那些我平素看不上眼的课题论文，后面该有着怎样多的专业论著的阅读和对教学

的反思。最肤浅的人最不承认自己的苍白。我憋了几天，拼拼凑凑写了一篇文章，



好像是写说明文的教学的，那几千字歪歪扭扭地，都像一只只瞪红的眼睛，嘲笑

着我的虚弱和浅薄。这篇所谓的论文，最后得了县里的三等奖。我欣然于第一个

论文比赛小奖，也就很快忘记了凑这文章的辛苦和尴尬，依旧沉醉在自己的教学

步调里。哎，年轻就是这样无知。

我勤奋地教着我的课。我偶尔会去思考课堂背后的东西，理念、课标或者语

文性质等等，但也就是偶然滑过，燕子飞掠湖面一样轻轻地就过去了。我开始做

些杂志好文章的积累，我把一篇篇自己喜欢的文章复印下来，装订成册，需要的

时候读读。我也买一些名家的教学论著，钱梦龙、于漪、魏书生等等。不刻意地

读上几篇，我竟然也会说上几个专业的教学术语，而且是很自然地说出。我的课

堂教学也在发生些细微的变化，只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觉。我都会归结到自己

的小聪明，我就带着小聪明一次次地参加教学比赛，去上县市的语文公开课。小

聪明的课堂换来了一些小名气，大家都认为我会上课，我也这样想。

我还是不主动写论文，总要有人催，幸好催我的老师有足够的耐心。每次县

市论文比赛，我都有文章去参评。我还是需要几个晚上去思考，但我不再是拼拼

凑凑的了，想写什么，能写什么，事先竟然会有个较为清晰的概念，而且是有冲

动感地写。和第一篇文章的惨烈孕育不同，我多少有点章法了，这是为什么，那

时候我没想过。谈语文教学文本的使用的那篇《紧贴文本地面行走》获得了市教

学论文比赛的一等奖，谈班级管理中的暗示法的《润物如何细无声》获得了省德

育论文比赛的一等奖，教学教育案例的运用自如了许多，文章的结构清晰了许多，

思考也比以前深了，我甚至还作了课题，最后也在市里获奖了。今天看来，我们

这些站在教育教学工作的最前线的教师，其实是有一个优势条件的，那就是我们

可以在实践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科研选题。即便是以听课、评课为例，我们也可

以利用观察来完成自己的某些研究。我的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很难说是教科研的

成果，至多是我教学教育思考后的应急作业，只是不同于最初的苍白，我开始有

意识地转到教学的背后去溯本探因去追问意义，我懂得了诸如“寻思与练笔”“整

合与建构”“集束与辐射”这样的写作路径。我的课堂随着我的教学思考也在前

行着，虽然，不是那么最自觉。

2005 年下半年，浙江省第九批特级教师评选开始申报。我偷偷地对比了申

报条件和自身实力：高级资格年限我满了，省里的荣誉我有了，省级以上刊物论



文发表要两篇。我很羞涩地拿出仅有的两篇发表文章（都是在不显眼的省级刊物

上发表），一路惊险地进入了市选名单，最后以出色的课堂教学成绩脱颖而出，

成为当年全省最年轻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在享受侥幸成功之喜悦的同时，我忘

不了自己申报材料中薄薄的三两张论文复印纸页，忘不了这种无底气的教研带来

的尴尬与虚弱。优秀教师，既要拿得出教育教学方面的成果，又不能缺失教研方

面的思考研究。单凭教好书是必然会走向教学的高原而不能有新突破的。要想获

得持续性发展，适应教改的要求，你就必须让自己成为研究者，不能到了评职称

什么的时候才功利地想起论文想起教科研成果。积极倡导“教师即研究者”运动

的藤豪斯说：“如果教学要得到巨大的改进，就必须形成一种可以使教师接受的，

并有助于教学的研究传统。”苏霍姆林斯基也提醒我们要“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

福的道路上来”，这样，教师的劳动才能够给你带来乐趣，上课才不至于单调乏

味。做自己课堂的思考者与研究者，从科研的角度认识教学，我不能一条腿走路。

蜕变，是因为你愿意去刺痛自己的心。

我开始静下心来读书。林清玄说：“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时，需要的是窗

子；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阅读，就是窗子就是镜子，它让我们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看清最真实的自己。它怡情益智，厚实我们的教育底蕴。教师

应该有一个书香人生。说也奇怪，心静了，厚厚的理论书竟然不再干枯了，最初

厌烦的枯燥的教育术语也像春天的嫩草一样光鲜有生气了。钱梦龙老师的教学思

想，王尚文老师的语感论，孙绍振老师的解读理论，王荣生老师的语文教学内容

重构，黄厚江老师的本色语文，余映潮老师的课堂教学智慧……越读我越觉得语

文教学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一个个教育名家向我走来，一段段语文智慧让我咀

嚼，阅读，让智力生活拒绝停滞贫乏，当你沉浸其中，这些专业的教育教学理论

的研读竟然妙趣横生。我又捡拾起大学学过的专业书籍，闲下来的时候就捧读几

页，有时会很生疏很费力，就停下来想想，所有的文字，都像老朋友似的向我频

频问候。苏霍姆林斯基、加德纳、佐藤学、李泽厚、宗白华、周国平、德波顿……

读教育改革的理论，读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总结，读哲学，读历史，读美学，当

然，还有我喜爱的散文、诗歌甚至流行杂志等等。阅读，促进我的精神生长，让

我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警惕着灵魂空虚和精神萎缩，让我时刻关注自己的内心

世界，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和肤浅，也让我更有信心更有精神站在语文的讲台上。



我订了多份教学杂志，每一期我都做了几遍阅读，遇到深有感触或者有所质疑的，

我就做好记号，多读多思。不愿自己的心与课堂是干枯的，我就必须自觉地读书。

有人问我评上特级后你最大的变化，我的回答就是“我越来越爱读书”，这是真

话。

我写博客，几乎每天都写，这也是一个让我自己都会感动的变化。读书，总

有一些感触会积郁在心里，写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记载与释放心绪的平台。语文

老师，应该是一个很自觉很坚持的阅读者和写作者。很多语文届的前辈都是如此，

同辈中的名师王君同样笔耕不辍。河南的一位青年教师叫贾会彬的，他的博客里

每月都有一期阅读记录，记下了自己这个月读过的语文教学杂志、教育论著和文

学作品，并且他都会摘下笔记写一点感受，这份坚持着实让人佩服。起初的博文

写作源于工作室的活动需要，写着写着就成了一种自觉的需要，一天不写几句几

段就觉得日子少了点什么。我写我的语文课堂，写我的听课感受，写我的阅读思

考，写我的生活感触，山水云月，清风细雨，凡有思想，都在笔端。现代教育需

要有思想的语文教师，闻千音而知声，观千剑而识器，语文教师要从广泛阅读上

和专业写作上来传递自己的思想。陈日亮先生说“我即语文”，意在提醒语文老

师要把自己与语文融为一体，要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当前，一些中文

系毕业的青年语文教师教的是语文，却说不出好话写不出好文，对文化和文学缺

乏广泛的占有的兴趣，“我”的给养不足，语文的教学就明显乏力苍白，给学生

做文化理解的领路人就变得相当渺茫。对于命运中的幸运而言，阅读，写作，正

如点燃火炬，它照亮突然醒来的人，让我思考让我去融化。消解尘世的喧嚣与心

灵的浮躁，填补知识的残缺和智慧的困惑，更为我启示精神的追求和文化的向往。

很多老师，成了我博客的忠实的读者，我和他们一起在文字的海洋里沉醉痴迷，

也和他们一起体悟追求语文教学的美好。我越加平和，我更懂得了敬畏和感恩。

“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会想起身/向时代，历史，宇宙说话”（马雅可夫斯基

诗句），当然，我还向语文向教育说话。

这种说话，是一篇篇浸满语文教学思考的文章。教育叙事、教育案例、教育

反思、教学课例和教学论文等等，现在都是那么自觉地甚至很有冲动感地去写。

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只有把“问题”当作“课题”，把“教学”

当作“研究”，把 “成长”当作 “成果”，选择有价值的、可行性的、实用性



的教育教学素材，调查、研究、提炼、综合乃至创新，自觉思考，勤于钻研，在

这样探索、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才能逐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科研型学者型

的教师。我的文章更多的是落在课上，我写课的设计与再设计，写教学的反思与

总结，一堂课或者多堂课，听课或者上课，多了就有了比较和归纳，就指向语文

教学的某个方向去探究去钻研。有思考就写一点，很自觉很主动，现在我是多么

感谢那些语重心长的叮嘱话语。“碧波深处有珍奇”，我已经没有那种畏惧和懒

惰，如读书越读越觉得自己浅薄，我写文章越写越觉得语文世界的广阔。我知道，

自己还有许多的不足，还有许多要去修补与完善，这更是一种真实的幸福。教师

是思想者，要以自身丰富的内涵与睿智的思考给学生以终身的影响，给语文给生

命最真的热爱。读书也好，写作科研也好，我更追求“融”，我不希望自己去“显”

去“摆”。在这越发功利躁动的教育环境里，我更加希望守得住自己的心，做一

个安静的自己。

我读，我思，我写，渐渐的，课实在了，心也平静了。

纪德说：“我为美好的事物消耗着自己的感情，它们的光辉来自于我不断地

燃烧，但这是一种美妙的消耗。”语文的海边，我还愿是那感性的海边拾贝人，

踩着理性的步伐，为那斑斓绚丽的贝壳，消耗，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