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３．０５５

“心若在，梦就在”：一部教育达人的

成长心经 ①

———评宋德发教育随笔《大学的痛与梦》

刘渐娥，吴广平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宋德发教授的教育随笔《大学的痛与梦》分为“痛篇”和“梦篇”两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作者对大学之痛的思
考和对大学之梦的憧憬。有别于其它的教育随笔，《大学的痛与梦》展现了作者的学生之思、教师之思、学者之思，清晰

地呈现了作者从“学习达人”到“学术达人”到“教育达人”的成长轨迹，是一部教育达人的成长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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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发教授的教育随笔《大学的痛与梦》（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出版），全书分为“痛篇”
和“梦篇”两个部分，“痛篇”部分收入教育随笔３２篇，“梦篇”部分收入教育随笔４４篇，分别讲述了作者
对大学之痛的思考和对大学之梦的憧憬。有别于其它的教育随笔，《大学的痛与梦》展现了作者的学生

之思、教师之思、学者之思，清晰地呈现了作者从“学习达人”到“学术达人”到“教育达人”的成长轨迹。

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本书也见证了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死去，也在这里活着；我

在这里迷惘，也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失去，也在这里寻找，大学，我的大学。”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

是宋德发教授的成长梦、大学梦和教育梦的真实书写，是一部教育达人的成长心经。美国作家杜鲁门·

卡波特曾说过：“梦是心灵的思想，是我们的秘密真情。”无疑，宋德发教授在《大学的痛与梦》中描绘的

教育梦，正是他内心深处思想的聚集和沉淀，是他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情。在书中，作者在学生、教师、

管理者、被管理者等角色中不停地转换、跳脱，思维在变，立场在变，唯独，对教育的热忱和钟爱，从未

改变。

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分工明确的时代，也是角色模糊的时代。商业化和快

节奏复杂了社会背景的同时，也浮躁了人心。随着学术 ＧＤＰ的肆虐，高校行政化的横行，“我是谁？我
的角色是什么？”这样的角色危机在高校教师行列中频繁出现。都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同样作为

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我们不难发现，宋德发教授是当今学术界少有的“清醒者”。在《大学的痛与

梦》这本随笔集中，大学教师不能“忘本”的思想，贯穿始终。他是教师“务本”思想的提倡者，也是践

行者。

在此书序言中，作者首先就明确地提出“干脆不做学者，只做教师”。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教师，最终

的希冀是成为“一位具有教育家气质的大学老师”。难道是作者只能做教师，不能做学者吗？毫无疑

问，不是这样的。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期间，宋德发教授曾先后出版《厄普代克中产阶级小说的宗教之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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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西方文学的口语传承》《如何走上大学讲台———青年教师提高讲课能力的途径与方法研究》《１９世纪
欧洲作家笔下的拿破仑》等多部专著，主编《文学名师谈教学》《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

研究》等书，在《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俄罗斯文艺》《中国比较文学》《现代大学教育》《中国大学

教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期刊发表论文１２０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学教学名师
研究”、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故事中的人生———西方古典文学选讲”等课题１０余项。可见，宋德发教
授完全是一个学术达人，是一个科研达人。但是，他始终坚持将自己最优先的身份定位为老师，“一位

在本科课堂上从事普及工作的大学老师，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种从一而终的身份意识，正是

他“不忘初心”的体现。

这种明确的“教师”身份意识，深深地嵌进了宋德发教授的工作中。从教十余年来，他专注教学，承

担着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并多次参加湘潭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先后荣获湘潭大学青年教师讲

课比赛第一名、“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等多项殊荣。宋德发教授近年来应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２０余所高校，以及政府、企业、协会、中学和图书馆等的邀请，做各类演讲１００余场。除此
之外，他还潜心研究教学方法，总结教学心得，先后出版多部教学著作。《大学的痛与梦》这本随笔集，

正是他近年从事教学工作的所闻、所感。他一直在《探寻科研与教学的融合之路》，要求自己《想教学与

想科研一样多》。自２００８年起，他“基本上是发一篇专业论文，就发一篇教学论文；写一本专业专著，就
写一本教学专著；申请一个专业课题，就申请一个教学课题”，将“教什么”与“如何教”有机地统一了起

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他是一个优秀的本科教学老师，也是一个卓越的研究生导师。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在《做研究生导师的四点努力》中，他坦言：“我现在的一个愿望是：不能让自己的

研究生在专业上、人品上瞧不起自己。”他说，他的底线是永远不占学生的便宜，要让学生多占自己的便

宜，他的目标是３５岁前将研究生当弟弟、妹妹一样带，３６岁后将研究生当儿子、女儿一样带。
不仅如此，宋德发教授还将“教师”这一角色融入了生活中。可以说，在作者眼中，教学是工作，也

是生活。“有关上课的梦，我不知道做了多少个，并且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可见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教学。作者“教师”身份与生活的融合，同样也表现为生活元素对其教

学工作的介入。比如，他在理发店不经意发现的一篇文章《翻译是一门艺术》，里边提及的一个例子，很

快就被他用到了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讲解中。又如作者把乐嘉在“非诚勿扰”中说过的一句话运用到

了课堂中，“对罗马人来说，永远不会问敌人有多少，只问敌人在哪里？”再如受安徽电视台“超级演说

家”节目的启发，他自创了“羊牯塘超级演说家”，并运用到了写作课中，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用作

者自己的话来说，他这是“带着职业习惯，随时记录生活中的点滴感悟或者发现”。教学是一门艺术，都

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想，宋德发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坚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向生活取

材，提升教学艺术的大师。

２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巧干能捕雄狮，蛮干难捉蟋蟀。”世事皆有法，循道而行，方能游刃有余，教学亦是如此。从教十余

年来，宋德发教授一直致力于教学方法的探究和实践，形成了时尚、幽默、亲切、率真的教学风格，被誉为

教育界的“男神”。“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天赋的才能”，他之所以能享誉杏坛，与其良好的

方法———向别人学习，是分不开的。“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大学的痛与梦》一书既是宋德发

教授个人教学点滴的记录，也是他学习各路名师成功经验的感悟和总结。书中仅教学评论文章就有十

余篇，如《易中天：从研究者到传播者》《孙丰国：讲台上的拿破仑》《王协舟：讲台上的林志炫》《丛杭青：

如何让课堂充满悬疑？》等。他深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楚辞·卜

居》）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虚态度，在教室、教师、教学的三维世界遨游，博采众长，为己所用。

这个“一直有做教育家的梦想”的人，有做教育家的气质和实力，也有做教育家的“独门秘笈”———

听课和研师。随着教学在高校教师心中地位的日趋滑落，越来越多的老师更倾向于埋头苦干搞科研，而

不是静下心来搞教学，像宋德发教授那样心甘情愿去课堂“享受”听课的感觉的教师更是凤毛麟角，少

之又少了。宋德发教授一逮到机会就会去听课，或者在现场听，或者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听。不但听

课的渠道多样化，他听课的对象和领域也不单一。像易中天、于丹、钱文忠、马瑞芳、王立群等前辈是他

崇拜的偶像，王洁群、杨柳、盛孟刚、齐红蕊、侯晟等同辈和“晚辈”也是他学习的榜样。他既向语言文学

领域的老师“问道”，如他的中学语文教学法老师李维鼎、他的古代汉语老师夏先培、他的外国文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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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龙等，也向非文学领域的老师“取经”，如主讲政治哲学课《公正》的迈克尔·桑德尔、广告学专业的孙

丰国、开设“管理学原理”课的王协舟等。他每次“听课都是带着研究的心态去听”，并且用录音笔把讲

课内容记录下来，回来后再次进行研究、总结，争取听一堂课，吃透一堂课。“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

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无疑，大量的听课、评课、总结，让宋德发教授受益匪浅，他自己也表示

“我每听一次别人的课，都可以从技巧和内容上改进自己的课”。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同时也是教学的导演和灵魂。为了更深入地理解

教学，宋德发教授还对不同的教师进行了研究，并提炼出了他们的闪光点和特色。他通过对比研究，撰

写出的“西南联大系列”文章，分别展现了朱自清、吴宓、闻一多、威廉·燕卜荪（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ｍｐｓｏｎ）、冯至
等人的敬业，贺麟、雷海宗、叶公超、汤用彤、罗伯特·温德（ＲｏｂｅｒｔＷｉｎｔｅｒ）、刘文典、陈寅恪等人的潇洒，
刘仙洲、杨石先、张克忠、吴达元、吴晗等人的严格，周培源、潘光旦、金岳霖、陈达等人的包容，沈从文、李

广田、李继侗等人的温情。他的《易中天：从专家到杂家》《易中天：从研究者到传播者》《易中天：从八股

高手到随笔达人》更是从科研、教学、创作等不同的方面，对易中天的成长和转型进行了研究，凸显了易

中天的大众化学者气质。

“圣人无常师”，于宋德发教授而言，在讲坛上侃侃而谈的大师是老师，在街头巷尾大声叫卖的小摊

贩也是老师。如果说，活跃在讲坛上的人是专家，那么，这些生活在寻常百姓中的人就是杂家，而高校教

师理应既是专家，又是杂家，因此效法他们是十分必要的。“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

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善者，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陆贾《新语·术事》）宋德发教授在

本书的《想教学与想科研一样多》一文中谈到“他怎样想教学”这一问题时，就与读者分享了“向民间高

手，比如卖化妆品的、卖菜刀的和卖消防器材的学习”的观点。他认为，高手在民间，作为一线教师也应

该向普通人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吸取草根文化的精髓。

３　教思合璧，精益求精
“一块砖没有什么用，一堆砖也没有什么用，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造房子的梦想，拥有天下所有的

砖头也是一堆废物；但如果只有造房子的梦想，而没有砖头，梦想也没法实现。”（俞敏洪《心中有一个造

房子的梦想》）如果把教师比作建筑工程师，那么他的教学就是砖头，他的教育梦就是造房子的梦想。

显然，宋德发教授是个既拥有砖头，又有造房子的梦想的建筑工程师。他提倡教师要以教学为本，并一

直坚持在做。更难能可贵的是，宋德发教授不但在从事教学工作，而且还在从事教学研究。他边教边

悟，将教的实践和思的理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教与思的关系处理上，宋德发教授可谓行业的典范，

他的教学工作和教学思考是相伴而生，同呼吸、共命运的。教思合璧，满足了他对教学精益求精的追求。

教而不思则罔，思为教提供理论指导。宋德发教授是个善于思考，也乐于思考的人。《大学的痛与

梦》正是他思考的产物，其中收录的“痛篇”是他针对当前大学教育的种种怪象、乱象提出的问题，而“梦

篇”则是他的教育理想国蓝图和解决“痛篇”中提及的问题的方法。柴静说，思考的本质便是不安。的

确，作为作者思考的结晶，《大学的痛与梦》一书四处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息，甚至连文章的标题都让人为

中国教育的未来心生恐惧和担忧，如《把祖国的未来当猪养》《国家精品课程：一堆烂尾楼》《国家教学名

师评选：一场闹剧？》《科研是如何损害教学的？》《大学为什么会有“多余人”》等。但柴静也说，只要还

能思考，恐惧就不能完全控制一个人。因而，在《大学的痛与梦》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宋德

发教授思考的过程，是他思想的火花，而不是恐惧和害怕。他的思考广泛而深刻，是多维度、多角度的。

大到教育体制的弊端，小到教学个体的差异，远到古希腊的体育文化，近到当代的体育观念。从普通学

生到普通教师，从个体到群体，从被管理层到管理层，他力图站在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立场思考。“心

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因此，作者在古希腊人的体育文化中见到了体育教学的方向，在高校教师“一心

只为科研”的变味教育中看到了教师评价体制的失当，在大学生“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的逃课规则

中见到了教与学的被动……于是，一篇篇教学美文应运而生，如《这样的导师要不得》《做研究生导师的

四点努力》《博导可以是副教授》《博导的三个职责》《博导职业道德规范的四个层面》《大学要做的三件

事》《“十全十美”的大学》《普通教师的学术权益如何保障？》等。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章成为指导

教学的重要理论，其中《讲课的四种境界》《讲好文学课的十个关键词》《如何提高讲课能力？》更是对教

学方法的高度凝练，是作者学习他人和反思自我的总结，对作者本人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都有极强的借鉴

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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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不教则殆，教为思提供创新源泉。古语云：“道虽学，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

修身》）宋德发教授对此深有体会，因而他既坚持做一个理论家，也坚持做一个实干家。作者对教学的

思考和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研究”，他自己将其定义为“研究者以自身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基础，观察、总

结、推广他人的教学经验”。而作者坚守教坛十余年的经验，无疑成为了这种研究所需的宝贵一手资

料。古语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学记》）教学过程，同样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的过程，是思考材料的第一生产基地。如作者在其“西方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将一位“广告学”主

讲老师在课堂上运用的多媒体技术植入到课堂教学中，最后却失望地发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评分比之

前低了８．５分。为何同样的方法，产生的效果却是适得其反呢？教学问题自然演变为作者思考和研究
的对象，经过对比、反思，他意识到自己“犯了迷恋技术，冷落艺术的错误”。课堂成了思考对象的直接

来源，没有完全相同的课堂也就不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思考。“实干出真知”，教学是思考的试验田，是真

知的发源地。如作者认为，幽默是讲好文学课的十个关键词之一，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而且还能让

学生记忆深刻。他在讲课中有意识地运用生活化、大众化的语言，借用或者化用一些歌词、网络语等，产

生了不错的反响。在讲古希腊神话时，他把海伦称为古希腊半岛的“岛花”，“话音未落，学生们笑声一

片”；在分析古希腊人对体育的热爱时，他说，古希腊人对体育的热爱就像中华民族对麻将的痴迷，学生

们闻此言当场爆笑。良好的教学效果验证了思考的准确性，又反过来促进思考的创新。

４　仰望星空，我心永恒
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

没有未来的。”宋德发教授正是“关注天空的人”。他站在教育的热土地上，仰望星空，追随真理，坚守着

他的教育梦。林语堂说：“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

这些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或许作者期待

的教育梦还未成形，但英国诗人丁尼生也认为：“梦想只要能持久，就能成为现实。”宋德发这位有着教

学本位、育人情怀的教育达人，毫无疑问，是一位梦想的缔造者、坚守者和见证者。

谈到对教育的关注点时，宋德发教授总是自谦地认为，自己关心和研究的都是教育的微观问题，不

涉及宏大建构。诚然，《大学的痛与梦》主要是对“教师教什么、如何教、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等微观问

题的论述，但书中亦不乏“管理者应该如何管理、教师评价体制该如何构建、大学应该如何存在”等宏观

问题的阐发。如《校长要做校长的事》一文，作者分“好校长要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好校长要有自己的

教育理念”、“好校长要将管理提升为艺术”三个层面讨论了高校管理者的管理秘诀。又如《“十全十

美”的大学》讲述了大学在校长、教师、学生、硬件设备、校园文化、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应具备的条件。从

事教学的老师很多，拥有教育梦的人也不少，但能够像宋德发教授一样站在体制的高度，勇敢地守护梦

想的人却屈指可数。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他站在制高点仰望，自然能聚众人之智慧，撑起他的远

见卓识和一颗教育家的心。

教师行业是靠经验吃饭的，毋庸置疑，“常规教学”对于具有十余年从教经验的宋德发教授来说是

小菜一碟。但他没有忘记教育家的梦想，所以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他把教学当作一种学问，而不是一

项任务。在他眼里，教学是一门技术活儿，需要研究。因而即使面临被人耻笑的可能，他还是选择了

“冷门”的教学研究。为了获得更多专业的教育和教学知识，他甚至去做了教育学的博士后，从文学领

域跨到了教育学领域。当其他老师一味地埋头于专业研究时，他像学生一样在不同的课堂间穿梭，在教

学和教育的研究中沉醉。有陪伴的坚持并不稀奇，一个人的坚持才难能可贵。在通往教育家的这条路

上，与他同行的人并不多，所以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坚持，一个人在战斗。面对同行的疑惑和不理

解，他只是淡然一笑，然后继续编织着属于他的彩虹色的教育梦。

“心若在，梦就在。”他用勇气和行动书写了一部教育达人的成长心经。他曾说，我不仅要适应体

制，而且要超越体制，最终还要创设一个属于自己的体制。在别人创设的体制中，我只能是战战兢兢的

奴仆，但是在自己创设的体制中，我希望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国王。“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有

理由相信，这个有着教育家梦想的人，一定会如他自己所期冀的那般熠熠生辉。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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