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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中 “身体”的沉沦与救赎

●王 会 亭

摘　要　身体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与本质之一，对受训教师生命的整全发展具有始源性的价值。采

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教师培训中受训教师身体的实然境遇。研究

发现，受训教师的身体处于受漠视和受贬抑的状态。为此，建议施行保全身体的教师培训，关注受训教师

的身体感受，将身体作为教师培训的本体与目的之一，强调受训教师的身体 “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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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对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具有至为重要的价

值。当下，提倡 “生命关怀”已成为教师培训领域

不可阻挡的趋势与任务。而这种 “生命关怀”必须

落实到每一个个体上。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人的身

体，是对人的生命本真状态的忽视，更是对人生命

本质的一种扭曲。鉴于此，本研究以 “国培计 划”

（２０１７）———重庆市乡村教师访名校研修项目Ｓ大

学小学语文教师班 （以下简称 “重庆小语班”）和

“国培计划”（２０１７）———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

升研修项目Ｓ大学语文教师班 （以下简称 “国家小

语班”）为研究个案，采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和

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的方法，探查教师培训中受

训教 师 身 体 的 实 然 境 遇，提 出 身 体 关 怀 的 应 然

路向。

一、未施行保全身体的培训

教师的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劳动，具有时间

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广延性。这种繁重的工作无

疑对教师的身 体 健 康 提 出 了 极 高 的 要 求。但 事 实

上，当前教 师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堪 忧。有 调 查 表 明，

３４％的教师对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满意。在被调

查的教师中，患有腰颈椎病、咽喉炎、胃炎等职业

病的占７３％。在患病教师中，４０岁 以 下 的 教 师 超

过５２％。这 说 明 教 师 患 病 愈 发 职 业 化 与 年 轻 化，

亟须予以关注。另外，关于教师因长时间、超负荷

工作，心力交瘁、积劳成疾而最终失去宝贵生命的

报道，并不鲜见。［１］

早在１８世纪，卢梭就曾对人类因为追求知识，

而忽视与牺牲个体健康的失当做法表示出深切的忧

虑。他说：“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迫使现代人不得

不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视身体的形塑，这造成现代

社会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理性的发达、科技

的进步书写的人类心灵发达史的背后却是一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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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史。”［２］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

根本改变。笔者通过调研发现，虽然中小学教师身

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未引起教师培训专家及承

训单位的重视，在教师培训中，并未对受训教师施

行保全身体的培训。这主要是由于培训专家秉持身

心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过分关注对受训教师的心智

训练，希望通过丰富受训教师的教学知识，提升其

教学能力来为 学 生 的 发 展 服 务。这 其 实 是 教 师 是

“蜡烛”“春蚕”“铺路石”“人梯”等隐喻在教师培

训中的延续与再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上述隐喻

已不合时宜，一味地强调教师的无私奉献，甚至不

惜以牺牲教师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想法与做法，已

不被广大教师所认同。重庆小语班一位学员的看法

发人深省。

我认 为，不 能 只 强 调 教 师 的 无 私 奉 献、苦 和

累。教师是幸福、快乐的，才会带给孩子更大的幸

福和快乐。而教师快乐最基本的前提是自身的身体

健康。所以，我不反对教师奉献，但反对要求教师

以牺牲自己的 身 体 健 康、自 己 的 生 活 为 代 价 的 做

法。（Ｃ－Ｉ－０３：通 过 质 性 研 究 获 取 资 料 的 编 码。

出于研究伦理的需要，编码原则上不公开，下同。）

国家小语班的学员也认为，过分圣化教师，有

悖于教师 “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是需要予以警

惕与摒弃的。

我对教师是 “春蚕” “蜡烛”等隐喻持不同的

看法。用这样高大上的隐喻是对教师的道德 绑 架。

教师首先是自然人，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 爱 惜，

那么他爱学生或无私奉献的时候，究竟是功利性的

东西多一点，还是自然而然的无私多一点？答案是

不言自明的。（Ｎ－Ｉ－０５）

许多受训教师对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健康状况

忧心忡忡。他们并不希望只单纯地学习有关教育教

学的知识与技能。相反，他们极度渴 望 在 培 训 中，

专家能开设一些课程，介绍教师在工作、学习与生

活中应如何保全身体，远离疾病。下面这位受训教

师的遭遇与看法颇具代表性。

作为一个已工作２５年的 教 师，我 虽 取 得 了 一

些成绩，但也落下了一身病，腰颈椎 病 特 别 严 重。

前年有一阶段，我因腰椎间盘突出，走路、上厕所

都困难，只好请假在家休养，一周到医院做三次牵

引。当时，我被 折 磨 得 痛 苦 不 堪，连 死 的 心 都 有

了。经过治疗和休息，现在 稍 好 些 了。据 我 了 解，

现在许 多 教 师 身 体 都 不 太 好，都 在 带 病 工 作。所

以，我们非常希望在教师培训中，专家们能介绍一

下，作为教师，应怎样保持身体健康，避免各种疾

病的折磨。（Ｃ－Ｉ－０６）

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许多教师饱受职业病

的困扰，严重影响其生命质量。因此，他们强烈反

对以牺牲身体健康来换取学生发展的错误做法。他

们认为，在教师培训与学习中，增加一些有关如何

保全受训教师身体的培训内容已迫在眉睫。

二、受训教师身体的疲惫

在教师培训中，对受训教师身体漠视的一个重

要表现，就是失当的培训活动安排导致他们身体的

极度疲惫。

其一，课程安排过于密集。一般而言，受训教

师上下午均有课。每个专家授课时长往往长达两个

半小时，中间很少休息。专家为了按计划完成事先

准备的培训内容，常常讲解语速很快，所讲内容量

极大，以至于许多学员感觉听课很吃力。有时甚至

晚上还有安排课程。除了理论课程，重庆小语班与

国家小语班都安排了一些参访基地小学的活动。因

路途较远，受训 教 师 天 未 亮 就 起 床 乘 车 赶 往 基 地

校，许 多 受 训 教 师 因 太 累，到 车 上 一 坐 下 就 睡

着了。

其二，研修作业太多。受训教师除了听专家讲

座与参访基地校，还要完成承训单位布置的研修作

业。如，承训 单 位 对 重 庆 小 语 班 规 定 的 研 修 作 业

是：培训学习心得不少于３篇；学习简报不少于５
份；教案设计不少于１篇；培训自我总结１篇，不

少于１０００字。 （Ｃ－Ｄ－０２）而国家小语班的研修

作业则为：撰写培训学习心得不少于５篇；学习简

报７份；教案设计２篇；培训自我总结１篇，不少

于２０００字。（Ｎ－Ｄ－０２）两个项目的研修作业须

在短短的１０天内完成。除此之外，受 训 教 师 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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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 “破冰活动”及 结 业 仪 式 上 的 才 艺 展 示 节 目，

有些受训教师还要准备听专家讲座后的随堂结课内

容。所在学校或地区要求比较严格的，甚至要求受

训教师完成其他额外任务。大多受训教师感到疲惫

不堪，心力交瘁。下面这位教师的观点反映了教师

培训中大部分人的心声。

这次培训在生活安排、专家水平、课程内容上

我还是满意的。但培训课程与研修作业太多，我们

身心俱疲、不堪重负。虽迫于培训制度，我们不得

不按时听课与完成研修作业，但大多是应付 了 事，

因为培训安排严重超出了我们接受的限度。这样就

只有数量，没有质量了。（Ｎ－Ｉ－０４）

受训教师身体极度疲惫，表面看主要是培训课

程与研修任务过多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教师

培训的相关行为主体缺乏一定的身体关怀，未能将

受训教师的身体承受纳入考虑的范域，受训教师的

身体状态及身体承受受到漠视。这从调研的专家访

谈中亦可以得到证实。

我认为，学员在培训中感到累是很正常的。因

为累是一种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与人的神经 系 统、

大脑皮层的反射密切相关的。不过，我觉得累也分

不同的情况，其 实 人 在 愉 悦 的 情 况 下 不 会 感 觉 到

累。人要是在厌学的情况下，他天天累！所以，我

觉得参加国培的老师应该不怕累。承训单位培训任

务安排很满，是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怕累，他可

以不参 加 呀。又 没 有 人 强 迫 说，他 必 须 来 参 加 培

训，对不对呀？（Ｃ－Ｉ－０５）

三、受训教师身体的 “工具化”

受到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受训教师的身体被有

意无意地 “工具化”了。相关行为主体只是将受训

教师的身体视 为 学 习 与 接 受 培 训 内 容 的 “容 器”，

认为教师培训的效果体现于受训教师的 “脖颈”以

上，与受训教师 “脖颈”以下的身体无关，身体仅

是将受训教师带入培训场所的 “载体”与 “工具”。

即使关注 “身体”，也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发 展 受 训 教 师

的心智。以下是 对 国 家 小 语 班 受 训 教 师 的 访 谈 节

录，从中不难发现其教师培训的身体观。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在教师培

训中的 作 用 很 大。在 培 训 期 间，我 很 重 视 身 体 锻

炼，每天早上都要到Ｓ大学的校园内跑上几圈，这

样既可欣赏校园美景，又可锻炼身体。通过锻炼身

体，我一 整 天 都 精 力 充 沛，从 而 保 证 了 培 训 的 效

果。毕竟教师培训的强度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好身

体，根本没办法参加培训。（Ｎ－Ｉ－０２）

在调研中，重庆小语班的受训教师也表达了相

似的身体观。

在培训期间，我特别注意保护身体，尽量不让

自己感冒、发烧、拉肚子等，以免影响培训。为了

顺利完成培训任务，我们这些学员都有较强的自理

能力，都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Ｃ－Ｉ－０１）

“我就是我的身体，此外 无 一 物。教 育 教 学 的

目标应直面身体。换言之，身体的目标即是教育教

学的目标。”［３］请听承训单位负责人的心声。

没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学员就无法全身心投入

教师培训中，培训效果自然不佳。为此，我们非常

重视学员的身体，在学员的伙食、住宿、出行等方

面均做了周密的安排，还运用微信、ＱＱ等方式及

时提醒学员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加衣物，以免生

病。从衣、食、住、行等角度关注学员的身体，就

是为了确保教师培训的顺利进行。（Ｎ－Ｉ－０１）

然而在教师培训中，相关培训主体大都扬心抑

身，未充分认识到身体之于生命整全发展的始源性

价值，未意识到身体本身就是教师培训的重要目的

与本体之一，而是仅将身体视为顺利实施教师培训

的工具，使得教 师 培 训 严 重 背 离 其 应 然 的 价 值 追

求。将受训教师的心智发展与身体发展相隔离，从

而使身体异化为受训教师学习与接受培训的载体。

正因如此，才最终导 致 受 训 教 师 身 体 的 “工 具 化”

和 “空壳化”。

四、受训教师身体的 “缺场”

身体的 “缺场”是受训教师的身体受到漠视与

鄙弃的重要反映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受训教师的身体不在教育现场

重庆小语班与国家小语班的培训场所主要分为

两类：一类是Ｓ大学的教室或学术报告厅；另一类

是参访的基地校。受训教师到基地校后，通常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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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班主任引 领 进 入 基 地 校 的 大 会 议 室 或 学 术 报 告

厅，听 （观）一线教师上示范课。无论是在Ｓ大学

的教室或学术报告厅，还是在基地校的大会议室或

学术报告厅，都不同于真实的班级与课堂，即大部

分情况下，受训教师的身体是不在真实的教育现场

的。因为教师培训的场所一般是在大学或基地学校

的学术报告厅或大会议室，并非只是简单的场所选

择问 题，而 是 说 明 教 师 培 训 的 开 展 是 “去 情 境

化”的。

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不是脱离情境、

孤立于大脑的抽象符号运算，而是发生于一定的环

境中，受到情境因素的制约。”［４］教师培训一旦脱离

情境，远离真实的教育现场，就很难取得理想的效

果。这是因为：“一则教师面对的知识是脱离了情

境的专业知识，这 种 知 识 无 法 和 教 师 建 立 一 种 联

系，无法内化为教师的经验。再则，纵然教师获取

了生动的情境性知识，但倘若该知识未在真实的情

境中加以运用，那么该知识仍旧仅能停留于知识层

面，而无法建构成为教师的经验，也无法丰富教师

的认知结构。”［５］调研中，一位受训教师的观点引起

笔者的强烈共鸣。

无论专家、教研员还是普通教师都应深入教育

教学一线，深入课堂。如果远离教育现场，离开了

学生和真实的课堂，教育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坐在

办公室研究出的东西是见光死的，用不到课 堂 里。

在教师培训中，脱离教育现场，获得的只能是虚空

的理论知识，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是站不住脚的，哪

怕暂时站得住脚，也绝对走不远，因为它失去了最

鲜活的第一手教学资源，是缺乏生命力的。（Ｎ－Ｉ

－０３）

（二）受训教师的身体不参与教师培训

当前教师培训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专家讲座

和参访基地学校，偶尔也有一两场学术沙龙点缀其

间。但在上述各种教师培训组织形式中，受训教师

往往只是 “旁观者”和 “静 听 者”，极 少 有 参 与 对

话、交流、探究、质疑、互动的机会。因此，他们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有时 “只 启 动 大 脑，

不启动身体”，有时则 “身在曹营，心在汉”。以下

是笔者有感于教师培训专家惯用机械灌输式培训而

写下的观察日志。

这阶段我注意到，在培训中，大多数专家仍仅

采用讲授法，整节课一讲到底，彻底 控 制 了 课 堂，

学员沦为了知识的容器，从而对培训丧失兴趣，打

瞌睡、玩手机、低声聊天等 现 象 随 处 可 见。因 此，

改变教师培训方式势在必行！（Ｃ－Ｏ－０２）

在教师培训中，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杜绝受训

教师的身体 “缺场”。因 为 离 开 受 训 者 身 体 参 与 的

教师培训，不过是呆板的说教和纯粹的心灵 演 练，

这种 “离身”的培训将使受训教师失去持续整全发

展的根基，其个体发展必将呈现碎片化的样态，使

其自身坠入无底的深渊，继而导致 “个体心灵沦为

他者之跑马场，沦为被充塞之世界，一种巨大的声

浪将吞噬其声音，使其完全陷入失语的泥淖。”［６］

五、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综上所述，尽管 “身体”在教师培训中具有始

源性的价值，但在培训中，受训教师的身体处于被

遮蔽、被遗忘的境地。虽然绝大多数受训教师身体

健康状况令人堪忧，但在教师培训中，并未对其开

展保全身体的培训；培训贪多求全，罔顾受训教师

的身体感受，导致其身心俱疲，苦不堪言；将心智

发展奉为圭臬，造成受训教师身体的 “工具化”和

“空壳化”；教师培训的相关行为主体极度轻视实践

与行动，认为受训教师完全可以在身体 “缺场”的

情况下，获取知识，形成技能。为了改变上述不良

状况，在教师培训中，相关行为主体亟须体现 “身

体”关怀，实现 “身体”转向。具体而言，应做到

如下几点。

其一，施行保全身体的培训。健康的身体是教

师实现自身幸福和促进学生整全发展的前提和基质。

身体与机器 类 似，也 需 要 定 期 维 护、保 养 与 关 照。

“个人的保全依凭于对身体的维护，这是由于身体是

人类达致所有美好事物的纽带。人类若想拥有健康、

年轻、美貌、性和身体强壮，就必须精心维护身体。

而不重视身体将影响个体人之为人的可能性，同时

又是个 体 慵 懒、自 尊 不 足 甚 至 缺 乏 德 性 修 为 的 体

现。”［７］因此，在教师培训中，承训单位应该设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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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量的课程，由培训专家对受训教师进行相应的

身体教育与培训，使受训教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真正养成自觉保健和主动锻炼的意识和习惯，学

会科学健身的方法，远离不良的生活方式。

其二，关注受训教师的身体感受。 “生活和幸

福原本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

的追求都 是 对 幸 福 的 追 求。”［８］因 此，在 教 师 培 训

中，必须坚决反对 “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追

求培训速度、结果的同时，必须将受训教师的内心

体验———幸福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从而使教师培

训真正成为受训教 师 “诗 意 的 栖 居”，使 他 们 通 过

培训真正获得一种轻松、愉悦和幸福的情感 体 验。

受训教师只有充分体会到培训的幸福和满足，才能

饶有兴致地参与培训，才能充分发挥自身学习的主

动性、积极性，进而为师生生命的整 全 发 展 服 务。

倘若教师培训对受训教师是一个 “灵智的屠宰场”，

在其中，他们获得的是一种压抑、痛苦和折磨的内

心体验，那将使他们厌倦、拒斥培训，他们参与培

训与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必将荡然无存，培训的

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其三，将身体作为培训的目的与本体之一。身

体与精神一样宝贵，伴随着我们的一生，陪伴着我

们体验整个生活，“因为这个身体，我们作为个体

可以体会整个过程。我们 长 大，衰 老，遭 受 痛 苦，

这个过程也能被他人所感知。我们以身体参与到各

种职业和娱乐活动之中……我们反对将身体价值工

具化，我们反对教育与教学将强身健体仅仅作为提

高智力的途径。身体是独立的存在。物质形态的身

体及精神和思想相互作用而使我们拥有一个完美的

自我。”［９］同理，在教师培训中，身体并非仅是受训

教师通达心智的载体与工具，身体与心智是不可分

离的，它在教师培训中发挥着奠基性、构成性的作

用。因此，要使 教 师 培 训 取 得 实 效，就 必 须 摆 脱

“工具化”的身体观，充 分 认 识 到 身 体 在 教 师 培 训

中的独特价值和功用，将其作为教师培训的本体与

目的之一。

其四，强调受训教师的身 体 “在 场”。教 师 培

训要取得理想 的 效 果，必 须 确 保 受 训 教 师 的 身 体

“在场”。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教师培训

的场所应由学术报告厅转向教育现场。情境学习理

论认为，“知识和技能是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和运用

而获致的，要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应用情境中进行

学习。”［１０］因此，倘 若 希 冀 受 训 教 师 能 胜 任 教 书 育

人之重 任，就 应 让 其 走 进 教 育 现 场，充 分 接 触 丰

腴、鲜活、火热的学校教育教学实际，直面真实的

教育教学问题。二是重视 “互身互动”。也就是说，

在教师培训过程中，专家应采取各种方法和 手 段，

充分 调 动 受 训 教 师 的 身 体，让 受 训 教 师 通 过 脑、

手、耳、口等身体官能与他者实现交流、对话、沟

通等交往活动。这可以将 “在培训中的人际 关 系、

时间、空间多元化、多层化，在培训中实现多样的

个性交响。”［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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