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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究卓越教师培养的目标取向与价值内涵，其目的是为卓越教师的人才培养提

供哲学的依据。就其哲学内涵而言，卓越教师是一个追求人格健全与完善，具有自我超越精

神的人，能够演化一种生生之意的教育，并且具有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德性。就具体人格

结构来说，本文从哲学层面阐释了卓越教师的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国际理解、审美情怀与

实践能力五种人格素养的基本特征，并论述了其内在的关联，把卓越教师的人格结构理解为

德、智、乐、能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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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卓越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已经在社会诸如教育、工程、医学、法律、农艺、

商科等领域，受到一种比较广泛的使用与认同。作为卓越人才的培养计划，也已经进入政策

启动、项目申报与实施的阶段。但是，在教育领域对卓越以及卓越教师在概念上仍然存在模

糊不清的状态，亟需在理论上加以探讨与澄清。本文试图做一个初步的尝试，从哲学的角度

思考卓越的性质和特征，以及教育职业对卓越教师的规定和要求，为卓越教师的培养提供一

些原则性的思考。 

 

一、卓越的哲学解释 
 

何谓卓越？从字面对卓越进行解释，卓越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展现，相对于平庸、低

劣，有超凡、杰出的意思。然而深入揣摩，这里有一种哲学的内涵有待阐发。从哲学上来说，

人是能在，一种未完成的，未定型的存在，譬如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其所不是，并在是其所

不是中成为自身。
1
人有一种追求终极的欲望，试图超越有限的自我，并在走向无限的途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在生存状态的构成中，对物质的沉迷，技术的依赖以及心思的诡诈则

会败坏人的超越精神，让人形成腐化、机械、扭曲的品质，使人停滞不前。就此而言，卓越

是人的自我超越精神的一种展现，具有一种追求无限与整全的人格特质。 

卓越的这种精神内涵，中外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显明昭著的描述。《大学》开篇即宣示：

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事实上，儒家传统始终有一种追求至善的精神，

孔子对仁与圣的追求就能反映这一点。“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2
，这说明“仁”

内在于人的本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3
这说明践履仁道每人都

可以为之。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孔子从来没有用思辨式的语言进行解释，相反是用各种具

有肯定与否定的述谓式语句进行描述，肯定式的语句譬如有“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
4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5
，等等，否定式的语句譬如有“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6
等等。揣摩孔子的论述，可以觉知到仁是人格统一与人格完整性的

体现，它是德、礼、乐、艺的核心与终极的完成，由此仁具备了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尺度。因

此，杜维明先生在解释仁的自我超越特质时，认为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仁，但是仁作为

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绝对完美的程度。
7
就此而言，仁作为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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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修养的追求，具备一种卓越的秉性，它不仅区别于品质低劣的小人，即使对于“文质

彬彬”的君子，仁仍然意味着是一种不断努力朝着更完善境界的追求，连孔子自己都说，“若

圣与仁，则吾岂敢！”
8
 

但是，仁为何这么难呢？我想，这与孔子对仁在人的实践行为实现之可能性的思考联系

在一起。仁的精神作为一种内在具有统合与创造功能的心理实体，它必须体现在实践行为之

中，体现在个人的德性品质之中，这就有了孔子的另一个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9
所以，仁同时是实践智慧，是中庸的德性，而它之所以是最高德性，是因为它

是德性的总体要求，它提示要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始终做到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的适度，

需要具有某种完美的品性，这也是中庸具有卓越特质的关键所在。 

儒家的德性传统所蕴含的卓越精神与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关于道德德性的思想有异曲

同工之处。亚里斯多德认为，生命有自己的活动，德性就是一种良好地、优秀地完成其特有

活动的特质，是生命的独特功能，比如马的德性就在于善跑，这种善跑性就是马的卓越特质。

然而相比动物的这种受自然规定的、拟人的德性与卓越，人的德性与卓越则更具有一种自我

超越的特质。亚里斯多德认为，虽然人具有与其他植物与动物生命相类似的生命活动，但是

人独特的功能是由理性的生命活动发挥的。亚里斯多德把人的灵魂分为有逻各斯的部分、分

有/听从逻各斯的部分与无逻各斯的部分，所谓理性的功能发挥就是逻各斯的部分和分有/

听从逻各斯的部分的实现，所以，亚氏认为人的德性是灵魂符合逻各斯的实现活动。
10
而对

德性的界定根据亚氏对灵魂的划分，又可分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在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中

正是对道德德性的界定表现出灵魂的卓越与优秀。那么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道德德性是如何

得以具体规定呢？一方面，由于人的理性在总体上朝向一种至善的生活目的，所以道德德性

需要依靠理智德性所产生的实践哲学的指导，人必须要在生活实践总体上表现出德性总体的

卓越；另一方面，这种德性不是感受，如快乐、恐惧等，也不是行为本身，而是具有一种实践

智慧的关联度，它作为善好是在行为的具体实践境遇之中，以中庸的适度方式体现出来的。
11
在感受和行为中，存在着过度和不及，只有实践智慧才能命中中道，造就道德德性，而这需要

长期、不断从经历中学习、反思，进行技艺的练习，才能作出审慎的判断与行动。 

总的来说，无论是孔子还是亚氏所代表的德性传统，都认为人只有具有一种跟至善和理

性相关联的实践智慧，才能成为德性的人，才能超越低级趣味，超越享乐、功利的生活，超

越平庸、低劣，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丰富了关于卓越的思想，为我们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理解，

对教育实践与卓越教师的思考提供了参照。 

 

二、卓越教师的本质内涵 
 

就像教育实践具有人类实践的一般特征，教师的卓越性质具有人之卓越性的一般特质，

但是教师的卓越特质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的，教育实践的特征决定了教师卓越性的

特征。从本质上来说，教育是具有一种合乎价值与伦理的内在规定性的实践活动，是合目的

性、合理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
12
，它要求教育实践在目的、内容与方法的选择上能够满足受

教育者的自然需求与教育需求，能够促进受教育者生命与精神的成长，引导受教育者追求美

善生活和实现人性的卓越。因此，不仅教师的卓越与受教育者的发展具有一种本质的关联性，

而且与教育活动的卓越特征具有一种本质的关联，教师的卓越呈现为教育活动的卓越特征。

就此而言，教师的卓越是指一种在教育生涯之中对职业理想的追求，以及体现在教育工作之

中的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风格，并在现实之中产生教育果实与教育影响力的精神特质与能

力。正是凭借这种追求并且践行职业理想的风格与特质，卓越教师才会超出普通教师之上。

他做到了其他教师试图去做、应该去做、可能去做，但是没去做的事情，所以这种“之上”

并不是某些才能的绝对超出，而更是一种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下，自我奋斗、自我超越基础上



所呈现出来的不平凡，甚至是超凡绝伦的教育品质。 

就此而言，卓越教师应该具有如下两个本质特征：首先，卓越教师是一个追求人格健全

与完善，具有自我超越精神的人，这构成了卓越教师最为内在的规定性。一个教师具有某些

合格的品质，但是卓越教师则在于具有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德性，合格是教师培养的基本

要求，而卓越则是远大、引人奋进的追求，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下，等

而下之。只有教师是卓越的，才能以一种合乎善的、符合中道的方式恰当地对学生进行一种

教育，学生才有机会受到一种良善、正当的教育对待。其次，卓越的教师能够演化一种生生

之意的教育，使学生能够感受、收获生命的智慧、丰满与美丽。所谓生生之意就是让教育过

程保持一种像自然一般不断涌现，通达权变的创造性活力，《易经》里说，天地大德谓之生。

一位教师只有抛弃一种固定的、狭隘的、单调的自我，抛弃目的与手段、理性与情感的二元

论，其“中道”体现为一种过程的通达权变，才能投入到一种充盈富有活力的教育过程之中，

教师才能成为卓越的，教育实践本身才能体现为一种持续性的育人力量。 

因此，评价一个教师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规范的层次，第二个是艺术的层次，第三个

则是超越的层次。普通教师处在规范的层次，从某种意义上他受制于单纯的规范，他的教育

生命由于规范而始终与真实的学生，真实的、微妙的、流动的、深邃的教育生活隔着一层，

或者说他只有透过规范，才能很好地面对教育，就此而言，普通教师是一个规规矩矩，依靠

外在标准而生活的人，他的向往与追求也并不是在教育之中，因此缺乏一种对真正教育的感

悟与灵性。优秀教师处于艺术的层次，他突破了教育中的种种外在标准与规矩，看到了真实

的、动人的、神秘的教育生活，能够使各种规范融于具体的教育过程之中，优秀的教师拥有

一颗开放、热爱教育的心灵，能够接受新鲜的理念与知识，愿意从学生那里，从他者那里接

受来自教育的挑战，并且能够以艺术的巧妙方法处理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卓越教师处于自我

超越的层次，他具有一颗伟大的、广阔的、丰富的心灵，他的人生就是教育的一生，教育与

生活达成了高度的统一，教育呈现为一个文化的、历史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知

识在他那里不仅是文化传承，而是成为生活的思想，得到真实的流淌，他的言说与行动充满

了教育的审慎、高贵、美好，他的影响使教育超出了自身的范围，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一种值

得崇敬的范型。 

所以如果说普通教师是指一个具备基本的教育素养的教师，在师德、专业知识与实践能

力都达到了某种狭隘的标准；优秀教师是指不仅在所有的教育素养上达到了合格的标准，而

且还在某些侧面超出普通教师的狭隘特征，使其教育面向呈现出某种活生生的艺术魅力；那

么卓越教师却是指一种深沉，伟大的教育人格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品质，风格与能力，

所有的教育素养在卓越教师身上都体现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教育整体，这个教育整体在教师的

言说、行动中呈现出不同凡响、熠熠生辉的光彩。就此而言，可以认为卓越教师超越普通教

师与优秀教师的地方，在于他具有一种朝向无限与整全的人格结构，正是这种人格结构使其

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风格与特质。 

 

三、卓越教师的人格结构 
 

具体来说，卓越教师的人格由责任感、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审美情怀与实践能力五种

素养构成，其中以责任意识为基，以创新精神与国际理解为两翼，构成了卓越教师人格世界

的框架，它具有自我超越的内在尺度，也具有现实性的历史尺度与世界尺度，这种人格框架

进一步由于审美情怀而丰富、饱满了其内涵与活力，由于实践能力而成为一种真正实现学生

发展与卓越的人格存在。 

（一）卓越教师的责任意识 

卓越教师的责任来源于一种感—受性，什么是责任感呢？它是一种感—受意识：在学生



面前，我是教师。它来自一种召唤，从学生稚嫩、纯真、柔弱的面孔上，我听到来自学生教

育需求的召唤。按照列维纳斯关于他者与面孔的现象学描述与分析，教师虽然在力量、能力

与判断力上大于—强于学生，然而学生的面孔作为一种绝对外在性却深深地触动我，在学生

面前，教育责任使我小于—弱于学生。
13
由此，责任感在我与你—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了一

道桥梁，它改变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自然关系，而诉诸于一种伦理的关系。处于这种伦理关

系之中，教师的心灵是不安定的，它时刻可能经受触动而面临内心反省的应承：我应该为学

生做点什么？我还没做到什么？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吗？……于是，一种对学生呼唤的拒绝，

一种回应的迟缓与欠缺，往往造成教师良心的自责与亏欠。 

因此，责任意识显明在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之中，自我面向他者所处的关系具有一种

不对称性，我对他者具有一种被动的责任，就此而言，责任似乎是一种天命。我当然可以从

这种伦理关系之中逃离出来，然而，一旦脱离出来，我也就不能成其为教师，我作为教师的

生命也将暂时终止。所以，对责任的承担需要一种对被动性的承认，以及建立在承认基础上

的自由主动的担负，恰恰是在对学生的付出之中，教师获得了一种教育的尊严。这是生活，

是人性，也是教育的悖论，这种悖论只有在教育的爱欲之中才能最终得以克服。
14
教育爱欲

是一种能够超越矛盾，具有统合性的崇高力量：被动与主动，责任与自由在爱欲的张力之中

形成的一种丰满、节制、迷人、幽玄的纠缠，它启示人挫折与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

了前进的动力。正是由于这种悖论的存在与克服的辩证法，教师才会始终具有一种自我超越

的终极动力，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才会向行走在迈向卓越的道路上，而教育才会始终

充满一种常新的生机与魅力。 

所以，对责任的应承带来一种理性责任的意识，教育的悖论只有在学生的发展之中才能

最终得以解决：教师与学生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学生得到发展，教师才能得到发展，教师

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学生发展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恰需要教育智慧、教育德性与教育技艺的介

入。就此而言，对学生与教育的责任意识是成为卓越教师的前提，合格教师虽然也具有某种

职业责任意识，但是卓越教师的责任意识有其特殊之处，它包含着对教育事业的认同，信念

与热诚，包含着对教育终极价值的理性认识与积极的肯定，而不是只具有一种对外在规章制

度约束的消极认可与应对。概括来说，卓越教师的责任意识来自于一种对教师与学生命运关

联，来自以此为基的对自身身份的内在认识与把握，并最终来自一种对人格统一性与人格完

善的追求。卓越教师的责任意识构成了卓越教师人格结构的自我超越的动力性来源。 

（二）卓越教师的创新精神 

教育需要一种生生之意的活力，这就需要卓越教师具有一种创造力，一种创新精神。从

本质上来讲，创新精神具有一种与时俱进，自我更新，保持生机与活力的秉性。对创新精神

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其对教师的价值，当代著名教育家叶澜说过一句话值得我们重视，她说：

“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的精神解放，就没有学生的

精神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

有学生的创造精神。”
15
 

正确地理解创新精神的教育内涵，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四个方面：第一，创新精神取一种

对教育的完善主义，教育创新者不是做一个追求外在新事物的时尚主义者，而是对最完善的

教育境界始终保持着一种追求，试图在教育领域中革新陈腐落后的旧观念、旧做法，《大学》

借用汤之《盘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解释“新民”就有这层意思；第二，

创新精神反对简单、粗糙的进化主义，它不认为新的一定代表好的，更加完善的，真正的创

新精神尊重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它认为在这些传统之中，保留着完善教育的精髓；第三，

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创新精神采取一种进步的综合主义，只有把传统的先进理念与具

体做法，与先进的现代理念与做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现代教育的完善形态；第四，它要求

紧跟知识与科技的深刻进展与变化，务求自身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时代的各种机遇，迎接



挑战，与时代浪潮共舞。 

教育之所以能够演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离不开这种创新精神，正如儒家文化在两千年

来回应时代所发生的演化以及中华文明对印度佛学与西方文教与典章制度的吸纳，这些成果

表现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思潮形态，就能表明这一特

征。但是，与古代文化的相对保守的特征相比，这个具有“当代意识”的时代具有不同凡响

的特点，由于受现代工业与科学技术的影响，它变化更加迅疾、更加开放、更加强调机会与

冒险，因此也更加需要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成为一个卓越教师不仅具有创造力的本质特征，也具有创造力应用的时代特

征，这构成了卓越教师创新精神的基本内涵。当我们提倡教师要具备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与

方法，要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学习与研究作为创新精神的动力机制，否

则他可能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卓越教师的创新精神使卓越教师的人格结构在朝向一种教育的

完善理念时具备了一种历史性的尺度，就此而言，卓越教师的创新精神使自身的教育生命融

入到历史的教育传统中，使个人的教育事业与文化的历史使命交融一起。 

（三）卓越教师的国际理解 

如果说，创新精神使卓越教师的人格具备了纵向深沉的历史意识，那么卓越教师的国际

理解则使卓越教师的人格结构具备了横向的广阔的世界尺度。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其中任何一种良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活动，包括现代工业与科学技术、交通、贸易与金融联系、

互联网、生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跨文化交流等都具有一种全球范围与全球规模的特质。

蝴蝶效应理论告诉我们，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

卷风。我们被卷入到这个时代，因此具备一种国际视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譬如中国当代的

青年人，不会没吃过韩国的泡菜，不会没看过美国大片，不会没感受巴西足球的魅力，不会

没亲历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会没欣赏过法兰西的浪漫，德国的严谨，英国的绅士…… 

但是，当我们把国际理解作为卓越教师的基本标记时，我们认为卓越教师应该内在地具

有一种全球公民的担当意识，它认为这个世界虽然因为各种争执、冲突、战争在某些时段、

某些地区陷入一种矛盾的、分离、甚至分裂的状态，但是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合作共同体应该

是大势所趋。简而言之，卓越教师应该为培养未来的全球公民而努力，而这要求教师自身首

先成为一位全球公民，具有天下一家的胸怀与气魄。就此而言，卓越教师的国际理解包括以

下两个内容： 

第一，卓越教师在生态与文明问题上取一种普适的、天下主义的世界观。何谓天下主义

呢？按照赵汀阳的天下理论，它可以包括地理上的同一个世界，心理上的天下人的民心公意，

以及伦理政治上的“王者无外”原则。
16
从本质上来说，它超越了按照国家/民族为单位来思

考自然与世界的思维框架，它包含着一种自然整体性与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对各国、各地区、

各民族政治与文明传统抱一种同情与理解，摒弃异端与对立的意识形态思维，并愿意采取一

种平等、进取、开放、包容、对话交流的精神。一位有教养的教师，不仅要了解《论语》，

《道德经》等中国经典的基本要义，也需要了解古希腊哲人、希伯来先知、印度圣人对人类

精神生活的贡献。 

第二，卓越教师在对全球利益问题与国-国之间的利益问题上取一种现实的、审慎的、冷

静、进取的合作态度，这个现代化的世界一方面仍然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还没建立起全球

范围内的法治秩序，还充斥着各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专制主义等或隐或显的霸权形式，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各种国际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舆论平台正在建构

一个全球公民参与的责任网络，其中联合国官员、政府首脑、国际性组织、跨国集团、国际

媒体、教育机构的成员都正以一种全球公民的责任意识与胸怀在制定各种国际性的协议，协

调各种国际性的利益。 

总而论之，卓越教师的国际理解有助于在教育中实施一种文化与政治上的民主教育，培



养一种未来的全球公民：一方面具有一种天下主义的包容意识，期待一种民主的世界制度与

世界政府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在国家/民族为基本单位的时代，取一种审慎、进取的态度，

为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利益的协调与平衡而努力。 

（四）卓越教师的审美情怀 

卓越教师以责任意识为基，以创新精神与国际理解为两翼，构成了卓越教师人格世界的

框架，然而以完全人格衡量，前面所述卓越教师内涵仅仅限于道德与理性，却没有论及其背

后秀美、崇高的审美活力。  

德国哲学家席勒看到现代性之中，人性处于一种目的与手段、劳动与享受、身体与精神、

感性与理性、自然与文明的分裂状态，因此提出“审美的人”理论，简而言之，其要义有三：

第一，人是感性的存在，在一切非对象与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之中，都蕴含着感性的具体因素；

第二，人是理性的存在，它超脱有限的感性，而试图走向无限，抽象，普遍的存在；第三，

人只有在审美这种高级的游戏状态时，才能实现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与同一，才

会实现人格的自由与和谐。17就卓越教师的人格世界来说，正是需要这样一种审美的张力，

来维护内在的张力与丰盈，来保持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按照儒家哲学的观点来说，这种审

美的人格是在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之中实现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8“乐”

的境界作为一种儒家人格理想的最高体现，曾不断地在孔子的言说与生活之中得到体现。孔

子称赞其最喜爱的弟子颜渊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19  人在“乐”之中体验到一种心灵与自然，与他人，与周遭环境的安定，

一种对自身命运的释然。从深处讲，这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哲学姿态，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哲

学意蕴。 

以“乐”为本，教育才能产生一种洒脱旷闲，雍和愉悦，变化万千的生命气象，在师生

—生生的感触、碰撞、对话之中才能产生氤氲化生，气韵流动的情状，如此的教育情境才能

够化育众“生”，教学相长，使学生在学习之路上欲罢不能，所谓“学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0 

《论语》里曽皙在述说自己的理想时，展现了一副师生乐趣的审美情境：“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1就此而言，  卓越教师的

“乐”超出了一种道德与理性人格，而成就了一种动态的艺术化的教育生活，此所谓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学生的德性也只有在这种教育之“乐”中才能得到陶冶和塑造。 

（五）卓越教师的实践能力 

至此，卓越教师呈现为以责任意识为核心，创新精神、国际理解、审美情怀为内涵的德

智美三位一体的人格结构，然而由于师生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教师的卓越最终还要落实到

教育实践中体现为一种卓越的实践能力。何谓实践能力？从大处讲就是要具备教育实践的热

诚与智慧，教师能够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与教育原则，对合适的人—在适当的境遇下—采取

适当的行为，懂得乘时用势，随机应变，却总是处于“时中”的中庸状态；从小处讲就是在

把握教育目标与教育原则的同时要具备一种发现教育问题、思虑教育问题、并最终良好妥善

地解决教育问题促进学生发展的能力。综合地说，教育实践能力的要旨在于，它是目的与方

法，规范与艺术、理性与情感，知识传递与文化培育的统一，最终能够以此促进学生的发展。 

第一，卓越教师的实践能力表现在教育目的与方法的统一。教育实践是一种目的性的实

践活动，然而这种目的并不是外在于教育过程的目的，而是内在地体现在教育的实践活动之

中，体现在一系列的实践方法之中。“为什么做”与“怎么做”必然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

且如果目的总是一个连续统的话，那么前面的目的也可以被理解为后面目的的手段、方法。

在一种抽象的思维方法下，许多研究者会把教育实践分为教育目的与教育方法来分别加以研

究，但是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会发现，即使对教育目的的讨论之中，都不可能离开对教

育方法的思维，都隐含着对教育方法的指示。譬如对教师民主内涵的探讨，总离不开对能体



现教师民主的诸如尊重、赋权、对话、程序公正等一系列实践方法的说明。 

第二，卓越教师的实践能力表现在规范与艺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教育需要规范，章

法与理性，否则教育就会失去内容，但是如果教育缺乏情感与艺术的流光溢彩与趣味，那么

教育就会失去生命，变成刻板、规矩、僵化与机械的活动。教育面对的是自由的人性，是预

料不到的渴望与抗拒，开放与封闭，教育者如果不能使自己置身于自由的时间之流中，并在

时间之中创造自由的教育王国，而试图控制与分割时间，那么它就会一败涂地。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教育是一种创造性的，充满想象力的活动，这里面产生一种被人称为美感的奇妙因

素，需要一种情感与艺术的介入。 

第三，卓越教师的实践能力表现在知识传递与文化培育的统一。知识传递一直被理解为

教师的天职，然而恰恰在当代，教师处在一种难堪的境地，这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教师的权威。

对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的知识是一些死去的，难以消化的事物，对家长来说，他们的孩子正

在遭受心智的残害。于是一些专家呼吁要改变这种状况，要给予情感，人格的培养以更多的

关注，这些似乎说明我们的教育目标与教育的现实似乎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对峙形式之中。实

际上，泛泛而谈知识传递是没有错的，知识一直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但是它需要文化培

育的理念作为补充。文化是一种按照本性的方式，对灵魂进行的培植与照料。就此而言，任

何一种真正的知识都是一种活的知识，而一种活的知识只有在个体灵魂的运用过程之中，才

是真实的。道德的，科学的，美学的知识都只有作为一种活学活用的知识，才能为个体完全

人格的塑造服务，从而形成个性化的心智风格。 

 

总之，从逻辑上来说，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国际理解、审美情怀与实践能力构成了卓

越教师的完整人格，它是德、智、乐、能的一种综合。就其内在关系而言，责任意识是卓越

教师完整人格的超越特质的动力来源，创新精神和国际理解是其超越特质的现实内容，这三

者构成了卓越教师人格的基本框架，是其人格超越特质的基本来源；审美情怀则赋予卓越教

师人格一种自我肯定的感受基础，它使教育过程中的人格始终保持一种幸福与快乐的活力，

实践能力则使卓越教师的卓越性展现在教育实践活动之中，最终呈现为一种教育活动的卓越

特征。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成为卓越教师并不容易，如果说教师教育要把师范生都培养成卓

越教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说教师教育缺乏一种卓越教师培养的战略定位，甚至都不

为卓越教师培养做一个良好的准备，打下一番必要的基础，那么这种教师教育肯定是失败的。

因此，教师教育的责任就是重构一种对卓越教师培养目标、内容、培养方式的理解，并在此

基础上重构一种符合卓越教师培养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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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rientation and Value Connotation of Culturing Excellent Teacher 
 Zhang GUI 

(Li Shui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Li Shui Zhejiang 323000)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goal orientation and value connotation of culturing excellent 

teacher, which wants to provid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teacher training. As concerning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excellent teacher is one who pursues personal integrity and has a spirit of 

self-transcendence, who can make one artistic education, and who have virtu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t las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five kind of basic accomplishment of excellent teacher: 

the consciousness of responsibility, creative spirit,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esthetic feel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and discusses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rom which the 

personality of the excellent teacher is characterized as a comprehensive of virtue, intelligence, joy 

and ability. 
Key words: Excellent Teacher; Self-transcendence;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Practic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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