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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后的停顿

王一凡：教育博士，副研究员，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德育研究室主任，华中师范大学道德

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湖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德育专业委

员会副理事长，武汉市教育学会中小学德育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

我经常去学校听课，好多次在课堂上发现上课铃响

后，老师宣布“上课”，班长的起立声刚落，少数同学还没

有完全站起来，大部分同学便已落座，伴随着一片喧嚣

或小声嘀咕。每当此时，我坐立不安，替老师着急。在

上课伊始使同学们束心以静，凝心集力，这是老师组织

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但大部分老师常常在毫无省察

中，依然故我，自始至终。

几年前，我到一所流动人口子女占百分之八十几的

学校做兼职教师。第一次给同学们上课时，上课开始，

“起立！”班长话音刚落，同学们便齐声喊：“老师好！”我

正准备回敬“同学们好”时，话到嘴边却打住了。

因为我看到同学们在起立时的情状有些出人意料：

有的还没站起来，便已经坐下，有的虽然站着但还在埋

头整理书本，有的在左顾右盼，有的站得歪歪斜斜⋯⋯

我没有马上回敬“同学们好”，也没有示意大家坐

下，而是略微停顿了一下，在停顿的片刻，有些同学已经

坐下了，而且显得心安理得，根本没有注意到老师的停

顿。

我提示道：“有些同学没有等老师示意便已经坐下

了。”

刚才已经坐下的同学又陆陆续续地站起来，大家的

目光开始注意到我身上，但还是有少数同学没有站直，

有的还在小声讲话。

我进行了第二次提示：“起立是一堂课的开始，它说

明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当然更能折射出我们的精神面

貌。”

大家这才把目光都集中到我这里，站着听我说完这

番话，教室里才安静下来。

看得出大家在惯性思维下，对我这位新老师上课起

立的“吹毛求疵”有些始料未及。

又是我的一次课，班长喊“起立”后，同学们陆续站

起了，状况比第一次好，但还是不尽人意，有的同学在整

理书本，有的已经准备落座了，有的腰弯下去了⋯⋯

我同样没有马上让大家坐下，而是无声地用目光打

量着大家，教室里慢慢静了下来，然后我让大家落座，什

么话也没有说。

第三次上课时，班长喊“起立”后，同学们或许知道

了我的要求，起立的状况比前两次好多了，但我还是略

作停顿后才让大家坐下。

以后每次上课班长喊了“起立”后，我都短暂地停顿

一下，因为这个短暂的停顿在提醒大家：新的一课开始

了，我们都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起立后的停顿”，一次，又一次⋯⋯

有声的提醒，无声的暗示，形式上的反复考验着我

们彼此的耐力。一再地强化或许会激起同学们的逆反

心理，如何让同学们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起立”的意义？

于是，我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这个话题：起立，意味

着什么？讨论会上同学们各抒己见：

“起立”是对老师的尊重。

“起立”是上好一节课的开始。

我们连“起立”都做不好，我们能把其他事做好吗？

我们需要老师一再强调才能站好，说明我们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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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

⋯⋯

先约以行，后动其心，同学们上课时的起立现状有

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在每次上课班长喊起立后，我还是

停顿片刻再让同学们坐下。

的确，一个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主题教育活动、仪

式或特殊的教育场景等确实很重要，有时有痕化的显性

强化，能明晰地表达或传递教育的目的与要求，可以短

期有针对性地解决教育中的突出问题。但若在德育实

践中一味对显性的、有痕化的，诸如活动、仪式、境遇等

过度地依赖，过多地强调德育的途径与载体，这会让育

德在对显性德育载体的追求中虚空，导致形式主义。教

育是为了成人、育才，而不是制器，是让受教育者逐渐融

入社会生活，我们在过多的德育载体的“强调”中常常耗

散了生活处处皆育人的本真价值，让受教育者处于一种

非常态的生活之中，久而久之在特定教育场域中被圈

养，渐会失去社会适应的能力，同时，在教育实践中强化

往往就是弱化的开始。

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在常态教育实践中，无痕化地

对学生的良好习惯进行养成，德育于常态的教育实践，

就如盐渗融于水一样，无痕化地弥散于寻常之中，时时

养、处处养，常养才能长成。

如何在常态的教育实践中育人无痕，常养长成？关

键是我们能否在常态的细节中捕捉教育的契机。

然而，在教育实践中，再熟悉不过的教育现场常常

会钝化我们敏锐的思维，由此视阈便形成了“灯下黑”的

盲处，教育中的问题也就自然被漠视，教育的契机在倏

忽中消逝，久之便会眼中无事、心中无生。这需要我们

具有对教育现象内省的能力，换言之，教育的即时性反

思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优化我们的教育实践。

如何培养我们的即时性反思能力？

首先，秉持童心，常怀赤子之心，捕捉教育实践中的

各种瞬时信息是培养教育即时性反思能力的前提。孟

子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教育者要珍视儿

童成长阶段的价值，把自己当做儿童，进而把儿童当做

儿童，在捕捉教育实践中的瞬时信息的同时，站在儿童

的立场，以儿童的视阈去观察，以儿童的思维去思考，对

捕捉的瞬时信息做出契合童心的判断与选择。

其次，互置体验，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对动态信息进

行同质性的优化是教育即时性反思能力培养的基础。

为师者要心通其情，事循其理，走进儿童的心灵世界，体

认其临事之境。有时在我们认为不成问题的境遇中，对

于儿童来说，却是人生的第一次，因此我们要在真正蹲

下来的“同心”中“同理”，进而在师生彼此的同质的交

互中对动态的信息源进行过滤、优化。

第三，思维突破，基于儿童的经验与认知，合理重构

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即时性反思能力培养的关键。身

处常态的教育实践，思维的发散与多向度，往往是教育

契机萌生的关键，我们要在信息捕捉与互置体验的基础

上，涵幽发微，且精微适变，重构优化教育实践。基于

此，我们才能察常人欲察而不能察，言常人欲言而不能

言，于常态中彰显育人无痕的魅力。

当然，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不仅需要在小事

中养成，而且需要我们时时养、处处养，长养不懈。

“起立后的停顿”由我的强化而坚持，却不因我的弱

化而懈怠，已成为上课时师生彼此的集体无意识，渐渐

地，同学们适应了我对“起立后的停顿”的瞬时提醒。

诚然，起立、问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形式有时也

是必须的，因为再好的内容都需要形式去呈现。既然有

这个再寻常不过的形式，我们就应该赋予形式实在的内

容，彰显其育人无痕的魅力。

每遇上课，我都会观察师生的“起立”与“坐下”，就

会想起几年前我与同学们由“起立后的停顿”演绎的点

点滴滴。对教育实践中常态的一瞬留存恒久的记忆与

回味，不也是对教育的另一种注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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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湖北美术学院/王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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