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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是伟大的。
不要小看故事， 不要小看故事讲述， 千万。
20 世纪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 “特定的

人类生命， 其主要特点……就是它充满着最终可

以当作故事来讲的事件……” ① 的确，故事与人类

生命紧密相连， 进而可以认为， 故事本应是人类

生命的一种形态， 创造故事是在创造生命， 讲述

故事是在讲述生命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 《诗学》 中把故事叙述界定为

“戏剧性的模仿 和 人类 行 为 的构 想， 而 叙 述故 事

的艺术便给予我们一个人人可以分享的世界”。 ②

的确， 故事的叙述与倾听， 是在交流、 分享， 是在

感悟和思考， 在这一分享世界里大家都在进步。
理查德·卡尼， 这位波士顿学院的教授认为，

“叙述故事就是将时间 从 零 碎的 时 刻 与 个人 无 关

的消逝向一种模式、 情节、 神话转变。 从而将时

间人格化”。 ③ 的确，人格已融化在时间里，融化在

故事里。 创造与讲述故事的深层意义是对时间的

追寻， 对价值完善的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用一个比喻来描述

故事与文化的关系： “文 化是 一 个 故 事”。 的 确，
讲述故事正是讲述文化， 享用文化， 文化这一故

事让我们拥有文化的思考， 而文化的进步让我们

迈向自由的境界。
所以， 故事是伟大的。
2. 儿童立场是神圣的。
教育有自己的立场， 教育立场说到底是儿童

立场。 只有真正站在儿童立场上， 才会有真正教

育、 良好教育的发生； 如果抛弃儿童立场， 站在

另 外 的 立 场 上 ， 教 育 很 可 能 是 一 种 “伪 教 育 ”，
甚至是 “反教育”。

儿童立场既复杂又简单。 说其复杂， 是因为儿

童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复杂、 丰富而又神秘的世界，

要对儿童立场进行界定、 阐释， 还涉及诸多问题，
需要认证、 厘清， 也是很复杂的事。 说其简单， 是

因为陶行知早就认为，“儿童社会要充满着简单之

美”。 ④儿童立场， 就是把儿童当主语， 从儿童出

发， 把儿童发展当作评判教育的根本的、 唯一的尺

度和原则。 因此， 说简单， 其实不简单， 真正想

儿童之所想， 为儿童之所为， 谈何容易？
法国女革命家、 思想家卢森堡曾经批评那些

革命家， 在急急忙忙赶往伟大事业的路上常常没

心没肺地撞倒孩子， 她认定这是一件罪行。 而我们

呢， 我们也常常在赶往教育这一太阳下最崇高事

业的路上， 撞倒了孩子， 因为我们不知道儿童是

谁， 儿童在哪里； 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儿童立场上。
不管是自觉还是无意， 我们也会“犯罪”———这是

站在儿童立场上勇敢的自我发现与自我批判。
斯霞、 霍懋征、 李吉林……决不会这样， 因为

她们有坚定而鲜明的儿童立场。 儿童立场， 既是教

师的教育法则， 又应成为教师的人格特征。 实践与

理论、 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 优秀的教师首先

是 坚 定 地 站 在 儿 童 立 场 上 的 出 色 的 儿 童 研 究 专

家； 甚至可以说， 教育家首先是儿童教育家， 说

到底是儿童教育家。
所以， 儿童立场是神圣的。
3. 儿童立场在故事中。
儿童立场不是虚无缥缈的， 它实实在在， 有

自己的落脚点和载体。 教育行为是儿童立场的落

脚点， 也是儿童立场的载体。 有什么样的儿童立

场， 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 不同的教育行为折射

出不同的儿童立场。
一个个教育行为或者教育事件， 其实是一个

个教育故事； 教育故事是教育行为、 教育事件的

凝聚。 犹如文化是一个故事， 教育也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个教育行为编织的故事， 一个个故事中透

析着儿童立场的密码。
儿童喜欢听故事。 走进儿童心灵世界的不一

故事中的儿童立场

● 成尚荣

一、 故事与儿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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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知识、 概念、 道理， 而往往是故事。 要让知识、
概念、 道理走进儿童的心灵世界， 应当把它们寓于

故事中， 故事走进了儿童心灵世界， 正是教育走

进了儿童心灵世界。
儿童本身就是故事。 童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

故事世界， 在童年的天空下， 是一片故事的田野。
从这个意义上去说， 建构、 丰富童年生活就是建

构、 丰富童年的故事田野。 同样， 教师建构、 完善、
坚守自己的儿童立场首先要建构、 丰富自己关于

儿童立场的故事田野。 事实上， 一个有故事的教

师， 一个会讲故事的教师是一个有魅力的教师。 教

师 的 教 育 故 事 与 儿 童 立 场 融 为 一 体 ， 所 以 ， 端

正、 坚守儿童立场不妨从创造与解读儿童故事和

教育故事入手。
故事中的儿童立场， 更具体生动、 更易于理

解和接受， 同时更易于流传， 能影响更多的人。 我

以为， 故事中的儿童立场， 应该成为教师校本研修

和培训的课程， 关于儿童立场的故事， 应成为教师

专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可以想见， 当所有教师都讲

故事中的儿童立场， 都有自己关于儿童立场故事

的时候， 这该是一种多么精彩、 神圣的教育情景与

气象啊！
所以， 从故事中去寻找、 明晰儿童立场， 是

一种智慧。

第一个故事： 一棵倒长的树⑤

一棵树树根向上翻长了， 而树枝树干往地下
长了， 它倒长了。 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刨地时发现
了这棵奇异的树， 压抑不住好奇心， 顺着树干往
下爬。 爬呀爬呀， 这棵倒长的树里是一个奇妙的
王国， 王国里美丽富饶， 而且，想要什么，只要一
按电钮， 就来什么了， 这真是个科学化、现代化的
童话世界。可是，这世界不见一个人影， 静寂得可
怕。 当他爬到最下边， 也就是树冠顶端的时候，
眼前一亮———他看见了一个人， 而且是与他年纪
一般大小的小孩！ 那小孩坐在金碧辉煌的宝座上
一动不动， 原来是一个小皇帝。 小皇帝没有脚， 一
双手只剩下右手残存的一根食指。 小皇帝看到不
速之客欣喜若狂。 小皇帝告诉他， 老皇帝已将整
个王国的生活都自动化了， 需要什么只要按动电
钮就能办到， 于是老皇帝把除了他们父子外所有
的人全部杀掉， 因为王国里已不需要人干活了。

小皇帝不喜欢这个华丽、富有却寂寞无比的世界，
老皇帝害怕儿子离开， 死前就把儿子的脚和 9 个
手指都砍掉， 反正只要一个食指就能无穷无尽地
享受。 小皇帝陷入孤独痛苦的深渊， 央求穷小孩
带他离开。 于是， 穷小孩背着他从这棵倒长的树
往上爬， 虽然树根外面有着许多的苦难和纷争。

这 是 个 幻 想 故 事 。 现 实 世 界 中 的 树 不 会 倒

长， 倒长的树虽然发生在幻想的世界中， 却是现

实世界的映照。 对这棵倒长的树， 可以有许多角

度的解读。 但是， 重要的是， 我们要站在儿童立场

上来解读。 倒长的树， 是一种隐喻和象征， 它是

从儿童的眼光和心理来看世界和教育， 表达了他

们对成人世界的控诉与抗议， 也表达了对真正属

于自己世界的呼唤和争取， 其中隐藏着许多对儿

童立场的认识与理解。 其一， 儿童是人， 所谓儿

童立场， 首先是把儿童真正当作人的立场。 自由

是人存在的本质， 失去了自由， 人就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人。 故事中， 老皇帝砍掉了小皇帝的脚和手

指， 正是剥夺了小皇帝作为人的权利和自由———
小皇帝已不是人了， 更不是孩子了。 而且， 值得注

意的是， 这 种剥 夺 有 一个 堂 而 皇之 的 理 由： 爱。
这是爱吗？ 在儿童立场上， 爱是对儿童作为人的

自由 的 保 护， 否 则， 再 多的 爱 也 不是 爱， 因 为，
这样的 爱是 一 棵 “倒长 的 树”。 其 二， 儿 童 发 展

有自己的规律， 所谓儿童立场是遵循规律， 促进

儿童健康发展。 儿童的发展应当向上、 向前、 向

外， 犹 如 一棵 树， 伸 向蓝 天， 伸 向太 阳。 倒 长，
不是规律， 是违反了规律。 违反规律的教育必然

是对儿童成长野蛮、 残酷的绑架与残害， 是从根

本上扼杀了儿童， “倒长的树”， 伸向的是黑暗和

地狱。 儿童应当成长为一棵向上的树。 其三， 儿

童发展要经受锻炼， 所谓儿童立场就是要让儿童

在锻炼中成长。 倒长， 违反了规律， 但 “顺长” 并

不否定挫折和困难， 免不了苦难与纷争。 “顺长”
需要爱心支撑， 还需要意志的支撑， 只有在风雨

中， 才能长成一棵坚强的树。 其四， 儿童需要过

完整的生活， 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伙伴， 所谓

儿童立场， 就是尊重儿童， 尊重儿童的生活方式。
儿童脱离了伙伴， 就会寂寞无比， 甚至恐怖至死。
儿童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否则就成了一

具物质的躯壳。 让儿童去活动、 去劳动、 去游戏、
去合作， 才会长成一棵健康之树。

这就是故事里透析着的儿童立场。 假若， 还

二、 经典故事中的儿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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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树作比， 站在儿童立场上的教育， 就是让儿

童长成好大的一棵树。
第二个故事： 鲜奶油蛋糕⑥

有一天， 拉拉和弟弟 （故事中的 “我”） 看见
冰箱里有个大蛋糕， 妈妈告诉他们蛋糕是请客用
的， 不许碰， 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今天会来。 妈
妈说完就去买咖啡了。 拉拉打开冰箱， 看那个蛋
糕。 “我” 说， 不要碰它， 那是给客人的！ 拉拉说，
我根本不想碰它， 我只是在想， 鲜奶油蛋糕也许
坏掉了， 如果坏掉了，姑妈吃了就会中毒。 “我”当
然不想让姑妈中毒， 就问道， 我们该怎么办？ 很
简单， 拉拉说， 我们先尝一口看看。 “我” 当然赞
成。 拉拉尝左边， “我” 尝右边。 啊， 真好吃！ “我”
说， 蛋糕没有坏掉， 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不会中
毒。 但是， 拉拉说， 我们只能说这两边没有毒，
其他地方呢？ 于是姐弟俩尝遍了蛋糕的每一边，
确实也没有毒。 “我”说，蛋糕周围都是好的。是的，
拉拉说， 外面这一圈是好的， 但是中间也许坏掉
了。 姐弟俩拿来刀子， 切开蛋糕， 尝了它中间的
部分。 当妈妈回来时， 看到蛋糕的样子， 张着嘴
巴说不出话来。 “我们不希望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
中毒！” 拉拉和 “我”赶紧解释。“你们这两个馋鬼，
都给我吞下去！” 既然妈妈这么说， 姐弟俩就照
着做， 把整个蛋糕都吃光了， 最后一起肚子痛了。
“你看！”拉拉对“我”说，“这个蛋糕真是坏掉的吧！”

读前一个故事， 心里有点沉重， 读这个故事，
会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发出笑声。 忍俊不禁的是： 孩

子就是个孩子！ 没有责怪， 只有感叹： 孩子真可爱。
这就是真正认识儿童、 发现儿童。 真正认识、

发现儿童才会真正站到儿童立场上去， 否则， 儿

童立场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们对儿童既熟悉又陌生： 有时熟悉有时陌

生， 有的地方熟悉有的地方陌生， 有的熟悉， 实

际上是陌生， 自以为熟悉了就忽略了陌生。 所以，
我 们 其 实 对 儿 童 不 熟 悉 ， 如 果 让 熟 悉 遮 蔽 了 陌

生 ， 说 到 底 是 成 人 的 视 角 遮 蔽 了 儿 童 。 这 是 因

为， 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几米说得对：“大人自以为能分辨梦与现实， 小孩

们却觉得， 分辨梦与现实是全天下最无聊的事。”
“小孩信赖大 人， 大 人却 不 一 定值 得 依 赖。 大 人

不依赖小孩， 小孩 却 常 常 值得 依 赖。” 只有 站 在

儿童立场上， 才能摆脱成人世界的束缚， 走进儿

童世界， 教育也才能成功。

让孩子真正成为孩子， 首先要让孩子说孩子

的话。 大雁为什么排队？ 因为大雁排队是为了去

吃蛋糕。 小猫咪为什么总爱舔爪子？ 因为小猫咪

捉不到老鼠害羞了。 吃饭时为什么不能看书？ 因

为吃饭 看书 会 把 书吃 掉……这 就 是 儿童 的 思 维、
儿童的语言、 儿童表达的方式。 对儿童话语方式

的尊重， 才会有与儿童共同的话语， 才会有共同

的心灵。 在共同话语、 心灵的互动中， 儿童立场

才会慢慢建构起来。
儿童的话语， 在其内部其实是他们的心理和

思维。 拉拉和“我”真的想吃蛋糕， 想的办法是“蛋

糕坏了， 会中毒”， 这是智慧的借口。 先吃两边， 再

吃四边，再吃中间，最后全都吃掉了， 目的达到了，
可是， 肚子吃坏了， 却说“这个蛋糕真的坏掉了”。
这个看不见的儿童心理， 让我们看见了， 体会到

了， 发现了。 妈妈的伟大之处在于：“你们这两个馋

鬼， 都给我吞下去！” 不是责怪， 只是嗔怪； 不是痛

打， 而是把蛋糕都吃完的“惩罚”。 如果她不了解儿

童心理，不会有这样的处理方式。 显然，这是从儿

童立场出发的智慧之举； 智慧教育是遵循儿童心

理特点的、 坚定地立足于儿童立场上的教育。
第三个故事： 成为路边鼓掌的人⑦

台湾女作家刘继荣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 《我
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说的是女儿的故事。
女儿被同学叫作 “23” 号， 因为在 50 人的班级
里， 她的成绩排名经常是第 23名。 爸妈为此想了
很多办法， 但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 而她的梦想
竟然是当一名幼儿园老师， 这大大出乎爸妈的意
料。 可有一次， 老师告诉家长说， 在语文考试附
加题 “你最欣赏班上哪位同学， 请说出理由” 的
答案中， 除女儿之外， 全班同学写的都是女儿的
名字。 刘继荣回去问女儿， 没想到女儿说： 我不
想成为英雄， 我只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故事 简 单， 也写 得 简 洁， 但 内 涵 相 当 丰 富，
意义十分深刻。 这一颇具思想张力的故事， 在表

达着对儿童立场的认识与理解。
首先， 故事告诉我们， 儿童立场关乎教育宗

旨。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是知识？ 是分数？ 是

升学？ 当然， 这些追求都没错。 正如怀特海所说，
认知教育总得要传授知识；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
尽管有失偏颇， 但不能忽略知识的力量。 同样， 让

学生有一个好分数、 好成绩、 升一个好学校， 也无

可非议。 但问题是： 这些是教育的核心吗？ 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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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吗？ 是教育的终极意义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 教育是为了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个性

健康发展， 这既包含知识、 能力， 又超越了知识、
能力， 更超越了分数和成绩。 成绩不能说明一切，
分数更不能决定一切， 学生素质发展、 成长则比成

绩更重要。 坐在路边为他人鼓掌， 是一种对自我的

定位， 是一种素养。 此外， 教育并不反对精英人

才的培养， 但绝不能实施精英主义教育， 况且， 不

是所有的学生都成为英雄， 即使成为幼儿园老师，
成为路边鼓掌的人都是成功的， 所以， 所有学生都

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优势。 显然， 学生可能性的

发现和发展比名次更重要。
其次， 儿童立场关乎教育对儿童的认识。 这种

认识带来的是一种“慢活”， 需要慢慢来。 慢慢来，
是对人的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完整、 准确的把

握， 是对急功近利、 浮躁、 浮华教育的抵抗和拒

绝。 因此， 当孩子不能名列前茅时， 不能心急， 不

能焦虑， 坐在路边为同学鼓掌同样是一种进步。 也

许， 他永远不能跑到队伍最前面， 但他永远在队

伍中， 永远在发展中。 教育需要这样的心态。 与儿

童立场背道而驰的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不要

输在起跑 线上”， 有 许 多认 识 上 的误 区， 主 要是

把教育、 把人生当成了百米赛跑， 因而带来心态的

异化、 心理的不健康以至阴暗。 儿童立场的深意在

于教育的平常心、 在于教育的顺其自然以及顺其

自然中的积极引导； 在于学生的每一次参与， 每

一个进步， 每一次起跑， 只要他在跑， 就在发展。
而这一切都基于儿童的认识， 对儿童发展的认识。

再次， 儿童立场关乎教育的方式。 不言而喻，
教育是一种唤醒， 是一种引导， 是一种鼓励。 杜威

把教育比作输电管， 而非输水管， 其深意在于开发

学生生命能量， 积蓄发展能量， 这需要鼓励的方

式。 当女儿坐在路边为同学鼓掌的时候， 她鼓励

的是同学； 当班上所有同学都最欣赏女儿的时候，
同学的认同、赞赏鼓舞了女儿； 当女儿回答父母，
我不想成为英雄的时候， 父母受到了教育和鼓舞；
当母亲把女儿的故事写成文章的时候， 她肯定了

女儿， 鼓励了女儿， 当然也鼓舞了所有的人。 任何

人都需要鼓励， 儿童更需要鼓励， 鼓励之于儿童犹

如温暖的阳光。 立足于儿童立场的教育， 就是要

在儿童前行时给 予 各 种鼓 励， 把 阳 光洒 满 道 路。
儿童怀揣着阳光， 正是怀揣着自尊、 信心和希望。
此时， 儿童立场已伸展为一条快乐、 幸福之路。

如前文所述， 故事是伟大的， 儿童立场是崇

高的， 而儿童立场往往存活于故事中， 因此， 教师

可以通过故事来建构、 坚守儿童立场， 无论是实

践， 还是理论， 都说明这是一个准确的切入口， 也

是有效的突破口。 亦如前文所述， 教师应当是一

个会讲故事的人， 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是一个创造

故事的人。 这样， 儿童立场就会萌发、 生长， 而

基于儿童立场， 教师通过体验、 感悟、 反思、 行

动， 可以成长为智慧教师， 成为有魅力的教师。
1. 生活就是故事， 教师要在日常生活中创造

故事， 并悉心 观 察 和体 悟。 生 活中 有 许 多 故事，
生活本身就是故事， 生活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道

理。 所以， 教师应当开发生活中的故事， 使故事

成为自己生长教育智慧的资源和途径。 一位教师

深 有体 会。 她 和 5 岁的 “小 芝 麻” 散 步。 一 天，
“小芝麻” 问妈妈： “妈妈， 月亮的样子为什么不

一样呢？ 今 晚 的 星 星为 什 么 很少 呢？” 妈 妈正 准

备给她讲一番科学道理， “小芝麻” 自己回答说：
“我看了 好 多天 了， 月 亮很 圆 很 亮的 时 候， 星星

就很少； 月亮变成小船的时候， 星星就很多。 为

什 么 呢 ？” 妈 妈 鼓 励 她 说 ： “是 呀 ， 为 什 么 呢 ？”
“小芝麻” 说： “因为呀， 月亮像小船的时候， 是

月亮没有吃 饱， 肚 子瘪 着 呢， 所以 星 星 就多 啊！
等到月亮饿到好瘦好瘦的时候， 她实在受不了了，
就开始吃小星星了， 慢慢地吃饱了， 肚子就圆圆

的， 星星就少了。” 妈妈笑着点点头， 心想， 原来

“月朗星稀” 还可以这样解释。 以后， 这位教师总

是陪孩子去散步……故事很真实， 作为教师的妈

妈， 智慧之处在于鼓励孩子观察、 大胆提问， 而

自己还悉心观察、 耐心倾听， 不抢先回答， 更不

包办代替， 不以所谓的科学答案纠正小孩。 陪孩

子散步是一种生活， 热爱生活， 观察生活， 生活

中的故事就会跃然眼前。 生活一定会开启智慧之

门， 儿童立场定然随着故事的创造而生长。
2. 教育细节是故事， 教师要在教育现场中细

心捕捉细节、 创造故事并认真思考。 教育现场充

满不确定性， 正是不确定性让教育现场丰富多彩，
充满魅力。 细节往往无处不在， 等着我们去发现。
一个小女孩因为画不出画来而生气。 老师弯下腰

看了看白纸， 让小女孩在纸上随便画什么。 小女

三、 在创造故事中建构、 坚守儿童

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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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抓起一支笔， 在 纸 上狠 狠 地 戳了 个 小 小的 点，
老师让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周以后， 那位女

孩走进美术教室时， 惊讶地发现老师办公桌的上

方挂着一幅画———她画的那个点， 老师还用波浪

形的金色画框装了起来。 “我还能画出比这更好的

点！” 小 女 孩 涂啊 涂， 用 好多 颜 色 画出 了 好 多好

多的点， 还 画 出 更大 更 大 的点。 几 个 星 期以 后，
在学校举办的画展上， 这个小女孩画的点引起了

轰动……这也是个真实的故事， 名字叫作 “一切

从‘点’开始”。 孩 子 画 不出 画 来 生气 了， 这 是常

常发生的事； 老师不仅不责怪， 反而鼓励她只要

画一个点； 把画挂起来……这些都是细节， 老师

没有让细节 “溜走”， 而是敏锐地抓住， 细心地去

开发， 于是就有了故事。 犹如那个“点”一样， 教师

的智慧也是从一个圆“点”生发的。 的确， 细节是

教育理念的具体显现， 开发细节是教育灵性的闪

现。 在一个个细节的开发中， 教师的教育智慧慢

慢汇聚， 儿童立场也慢慢地凸显。 这样， 看似偶然

的细节也就成为体现教育规律的必然。 也不难理

解， 评判教师的儿童立场， 可以从关注和分析他

的教育细节开始。
3. 经典中存活着故事， 教师要在经典阅读中

读懂故事， 潜心领悟和逐步提升。 经典之于教师

的智慧生长和专业水平提升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

而喻的， 但是， 读经典， 是否潜心， 是否与自己

的心灵滋养联系起来， 效果是不同的。 比如， 爱，
大家都知晓， 教育不能没有爱， 爱是教育的力量，
也是教育的方式， 不过， 孩子究竟需要怎样的爱

呢？ 教师又怎么施爱呢？ 不是所有教师都清楚的。
美国的心理学 家 罗 洛·梅 曾 写 过一 本 书 《爱与 意

志》， 他认为， 爱与意志是教育中两个不可或缺的

因素， 没有爱的意志， 只能是一种操纵， 而没有

意志的爱则是平庸、 肤浅的。 最近看了王周生写

于 2011 年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桥在水上》， 我将

其称之为经典， 因为， 我认为经典不完全由时间

来裁定。 她写在爱尔兰的某一个早上， 一位妇女

带着两个孩子， 让他们去桥上给发烧的、 浑身肮脏

的流浪汉送早点， 孩子邀请没有家的流浪汉到家

里去， 和他一起玩玩具， 3 人拥抱在一起……故事

的结尾这么写：“天 空 越来 越 晴 朗， 太 阳 升 高了。
桥头的母亲抬手看了看手表， 喊道： 孩子们时间

到了， 该走啦！ 孩子依依不舍地站起来， 和流浪汉

说 再 见 。 可 是 不 一 会 儿 ， 两 个 孩 子 再 次 狂 奔 而

来， 每人给流浪汉男子手里放了一张纸币。 女孩

说， 妈妈说了， 谢谢你陪我们玩得那么开心！ 男孩

说， 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快乐的早晨……我用眼

角遥望对面桥头的母亲， 她依然站立在那里， 粉

红的围巾在飘动。” 无须多说， 桥在水上， 爱在心

里。 这一经典， 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 怎

样去爱， 怎样教学生去爱， 当然， 也提醒我们思

考： 儿童立场在哪里？
4. 实验研究和写作中活跃着故事， 教师通过

研究去创造故事， 并要用心去表达对儿童立场的

认识。 写作让故事沉寂， 也让故事沉淀， 正是在沉

寂与沉淀之中， 儿童立场从深处显露出来。 写作，
也是对故事的淬化与升华， 原本略显模糊的会慢

慢清晰起来， 原本略显表面的会渐渐深刻起来， 原

本略显分散的会越来越聚焦。 我有一个感觉———
因为还没作科学的统计和分拆———文章写得好的

或者故事写得好的教师， 对儿童立场的认知程度

总是比较高， 行动也比较自觉。 而写作的基础常常

是教育研究与实践。 最近看到一份资料， 俄国大

文 豪 列 夫·托 尔 斯 泰 对 小 学 生 作 文 进 行 过 实 验 。
实验中， 托尔斯泰说： 所有的学科教学都有可能重

复着同样的错误： 在教师看来是最简单、最普通的

东西， 对学生来说却是复杂的。 多少年以后， 托尔

斯 泰 编 写 了 他 享 有 盛 誉 的 作 品 集 《23 个 故 事》。
后来他又说： “只有当实验成为学校的基础， 也就

是说， 只有当每 所 学 校都 是 一 所教 学 实 验室 时，
学校才不会落后于普遍的进步水准。” ⑧ 托尔斯泰

的写作基于他的实验， 在他身上实验与写作是合

二为一的。 教师这样去做， 我们就会自豪地站在

儿童立场上， 把脚踮得更高， 去瞭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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