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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教育 30 年，其中在当班主任的
23年里，我和每个学生都建立了“悄悄
话”交流本，约定心里的小秘密、成长
的小烦恼，甚至是对老师和爸爸妈妈
的小意见都可以写在本上，交给我，我
每天都会在本子上一一回复。23 年，
500多万字的悄悄话，帮助我发现了教
育的真谛：全接纳—慢引导—厚支持，
创造环境去涵养。

全接纳：
接纳感受，激发自觉

所谓“全接纳”，在于“全”，“全”的
第一个意思就是接纳所有的孩子。对
于老师来说，是平等地接纳每一个学
生，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被老师公平
地对待；对于家庭来说，就是平等地接
纳大孩与二孩、男孩与女孩，让每个孩
子都感受到父母公平的爱。平等不等
于平均，对于内向敏感的或是正处于
低谷期的孩子要有倾斜，这是“全”的
第二层意思。接纳所有的感受，行为有
对错之分，但感受无罪，觉察和接纳孩
子行为背后的所有感受。

曾读过《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
听孩子才肯说》一书。其中，倾听心声
的四个方法给了我很多启发：一是用
全神贯注地听代替心不在焉。二是用

“哦”“嗯”“这样啊”代替提问和建议，
回应孩子的感受。三是用说出他们的
感受代替否定。四是基于儿童想象力
强的天性，理解他并陪伴他一同幻想，
比如“假如那样就好了”，代替成人基
于事实和逻辑上的解释。比如，孩子非
要吃蛋糕，而家里没有，家长就可以说

“真希望能立刻变个蛋糕出来”。
我尝试着用上述方式倾听学生，

倾听我的儿子。事实证明很有效果。就
拿我和儿子的一段经历来说吧：在儿
子上四年级的暑期前夕，那天，学校开
完结业式，他背着书包无精打采地回
到家。我想，孩子一定是遇到不高兴的
事了。一定要听孩子说出感受。于是我
说：“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呀！”孩子喃喃
地说：“没评上‘阳光男孩’！”这段时间
孩子为此事一直很努力，期末考试也
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没评上班级里
的“阳光男孩”，他一定很难过。于是，
我故作惊讶地说：“太可惜了！妈妈觉
得你很努力。”儿子觉得我能理解他，
越 发 想 说 了 ，“ 我 跟 浩 洋 就 差 一 票
……”我能感受到他对一票之差的遗
憾，连忙说：“真是太可惜啦！”孩子天
真地说：“妈妈，要是明年再评时，浩洋
生病了没来，我就能评上了！”我的心

“咯噔”一下，这个还能再接纳吗？趁人
家“摔倒”了，超过别人，这光荣吗？我
正想提醒他，可马上意识到，他是在用
幻想的方式实现评上“阳光男孩”的愿
望，与道德无关。于是我也随着他幻
想，只是把话改了改：“假如浩洋今天
有事没来，你真可能评上呢！”孩子听
我这样一说，睁大眼睛看了我一眼，沉
默了一会，然后说：“妈妈，我想了想，
那也是不可能的。再说，浩洋是我的好
朋友，我也不能让他病呀！我看看他有
什么优点，我得跟他学！”孩子的话让
我一阵惊喜！这原本是我要教育他的，
但是我用接纳回应感受，并用幻想实
现他的愿望，孩子已经实现自我教
育了。

这番对话让我有一个特别的体
会：我们接纳的是孩子的感受，不是孩
子的行为，但是当孩子的感受被接纳
了，他（她）自己就会调整行为中的不
当之处，实现自我教育。接纳是最大的
尊重。

慢引导：
根本在于等待或者创造契机

引导就是明理，但是强调一个

“慢”字，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有的
时候我们要等待，这种等待自古以来的
圣贤就在强调，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就是在等待，等待可以引导的契机出
现。“慢引导”就是对生命温情的理解、真
挚的同情、诚意的鼓励和恰当的提醒。

新年将至，我如期收到了树林同学
的节日祝福，每到节假日，树林的信息总
是如约而至，如小时候给我写悄悄话一
样：“您一直说我有一个好妈妈，其实我
很感激您是我的小学老师。总是想起那
些让您费心的事，您一直对我悉心关照，
让我成长的道路顺利通畅，正直善良
……”当教师是幸福的，能够与那么多幼
小生命真情互动，影响那么多孩子的
成长。

树林说得没错，我一直觉得他有一
位开明的妈妈。小时候的树林的确是一
个淘气包，但是树林妈妈从来没有简单
地指责和暴力地打骂，而总是陪伴他面
对并攻克成长中的一个个难题。记得最
清楚的是，二年级时树林和幼儿园时期
就同班的小伙伴立伟如同一对小冤家，
几乎每天都会有摩擦，你踢我、我打你的
事情每周不断。临近年底，树林妈妈和两
个孩子约定“阿姨单位要找在幼儿园时
期就是同班、小学还在一个班的孩子，如

果能坚持一个月和平相处，就各得一份
元旦礼物。”孩子就是孩子，为了新年礼
物，他们也要忍一时不快，这之后的将近
一个月，每次快要有纷争时他俩都忍住
了。元旦这天，树林妈妈真的给两个孩子
带来了礼物，还夸奖他们信守诺言，让新
年老人都非常感动呢！

直至树林大学毕业再来学校看我
时，我和他提起这件事，树林才知道那两
件新年礼物原来并不是妈妈单位的约
定，而是妈妈的良苦用心。

这位可敬的妈妈用她的包容、善良、
智慧创造契机帮儿子学习友好交往，学
会大度宽容、善待他人。如今的树林已经
是一位策划公司的项目经理，我想他带
领团队攻克一个个难关、完成一项项任
务的过程中，一定有妈妈为他播下的友
善种子的力量吧。

厚支持：
创造健康的生态无所不在地

浸润、滋养、托举孩子的成长

育人如种树，孩子如同一棵正在成
长的小树，创造环境“全接纳—慢引导—
厚支持”，使孩子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

感受到心理上的安全，在我们的精心培
育中，在“我懂你”的阳光普照下，慢慢得
到涵养，从而发芽开花。

在我看来，普通的陪伴是“我在你身
边”，高质量的陪伴是“我懂你”。和学生
互通悄悄话进行引导外，后来我还开办

“悄悄话的交流会”，就是征得本人同意，
有的内容可以全班交流，或是邀请爸爸
妈妈、任课老师来，建立起敞开心扉的

“沟通会客厅”。我读懂每个孩子的心声，
了解班级里的每一个事件，尤其是我带
了六年的那个班级，悄悄话如同一个透
视镜，帮我看到了每个孩子的内心，知晓
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波澜，没有错过班
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于是，我能在
孩子们需要时及时补位，能把握每一个
契机恰当疏解。“悄悄话”是陪伴学生成
长的很好方式，现在我们学校很多青年
班主任都用类似的方式与孩子们互通心
灵，比如班级念好箱、漂流日记、心情晴
雨表等。

陪伴成长在家庭教育中更是不可或
缺，我把“悄悄话”的方式也推荐给家长，
鼓励家庭每天开展“三个亲子十分钟”

（亲子锻炼十分钟、亲子劳动十分钟、亲
子阅读十分钟）的活动。陪伴是爱的表
现，能增强孩子的心理安全感，既有利于
孩子的心理健康，还能激发孩子更好地
表达出一些独特想法，有助于拓宽思维
的广度和深度。

每个生命都处在一个环境中，就像
小树的生长需要土壤、空气、阳光、雨露
一样。健康的生态还需要家校社共育。

这让我想起我成长中的一件事。小
时候从小姨家到我家要乘坐 11 路公交
车，那天车上的人特别多，我和妈妈分
别被挤到后门和前门，我手里握着买车
票的 1 角钱，直到下车也没有机会挤到
售票员阿姨身边去买票。到站后，我随
着人流下了车，与从前门挤下来的妈妈
汇合。看着开走了的公交车，我悄悄告
诉妈妈“我没买票”。没想到，妈妈拉着
我步行 1 公里，到 11 路公交总站找售票
员阿姨补了票。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阿
姨没有责备，却跟同事大声地夸奖我是
个诚实的孩子。

儿童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个个人，一
件件事，这构成他的成长环境，这种环境
影响着儿童的人格和品行，而儿童作为
生态系统中的其中一个生态，也会影响
和带动周围的环境，并把这种生态辐射
和带动出去。近些年，很多家长告诉我，
过马路时常常是孩子提醒家长要遵守红
绿灯的规则。一个健康的生态圈里，每个
人都是建设者，我们培养了孩子，孩子反
过来又会影响我们。

儿童健康成长

需要“全接纳、慢引导、厚支持”
郑丹娜

2024 年翻开的第一本书叫 《踏
歌而行》，是关于一群教育人的跑步
故事。

跑步本来不是多大的事儿。每个
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都曾经或
主动或被动地迈上某条跑道：也许是
为了800米达标，也许是一段虎头蛇
尾的减肥尝试，也许是失意后的雨夜
狂奔，也许是不以独处为苦的享受，
抑或是对亚健康的无声宣战。对于
15 岁的青春少年，跑步是必须完成
的体育课任务；对于 35 岁的职场中
年人，跑步有时是一种逃避，也可能
是一种契机；对于 65 岁的退休老年
人，跑步是与年龄作斗争的宣言，也
是与老友社交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动
机都能够让一个人选择去跑步。

可如果跑步的这群人，他们有组
织——被誉为“京城最美跑团”的教

育创新跑团，有预谋——精心筹划的路
线、完善的后勤服务，有计划——从每
个周日清晨的奥森公园跑到仪式感满满
的节日跑再到挑战极限的马拉松跑，有
目标——跑到 80 岁、健康工作 50 年，
这事儿，就有点儿大了。

这群在事业上各有建树、已过中年
分界点又爱上跑步的教育人，是如何跑
起来的？怎么坚持下去，如何改变自
己、影响他人的？跑步还给了他们什么？

首先是身体的救赎。40 位作者现
身说法，不约而同地肯定了跑步之于身
体健康的价值。跑步，提升了心肺功
能，治愈了腰颈疼，消灭了将军肚，跑
走了疲乏感，跑出了精气神；不仅如
此，跑步还能够调节情绪，缓解工作压
力，激发思维活跃度，刺激人体产生多
巴胺、内啡肽，让人感受到愉悦自愈。
此外，不难看出，跑步于他们不只是一
项单纯的体育运动，也是他们对生活与
工作质量、健康状态与内在平衡的无尽
追求。每一次起跑，都是对自我的探
索；每一次坚持，都是对毅力的致敬；
每一次越过终点，都是对生命潜能的挑
战；每一次重回跑道，都是对人生旅程
新的承诺。透过他们讲述的人生故事，
一桩桩看起来不可名状的“脱胎换
骨”，遂变得有迹可循了。

在本书的序言 《最美的跑团》 中，
团长透露了策划组关于文章编排的小

“心机”：四个篇章，从万事开头难的
“跑起来”，到跑步中不断精进、修行，
再到感悟跑步中的教育之美，最终让跑
步融入自己的人生，这既是跑团人共同
的心路历程，也体现了跑步的韵律和节
奏。这些行业专家、教授、校长、教育
管理者和创业者们，和其他普通跑步人
一样，饱尝了跑步初体验时的艰难与不
易，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不便，如体力、
意志力、气候、时间安排等，但一旦跑
起来，就如同突破了束缚，就有了风。
而当跑步逾越了身体锻炼的层面，成为
一种心灵的磨砺和自我提升的途径，成
为个人深度投入的精神实践，跑步便成
了一场修行。“奔跑人生，持久者强”
是对整个心路历程的总结，无论是在跑
步还是人生的其他方面，那些能够持之
以恒、能投入长期努力的人在人生的长
跑中将变得更为强大。从初始摸索到渐
入佳境，再到最后的酣畅淋漓，这群教
育人的跑步之歌，越来越动听。

“在年复一年的坚持中，大家不但
获得了健康工作、健康生活的力量，而
且对自我、他人和世界有了新的认知，
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有了新的感悟和动
力。”的确，这个历程中，最令我感动

的，是 40 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对教育
的深厚热情和强烈使命感。跑步的教育
人在跑道上抒写着新形式的教育故事，
重新认识了体育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更
懂得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
他们深知自己的工作对学生、家庭和社
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内心的信念感
化作强大的驱动力，促使他们不断前
进，以非凡的耐心和决心，长期持续地
自我反思和追求专业发展。跑步大多时
候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专注于个人的
节奏与体验，沉浸于自我的提升与超
越；教育则是联结与沟通的过程，它不
仅仅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发潜
能、培养思维和能力，意味着要与学生
建立联系，引导和塑造他们的未来。从
这个角度看，跑步和教育都承载着成长
与改变的可能，都深刻影响着参与者的
生命轨迹。跑步的律动和节奏仿佛就是
教育过程的缩影。当这种身体的运动与
心智的培育相结合时，便为我们的教育
之旅注入了新的活力。

跑步和教育，都是一场长跑，不在
乎起点，只在乎坚持和进步。无论是身
为老师、学生还是家长，跑步赋予我们
的不仅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也是
必须修习的关于持续性、耐性、目标设
定和时间管理的重要课程，更是一种不

断挑战、不断超越、不断成长的人生态
度。在这场不设限的教育旅程中，本书
的作者们如同一群领航人：他们与教师
对话，呼吁教师给予每个孩子适宜、有
针对性的指导，做孩子的支持者、引导
者，同时大力提倡将体育活动作为培养
孩子健康生活方式、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的有效手段；他们与家长对话，尽力
治愈焦虑的家长，引导家长重视孩子的
身心健康，用跑步与阅读为孩子一生发
展赋能，帮助孩子拥有更加科学的成长
空间；他们与学生对话，激励学生确立
自己的目标，并专注地行动起来，“什
么时候出发都不晚”；他们也与自己、
与更广泛的读者对话，将这种谦逊、互
助、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下去，
用他们生动、鲜活的故事和看得见的改
变感染与鼓舞更多的人跑起来。

这群跑步的教育人是教育者也是终
身学习者，在激励他人奔跑的同时，他
们自己从未停歇。奔跑，是一种向前的
力量，一种持久的力量。教育，亦是一
种力量，它推动知识的传递，激发成长
的动力。愿每一位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心
灵因奔跑而愈加丰盈，愿我们的人生之
路因教育的力量而愈加宽广。教育人，
踏歌而行，奔跑在路上。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育人，奔跑在路上
——读《踏歌而行：一群教育人的跑步故事》有感

易 璐

在日前召开的首届数字教育与数字
教研共同体建设研讨会上，围绕“生成式
人工智能对教育领域产生何种影响”这
一主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
究院副院长梁正为参会者们进行了一场
生动解读。

何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梁正首先开
宗明义，“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基于巨量的
语料库训练而成的，它可以处理文本、图
像等多模态数据，并能在大模型环境里
不断地学习和迭代。”

“以前我们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但
与大模型结合后，就可以得到高质量完
成。”梁正表示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
经具有理解能力，可以根据提示词和情境
生成内容，发展迭代速度超乎想象。“如果
说，2023年是AI年，那么2024年可能就
是机器人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工智能
对各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产生特别重要
的影响。教师们需直面人工智能对教育的
影响，就如同今天要求教师们熟练使用计
算机、会用幻灯片授课一样，是大势所趋，
是任何人无法逃避的。”

在梁正看来，生成性人工智能对教
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
是随着技术进步，会促使教育方式、教育
内容发生变革；二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会发生变化，这也将倒逼教育系统对社
会发展的新需求有所回应。

首先，就教育内部的变革而言，梁正
表示，随着生成性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教师将不再是知识的权威，也可能不会是
知识传授的主体。“教师可以采用灵活的
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也可能是
融合式的个性化的，而非规模化、标准化
学习方式。因为，未来不会特别强调记忆
和背诵这样的技能了。”因此，在梁正看
来，当务之急是教育者需要重新思考，到
底要让学生掌握怎样的知识和技能。

同时，基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转变，
梁正认为，教育需重点关注教学评价的
改革。“随着技术进步，大家可以看到，有
些职业已经逐渐不被需要，如打字员、接
线员等。可以说，未来的劳动力需求会产
生重大变化，需要直面与人工智能的竞
争。”梁正特别建议，当前要逐渐发展对
学生的个性化评价。借助大模型分析，创
新评价手段，提升考试在人才测评领域
的灵活度和实用价值。

结合围绕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内的
生动应用案例，梁正还向与会者们生动
呈现了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精准施
教、个性化学习等方面的有力创新。如，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手段生成“错题本”，
以帮助学生、教师、家长更全面地分析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方便教师精准辅
导的同时也有利于家长与教师开展对
话，助力家校共育高质量落地。还可以把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教学中的一员，让
它与学生一起参与讨论学习，做同学们
的成长助手。

由于教育领域涉及到人的价值、伦
理、安全、隐私等问题，基于此，梁正也表
达了自己的顾虑。他直言，在引领人工智
能参与教育变革时，要清楚地认识到人
工智能的能力和局限性。“要认识到现在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有可能是虚
假的、不真实的、不准确的。”“在使用生
成式内容过程中，要注意对数据的来源、
质量的评估，特别要审视其生成内容的
价值观方向。”“青少年需要到一定年龄、
有一定判断力后再去独立使用。”……

“人一定要处在人工智能领域应用
的核心地位。”梁正强调，这是当前世界
各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的普
遍共识，即维护人的核心主导地位。“教
育工作者要学习怎样有效利用它的能
力，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提升教师
工作质量，如何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保护
学生的原创力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不是洪水猛兽，
但它可能确实会对我们的生活和教育带
来各种颠覆，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具
有赋能价值的工具，要去思考怎么更好
地使用他们。”发言临近尾声时，梁正如
是总结。

人工智能迭代速度超乎想象，
对教育有何影响？

本报记者 朱英杰 实习生 黄欣玥

■成长·赋能

■新知·荐读

再好的教育设计都需要转化成一线的教育实践，都需要落地为师生的生命成长。
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金都分校书记兼校长郑丹娜是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十二届、十三届党代表，曾

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北京市人民教师奖”等荣誉。她从教30年，关注师生生命成长，并通过多种途径
建构师生家长生命成长共同体，在和学生二十几年的“悄悄话”中，提出“全接纳”的教育理念：接纳所有孩子、接纳孩子所有、尊重成长规
律、期待人人出彩。本期我们特别邀请郑校长给我们分享她的教育经。 ——编者

日本国际机器人展上的一款会写书
法的智能机器人。融合了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机器人通过自主学习、自
主判断，甚至互相协作来完成任务，从
而在更多场景中实现更智能化的操作。

新华社记者 钱铮 摄

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金都分校书记兼校长郑丹娜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金都分校书记兼校长郑丹娜（（中中））与学生们在一起与学生们在一起。。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