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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专业成长以其自身的觉悟为前提。教师觉悟是一种专业觉悟，是对“教育真谛”的领悟，是教师灵性的
生动展现。觉悟的教师须走出自身之“迷”与外界之“蔽”，表现出光明正大、大智大慧以及不离正道的气象。教师觉悟

要在 “持定成慧”和 “转识成智”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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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专业成长有很多条件、路径和方式，但说
到底是教师对自己成长现状的清晰认识、成长目

标的确认以及对有效成长路径的谋划，这些都可

以归结为教师的自觉性问题。无论外部的条件如

何优越，外在的规范如何严格，如果教师自己没有

觉悟，就会出现成长动力不足、成长方向不明、成

长策略无效等问题。可见，教师的觉悟是教师成

长的关键所在。

１　教师觉悟的涵义及其表现
１．１　教师觉悟的内涵

教师觉悟是教师的觉悟，教师的觉悟是一种

专业觉悟。现身于诸教育场域的人并不就是有觉

悟的教师，只有将自己心系教育，时时处处不忘

“教书育人”的使命与职责，遵循“温柔敦厚”的专

业规范，唯其如此，才可称为一个觉悟了的教师。

教师觉悟表现为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师专业的

使命和规范有明确意识和生动显现。所谓“明确

意识”不仅是对教师行为规范的知识性了解、记

忆，而须是达到对其背后意义的深刻领会；所谓

“生动体现”并不是刻板地按照要求行使教师职

责，而须是将自身的教育行为和国家、社会的前途

命运紧密相连，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从精神信仰到

具体行为的执着深沉的价值感。教师的觉悟可以

助其更加通透地认识教育并由此更加清澈地认识

自身。

教师觉悟是教师觉醒。“觉”是沉睡状态中

醒来，沉睡中的人往往会做梦，而“梦”往往是不

真实的，梦中的一切都虚妄不实，一个沉醉于睡梦

中的人不可能清醒明白，是处在“无明”状态的

人，“觉”就是对“无明”的减少、疏离、摆脱乃至去

除，正如《辞海》将“觉悟”释义为“由迷惑而明白，

由模糊而认真”那样。“悟”是从迷惑状态中解放

出来，“迷惑”往往是“不清楚、不确定、不知道、不

明了”的状态，“悟”就是化模糊为清晰、化茫然为

确定、化含糊为明白、化疑惑为明了的过程，由此

可见，“悟”与“觉”有很多共同之处，其实“悟”的

本意就是“寤”这种清醒状态。因此“觉悟”的核

心含义就是从“睡梦中醒来”。当然“悟”与“觉”

也有细微的区别，如果说“觉”的重心在对“无明”

状态就解脱，那么“悟”就是对“明”的收获。佛学

将“觉悟”解释为对“教义真谛”的领悟。

教师觉悟是教师灵性。觉悟从根本上说是心

的自觉，心的自觉即心的觉醒和心的解放，一个觉

醒并解放的心是自由而空灵的，这样的心如“赤

子之心”，澄明如镜，透明见底，通达无碍，妙不可

言，故能处处逢缘，正合古训所说的“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教育觉悟就是对教育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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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悟而进入的灵巧境界。觉悟了的教师最为鲜

明地表现在其教育教学所处的这种“灵巧境界”。

它表现在，不以自己的“执念”为真理，也不固着

于某一权威指定的“真理”，甚至能够将公认的

“真理”放置一旁，从而根据教育的真实情境做出

正确的判断，采取适恰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教师

的觉悟，就是教师将自身从一系列“必然”之中解

放出来，使自己获得自由的过程。

１．２　教师觉悟的表现
教师觉悟可以从觉醒了的教师身上或从得教

育正道的教师身上得到表现。其中比较重要

的有：

其一，光明正大。“光明正大”是摆脱“无明”

而呈现出来的“庄严、明亮、正派、大气”诸气象，

或“积极向上，正直善良、公正无私、认真严肃、虚

心包容”的姿态。可以说，“光明正大”意味着“德

行无亏、与人为善、公平公正、品行端正”，教育的

首要的或最高价值就是善，教师最根本的觉悟就

是道德觉悟。一个不讲道德或德行低下的人不配

拥有“教师”的称号，而一个始终以善行为的人即

便有时甚至不时偏离真实，或说一些善意的谎言，

但并未偏离教育的正道。之所以如此，盖缘于教

育的正道是以“道德”作为其本体内涵，只有光明

正大不违道德且始终行善，才堪称为奉守教育正

道之人，反之，无论以“知识”“真理”或是其他“大

词”作为行为旨归，都难免被质疑背离教育正道。

其二，大智大慧。大智大慧是指智慧双全，从

而有别于“有智无慧”“有慧无智”的有所欠缺的

“小智”和“小慧”。“智”与“慧”是不同的两个概

念，“智”是“日有所知，言之有物，一语中的”的意

思，而“慧”是“事事入心、清心明净”的意思。智

与慧的区别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智是向外求知，

即是有目标、有对象的知晓，是求道；慧则是向内

显知，是对自己对内心的领悟或洞察，是悟道；

“智”是积累之知，是日有所得，是不断增长、扩

展、升级的知，智使人有力量，能驾御身外的一切，

智用的是加法；“慧”是“本有”或“根本”之知，是

内心的空灵，是不断精减、不断净化、不断纯化的

知，慧使人虚心，能保持自己的本心或本性，慧用

的减法［１］。由此可见，人可以有“智”，如拥有大

量的经验和知识，但未必有“慧”，同样，有“慧”之

人未必有“智”，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往往会有“真

知灼见”。相比之下，觉悟虽然离不开智，但更偏

重于“慧”，觉悟往往更容易发生在有慧心和慧眼

的教师身上。

其三，不离正道。教师觉悟是对教育之道的

自觉。觉悟是心性的明了，心性不是一个实体，无

形无相，就像虚空，它无处不时不在，但又无迹可

寻，它让诸体显现并得到分离或确定，又附于诸体

之形而可离而自在，这种既寄居于实体之体又脱

离实体之形的心性即我们常说的“道”。“道”是

“不可思议、不可言表、玄妙无比”的东西，我们的

心性也是“深不可测、妙不可言、奇妙无比”的，教

师的觉悟是对教育之道的体悟。教育之道即是教

育的本来面目，即教育的宗旨和本性，这是教师应

该始终坚持，须臾不离的。但教育之道并不是空

洞无物的，它可以随教育中的人、事、物或诸教育

机缘而有所显现，而教育机缘又复杂多变，一个不

守教育初心或本心的人往往会被教育机缘及其诸

物所诱惑而难以自持。从而陷入邪门歪道的境

地。偏离教育正道即带来或多或少邪念邪语、邪

知邪见、邪思邪行，被这些邪道遮蔽的教师很难说

得上有所觉悟的。

２　教师觉悟的切入口
觉悟即从睡梦中醒来，这包括自我觉醒或被

人唤醒，沉睡或睡梦是在暗晦无明的情况产生

“虚幻不真、认虚为实、认假为真”的状态，对这种

“无明”的状态的了知便是教师觉悟的最佳切

入口。

２．１　教师“无明”的含义
“无明”是与“明”相对的，“无明”的直观状

态就是“黑暗”，如在一个没有门窗、没有灯光的、

伸手不见五指的房子或洞穴；“无明”也指“灰

暗”，如在昏暗的房子里看不清里面的物什，或者

说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总之，“无明”就是不

清楚、不明白、不明了，无明既可由环境的暗晦所

致，也有因工具（如眼镜）所成，更可能是我们自

身出了问题，如眼睛有白内障的人看什么东西都

是模糊的，而一个心里亮堂的人看什么东西都是

明明白白的，一个心有阴影的人看什么人都不舒

服，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概言之，教师的“无

明”既有自身的或主观方面的，也有环境或客观

方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认为，教师的“无明”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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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指由于智识水平不足而无法达到对自然、社

会与自我的基本认识。毋庸置疑，由于认知能力

低下也会导致“无明”，但这种无明乃是一种绝对

的无明，是一种真正无法看见的状态。教师的

“无明”显然并非是绝对的无明，因为教师的资格

认定制度基本上排除了认知能力低下的人群，由

于基本的认知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无明”的情况

就被除去了。如此，似可将教师的“无明”视作一

种相对的无明，所谓相对的无明，是指教师并不是

真的看不清楚，并非不能明了，而是由于各种蔽障

的缘故使其暂时受到蒙蔽而无法明了，一旦去处

蔽障，教师自然能走出“无明”的状态。

２．２　教师无明的种类
教师“无明”非常复杂，依照“无明”的成因大

致可以分为“迷”与“蔽”两大类，“迷”是教师自

己造成的，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经验、

立场、视角，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并对自己

的所有、所用、所得念念不忘，严重的会陷入自我

中心的误区而难以自拔，“迷”就是迷恋自我而产

生的“狂妄”，佛学将之称为“我执”。“蔽”是教

师所在的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教师在教育过程

中会遭遇许多人、事和物，包括形形色色的教育思

想、理论、知识或教育理念、教学范式、教学风格

等。并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津津乐道、模仿尝

试，严重的会陷入机械套用、全盘接受的误区而难

以自拔，“蔽”就是外在因素的遮盖或掩蔽而产成

的“隐蔽”，佛学将之称为“法执”。概言之，无明

是一种“被局限的视域”［２］。

“迷”是教师内心世界的“无明”，是教师戴上

了“我执”这个有色眼镜。当然，以自己的方式理

解教育，对每个教师都是自然而然无法回避的事

情。问题不在教师教育理解的自我性，而在于教

师不能僵化而顽固地坚持教育的个人理解而成痴

迷即“我执”状态。“迷”是教师对自我的迷恋和

执著，教师是活生生的人，活着就会动心思，心思

动就会生念头，心思乱动则生“妄念”，“妄念”即

生“迷惘”。这就说明“迷”既是指心思因不安宁

常常生发出“虚妄不实”的“妄念”，也指心思固守

于自我而生发出的“痴迷”。一旦教师“迷己成

痴”，就会在教育中将自己的价值、兴趣、心情、立

场、方式、经验置于优先或首要位置，甚至导致固

执己见、偏听偏见、偏知偏解，教师这种“本己、有

己、为己”偏离了教育“生本、有生、为生”的正道。

“蔽”是教师受外部世界的“无明”，是教师处

身于“法执”的迷雾之中。教师在教育生涯中会

跟各种各样的人、物、事打交道，会接触到来自于

外部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知识，甚至会见

识到其他教师的教育经验、教育方式和教育风格，

这些东西就像草木丛林，本真的教育就在它们的

后面，就像林木躲在草丛后面一样，也可以说林木

被草木遮蔽了。教师之“蔽”就是对不是自己的

教育观念或教育经验等的认同、服从、迎合、接受，

就是用这些东西来主导乃至取代自己对教育的理

解。教师一旦被这些“身外之物”所遮蔽，就会在

教育中将“外在的标准、他人的理论、他人的经

验”置于优先或首要地位，教育的“功利化、空想

化、标准化”概缘于此，这同样是对教育的“人本、

有人、为人”正道的偏离。

３　教师觉悟的功夫
教师觉悟的根本途径在于“守正”，即树正

念、行“正道”、得“正引”，“正念”即上面说到的

“专业觉悟”，“正道”即“触、受、问、设、验、识、述、

度”的“八正”，而“正引”即“善知识的引领”［３］。

但从觉悟的方法论而言，教师觉悟当用“持定成

慧”“转识成智”两大功夫。

３．１　持定成慧
教师觉悟可以理解“无明”的消解，消解无明

的方式无非有二，一是借助外在的光明，各种外部

教育知识和经验的学习就是这样的方式；二是发

挥自己的光明，对教育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和自

我探索就是这样的方式。但两者并不是完全不相

干的，没有教师的自我理解，教师也不可能理解他

人的教育知识和经验，更不可能将他人的教育知

识和教育经验转化为自己的自我理解，觉悟总是

自己觉悟，这是无法替代的。可见，教师的觉悟最

关键的就是对“自迷”的破除。

“自迷”是教师的“心”的妄动显现出来的“虚

妄”之相。人的一生没有些许消停的时候，就像

人的心跳那样，人活着就有心思，就会想事情，心

乱动就会生妄念。虽然心理学将思归结为大脑的

功能，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于用心这个居中的概念

来描述人的状态，诸如心情、心态、心境、心思、心

意等等。“心之官则思”，这里的心并不是指心脏

这个器官，而是作为人的本来面目、人的本质或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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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无体无形的“心性”。这个“心性”就是这样

或那样的“能”，“见”并不是眼睛见明，是心让眼

睛见明，故瞎子也能见，只是他见到的是黑暗而

已。心性不像心脏那样有固定的所在，稳定的跳

动，相反它是“乱动”，我们所熟悉的熟视无睹，听

而不闻，心不在焉都说明“心”来去自由，说来就

来，说去就去，了无踪迹。

平静安定是教师觉悟之基。平静安定首先就

是心平气和，就是冷静而不乱动，教师在教学中会

遇到干扰教学秩序，打乱教学节奏，破坏教学进程

的意外事件，如果不冷静，教师胡乱处理，不仅不

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相反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而一个冷静的教师既可以对这些事情不萦于心，

不作干预，而待事后给予处理，能作如此“冷处

理”的教师往往会发现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

重，许多事情并不需要随时处理，有的问题并不需

要自己处理。当然也有看上去影响很小、不及时

处理就会引发巨大危机的问题。但就一般情形而

言，只有让“心”安静平定下来，教师才能有机会

作认真、精细而深刻的思考，才能做出正确的决

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教师觉悟需要守得静的功夫。心静即心定，

心静则清明，就像一个内装泥水的瓶子只有在不

动的状态下才能分离出纯净的水那样。教师生活

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世界就是像一个摇动不停的

大染缸，教师的心不可能不染上现实世界中的一

些东西并很难不随这种染缸而动。但是教师所担

负的教育使命，所固守的职业操守以及所修炼的

职业能力让教师生成“守护真心、不忘初心、回归

本心”的定力，这个定力就是“教育的根本不变的

宗旨”。教师只有牢记并坚持这个宗旨，才能在

多样而复杂的现实中明辨是非，理出轻重，明判本

末，教师的觉悟即在于此。

３．２　转识成智
教师觉悟即教育智慧的开显。智慧兼顾知性

与心性，知性即各种认识及其成果或知识，教师个

人拥有的知识越多，对教育的理解就越强，故教师

要借助各种机会、途径、方式去获得广泛而渊博的

知识；“心性”即内心的觉醒、感受和体验，是对不

变的教育宗旨或根本的坚持，这只能在“回归本

心”“守护真心”“返回初心”的自我反思中得，教

师越能明白自己的真心，以自己的真诚投身教育，

就越能体悟教育的本性，才能在形形色色、气象万

千的教育现象中保持清醒，才能将教育的本真变

现为生动活泼的教育形象、鲜明活泼的教育境景、

灵动巧妙的教育机智。教师不能没有识性，但只

有将识性与心性结合，并化为自己的心性，即从自

己的内心出发点，对识性作内心的观照，将识性作

为明心见性的资源或内化成心性，最终让自己的

心性光明透彻、洁净无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转识

成智就是转知为心，转智为慧。其实“慧”具有根

本性和不变性，故可以在静或定中得到比较充分

的显现，古人即有“定能生慧”之说，可见，“静”既

是教师觉悟的根基，也是教师智慧的发端。

教师觉悟是对教育作智慧的观照。这种观照

有自由的、批判的、适宜的，即善用佛家所说的空、

假、中三观。

首先，对教育作“自由”的观照的核心意义

是，教育的本性是形而上的，它无体无形无相，如

虚空，教育世界因其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相貌，它遍

及教育世界的每个角落，掺入教育的所有要素，它

分割教育世界但自己却无法分离，它分化教育世

界自己却恒常不变，它为各教育要素所分享而自

身却没有丝毫减损，这种观即是“以道观之”。对

教育作自由的观照，就是看透纷扰变换的教育现

象与教育事件，把握其内在的不变者，领悟其变换

的根由，从“多”样态的教育返至教育之“一”（即

教育本体）。如此，教师便能更加自由通达地面

对其置身的教育世界，更加从容地处理教育实践

的种种问题。

其次，对教育作“批判”的观照的主要意义

是，诸教育实体所呈现的形象、状态以及对教育所

作的各种描述都不可能如实反映教育的本体，它

们都是有限的或有局限性，各种教育经验、教育知

识往往只能反映特定时间、特定情境、特定方面的

教育属性，离教育根本的、整体的、无限的本性还

有巨大的差距，最好将之当作有待证明、有待完成

的“假说”，决不可将之视为绝对的真理。事实

上，当我们对一个教育现象换一个角度审视时往

往会有新的发现，如对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加惩

戒往往被视为完全正确的，但是从鼓励学生自主

学习、培养耐心细致的品格来说，不按时完成作

业、甚至不做作业至少是可以接受的。要言之，批

判的观照就是要拨开重重雾霭、穿透重重乱象，以

便教育本体能够重新显现。

再次，对教育作“适宜性”观照即是“适中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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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中庸之道”。教育的本性并不独立于教育

诸体相之外，它是寄生于教育诸体固亦随现其相，

就如空气本无体形，但可以因瓶而现方园，因风而

示动静。“适宜”的观照首先就要考虑到两面或

两极性，表现为知其性也知其相，得其正也悟其

反，识其末也追其本，顾其利也了其害。真在假中

得，假为真中求，即假亦即真，离假不得真，如此等

等。性相的相反相成、真假的相辅相成要求以辩

证的方式审视教育，唯其如此，才有灵活、巧妙、圆

满的教育。从空、假、中三观的角度说，对教育的

自由、批判和适宜的观照根本上是相通，批判、自

由、适宜其实都是智慧，故将之合称为智慧的

观照。

４　结语
教师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觉悟者，他们经常被

那些处在迷惑、无知、迷茫、模糊等无明状态的学

生包围，教师必须用自己觉悟的经验用在对学生

救度中；他们也经常面对来自人生、工作和生活方

面的困境、疑惑和困难等方面的无明，教师需要自

我救度。当然一个自己都不明白的人很难让别人

明白，所谓“度人者先度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教师觉悟”才与“教师自觉”相区别。觉悟主

要是一个佛学术语，自然涉及到佛学的一些基本

概念或理论，除了前面用的“无明”“妄相”等外，

还有渐悟、顿悟等等，借助这些术语乃至理论可望

将“教师觉悟”的理解引向深入。可见，本文仅仅

是纲领性地描述了教师觉悟这个概念，其间还有

许多细节有待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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