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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培養自己》這本書，是李鎮西

老師關於教師專業成長的一本著作。

最初知道這本書，源於2019年我關

注了李老師的教育公眾號，經常閱讀李老

師公眾號裡的教育文章，在一次閱讀中知

道了這本書。我被其中的兩段話深深吸引

住了：

“說到人的成長，我們總喜歡說

是‘領導的培養’。如果這裡的‘培

養’指的是熱情鼓勵、真誠批評、提

供平台、創造機會……那麼，這‘鼓

勵’、‘批評’、‘平台’、‘機會’

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但最後並非每

一個人都成長起來了。就像這地球上的

空氣、陽光和水無處不在，但並不是每

一顆種子都能發芽，每一朵花兒都能結

果。所以，成長與否全在自身。”

“我們常常聽說，要打造名師，其

實，名師不是靠‘打造’出來的。所有人

才的成長，包括名師的成長都是一個自然

而然、自由自在的過程。‘自然’說的

是給人才成長一個寬鬆的生態環境；‘自

由’是尊重每一個人的個性，讓他們的靈

魂能夠自由舒展和飄逸。人為地打造，說

實話，未必能讓老師們脫穎而出。”

李鎮西老師果然不隨波逐流，能說

敢說，觀點新穎獨特，與眾不同。我當即

上網下單，訂購了《自己培養自己》這本

書。在2019年的暑假期間，我認真讀完了

全書。

2022年6月18日，第五波新冠疫情突

襲澳門，我在做義工、做好期末階段的教

學相關工作之餘，在家享受着閱讀的樂

趣。《自己培養自己》這本書不單書名有

自覺，是教師專業成長的內驅力
——讀《自己培養自己》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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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封面設計也很立體別緻，我再次想起

了它。於是，從書架上取下來再次閱讀。

李老師在本書的《序》中說，所謂“自

己培養自己”，就是用一生的時間去尋找那

個讓自己驚訝的“我”，而這個“尋找”的

過程是沒有止境的。

深以為然。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

是變化的條件，沒有內因，怎麼可能有人

的成長呢？可見，教師專業成長關鍵還是

要靠自己的自覺，自覺是教師專業成長的

內驅力。

我在此以李鎮西老師的成功成長為

例，闡述上述主張。

李鎮西老師1982年剛出來工作的時

候，沒有像現在有這麼多的評優選先，除

了期末學校評選優秀老師以外，沒有更

多的稱號。內地的職稱是1986年才開始

評的。沒有評先進的機制，不好的地方就

是缺乏激勵，但有一個好處，就是讓想做

事的老師心態平靜、從容、不浮躁。只要

你想做事，就專心地去做，不要有甚麼雜

念，想也沒用。現在內地有很多評優評先

機制了，市級優秀青年教師、學科帶頭

人、骨幹教師、名師工作室等等，但是，

有了這些東西，並不能取代你個人的努

力。

李鎮西老師搞語文教學改革，辦實

驗，都是有成果的，可是當時並沒有激勵

獎勵，李老師並未因此得到甚麼光榮稱

號、先進稱號，也沒有誰說能給他晉升職

稱。李鎮西老師搞教育研究的動力，完全

靠自覺，完全來自於對教育本身的熱愛，

來自於教學的反饋。通過自覺地實踐、自

覺的行動，李老師成長了，教學經驗慢慢

豐富了。慢慢地，李老師就小有名氣了，

開始有人請他去開講座、作報告了，很多

雜誌給他開闢專欄，也有人在教育專刊上

專門給他留了一個版塊，請他發表文章

了。由此可見，李老師的成長完全靠自己

的自覺。因此可以說，自覺是教師專業成

長的內驅力。

各位試想一想，一位年輕人，只要你

想成長，誰都無法阻擋。所以，李老師認

為，名師不是誰打造的，是自己成長起來

的。人才不是誰培養出來的，人才是“生

長”出來的。雖然生長需要空氣、陽光、

水分，但是，生長本身是自己的事，生長

者自己不想生長，誰助力都沒有用的。既

然如此，年輕老師就不要希望誰能來打造

你，一定要自己成長，自己培養自己。

教師怎麼培養自己，實現專業成長

呢？老師的成長，始終要伴隨着四個“自

覺”：	自覺地實踐，自覺地思考，自覺地

閱讀，自覺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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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覺地實踐

課堂是教師實踐教育教學理論的主陣

地。一個教師，首先要課上得好，有大量

的教學實踐，對課堂教學有深刻的感悟，

才能在專業發展的道路上走得遠一些。自

覺地實踐意味着教師要勇於承擔。勇於

承擔公開課、觀摩課、教育教學主題研

討課。課要上得好，參加各種公開課、觀

摩課是一條很好的鍛煉途徑，它能較快地

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同時，實踐要有創

新，要有思考，不能簡單盲目地操作，實

踐和思考密不可分。

二、自覺地思考

如果一位教師能善於思考如何提高

教育教學的實效性，那麼他就已經踏上專

業成長之路了。我們一線教師，有大量的

教學實踐，具有教學研究的豐富寶藏。我

們要自覺思考自己的教學，從教學細節入

手，從小問題開始思考、研究，比如：新

課的導入、主問題的設計、對學生質疑興

趣的激發、課堂生成問題的引導、訓練的

有效性探索等等。教師要自覺地思考每天

遇到的教學難題，思考教學設計是否適合

該班學生，思考遇到一個後進生怎麼轉

化。把思考所得用於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

中，從實踐中得出難題的處理方法。再進

一步地，把實踐中積累的難題經過思考、

歸類、整理，難題變課題，就是最後的教

育科研。

三、自覺地閱讀

宋代大學問家朱熹在《觀書有感》

中寫道：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作為新時代的教師，要想輕鬆駕馭課

堂，實現自身的專業成長，就要自覺地閱

讀，不斷地從書籍中汲取營養，不斷接受

新事物，才能保持思想的活躍與進步。

教師要閱讀哪幾類書籍呢？首先，

閱讀教育理論專著、教育報刊雜誌，瞭解

最新的教育成果，瞭解專家、同行在想甚

麼。其次，閱讀人文書籍，哲學的、政治

的、歷史的、藝術的書籍，甚至經濟類的

書籍都可以閱讀，這和教文科教理科沒有

關係。每一個教育者都應該是知識淵博的

人，多閱讀，多思考，博採眾長才能觸類

旁通。再次，教育工作者還應該讀學生愛

讀的書，這樣能讓我們保持一顆童心，能

讓我們的心保持青春的狀態，讓我們和學

生有共同語言。

生命不息，閱讀不止。讓我們從閱讀

中感悟教育！從閱讀中收獲專業成長！

四、自覺地寫作

寫作的過程是一個思考的過程，會促

使你去閱讀相關的書籍。著名學者肖川先

生說：“造就教師書卷氣的有效途徑，除

了讀書，大概就是寫作了。寫作是最能體

現一個人的綜合素質的。”筆者也堅信，

能夠寫好文章的人，也一定能上好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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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想要在專業上有所成長，需將寫

作內化為一種自覺的行為。

寫作是需要素材的。教師寫作的素

材從哪裡得來呢？可以從平時教育教學的

困惑、思考中探求，可以從聽課記錄本上

的“意見或建議”欄中尋覓，可以從他人

的言談中意外拾荒，可以從業餘的閱讀中

採擷。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只要平時有了

一點寫作的靈感，都及時記錄下來，日積

月累，你也會像李鎮西寫最新著作《給教

師的36條建議》、蘇霍姆林斯基寫《給教

師的100條建議》那樣，積累成一本你自

己的教育教學寶典。自覺地寫作，教師的

專業成長將水到渠成。

能自覺重視專業成長並享受專業成

長的教師是幸福的。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說

過：幸福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一點一滴

在生命中築造起來的。想做個幸福教師，

實現專業成長關鍵還是要靠自己的自覺，

自覺是教師專業成長的內驅力。所以，既

然已經站在教師講台上，就讓我們自覺地

實現專業成長，站得優雅而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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