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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师出高徒”辨析
———兼论新时代“严师”形象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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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师出高徒”作为传统的教育观念具有深刻的教育意蕴。随着社会发展,“严师”与“高徒”指称

的对象出现泛化,人们对“严师出高徒”的理解也出现分歧。对这一传统教育观念应当从正题“严师可以出高

徒”、反题“严师不能出高徒”、合题“严师出高徒讲究条件”这三个方面进行辩证分析。“严师是否能出高徒”

受教育复杂系统诸要素影响,主要由教师、学生和教育环境等内外因素共同决定,并不是仅仅由教师这一因

素决定。教师是否称得上真正的严师,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的。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实践中存在错误理解

“严师”以及“严师”式微的问题。因此,“严师出高徒”需要得到合理阐释,以重塑“严师”形象。新时代“严师”

形象的重塑应注重四个方面:一是“严而有德”,不断修炼完善教师自身德行,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成为学生

的榜样,严格管教学生;二是“严而有据”,依据教育法律法规,敢于管教学生,管教学生有理有据;三是“严而

有情”,培养教育情怀,树立教育信念,增强教师责任感,主动管教学生,积极引导学生;四是“严而有法”,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会管教学生,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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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2018年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出台,指明了新时代

教师队伍改革的方向,规划了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与发展的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教师的重要性,提出了“四有好教师”的殷切希

望,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严
师”一直是中国传统语境中经常提及的好教师

形象。电影《老师·好》塑造了一位严格管教

学生、爱岗敬业的“严师”,掀起大众对“严师”

形象的探讨。该影片中“管你最狠的老师,爱
你最深”这句话引起大众的共鸣,让人思考“严
师出高徒”这一传统教育理念的内涵。通过梳

理文献发现,有关这一传统教育理念的研究成

果并不多,且大都发表于2011年以后,这与当

时教育领域出现有些教师不敢管、不愿管学生

的现象有关,进而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反思。研

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教育科

研工作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和主要的观点体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研究者以高等教育中

某些严格管教学生的现象为案例进行分析,指
出“严 师 出 高 徒 的 说 法,从 来 就 没 有 时 过 境

迁”[1];第二,有中学教师指出,“当一名有爱心、

有责任心的‘严’师,我们的‘严’才能培养出一

大批‘高徒’”[2];第三,有研究者追问“严师是否

出高徒”,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3]。这些分

析还停留在对“严师出高徒”的简单解释层面,
并未深入分析其中的“严师”与“高徒”概念,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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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面系统地辨析其中的教育意蕴,特别是针

对十多年来“严师”式微现象的分析尚未涉及,
关于当代教育中“严师”的指向和要求也鲜有

论及。因此,本文通过梳理“严师”与“高徒”称
谓的历史流变,深入阐释、辨析“严师出高徒”
这一传统理念的教育意蕴,分析“严师”淡化现

象的深层原因,旨在正确理解新时代教育改革

与实践对“严师”提出的要求,探讨新时代“严
师”形象的重塑路径。这对进一步明确新时代

教师的培养要求,促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树立新时代教师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严师”与“高徒”称谓解析

“严师出高徒”一语蕴含师徒关系、师生关

系。在古代,“师徒”一般体现手工技艺从业者

之间的师生关系。“师”和“徒”的称谓历经流

变,产生了一些与“师”“徒”等同的称谓,其指

称在现代社会逐渐泛化。
(一)“师”的称谓分析

古往今来,与“师”有关的称谓有“先生”
“老师”“师父”“师傅”“教师”等,这些都是对“教
育者”的指称。“先生”一词常被用作对古代教

育者的称谓。用“先生”指称老师,始见于《礼
记》。《礼记·曲礼(上)》有言:“从于先生,不越

路而与人言。”[4]其中“先生”一词指称“老师”,
且沿用至今。在当代社会,我们用该词称呼他

人依然是表示尊重。但是,该词不再像古代常

作为教师的称谓,而更普遍地指称成年男子。
中国古代“老师”一词同样也指传授文化知识

的教育者,只是没有“先生”用得普遍,且唐宋

以前“老师”多用来指鸿儒硕学。唐宋时期,传
教者也被称为“老师”[5]。中唐以后对音乐教工

有时也用“老师”来称谓,正如韩愈所言“巫医

乐师百工之人”皆可为师[6]652。唐代科举考试

中的及第者拜主考官为师,称其为“座主”。明

清时期,“老师”用于对“座主”的尊称。随着清

末民初废科举办新学,“老师”“教师”逐渐成为

对教育者的主要称谓。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

于对第二人称用“老师”称谓,而对第三人称用

“教师”这一称谓[5]。当然,当代社会中“老师”
指称出现泛化,它不仅用于教育行业,还用于

文化艺术、新闻传播等行业。“老师”常用于表

示对他人的尊称,这种尊称尤其在山东、重庆

等地很普遍。
除了“先生”“老师”外,还有“师父”“师傅”

等称谓也可用于指称教育者。不同于传授知

识文化的学校教师,“师父”多为文化教育者或

手工技艺传授者[7]。因师父与徒弟间具有深厚

的情谊,故以“父”称“师”。“师傅”在古代多为

帝王、达官显贵的老师,具有一定官职,对应的

称谓即官职,如太师、太傅、少师、少傅。在当

代社会,“师傅”一词不再那么高贵,也少了许

多指称教育者的意味,它除了用来指手工技艺

传承者之外,主要指社会上从事某种职业且拥

有一定技术的从业者[8]。
(二)“徒”的称谓分析

与“徒”有关的称谓主要包括“徒弟”“门
徒”“弟子”“学生”,它们都指受教育者。从常用

语搭配来看,“徒”当然指“徒弟”“弟子”,对应

“师父”这一称谓。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汉代

以前的受教育者一般被称为“弟子”,而“先生”
则是与之对应的教育者。“魏晋时期‘学生’成
为指称在官学领域受教育者的通用词语,到宋

朝‘学生’所指扩展到官学之外的受教育者。”[9]

“汉晋唐宋官学之外的教育机构称书馆、经馆、
书院、书堂、精舍、精庐,其受教育者称弟子、生
徒、诸生。”[9]宋元之时,社学、义学这类民办学

校兴起,“教育者称受教育者为‘学生’”[9]。清

末民初,科举废除,新式学校教育逐渐兴起,
“学生”逐渐成为受教育者的统称,成为现代社

会对受教育者最常用的称谓。
现代社会中,“儿童”“孩子”用于指代受教

育者,尤其常常用于指代低年龄阶段的学生。
例如,近十多年来教育学领域举办的某些学术

论坛,主题中就存在“儿童”称谓。“儿童”“孩
子”“学生”三个称谓都可指称受教育者,但同

时也存在一定差异,应注意区分运用。儿童心

理学通常把0至18岁的人群称作“儿童”,以区

分人的青年、中年、老年阶段。“儿童”阶段是

根据人的身心特点划分出的成长阶段。教育

者在教育过程中将受教育者称为“孩子”,不仅

是因为学生年龄确实小,而且更是因为教育者

作为具备丰富社会阅历的成年人,具有教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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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同时,像长辈一样爱护学生,就用“孩子”
称呼受教育者。相比“儿童”与“孩子”称谓,在
当代教育中用“学生”指称受教育者更为普遍

和正 式,学 生 可 以 指 称 所 有 阶 段 的 受 教

育者[10]。
(三)“严师”与“高徒”指称分析

通过对“师”与“徒”称谓的分析,不难发现

“师”与“徒”具有对应关系且称谓多样,随着社

会发展,二者指称的对象都出现泛化。“师”
“徒”称谓多样化及指称对象的泛化与社会经

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以致当代社会出现了

用“老板”指称高校部分教师的现象。这体现

了市场经济下雇佣关系对高校师生关系产生

的影响。“市场化或许是腐蚀师生之间亲密情

感联系的罪魁祸首,它忽略了教师对学生的责

任,并向学生传达出一种‘你是劳动工具’的信

号而缺乏人格尊重。”[11]

进一步分析,“严师”与“高徒”所指称的对

象必然是“师”与“徒”的指称对象,并且加入了

限定性的形容词,即教育者只要够“严”就可称

“严师”,而受教育者只要达到一定能力水平就

可称“高徒”。“严师”与“高徒”指向每一个作为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当代教育体系里,“严
师”与“高徒”称谓在没有限定前提条件的情况

下主要指向学校教师与学生。“严师”是指比

较严厉的教师,“高徒”则是指在严师教导下成

长为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严师”之“严”,一
方面是针对教师,要求严于律己、以身示范;另
一方面是针对学生,要求严格教导学生。“高
徒”之“高”直接体现学生能力强,客观反映教

师教育效果好。这就是所谓“严师”与“高徒”
称谓的一般含义。

二、“严师出高徒”命题辨析

“严师出高徒”作为一个教育命题,其基本

的教育意蕴是严师可以出高徒。因此,本文将

“严师可以出高徒”视为该命题的正题。从辩

证逻辑分析该命题,其中还隐藏其他两个命

题,即反题“严师不能出高徒”与合题“严师出

高徒讲究条件”。正题是指原有的事物(原命

题);反题是指对该事物(该命题)的否定,即事

物的对立面,由此产生了矛盾;合题是对反题

的否定,也是正题和反题的统一,由此实现对

原有事物的扬弃。“严师出高徒”这一命题是

否成立? 严师到底能不能培养出高徒? 这一

问题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辨 析,才 能 形 成 全 面 的

认识。
(一)正题分析:严师可以出高徒

从语义逻辑分析,“严师出高徒”是一个陈

述句,其语义逻辑为由 A可以达到B,说明 A
是B的充要条件。“严师出高徒”表示严师必

然能够培养出高水平徒弟。因此,“严师出高

徒”这句话主要是针对教师来说的,其主旨就

是要求教师教育学生要严格。“严师出高徒”
在古代得到普遍认同。古人强调“学而优则

仕”,也强调“严师出高徒”。在古代,普罗大众

身边存在某人因严师教导而得以成才的例子。
“严师出高徒”现象就如同大众视域里的教育

现象学,只有严师才能培养出高徒的教育理念

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大众心里。“严师出高徒”
获得大众认同与封建社会教育传统和教育目

的有关。古代教育以教化为主,旨在培养封建

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读书为官是个体发

展的最优路径,其中有严师教导自然成为学子

所求。
如此看来,“严师”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

要价值。“严师”可谓优秀教育者,他们以身作

则、学识渊博,严格教导学生,培养出的优秀学

子对文化传承、治国安邦作出极大贡献,因而

受世人爱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师道尊

严”即源于此。当然,“严师”必然是追求为师

之道的良师。《礼记·学记》言:“凡学之道,严
师为 难。师 严 然 后 道 尊,道 尊 然 后 民 知 敬

学。”[6]156其中描述的教师就是严而有道、严于

律己、严以教学的教师。教师若如此便受到世

人敬重,引发向学风气。
受古代教育观念与现实教育现象的影响,

“严师出高徒”,即严师可以培养出高水平学生

这一观念被普遍认可,民众大都认为“严师出

高徒”表达了正确的教育观。直到现当代,还
有不少人认可“严师出高徒”的教育价值,认为

只要教师严格管教学生就可以培养出高水平

学生,主张“教师应当成为严师”,注重严厉教

育。“严师可以出高徒”这一传统思想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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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的关键因素,认为教师决定着教育效

果的好坏,能否培养出高水平学生的关键在于

教师是否为严师。
“严师出高徒”在传统意义上体现了上述

教育意蕴。随着时代发展、语义变迁,现当代

教育理念和思想不断更新和丰富,“严师出高

徒”还会像以前那样得到普遍认同吗? 这个问

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反题分析:严师不能出高徒

与严师可以培养出高水平学生的看法相

反,在有些人看来,严师并不能培养出高徒,反
而限制学生全面发展。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教
育条件随之发生变化,教育理论不断革新,人
们的教育观念也发生着变化,对“严师出高徒”
这一传统教育观念也产生了正反不同的看法。
反题“严师并不能培养出高水平学生”的提出,
主要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严师可以出高徒”与注重“学程”的当

代教育理念相冲突

正题“严师可以出高徒”的观点,把教师作

为决定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而反题“严师不

能出高徒”的观点,则把学生作为影响教育效

果的关键因素。后者认为学生作为受教育者,
其认知能力、实践能力、习惯素养等更能决定

教育结果。如此,教育的关键因素便由“教”转
向了“学”。“‘学程’更关注学生自主学习,关注

学生的学习经验”[12],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

“学程”的教育者一般会认为,学生的“学程”比
教师的“教程”更能决定教育效果。

2.“严师可以出高徒”违背师生关系平等

的教育理念

正题“严师可以出高徒”的观点,一般适合

古代教育场域。古代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教
化”,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教育。古代教育强调

“教化”,把教师作为主体,反而把学生当作客

体,师生之间形成的是主客体关系。主客体师

生关系是一种把学生“物化”的关系,属于不平

等的师生关系。而现代教育理论重视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

关系,或者说是主体间关系、他者伦理关系[13]。
从现代教育理论视角审视,正题中的“严师”容
易异化为教育规训者,师生形成主客体关系,

致使教育成为规训式教育,不仅不能培养出高

水平学生,而且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

3.“严师出高徒”不符合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教育目的

所谓“严师出高徒”的传统教育理念,反映

出古代教育目的比较单一,往往只注重知识与

技能。只注重知识或技艺的教育在教育史上

一般被称为“实质教育”。“实质教育”认为只

要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教育就能促进人的能

力发展。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忽视了传授知识

与发展能力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轻视了“形式

教育”。相反,只重视“形式教育”也是偏颇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才能真正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关于人的解

放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教育的最高目的颇有

启发意义。”[14]我国现代教育在吸收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础上,注重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进入新时代,
教育教学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很显然,只注重知识与技艺

发展的教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不符合我国的

教育目的,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一个人

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并不意味着其道德素

养、审美素养、健康素养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发

展与提高。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现代教育目

的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分析,人只有真正实现了

全面发展,才能成长为高素质的人才。从这个

意义上说,“严师”只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与技

艺,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素养,即使培养出知识

与技艺水平高的学生,也不意味着培养出了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合题分析:“严师出高徒”讲究条件

严师能培养出高徒吗? 对于这一问题,辩
证思维给出的答案应该是:严师可能培养出高

徒,也可能培养不出高徒,“严师出高徒”这一

命题的成立是讲究条件的。“严师出高徒”如
同其他教育观点(如“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一样

引起热议。“严师出高徒”有其正确的一面,尤
其在古代教育中得到普遍认同,但同时也存在

不合理之处。如果一些教育观点或教育名言

被一味抬高,就会造成教育盲从现象,导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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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误入歧途,使教育主体分不清何为合理的、
科学的教育。反之,一些教育理念或教育名言

被一味贬低,则会掩盖其合理的一面,削弱其

教育导向作用。有人指出,“一些教育名言已

经蜕变为教育谬误,对教育和社会的误导影响

不可轻视”[15],因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名言

之真理性与谬误性是对立统一的”[15],要辨析

这些教育名言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成立,真正理

解其中蕴含的真理。
“严师出高徒”这一命题或观点的成立讲

究条件。其立论的条件主要包括教师素养、学
生素养、教育环境。

第一,就教师素养条件而言,教师要有为

师之道。《师说》有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教师有为师之道,才会成为真正意义的严师。
《师说》进一步指出教师及其主要职责:“古之

学者 必 有 师。师 者,所 以 传 道 受 业 解 惑

也。”[6]652在韩愈看来,教师要做到道统与学统

相统一,就必须自身品德高尚、知识渊博,在教

育教学中要严于律己、严而有道。教师认真对

待教育事业,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关爱学生,在
教育中宽严相济,富有教育智慧,结合自己所

学帮助学生成长。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称作

真正的“严师”。正如石中英教授分析“师道尊

严”时指出:“教师‘传道’是因为教师能够认识

‘道’践行‘道’,学生跟随他能够体会‘道’,能够

按照‘道’的要求为人处世。”[16]

第二,学生自身秉性影响其是否成为“高
徒”。学生兴趣是否与所学内容匹配、认知能

力是否与所学内容相适应、学习习惯能否促进

其有效学习等因素,决定着“严师出高徒”这一

命题能否成立。教育本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其中,作为受教育者

的学生,其自身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

效果。教育的前提必然是受教育者具备接受

教育的身心条件。更重要的是,教育的目的在

于最终要让受教育者学会自我教育,即唤醒学

生生命自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进而成就自

我。这正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存在主

义哲学思想以及我国“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思想所蕴含的教育真谛。
第三,教育环境也会影响“严师出高徒”这

一命题成立与否。教育环境作为影响教育主

体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包括社会整体

环境、学校及周边环境、教育主体家庭环境等。
不论是社会学的冲突与功能理论,还是心理学

的认知发展理论以及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如杜

威(JohnDewey)关于“社会环境的教育性”的
论述[17],都说明教育环境会影响教师教学过程

与学生学习过程,会对教师的职业认同、学生

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目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教

育效果。例如:不良的社会价值导向导致教师

职业评价较低,削弱教师内生动力;不良的学

校风气及周边环境致使受教育者学习状态不

佳,影响教育效果。

三、新时代“严师”形象重塑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严师是否能培

养出高徒,受教育复杂系统诸要素的影响,主
要由教师、学生和教育环境等内在因素与外在

条件决定,并不是仅仅由教师这一因素决定。
教师是否称得上真正的“严师”,是有一定的标

准和要求的。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实践中存在

对“严师”的错误理解,出现严师式微现象。因

此,探寻新时代对“严师”的要求,是为了正确

理解何为“严师”,也是为了寻求新时代教师发

展的有效路径。新时代对“严师”形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为严而有“德”、严而有

“据”、严而有“情”、严而有“法”。
(一)严而有“德”:以身作则,积极引导学生

严而有“德”,其中的“德”指教师“德行”。
当代社会,“师道尊严”有所弱化,教师的整体

地位不够高。教师与公务员的待遇相差较大。
社会上存在不少贬低教师的现象,如把专家称

作“砖家”、把教授称作“叫兽”以及其他贬低教

师的现象。
“师道尊严”出现弱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小部分教师师德失范

造成不良影响。现实中确实存在极少部分教

师打骂、体罚、侮辱乃至侵犯学生以及收受红

包等行为,这直接影响大众对教师的评价,损
害教师整体形象。第二是因为世俗功利主义

导向下“职业鄙视链”的影响。相比某些职业,
教师工作辛劳而待遇不相称,导致教师职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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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遭受嘲讽。第三是因为网络媒体大肆宣

传师德失范事件的不良影响。尼采早就深刻

揭示了他所处的时代新闻对教育的“败坏”[18]。
如若网络媒体偏颇报道某些教育事件,普罗大

众随之渲染、妄评,就可能导致群体理性缺失,
产生如勒庞(GustaveLeBon)所描述的“乌合

之众”心理效应,加剧损害教师形象。
由此看来,教师自身道德素养、专业素养

是影响“师道尊严”的重要因素。教师是保障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德才兼备的教师是培

养高水平学生的重要条件。俗话讲“打铁必须

自身硬”,教师只有自身德才兼备,才能树立

“严师”形象。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

应不断完善自身德才,不断提升师德素养和教

育教学专业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全国广

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19],为教师

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

师队伍建设,强调“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

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
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希望广大教师要

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
生成长的引导者”,从师道观、认识论、修养论、
方法论四个方面提出了新时代的“新师说”[20],
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教师只有

自身真正做到德才兼备,才能树立起良好形

象,从而形成社会尊师之风气。针对少部分人

通过网络舆论污名化教师形象的问题,教育机

构尤其是教育行政机关应结合社会宣传教育、
净化网络环境等手段,消除负面舆论的影响,
进一步塑造教师良好形象,促进社会大众达成

尊师重教的共识。总之,教师自身要用高尚品

德、渊博知识、专业教学让受教育者乃至普罗

大众认可教师职业,体现教师的人格魅力、职
业魅力,以此感化学生、感召世人,重塑“师道

尊严”。
(二)严而有“据”:依据教育法律法规,敢

于管教学生

严而有“据”,其中的“据”指法律依据。现

实教育中存在一些教师畏惧管教学生现象,即
不敢过多管教学生,表现为有的教师在日常教

育教学中对于扰乱教学秩序的学生管教缺失

或管教不足;更表现为教师在完成基本教学任

务外,当碰到学生其他失范行为特别是恶性欺

凌或暴力事件时,则置身学生失范行为之外,
不敢上前管教。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教师自身追求安

稳、保护自我的心态有关,更是因为长期以来

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管教学生的相关规

定不够明确和细致。法律法规对教师管教学

生可行使权力边界和限度划分不清,致使教师

管教学生无具体法律法规可依。学生相比教

师处于弱者位置,理应受到保护,因而有关机

构制定了保护学生(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主要为了保障学生权益,但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学生行为失范的一道保

护“屏障”。也就是说,学生弱者身份令人想到

他们理应被关爱和呵护,且如今有些关于保护

未成年的法规并不完善,甚至成为学生行为失

范的“保护盾”,致使教师不敢多管学生。
在一般情况下,如若教师管教学生的方式

方法存在争议,矛头所指就经常是教师。这将

间接或直接引发一系列连锁现象。一是引发

家长“校闹式维权”。当今社会独生子女家庭

较多,一些家长过分溺爱孩子而疏于管教,导
致孩子唯我独尊、肆无忌惮,因而希望学校纠

正孩子行为;也有家长忙于工作疏于管教孩

子,把教育任务完全交给学校。但当学生在校

内乃至校外出现意外情况(并且有时事情并不

大),有些家长就会选择“校闹式维权”,推卸责

任,几乎把所有责任尽一切可能推给学校及教

师。二是引发学生打骂教师现象。现实教育

中存在极少数学生倚仗受保护者身份而对抗

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甚至挑衅、打骂教师,严
重的还危及教师的生命安全。在这些事件中,
由于学生的弱者受保护身份,教师相比学生更

难维权,有时无论教师对错,在图谋不轨的不

良媒体失真报道和过分渲染下,都有可能引发

诋毁、谩骂教师现象,进一步加剧家校矛盾,直
接导致教师在工作中不敢过多管教学生。

严师之严在于教师敢于严格管教学生,而
非畏惧管教学生。我国古代以“戒尺”为惩罚

工具,用以惩戒不学无术的学生,体现出教师

管教之严。康德也提倡严格管教学生,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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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小时候被疏于管教的人,在长大后

会自己认识到,他在规训或是培养方面哪里曾

被疏忽过”[21]5。对学生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管

教是教育必要的手段,如此才能规范学生行

为。因此,康德进一步指出:“在教育中人必须

受到规训。规训意味着力求防止动物性对人

性造成损害———无论是在个体的人身上,还是

在社会性的人身上。因此规训就是对野性的

单纯抑制。”[21]10赫尔巴特继承了康德的“规训”
教育思想,提出用于儿童教育的“训育理论”及
实践手段。在赫尔巴特看来,真正的教育可以

采取强制的办法,但不是生硬的,严格管教“一
是为了避免现在和将来对别人与儿童自己造

成伤害;二是为了避免不调和斗争本身”[22]。
因此,教师管教学生有其理论渊源,且诸多教

育实践也印证了教师是管教学生的重要主体

力量。
当代教育中教师敢于管教学生的重要前

提在于 教 师 有 权 管 教。这 就 需 要 向 教 师 赋

“权”,确保教师有权管教学生,且“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权”分为权利和权力,“权利”对应

英文单词“right”,往往是对个体而言的,表示

个体的权益;“权力”对应英文单词“power”,表
示一种力量,是对他者而言的,具有强制性。
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依法治国,加强各方面

的法律法规建设。新时代教育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就要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要强化“依法

治教”,“加 快 教 育 立 法 进 程 及 其 体 系 化

建设”[23]。
在管教学生方面,教师是重要的主体力量

之一,因而政策与法律向教师赋权应从引导和

规范学生行为、帮助和促进学生发展出发,保
证教师严格管教学生的权威性、义务性和规范

性。这是因为“‘权力’的性质与教师惩戒权更

为接近,而且这一‘权力’认定在保证教师惩戒

权的权威性、义务性和规范性等方面有着重要

作用。”[24]法律法规是个体必须遵守的行为规

范,也是个体权益的有力保障。教师管教学生

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只有明确了权力范围

和管教限度,教师才敢去管教学生。虽然我国

向教师赋权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但一直在

改进中,通过不断修订陈旧的法律法规、出台

新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

保障教师管教学生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教
育部于2020年制定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

则(试行)》,明确赋予了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权

并且细化了具体的教育惩戒规则,为教师管教

学生提供了政策依据。这就要求教师熟悉并

掌握包括教育惩戒的相关规定在内的各种教

育法律法规,加强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依
托教育法律法规管教学生违反纪律的行为,使
教育法律法规成为教师管教学生的有力支撑

和有效保障,破解教师畏惧管教学生的现实

难题。
(三)严而有“情”:树立“立德树人”信念,主

动管教学生

严而有“情”,其中的“情”指教育情怀。现

实教育中有的教师觉得过多管教学生对自身

没有任何利益,也就不愿过多管教学生;有的

教师觉得日常教学已经够忙碌,无暇过多管教

学生。教师无心管教学生的现象,总体上体现

为教师只是完成基本教学任务,不愿参与学校

教育教学改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中也不会主动

管教学生。
教师无心管教学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

缺乏“立德树人”的理想信念,导致教师参与学

校改进工作不积极、疏于主动管教学生。具体

分析,有的教师可能受中国传统“出世”思想影

响,无欲无求,觉得过多管教学生很麻烦,选择

在工作中追求安稳,安于现状。从“经济人假

设理论”来分析,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个

体行为的基本动机,作为利益主体的“个人总

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5]。教师在工作中

同样需要换取相应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然而,如果教师在工作中积极有效地管

教学生,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待遇和回报,则会

消减教师管教学生的积极性。加之教师的工

资待遇低于其他一些职业,则更难以激发教师

管教学生的积极性。从当前教师实际工作来

看,教师负担很重。有研究指出教师把相当一

部分时间用在了非教学工作上,“文山会海”现
象普遍[26]。也有研究通过记录和描述小学教

师一天的工作,展现了小学教师工作中的“忙
碌”[27]。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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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如若教师工作负

担过重,并且要应付很多非教学工作,那么则

会减少教师管教学生的时间,也会削弱教师管

教学生的积极性。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和重要使

命。教师要不忘教育初心,担当育人重任,坚
持“立德树人”基本理念。针对教师因“立德树

人”意识淡薄而出现不愿主动管教学生的问

题,一方面,教师自身应坚定职业信念,培养教

育情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早就揭示人具有

主观能动性。在世俗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氛

围下,教师自身更需要有所作为,通过主动学

习先进教师典型,加强教师同行之间的交流互

动,领悟教师职业的崇高价值,树立“立德树

人”的理想信念。
另一方面,教师教育机构必须加强对教师

“立德树人”信念的培育,在职前和职后教师教

育中应加强职业精神培育,注重培养教育情

怀,激发教师内生性动力。教师内生动力是教

师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主动参与学校改进工作

的内在动机和心理意愿,有利于形成教师从教

后乐于管教学生的职业理念与行动意向。因

此,一方面,教师教育应重视教师内生性动力

的生成与发展,注重师德教育,扭转轻视“精神

培养”而偏重“技能培训”的倾向;另一方面,各
级各类学校要“着力改善教师内生性动力生成

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完善教师职称制度,提升

教师职业待遇[28],促进教师不断提高专业素

养,不断改进教育教学,主动关爱学生、管教学

生,成长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教师。这样的教师就是严而有“情”的教师,虽
然教育学生严格,但是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充

满爱心和信任,“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

每一个学生身上”[19]。在爱的教育下,学生在

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爱他人。正如

刘铁芳教授在吸收了裴斯泰洛齐关于爱的教

育思想后 指 出:“个 体 的 属 人 性 生 成 于 爱 之

中……个体在爱的状态之中,总是在某种积极

自我展示状态之中,爱成为个体充分展示自我

的基本场域。”[29]爱是人成长的内在需求,学生

只有在成长中被激发出爱的本能,才会爱自

己、爱他人,才能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四)严而有“法”: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学

会管教学生

严而有“法”,其中的“法”指教育方法。现

实教育中存在一些教师不会管教学生(即管教

无“法”)的现象,主要体现为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管教学生的理论支撑不足、管教策略欠缺。
概言之,教师管教能力不高。基于学生管教要

素分析,管教主要包含管教理论观念和管教方

式方法,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联系有助于提升教

师管教学生的能力。结合教育教学场域分析,
教师管教学生可分为课堂管教和课外管教。
基于管理育人的整体要求和主要形式分析,有
研究者把教师管理能力分为“对学生的组织管

理能力”“对学生的协调管理能力”“对学生的

道德教育能力”[30]。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
一些教师存在因管教能力不足不会管教学生

的问题,甚至出现“乱管、瞎管”而适得其反。
如:教师过度管教而出现侮辱或体罚学生现

象;教师管教理念和方式陈旧,管教学生收效

甚微,缺乏教育机智。有调查研究显示:“有

33.5%的学生认为某科教师‘经常’使用严厉批

评的方式阻止学生课堂问题行为。有6.9%的

学生认为自己‘经常’受到教师在课堂上的体

罚。”[31]鉴于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的原则,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教育理论知

识,探究教学实践策略,从而积累管教学生的

经验,学会管教学生。
教师应不断学习教育管理理论,如学习和

掌握赫尔巴特提出的陶冶与感化、监督、权威

与爱、赞许和责备等训育方式,领会和践行“管
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

是要创造一种秩序”等观念[22]。教师要结合当

代教育发展趋势择取恰当的理论与方法,合理

教导学生。首先,教师要注重管教的伦理性。
教师在管教学生时应结合关怀伦理、他者伦理

理论,关爱学生,对学生负责。其次,教师要注

重过程教育理论对管教学生的启示。教师在

管教学生的过程中不要仅注重学生学业最终

成绩,而要注重学生受教育的整体过程,在教

育过程中结合具体问题管教学生。再次,教师

要注重协同理论对管教学生的启示。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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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考量各种教育

要素,协同各教育相关者管教学生。最后,教
师要注重学习和汲取管教学生应彰显学生主

体地位的先进教育理念。学生是教育的中心,
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应以学生的学习和全面

发展为中心。教师管教学生要尊重和体现学

生主体地位,如采取魏书生践行的学生自组织

管理方式[32]。管教学生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

学生生命自觉意识的形成,激发学生主观能动

性,使学生领悟终身学习理念,养成自我管理、
自我学习惯习。基于以上理论认识,教师在管

教学生的具体实践中应注重以下方面。
首先,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形成对学

生的管教。管教制度是实施管教的顶层设计。
管教制度中必须融入合理的管教理念,制度的

建立必须民主、科学、切合实际。学校教师可

协同专家、学生及其家长等共同商议,广泛征

求意见、建议,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教育教学制

度,进而发挥制度育人的价值。
其次,利用教育评价促进对学生的管教。

管教学生应注重过程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就是通过评价学生的表现起到管教和引导

学生的作用,即在评价中形成对学生的管教。
教育过程总是伴随评价,而注重过程性的恰当

评价能够为学生成长起到诊断、定位和导向作

用,达到管教育人的良好效果。这就要求教师

改变只注重学生学习成绩的终结性评价,要基

于人文主义理论认识不断完善过程性评价,结
合学生全面发展目标和要求进行综合性评价,
最终形成多种形式结合、多主体参与、全时段

诊断的评价体系[33]。
再次,发挥教育机智提高对学生的管教能

力。教育机智是教师管教学生时的应变能力,
彰显教师管教学生的智慧。教师管教学生要

及时、合理、有效地化解教育教学突发问题,要
做一个教育教学的有心人,不断积累教育教学

经验,通过行动研究和日常教育教学反思生成

教育机智,不断提高对学生的管教能力。
最后,在日常交往中加强对学生的管教。

教育教学需要基于生活并结合生活而开展。
当代人日常活动不能缺失交往,交往本来就是

人类生活的写照。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了解

彼此情况,建立联系,产生各种关系。人的交

往促进教育活动或者说直接体现为教育过程,
如雅思贝尔斯描述的那种发生在生活中“毫不

保留的对话”[34]。依此理解,甚至可以说教育

就是交往(或交流)。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平等、
友善地与学生及家长交流,可以建立良好的师

生关系。进一步分析,学生在生活中具有一定

的身份,具有属于自身身份的生活实践范畴。
因此,教师应结合学生身份及其生活范畴,在
日常沟通中及时了解学生各种状况,进而帮助

学生化解困难和问题,对学生进行良好的管

教,引导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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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ictTeacherProducesExcellentStudents”:
OntheReconstructionoftheImageof“StrictTeacher”intheNewPeriod

BANZhen1,LIUYang2
(1.SchoolofTeacherDevelopment,ChongqingUniversityofEducation,Chongqing400065,China;

2.ChongqingExperimentalHighSchool,Chongqing401312,China)

Abstract:Asaneducationalsayingorproverb,thetraditionalteachingconceptof“astrictteacherpro-
ducesexcellentstudents”hasprofoundeducationalimplications.Withthedevelopmentofsociety,the
referentsof“astrictteacher”and“excellentstudents”appeartobegeneralized.Atthesametime,
therearealsodifferencesinpeoplesunderstandingof“astrictteacherproducesexcellentstudents”.
Inthisregard,weshoulddialecticallyunderstandtheconceptofthisfamouseducationalmaximfrom
threeaspects:themaintopicof“astrictteachercanproduceexcellentstudents”,theantithesisof“a
strictteachercannotproduceexcellentstudents”,andthejointtopicof“astrictteachercanproduce
excellentstudentsdependingonconditions”.Whetherastrictteachercanproduceanexcellentstudent
isaffectedbyvariouselementsofthecomplicatededucationalsystem.Ofcourse,thismainlydepends
onteachers,studentsandeducationalenvironment,and“ateacher”isnottheonlyelement.Asfaras
theconditionsofteachersareconcerned,thereisastandardforwhethertheycanbeconsideredasreal
strictteachers,without“unreasonablestrictness”and“blindteaching”.Forvariousreasons,thereare
manymisunderstandingsofthemeaningorimplicationof“astrictteacher”inreality,aswellasprob-
lemsofinsinuatingthedecliningofstrictteachers.Therefore,itisnecessarytoexplorethereasonable
requirementsforstrictteachers.Theideathat“astrictteacherproducesexcellentstudents”needsto
beinterpretedreasonablytoreshapetheimageof“strictteachers”.Thereconstructionoftheimageof
“strictteacher”shouldfocusonfouraspects.First,theteachershouldbestrictwithself-disciplineand
virtue.Second,theteachershouldbestrictandmoderate,whichreferstodiscipliningstudentsaccord-
ingtoeducationallawsandregulations.Third,theteachershouldbestrictandcompassionate.Thisis
rootedinmoralityandfaith,whichenhancesteachers'senseofresponsibilitytodevotethemselvesand
activelyguidestudents.Fourth,theteachershouldbestrictandlawful,whichmeansintegratingtheory
withpractice.Teachersshowtheirabilitiestodisciplinestudentsinordertotrulypracticethefunda-
mentaltaskofestablishingmoralintegrityincultivation.
Keywords:“Astrictteacherproducesexcellentstudents”;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imageofstrict
teachers;toestablishvirtueandcultivatepeople;teacher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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