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按

2022年 9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获得全球教育最高奖项——一丹教育发展奖。2023年 5月，他把获得的个人奖金 1500万港币，连同项目奖金 1500万港币悉数捐出，在苏州大学设
立“新教师基金”。“新教师基金”明师班项目每年向全国城乡招募 40位优秀校长和教师，每期计划用 3年时间，以公益研修营为主要载体，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造就一批能够在未来基
础教育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领军人才，让校长与教师协同创新，带动城乡教育改变，促进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9月 23日至 27日，“新教师基金”明师班组织首期培训。本期 6—8版选
编部分学员在训期间的参训心得、读书感悟以及学员成长故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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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3日，明师班开班仪式暨第一季培训
活动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行。这是一场高
规格的开班仪式，也是一次直抵内心的学习
之旅。

追光而遇，共同期许

一群尺码相同的人，因为新教育邂逅。今年
6月，经过两轮全国范围遴选，新教育从近 700人
中确定 40人入围明师班。成员有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有区域优秀校长、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有
教研高手、新教育资深网师学员，每个人都自成
光源，因为对新教育的守望、对“幸福完整”的期
许，从天南海北相聚。我们期待未来 3年，通过经
典共读，参加高标准理论研修；通过名师引领，获
得高层次大家点拨；通过深度对话，体验高水平
思维训练；通过跨界交流，参与高标杆名企考察；
通过行动研究，经历高质量实践创新；通过自我
提升，争取高平台展示分享。我们期许自身，从
优秀走向卓越，引领更多教育人成长，带动未来
城乡教育的改变。

沐光而行，共创幸福

培训活动让我们对新教育的核心理念“幸福
完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

幸福是一种信仰。培训第一场报告是由中
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带来的《在黑暗中寻找光
明——我的教师生涯》。现场十分安静，大家认
真聆听，每个人的内心无比澎湃。

杨佳教授在 29岁人生最好年华遭遇失明
等变故，步入至暗时刻，但她在导师李佩先生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影响下，在黑暗中寻
找光明，实现“凤凰涅槃”。失明后，她坚持回
到讲台，用爱影响了一批批学生；凭借惊人毅
力，自学盲文、听有声书，出版《研究生英语写
作》《研究生英语阅读》；考取哈佛大学攻读硕
士，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全
国政协委员，力推科技助残……杨佳教授以及
李佩夫妇等大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
诠释了幸福是一种信仰，有信仰才会有幸福
的人生。

幸福是一种理念。培训第 1天，江苏省特
级教师、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庆明作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一新教育核
心理念的哲学解读。他从儿童、活动、智慧、个
性、自由等关键词出发，寻找“幸福完整”的哲
学起点，引导全体学员认识朱永新教授倡导的

“幸福完整”新教育实验是独特的“中国创造”。
我们也对新教育实验行动哲学倡导的“只要行
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有了更深刻
的体会。

幸福是一种心态。培训第 1天，苏州市新教

育研究院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忠玲带领学员围
绕“幸福完整”作深度思考。学员各自提出重要
关键词，再根据回答重新分组，大家在共创中合
作、碰撞和分享。沉浸式的小组合作让我深刻体
会到，真正的幸福是专业成长、是自由创造、是关
系和谐、是健康心安……每个人答案不同，每个
人体会不同，但每种回答各美其美，汇聚成“幸福
完整”的教育内涵。

幸福是一种行动。培训第 2天，学员们来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城学校和北京中学
考察学校文化。两所学校呈现出不一样的面
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把学生置于学校中央。
在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周建华看来，“课比
天大”“价值是让我们明确正确的事是什么，关
键能力让我们能做好正确的事，必备品格让我
们坚持做好正确的事”。北京中学的现场课让
我们感受到学生活泼泼的状态和张扬的个性，
学生自由自在地恣意生长。此行让我们深入理
解了新教育提出的“幸福，是目的方向；完整，是
质量标准”。教育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幸福；
教育的质量，不是分数而是成长。

幸福是一种心境。培训第 3天，北京大学教
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文东
茅为学员们带来另一场关于幸福的讲座——《明
幸福之道 成幸福之师》。他从“明师”文化渊源出
发，从“教育之问、幸福之道、修道之道”三方面入

手，阐释幸福教育的实践路径，解读“明师”和“幸
福”的密切关联。跟随他的不断追问，我们体悟
教育的幸福密码，感受“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
安处即是乐也”的幸福境界。

幸福还是很多。如何成就“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如何让学生享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这是此次“明师班”的出发点和归宿。专家
们给出引领，我们在学习中感悟，在反思中共进，
在分享中共创。

擎光而立，共绘未来

培训最后一天，导师让大家沉下心来思考未
来 3年的愿景和使命，思考为什么来，想去哪里，
该怎么去。

我的答案是：
“为什么来”——让自己的格局更大，站位更

高，视野更开阔。
“想去哪里”——努力成为卓越教师，成为优

秀管理者，成为优秀教育的传播者，成为城乡均
衡发展的促进者。

“该怎么去”——将专业阅读提升自我、专业
写作促使沉淀、专业交往助推成长“三专”进行
到底。

未来 3年，“明师班”的学员将通过线上线下
共访、共学、共读、共赏、共研、共享，抱团共同成
长，一起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未来之师未来之师，，逐光前行逐光前行
■江苏省海门师范附属小学 杨惠娟

有幸参加面向全国遴选的苏州大
学“新教师基金”首期明师班研习之
旅，我倍感幸福。培养面向未来的“明
日之师”，造就更多教育家型教师和校
长，这一培养目标让学员们倍感振奋。
在这几天里，我对教育幸福的内涵有
了更深的思考和感悟。

幸福之“苦”——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人世间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
的劳动来创造。”每一个孜孜不倦的奋
斗身影背后，都有一颗追梦之心。心
向远方，行而不辍；脚踏实地，不弃微
末，每个人都可以抵达幸福的彼岸。

在“明师班”这片寄托着教育梦想
的新天地里，学员来自天南海北，都有
着一颗向往“幸福完整”教育的虔诚初
心。未来，大家将并肩前行，历经“千
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艰
苦奋斗，逐渐接近“幸福”的奥义。终
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幸福之“甘”。

幸福之“酸”——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风

王国维曾道，人生有“立、守、得”
三重境界。那么，教师的幸福有没有
境界之分，如今的我又处于哪一重？

聆听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李庆明教授关于幸福的诠释后，我似乎
找到了答案。原来，幸福有哲学的思
考，有理性的探索，还有感性的融合。

李庆明教授援引朱永新教授对教
师四种境界的划分，第一是让学生瞧得
起的教师，第二是让自己心安的教师，
第三是让学校骄傲的教师，第四是让历
史铭记的教师，引发我深思——最初，
我觉得自己能做一位让学生瞧得起的
教师，也一定会做让自己心安的教师，
或许也可以做让学校骄傲的教师，但是
让历史铭记，却无法做到。我总认为，
渺小的自己难以接近那个崇高的教育
理想。念及此，不禁有些心酸。

可是，在李庆明教授娓娓话语中，
在回顾经历过的教育生活后，我忽然
发觉，自己的认知浅薄了。让历史铭
记，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
雄主义，也不是“举世皆醉而我独醒”
的一语惊人，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应该

“向高处立，向深处耕”，去挖掘有内涵
的教育土壤，呵护孩子的独特，点燃生
命的火花，甚至用我们的作为去改变
孩子一生。也许有一天，不仅可以让
自己心安，让学校骄傲，也可以成为被
历史铭记的那一个。

曾经的那份心酸，在那一刻化为释然、坦然和超然。
师之大者，春风化雨；国之大者，起于微澜。

幸福之“甘”——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幸福，是新学期开学时，孩子跑到校长办公室说，“我
们不想换老师，可不可以让胡老师一直带我们”那一刻；

幸福，是赴贵州支教时，孩子们怯生生地跟我说“老
师，你们可不可以留下来继续给我们上课，别走了……”
那一瞬间；

幸福，是手术前夕还在全国思政教师教学基本功大
赛赛场上坚持，最后获评全国一等奖和“全国典型经验”
那一刻；

幸福，还藏在带着憧憬和向往走向“明师”的路
途中……

首期培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在黑暗中寻
找光明——我的教师生涯》的那束光亮里，在教育部政策
法规司司长邓传淮字字珠玑的教育解读中，在著名作家梁
晓声“文笔中见温暖”的笔调中，在教育部中考改革专家组
副组长张卓玉对教师专业要求的期待里，在清华大学科学
史教授吴国盛科学精神的启迪下，在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忠玲幸福工作坊的律动里，在苏州大
学心理学副教授陶新华一次次触动心弦的测试中，在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城学校校长周建华等众多专家、学
者的思想碰撞中，我们无数次地被拷问、被惊醒、被感动、
被震撼。我们感受到了前行的力量，见到了“平实中见功
底”的风骨，更感受到澎湃的教育热情。

点点滴滴的时刻，汇聚成动力。我庆幸有这样的平
台和机会，让我明确自己该做的事并能做自己该做的事，
成为“内心有温暖，脚下有力量，眼中有方向”的新教育坚
定践行者。除去光环，回归本真。我依旧是多年前那个
扎着羊角辫、立志当好人民教师的女孩。

幸福的多重“味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除了酸甜苦辣，幸福的内涵和外延还很宽广，就像北
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在《明幸福之道 成幸福之师》
所说，“真正的幸福是不断向上、向善的心安”。我对幸福
的含义又有了新的思考和理解。

讲座中，文东茅教授多次提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一直想，关键字到底是“安”还是“乡”？心安，安心，看
起来是“安”，但实际在于“心”。对教师而言，这颗心就是
一颗安定的心，一颗淡泊的心，一颗追求教育梦想的心，
一颗坚定教育信仰的心，一颗向往幸福的心。

此刻，如果让我再对“幸福”作注，我想，除了孩子的
健康快乐，除了团队成员的向下扎根向上成长，除了为新
教育理想拼搏向上的勇气，幸福还要有回归本心的宁静
和淡泊。而这份心安，同时完整了教育追求，完整了幸福
的要义，也完整了我们的人生。

今后的日子，让我们永葆对新教育的热情，永葆对生
命的激情，永葆赤子般初心，永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
境，去感受幸福的每层含义，向着“幸福完整”教育的更深
处漫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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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苏州大学“新教师基金”首期明师班在
北京举行第一次线下培训，已逾一月。我常想：
这次明师班学习给我留下了什么，让我有哪些改
变，脑海里涌现出 3个关键词——感恩、幸福、
追光。

感恩

作为补录的学员，有机会参加此次培训，
我更觉机会珍贵。一路走来，我的内心充满
感恩。

首先感谢朱永新老师。如果不是他数年来
一以贯之地坚守“探索教师成长范式、赋能教师

成长、助力中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教育梦想，并捐
赠“一丹教育发展奖”奖金成立“新教师基金”，
我们不可能享有如此高品质的学习机会。

我还要感谢自己。我不聪明，但从未停止努
力；我跑得不快，但一直坚持奔跑。

授课导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都让我敬仰。
中国科学院大学盲人教授杨佳分享自己的

教育故事《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我的教师生
涯》。尽管遭遇诸多变故，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
毅力，但她在讲述中平静如水。她乐观地说：

“我和大家唯一的不同，就是大家看得见我，我
看不见大家。”听讲座时，我几度哽咽，榜样的力
量触及我的内心。杨佳教授以李佩先生为榜
样，她自己又为我们展示了伟大的师者风范。

我想，我们站在教室里，应该给学生带来什
么影响呢？

感动、感恩的同时，我暗下决心：
在为学为教的路上，全力以赴，不

负年华，不负学生。

幸福

通过课程学习，我对幸
福有了更深的理解——幸
福是一个“动词”。在苏州
市新教育研究院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林忠玲组织的工
作坊活动“如何过一种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中，我认
识到“健康”“平安”“创造”

“自由”“奉献”都是幸福，在
“找幸福”的过程中，更能体
会幸福的价值。

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李庆明以哲学的方式解读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幸福”
在我心中有了立体内涵：幸福神圣，

德福统一，幸福值得终极追求。他阐释
了朱永新教授对幸福的理解：幸福要与完

整交汇与融合，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这
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幸福”与“完整”组合成
一个新的幸福概念“幸福完整”，既充分肯定个
人在现实活动中对幸福快乐的感性追求，又把
感性幸福和“完整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辩证
统一。他说，追求幸福的每一步，都是对完整
人性的塑造，由此循环往复，拾级而上。这一
解读让我不由得思考，我如何过“幸福完整”的
一生？我如何和学生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我将带着这些问题，重新反思我的教育
观、教学观和学生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认为“幸福是
不断向上、向善的心安”。苏州大学心理学副教
授陶新华从积极心理学角度，通过一个个小游戏
让我们理解人的一生何为、为何，以及如何过澎
湃的人生与幸福完整的生活。

导师们让我对幸福有了新解：幸福是修德修
道的过程，幸福是助人助己的责任。要明幸福之
道，成幸福之师，修炼让自己幸福、助学生幸福的
能力。

追光

此次培训课程学习内容十分丰富，导师们的
谆谆教诲如一束束亮光照进内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分享“底线伦
理”，从新的角度帮助我们认识“道德”的涵义；
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吴国盛讲述科学精神的起
源，让我分清“科”与“技”的关系，理解什么是

“自由科学”“纯粹的科学”。他的讲座还启迪
我，在教学中去除“功利”心理，改变“有用才有
价值”观点，让学生成为自己，成为一个个自由
的人。

第一次现场观看京剧、第一次听作家梁晓声
讲文学、第一次走进北京名校……一段段学习经
历皆为一束束光，拓展了我狭隘的认知，改变了
我以往的偏见甚至错误的认识。

“明师”学习之旅业已启程。未来，我将追光
而行，努力成为明日之师、明白之师、明亮之师。

““明师明师””之旅之旅，，业已启程业已启程
■河南省滑县英民中学 王辉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