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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是否该去探望一下老师呢？随着
又一个教师节的临近，去年刚研究生毕业的小
美开始为这个问题纠结起来。

已经参加工作的小美提起自己的导师，在
感恩的同时，也心存一丝怨气，“我读研那阵
子，正赶上师母怀孕生产，那一年我都记不清
自己跑了多少趟妇产医院，挂号、取药、陪检，
有时真感觉自己就像他家的保姆一样”。

与小美的感受相仿，可能很多硕士生、博
士生都曾为与导师的“亲密”关系快乐并烦恼
着。而在很多新入学的大学生眼中，如何与老
师相处，也是他们进入新学年后将要面临的一
门功课。

近日，有媒体报道，网上一项关于师生关
系的调查引起了不少新大学生的关注，据调查
称，“六成大学生路遇老师从不打招呼，甚至会
绕道而行”。据说，这项调查在部分新生论坛里
引起了热议，很多新生在惊讶大学里的师生关
系如此淡漠的同时，更加烦恼该如何跟老师相
处，并纷纷发帖求学长学姐传授“秘籍”。

而对于更多的中小学生来说，这个教师节
送什么礼物，则成了他们和家长犯难的题目。

师生关系如何相处？师生关系的真谛是什
么？

师生关系利益化谁之过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重视培养和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传统。春秋时
期，孔丘同弟子的关系，是古代的楷模。他热爱
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对他尊重景
仰,亲密无间。战国时期，荀况用“青，取之于
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比喻学
生可以后来居上，超过老师。唐代韩愈则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邵晓枫曾对中国的师
生关系作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她在 2008 年就
撰著了长达 40 万字的博士论文《百年来中国
师生关系思想史研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邵晓枫表示，自有学校教育以来，
学校的师生关系就在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变化，人们对师生关系的认识也随之而变化。
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在整个
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在政治、经济、文化
及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师生
关系作为教育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
毫无疑问地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生了巨变。与
此相应，百年来人们关于师生关系的思想也有
较大变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师生关系思想
在继承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日益走向民主、平
等。但同时，它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中外有
关思想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师生关系问题处于
从来没有过的惶惑和争议中。
当记者在“百度知道”中输入“师生关系”

后，对于“现在新型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给出
的推荐答案竟是：“学生和老师之间永远有一

座桥梁，上面铺满了白花花的银子，这就是现
在新型的师生关系。”

对此，邵晓枫认为，这个观点虽然不能说
完全错误，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一直以来，
教育学理论都是师范院校的基础公共课程，教
师的职责是什么、如何树立正确的教师观等都
是教师在入行前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但在现
实中，认知和情感往往会产生脱节的现象。

邵晓枫指出，师生关系利益化的原因是很
复杂的，主要包括个人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
素。在个人因素方面，一种是有的老师把教师
职业当做纯粹的谋生手段，在职业中没有倾注
感情和信念，对学生比较冷漠，不关心他们的
生活世界或精神世界，觉得上完课就完成任务
了；另一种更糟糕的情况就是完全功利化的态
度，如有的老师希望家长能为其办事或送礼，
根据家长的地位来决定对待学生的态度……
“其实，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对以私塾

为代表的功利化教育的弊端进行过批判，在现
代的商品经济时代，这种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但也不能因为个别现象，就认为师生关系都是
利益关系，这就否定了大多数老师的辛勤付
出。”邵晓枫说。

创造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在教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邵晓枫认为，在目前的教育实际工作中，师生
关系还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

为：一、有的教师仍以权威自居，高高在上，导
致师生沟通不够；二、教师在教育方式上存在
着一些问题，表现为有些教师对学生的态度粗
暴；三、教师对学生存在偏爱的现象，对大多数
学生关爱不够，打击了大部分学生的积极性；
四、有少数老师严重侵犯学生的权利，也有极
少数学生故意伤害老师。这些问题的存在，严
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育质量的提
高，同时对教师自身也有各种不利的影响。
现任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的李镇西被

誉为“中国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他在语文
素质教育、青春期教育、班级民主管理、后进生
转化方面成绩卓著，提出了一系列在全国产生
轰动效应的理念，而对于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问题，他也有着深刻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
身为校长、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李镇西每

天都坚持做“五个一工程”———上好一堂语文
课，找一个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思考一个教
育问题或社会问题，读不少于一万字的书，写
一篇教育日记。而在这“五个一”中，他最看重
的就是“每天找一个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在
他看来，离开了和学生心与心的交融，一切教
育都谈不上。
李镇西说，师生关系绝不是人与物的关

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新课程改革以来，“对
话”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对话”不仅仅是
指教师和学生通过语言进行的讨论或争鸣，而
主要是指师生之间平等的心灵沟通。如果说，

在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和
学生相对于对方都是一种“它”者，那么，在对
话情境中，师生之间人格的相遇、精神的交往、
心灵的理解，便创造和分享了真正的教育。这
种教育，同时也是师生双方的生活，是他们成
长的历程乃至生命的流程。

李镇西在 30 年的一线教学经历中，有很
多感人并令人深思的师生关系案例。例如，
1990年他在担任高中班主任后，与学生共同制
定了一份班级管理条例，其中对他本人也作了
一些规定：凡每月对学生发脾气超过一次，或
错批评同学，或利用自习课讲语文，或下课压
堂两分钟以上，罚扫教室一次。不久，李镇西因
错批评同学而违反了条例，他在当天学生放学
后，二话没说，一个人拿起扫把在教室干得大
汗淋漓，在学生中引起了轰动。
李镇西告诉学生：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两

年过去了，同学们逐渐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
他又因各种犯规而五次罚扫地，大家都认为很
正常、很自然了。
邵晓枫认为，由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教师把自己放到与学生平等的地位，有
利于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第二，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民主平等意识和人格。

邵晓枫说，师生民主平等不应停留在口头
上，而应真正在教育实际中践行，要像李镇西
那样，把自己的人格放到与学生平等的位置
上，任何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民主平等，都不可
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文化论坛

本报讯（记者麻晓东摄影报道）从 8 月
24日开始，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开始播出
由王立群主讲的“王立群读宋史之宋太祖”。
日前，与该节目同步出版的《王立群读宋史》
系列之第一部《宋太祖》新书首发式在北京
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王立群在现场为听众
讲述了他录制百家讲坛及成书的经历，并概
要解读了宋太祖奋斗与变革的一生。

王立群指出，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将
唐宗宋祖并称，但与唐太宗相比，长期以来，宋
太祖赵匡胤并没有受到世人足够的重视与关
注，他所开创的大宋也是一直被误解与低估
的王朝。然而，真正的历史并不会因为后人的
漠视与误解而逐渐消褪它本来的繁华。
《王立群读宋史之宋太祖》秉承一贯的

个人讲史风格，在吸收宋史专家学者大量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浩如烟海的大量文献中
提要钩玄，以通俗易读、条分缕析的方式呈
现给听众、读者。
《宋太祖》既不同于正史的典重严肃、晦

涩遮掩，也不同于演义、影视的杜撰戏说、漫
无边际；它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做到了
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完美嫁接。

据悉，《王立群读宋史》系列将讲述宋太
祖、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等 5位
北宋皇帝的生平故事，通过 5位皇帝将北宋
168年的历史大事贯穿起来，力图重新再现
一千年前北宋的繁华风采。
《王立群读宋史》系列图书也将随电视节

目的播出次序，由河南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

王立群新作解读宋太祖

《中国好声音》继遭遇 4位导师挑选出 16强学员名单
被提前曝光后，前几日，一段那英队内学员飙歌的视频又
被爆出。就在众多网友质疑这是故意炒作时，那英也发布
微博指称“播出平台监守自盗”。
《中国好声音》开播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广受好评。恶

意诋毁也好，故意剧透也好，似乎并没有影响观众的观看
热情，毕竟，成熟的节目模式、真性情的专业导师、声音条
件极高的学员以及精良连贯的制作，已经为《中国好声音》
奠定了受欢迎的基础。

支持者力挺《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声音’很好！他们

无疑是最会玩音乐，最会玩歌唱的。他们当中个性释放到
位、声音掌控自如的人，前途无量！”还有人善意提醒：“建
议大家不要去看剧透，就像在悬疑小说第一页圈出凶手名
字一样，是种犯罪！”
《中国好声音》引起的愤怒和支持都说明它在观众心中

的地位之高。究其原因，它不是个只注重结果的舞台。在导师
不得不忍痛割爱的那一刻，在选手歌唱到泪流满面的那一刻，
在导师颤抖着喊出学员名字的那一刻，我们只在乎那种梦想
与荣耀，那种柔情与纯粹，那种责任与力量，是那种歌者的情
怀，冲击着你我的胸怀。让梦想前行，结果，早已无关紧要。

让梦想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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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博会中文图书版权输出
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 9月 2日，为期 5天的第十九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闭幕。
本届书展面积 53600平方米，来自 75个国家
和地区的 2000多家中外出版单位展览展示 20
万种精品图书，举办逾千场文化交流活动，韩
国是主宾国，北京是主宾城市。
经初步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

贸易协议 3298项，比去年增长 11.68%。其中，
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 1867项，
比去年同期增长 13%，达成引进协议 1431项，
引进与输出之比为 11.3。
书展期间，2012北京国际出版论坛、2012

BIBF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中国图书馆与
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中欧数字出版圆桌会
议、北欧儿童电子图书及教育产品研讨等一系列
专业出版领域的研讨会，促进了国际间的版权贸
易与出版合作，成效明显。 （李芸）

第三届北京孔庙国子监
国学文化节将开幕

本报讯在孔子诞辰日来临之际，由北京市
文物局、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将于 9月 9日
至 9月 28日举行。
作为北京在国学领域举办的唯一大型活

动，国学文化节已成功举办两届。本届国学文
化节将“居重位以效宇内、聚众力以德天下”，
担当起“立足中国北京，连接全国与世界，充分
与全球孔庙、文庙、孔子学院和儒学文化交流
传播机构等呼应配合，向世人展示博大精深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通过举办特色国学文化活动，打造“首都

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国学文化品牌，让世
界认知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
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不断增强并完善孔庙和
国子监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
本届国学文化节共分树·国学品牌、秉·国

学传承、兴·国学经济、感·国学体验 4大板块，
包含 11项活动，集文化展演、项目推介、学术
论坛于一体，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 （张楠）

福建设立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库

本报讯 9月 4日，福建省委宣传部制定建
立福建省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库，将在全省乃至
全国征集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力求推出一批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具有福建特
色、福建风格、福建气派，深受群众喜爱，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在全国有辐射力、影响
力的优秀文艺作品，进一步推动福建省文艺创
作工作。
据介绍，项目库的题材范围主要为现实题

材、革命历史题材、历史题材、文化题材、海峡
题材。申报立项的文艺创作，包括文学、舞台
剧、影视剧、广播剧、动画片、音乐、美术、舞蹈、
书法等门类，重点扶持电影、电视剧、戏剧、广
播剧、动画片、歌曲、文艺类图书等具有“五个
一工程”项目基础以及市场前景好的项目。
经审定通过列入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库的

作品，将在资金投入、创作资源配置、媒体宣传
推广等方面得到重点扶持。（杨钊良杨纯财）

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进京招商

本报讯近日，由西藏新闻出版局驻京办主
办的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介绍会在北京国际
展览中心举行，近百家出版社及文化传媒公司
参加了介绍会。
西藏新闻出版局驻京办主任、西藏出版文

化产业园管委会负责人张玉平向与会代表介
绍了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的进展情况及相关
的优惠扶持政策等，许多代表对西藏出版文化
产业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对产业园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支持西
藏的出版文化事业，共同把国内出版文化这个
“蛋糕”做大。

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主要面向内地各类
优秀文化创意类企业和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进
行招商。2012年 6月，西藏自治区党委把西藏
出版文化产业园列入政府文化重点项目，明确
提出扶持建设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给予文化
企业免征 3年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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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红岩》杂志社发起的红岩文学奖，拟取消
其中的报告文学单项奖，直言当下报告文学缺乏
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好作品。于是，文学批评家
们对报告文学是否走向衰落进行了一番分析，或
言其已经“沦为商业掮客”，或言其是“评奖舞台
上的戏子”，或言其已经成为“应景式快餐”。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批评家们指出的问题，
确实存在。但是，报告文学是否真的已经走向衰
落，目前可能也还只是一孔之见，未必客观公正。
一方面，我理解传统文学阵地及其批评家们对报
告文学“式微”的焦虑；另一方面，我似乎又看到
了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裂变与繁荣。美国著名文
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切时
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
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
的论断为前提。”对如今报告文学的现状及其未
来走向的判断，我们也应该遵循这个逻辑。

在报告文学的评奖领域，2008 年发起设立
的红岩文学奖，目前的分量还难言一言九鼎。真
正有影响力的，一是上世纪 80年代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设立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二是上世纪
90年代在中国文学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中设立
的优秀报告文学奖，三是 2001年以徐迟的名字
命名的“徐迟报告文学奖”。目前，这三项最有分
量的报告文学奖不仅依然在按章程评选，也并没
有得出和红岩文学奖类似的判断。

当前之所以存在对报告文学现状的不同判
断，本身的根源一直存在，相比于诗歌、散文、小
说等，报告文学的独立性一开始就存在争议，其
独立地位本身就是最晚才获得认可的。报告文学
该不该获得独立地位，传统文学视角一直是持否
定态度的，认为其“叙述伦理”不合法，后又有人
将报告文学分为狭义的与广义的，狭义的特别强
调新闻性和文学性，广义的则将非虚构类纪实作
品都纳入，包括田野调查、通讯特写、回忆录、传

记、纪实等，甚至将纪实片、纪录片、政论片等影
视形式也纳入。

从狭义的角度得出“报告文学衰落”并不为
怪。目前，不仅存在对报告文学的担忧，就连文学
本身，也有很多人发出在这个“不同媒体有各领
风骚的时代”，文学存在和共生的条件已经变了，
“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已经死了”的声音不也
曾一度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激烈争鸣吗？但我们别
忘了，希利斯·米勒同时也说过：“文学虽然末日
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
革和技术变革。”我想，报告文学也会如此。

中国的文化市场化之后，文学本身在边缘化
中挣扎，在商业化中裂变，报告文学身处其中，一
部分作家接受资助写作、歌颂应景，确实是事实，
另一部分作家由“选择读者”转变为接受“读者选
择”，或者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热点、焦点话题，或
者把目光投向了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史实内幕。

在报告文学的阵地上，我们一方面看到《报
告文学》杂志因生存困难在 2009年年底被迫停
刊，另一方面，《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十
月》、《钟山》等又纷纷开设了“叙事”、“非虚构”等
栏目，在刊发纪实作品方面投入了较大版面。同
时，不仅《家庭》、《知音》这样打着纪实旗号的通
俗刊物大有市场，而且新创办的《人物》、《南方人
物周刊》、《名人传记》、《中国传记文学》等也形成
了热销的局面。

时代在变，报告文学也在变，它有一个视角
里的“低潮”，也有另一视角里的“高潮”。对报告
文学作出绝对的“衰”，或者绝对的“盛”，都是要
特别小心的。我们完全可以思考报告文学的盛衰
问题，也完全尊重《红岩》杂志的判断，尊重批评
家们的话语，但是，在这个多元的时代，这只能代
表一种或者一类判断，报告文学的命运并不由人
的主观意志决定，即使经过历史的沉淀，要想众
口一词，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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