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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雷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
长。”我很高兴可以作为第一读
者先睹为快杨小平先生的这本

《城投情》，几次提笔却又几次
搁笔，是因为允诺的这篇代后
记拿不出手。这本30余万字的

《城投情》即将付梓，让我尤为
欣赏的是作者履职两年所形成
的文章，不仅有利于城投人借
鉴好经验、好做法，了解科学决
策，为城投事业发挥助手作用，
也代表着城投人对家国情怀和
城投文化的传承。

散文是一门真诚的艺术，
须说真话，抒真情，容不得一丝
一毫的虚伪。令我印象深刻
的，譬如《一个文具盒》，文具盒
虽小，载不尽母爱，毫端蕴秀临
霜写，侠骨柔肠，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父母就是
我们心底那一汪清泉。这篇文
章直抒胸臆，是一种不借助于
任何别的手段，以坦率真挚、质
朴诚恳地表白和倾吐自己思想
感情的方式，起到引起读者共
鸣的作用。

《下井》，文辞优美，感情
真挚，饱含真情，这应该是先
生在故乡中一段永远难以忘
怀的回忆。像先生表叔一样
的 煤 矿 人 ，一 个 个 真 诚 的 汉
子，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

给了黑色，一生只是做着最平
凡的工作。先生以少年眼中
的表叔入题，写出了那个年代
亲戚邻居帮衬度难的亲情，写
出了那个年代生产安全的落
后，写出了饱含国情乡情的无
奈人生世故，进而又以井下见
闻的视觉，写出了井下生产安
全的进步，写出了后来的安全
担当，写出了时代变迁……

“一个个真切画面极易与
读者发生心灵共鸣，我似乎从
中也看到自己的影子。”“最质
朴的语言表达了对哥哥最真实
的感情，好感人！勾起了我们
对儿时的各种回忆，那个年代

物质匮乏，但精神世界很充实，
也好像很快乐，文章中的经历
和 我 相 似 ，感 动 并 满 满 的 回
忆。”……还有《非亲胜似亲》

《终生难忘的教诲》《我的申申
哥》《大大的情怀》等文章，内容
皆为寻常的人和事，情理由此
自然生发，感人肺腑，读之如窥
其人，似听其语，字里行间真诚
的文字，触动人心。

城投，是城市建设的主力
军。先生揣着激情、带着信心
走上新的岗位。两年来，在繁
忙的工作岗位上，先生饱含城
投人的激情与豪迈。作为一名
城投人的《城投情》，洋洋洒洒
30 多万字，是他在新岗位上勇
于担当、履职尽责的成果，拳拳
赤子心，涓涓城投情。

读罢先生的书稿，又浏览
了 之 前 出 版 的《财 政 文 萃》

《心语拾零》，掩卷沉思。我认
为，“触动人心的真诚书写”应
该是先生业余创作的方向，不
妨再回头品读他创作的一系列
真情醇厚的散文，与其说是亲
情和乡情的心灵感触，毋宁说
是生命的自觉、家教的传承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 人 文
理 想 ，更 是 桑 梓 情 深 的 真 诚
与 情 怀 ，才 有 了 温 暖 人 心 的
热度。

这个暑假对我来说有点压
力。因为我有一个任务，读黄建
初老师所著的《走向实证——给
教师的教科研建议》，读完还要
写读后感。虽然以往的暑假我
都会给自己安排读书，但对于一
项被要求做的事，而且还是读这
样一本教育学术类的专业书，我
的内心充满了排斥。没有想到
的是，当我拿起书开始读的时
候，却放不下来了。

初看书名，我以为也无非是
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晦涩难懂
的书。其实不然。这本书深入
浅出，理论与案例相结合。作者
从问题出发引出主题，用案例阐
释理论，最后总结经验，并给我
们教师一些实实在在可操作的
建议。

如今阅读完毕，我想与我的
教师朋友们交流的体会是，这是
一本一线教师的必读书，也是最
适合一线教师阅读的书，它可以
帮助一线教师走出思想的“囹
圄”，走向研究，走进实证研究。

这本书站在教师立场上，阐
述作者的见解。如：从问题出发
选择合适的课题；课题选择设计
的依据；借鉴理论视角设计课
题；做课堂观察、课后访谈、问卷
调查，等等。其中，令我印象深
刻的莫过于编著者黄建初老师
对如何选择、设计课题的建议。

对于如何选择设计课题，黄建初
老师建议可以先从教学中的问
题出发，再通过文献研究和调查
研究明确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划
清边界，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即找好自变量、实验因子、抓
手、研究方法），然后提出研究假
设，并且验证假设。

黄老师还特意提醒我们，一

线教师做研究和专家做研究会
有所区别。黄老师用平实又接
地气的话语指出，专家做研究的
目的是为了给问题解决找方法，
或者说是为了提出新的理论。
而一线教师做研究是为了将专
家提出的方法、理论落地生根、
本土化。就是要用专家提出的
方法、理论来解决自己教育教学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所谓术业
有专攻，这一观点，我尤为赞同。

实证研究（实验研究）的课
题题目必须包括实验的自变量
和因变量，体现某种因果关系。
或者说，好的课题名称是那种让
人一看就大概知道课题研究要
做什么，大致怎样进行。选好了
课题后，接下来就是选择研究视
角，即从某个合适的研究视角去
分析某个问题。研究视角又包
括理论视角和关系视角，理论视
角下的课题名称可以为“……理
论 下 的 …… 与 …… 的 实 证 研
究”，理论视角是从某个“学科”

或者“学派”的角度去研究事物；
关系视角即分类视角或比较视
角，关系视角下的课题名称可以
为“……与……的行动研究”，或
者“……对……的影响”。

其实，对于书中出现的很多
东西我还不是很清楚，如：什么
是课例研究？课堂观察的规则
和方法究竟是什么？叙事的行
动研究究竟长什么样？行动研
究、实证研究、实践研究的区别
和定义究竟是什么？怎样鉴
别问题的真假？教师研究的
新颖究竟如何体现？新颖性
体现在用同一理论解决不同
情境下的问题吗？

仔细追根问底，问题会
越问越多。对于这些问题，
我想我需要通过查阅资
料解决。总之这个暑假，
感谢遇到黄老师和《走向
实证——给教师的教科
研建议》这本书，
这 是 我 的 幸 运 。

读书而知道需要阅读理解、弄
懂弄通的还有很多。纸上得来
终觉浅，欲知此事须躬行。践
行这本书中的教科研建议，不
仅能帮助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稳从教之路，更能帮助我走远、
走好成长之路。

——读杨小平先生《城投情》札记

——读《费曼学习法——用输出倒逼输入》有感

最近我细细地品读了尹红心
老师和李伟老师所著的《费曼学习
法——用输出倒逼输入》一书，书
中倡导的教育观念让我感受颇深。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多年，我不断反
思——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学生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习方法？读完
这本书，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主
动的学习远比被动的学习重要；系统
的学习远比碎片式的学习重要；向
内的学习远比向外的学习重要；专
业的学习远比跨界的学习重要。

费曼学习法的关键就是如何回
顾与简化知识。在回顾过程中，我
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重新
理解和解决教学中的难点，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便可以有效地掌握并
运用所学知识。把复杂的知识简单
化，我们就能够总结已学知识，完成
知识的内化，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曾经我
只是“被动学习”、应付考试。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的前几年，由于缺乏
经验，我也只是“被动教学”，学生也

是在“被动学习”中完成学习任务。
慢慢地我发现，我的“被动教学”，学
生的“被动学习”，达到的效果并不
理想，离预期的目标越来越远。我
这才开始对原先被动学习中的知
识进行回顾、整理、重新组合；分析
存在的问题，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为
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
识，我进行了分层次、分板块的整
合梳理，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
分层教学，既关注学困生和中等生，
又提升优秀生，让每位学生都能体
验到成功的喜悦，从而使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得到保护、个性得到张扬、
能力得到展示。

通读《费曼学习法——用输出
倒逼输入》，这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一是以“教”代替“学”，即在学
习过程中向其他人输出你学到的知
识。你懂得什么并不重要，能让所
有听众都听明白，才代表你真正地
学透了这个知识。向别人讲述你学

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的过程是极
为重要的。

二 是 以“系 统 性 ”代 替“碎 片
化”，过于碎片化的信息虽然能够让
人在当下觉得有所收获，但这些无
法被系统归类的知识时间久了对我
们的帮助就会减弱。只有利用系统
化的思维去理解知识，归纳、筛选和
分析知识，才能最终消化知识，为我
所用。

在教学中，我运用费曼的方法，
及时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我以前
的作业设计形式单一，大部分都是
机械的抄写作业、记忆类作业，不能
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自
从读了《费曼学习法——用输出倒
逼输入》这本书后，我进行了反思，
在作业设计方法上进行了大胆尝
试，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学情，设计
了“1+X”的作业模式。即基础性巩
固作业、能力型提升作业、思维性拓
展作业，最终形成“菜单式”作业，学
生针对自身情况自主选择作业内
容。例如：我在设计五年级语文下

册第一单元第 4 课《梅花魂》作业
时，充分考虑到每个学生的学情。
基础作业设计的是字、词、句巩固练
习，是为夯实基础。根据本单元的
语文要素——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
感情。提升作业设计的是阅读丰子
恺的《忆儿时》，概括作者不能忘却
的三件童年往事，体会文章表达了
作者怎样的感情。拓展作业设计的
是你还知道哪些具有梅花品格的
人，以小卡片的形式呈现给大家（照
片+资料），这一环节的设计将作业
作品化。此类作业学生完成积极性
特别高，作品比预设的好得多，可以
看出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得特别
好。此后我就采用这种方式来布置
作业，学生课堂听讲认真了，回答问
题更是积极。我坚信只要方法正
确，就可以使孩子们从“被动学习”
变为“主动学习”。

读完此书，让我走出了为教育
而教育的误区。其实教育很简单，
一腔真爱，一份宽容。把简单的事
情做好，就是不简单。

细数流金岁月，我始
终没有改变的也只有阅
读的习惯了。它在我的
生命里就像呼吸像心跳
一样自然。

追溯我阅读的起源，
它的源头似乎就在我的
血脉中，父辈的骨子里的
文人气质注定我这辈子
离不开书了。我儿时的
书只是爸爸讲的《西游
记》，将一个个故事娓娓
道来。幼小的心灵期望
终有一天要拥有一本真
正的书看看。

上四年级时，突然发
现表姐家有很多《小学生
作文》《作文月刊》类的杂
志，每天找书看代替了平
日的玩耍嬉闹。有了这
几十本作文杂志的铺垫，
作文水平不知不觉地提
高了。当着全班的面第
一次读自己的作文，那种
激动与荣耀，不亚于拿文
学奖。这时我才发现读
书真好。

当识字量积累到一
两千时，作文书早看完

了，只能看父亲当年的初高中语文课本。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读《狂人日记》，从父亲
的课堂笔记里模模糊糊知道封建社会的黑
暗。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第一次
知道夜渡黄河多么危险……父亲的初高中
语文课本全部看完了，表姐的语文课本又
来到了我的世界。《荷塘月色》《绿》重复出
现在父亲和表姐的书里，原来好文章真的
历久弥新，百品仍有余香。

能看的书有限，这个问题到了师范学
校之后得到了彻底解决。没有高中那么
大的学业压力，我可以自由徜徉书海。学
校图书馆成了我呆得最多的地方。每周
借两本图书，还常与同学交换着看，这样
每周基本能看三四本书。我看的书都很
生僻冷门，大多是别的学生不太看的。一
本《唐宋诗醇》，后面借书票证上显示上一
次的借阅时间还是十年前。这藏在深宫
的冷美人因为我终于得见天日。

买书也是这三年光阴里最愉快的事
情。城市很小，书店不多，大街小巷的书
店被我走遍。只要有了想看的书，总是要
节衣缩食地买下。每年生日会给自己买
几本书做礼物，十六岁是《少年维特的烦
恼》，维特与绿蒂的纠结感伤让我对青苹
果恋情有了抵抗力。十七岁时是《大明宫
词》，喜欢那里面人物文绉绉的话语。再
后来读到《莎士比亚悲剧集》，才知道什么
叫源头活水……

师范毕业，命运之神将我安放到一所
偏僻的乡村小学，当时条件极为简陋，通
讯不便，连吃水都困难，一切无聊孤单都
拉扯着人堕落沉沦，还好我有书为伴。每
天下午放学后，我总是独自一人坐在操场旗
杆下读书，有时带着一本书到河边坐一下
午，听水读石看书，暮色四合时才回到冷清
的校园。孔圣人在河边感慨时光飞逝，而
我却在时间的无涯里与书为伴。

后来学校终于有了网络，我打开了新
世界，在网络上遇见一群惺惺相惜的读书
人，在新阅读的旗帜下，我所读的书更加
系统也更加深刻了。不知不觉间，教学方
面自己也出现了“跃迁”。十年时间，读的
书让我从山村教师成长为省级教学能手，
从农村小学走进城市，生命也从懵懂走向
成熟……

当周围的人都感叹这是命运的逆袭
时，我却知道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读书。朱
永新老师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精神
史。”那些陪伴我一起成长的书籍，潜移默
化中影响了我，我血液里流淌着前人的智
慧，我命运的轨迹前行方向被书左右着。
感谢命运，感谢那些美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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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和弘扬朱子文
化，闽南日报社组织文化学
者和中小学名师，历时三年
编撰《漳州朱子文化》系列读
本（分简明版、初中版、小学
版三册）。

《漳州朱子文化》小学版
分为上篇和下篇合计八个单
元，包括朱子好学、朱子良言、
朱子风范、读书有法、知漳有
为、紫阳过化等，文字通俗易
懂、内容文图并茂。初中版分
为“理学宗师”“先贤故事”“义
理集要”“朱子诗文”四个单元
十九次课，每课设有感悟与思
考、拓展与延伸内容，引导读
者深入思考。简明版分为朱

子生平、朱子知漳、漳州理学
史略、“朱门高弟”陈淳、“一代
完人”黄道周、义理集要、哲理
诗歌、先贤故事、朱子漳州遗
迹等九个章节，适合成年人阅
读学习。

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各有侧重，既涵盖朱子事
迹及朱子理学内容，更融入
漳州朱子文化印记及漳州理
学名家、乡贤名宦故事，朱子
文化的地域表现清晰，贴近
大众，让不同年龄、不同层次
的读者群体可以有针对性地
了解和学习朱子文化，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底
蕴和人文魅力。

本书研究尝试从翻译社
会学视角对沈从文小说的英
译进行实证研究。中国文学
文化走出去的宏大的时代背
景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 的 充 分 理
据。研究以沈从文小说的
英译文本为个案和出发点，
探究英语世界的沈从文如
何被译介、被欣赏、被接受，
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立足文化交流史观和跨学科
视野，深度考察分析沈从文
小说在英语世界被译介的整
体状况。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语

境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
对外译介情况，探究翻译的
中国文学作品在目标语系统
的接受现状，成为学界必然
的关注点。

书 林 漫 步

《漳州朱子文化》系列读本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南日报社编

《沈从文小说英译的社会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
◎徐敏慧著

关于《老子》的普及读物
汗牛充栋，而本书是相当有
特色和新意的一部——用作
者的话说，即其“不满足于一
般性知识的重复”，而努力

“突出学术前沿性”。
老子是谁？与老聃、老

彭、彭祖以及老莱子、周太史
儋等是什么关系？《老子》是一
部完整的著作还是格言汇
抄？为何读《老子》一定要结
合出土本？围绕这样一些问
题，郭永秉教授扼要讲述了他
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认识，着力
介绍了《老子》研究的当代进
展以及诸多纷争，从而大幅刷
新了我们对《老子》的认识。

作者尤其强调利用传世
文献和出土文献多版本互补
互证来推进对《老子》的读
解，演示了千百年来不得其
解的一些疑难如何因出土本
而得到解决，书末附录北京
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让
读者对《老子》文本的歧异和
流变有直观感受。

《〈老子〉通识》

◎中华书局
◎郭永秉著

研究助力教师走好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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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走向实证——给教师的教科研建议》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