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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被视为
“民族的脊梁”，支
撑 着 中 国 迈 向 现
代 化 强 国 的 梦
想 。 央 视 热 播 剧

《麓山之歌》的原
著 小 说《重 中 之
重》聚焦党的十八
大 以 来 中 国 重 工

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呈现传统重
型机械制造企业面对自身智造
转型升级挑战和国际行业巨头
的伺机围猎之时，中国重工匠人
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实现从“制
造”向“智造”跨越的“蝶变”之
路，绘就了一幅壮美恢宏、饱含
工业之美与心灵冲击的大国重
工画卷。

《重中之重》所呈现的重工
之美，美在即便面临重重困境，
中国重工工匠心中不畏艰辛、守

正创新的声音从未停歇。这种
声音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呐喊，也
是中国重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铿
锵脚步。

回溯麓山重工的发展故事，
从模仿国外，到自主研发，再到
世界领先的历程，正是许多中国
制造企业的真实缩影。本书以
真实的生活为底色，成功还原、
致敬了时代变局下工业、工厂、
工人“三工”的真情，感受个人梦
想与时代风云热烈激荡，人物成
长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相较工业史诗化叙事、跌宕
起伏的情节、简洁有力的表述，
以另一种生命形式存在于作品
背后的精神最能打动人心。该
书人物个性鲜明，他们的一举
一动、一言一行呈现出的精神
世界和家国情怀，无一不诠释
着 中 国 重 工 人 心 中 的 星 辰 大

海，让人感受到澎湃汹涌的心
灵冲击。

董事长方锐舟和总经理明
德江是麓山重工的掌舵人，他们
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更多是经营
理念上的。当“麓山一号”高压
柱塞泵这项核心技术成为实现
企业“蝶变”的关键，两人携手合
作，带领企业走出困境，走向未
来。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共产党
员企业家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
怀。宋春霞和金燕子是两代技
术工人的代表，宋春霞代表着老
一代技术工人专注手艺、精益求
精的工作态度。而金燕子代表
的则是新时代的技术工人形象，
她身上凸显出来的独立意识、勇
敢无私与积极进取的精神，诠释
着新时代女性“迎风生长、向阳
而生”的美丽形象，也让我们感
受到两代技术工人对大国工匠

精神的“守”与“传”……
书中展现了工业、工厂、工

人在新时代的新样貌，也向我们
呈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大国
工匠的精神传承。——李钊评

《重中之重》

作为一名教师，我最初捧读这
本书，心里多少有点审视的意味。
我懂得教育的内涵以及教育人的
难处；但读完之后，我心中豁然亮
堂了：一个教师，只要心中有爱、有
理想，多大的困难，就都不算事儿。

张桂梅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坎
坷，书籍通过回溯她成长的关键节
点，从出生、童年、就学、支边、任
教、恋爱、结婚、丧偶、调动、就医、
办学、家访等方方面面入手，用详
实的记叙，精准的细节，呈现了张
桂梅筚路蓝缕的人生。如书里所
说，她“孑然一身，少时失怙，壮年
失偶，没有子女，没有家庭，没有私
产”，也就是在这样的人生途中，她
凭着闪光的信仰和目标，为山区女
孩教育成长呕心沥血，为贫困儿童
健康成长鞠躬尽瘁，最终实现了高
远的人生理想和教育理念，体现了
中华优秀传统的师道之美和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高尚精神。她

“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不需
要现实世界的黄金”。

张桂梅生于东北山村一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在她多年的
山区生活中，身边发生的一件件
小事不断冲击着她的神经：15 岁
的女孩子被迫辍学嫁人；面临高考
的女孩儿，被拽回家下田收玉米；
年轻女子被路人扯了下衣角就遭
到丈夫的唾弃，夫妻因受不了非议
双双自杀……她感受到没有文化
的愚昧思想，也感受到教育的重
要。她决意去做改变山村女童的
教育事业——创办一所全免费女
子高中。用知识改变山村孩子的

命运，让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沐浴在
文化教育的恩泽之中。

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好一点的
教育环境，她在火车站拉起横幅为
刚建立的华坪女高募捐，而不畏惧
人们的冷眼、误解和嘲讽；她不忍
心孤儿院的孩子喝兑水酸奶而一
下子买了四箱酸奶给她们喝；她在
参加茶话会时总是带上个大提包，
会议结束后把桌子上的花生糖果

统统装进口袋，拿回去给孩子们
吃，好让她们长“个儿”；她重病住
院甚至欲预支自己的丧葬费用于
学校的开支。面对办学之初没厕
所、没食堂、没保安、没围墙，17 个
老师 9 个辞职，家长逼着孩子退学
的困难局面，绝望中的她，也想退
缩，甚至写下“遗书”，但最终挺了
过来。她虽然身患数十种疾病，甚
至濒临死亡威胁，但从没有对生活

抱怨消极，而是以极大的意志和毅
力坚持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她
内心的慈悲与行为的果决相辅相
成、互为表里，既被敬称为“大魔
头”又被昵称为“张妈妈”……

如今，张桂梅的华坪女高，已
使1800多名贫困女生走出大山，分
布全国各地，成了公务员、医生、教
师、警察、军人、自由职业者，在各
个领域取得成就。而她，依然过着
苦行僧般的日子，为教育奉献着自
己的全部。

在面对一项项荣誉、无数的鲜
花和镜头时，张桂梅依然是一身素
装、淡淡微笑，依然是每天扶着栏
杆查看校园每一个角落，依然睡在
学生宿舍的下铺，依然举着喇叭为
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加油助威……

她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
言时，第一句话便是：“我是一名普
通的人民教师”，那么低调，那么朴
实，正如她的为人。手头刚刚读完
的这部书也是如此，没有高词大
调，只有细线串珠般的叙述。

一位普通而伟大的乡村师者，
在作者的娓娓讲述中站在了我们
面前。

记得在“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
物”颁奖典礼上，张桂梅的颁奖词
是这样的：“自然击你以风雪，你报
之以歌唱。命运置你于危崖，你馈
人间以芬芳。不惧碾作尘，无意苦
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
倔强。您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是的，倔强的张桂梅，要强的
师者张桂梅，你是教育的风骨与
良心。

读书
有道

大学毕业走上讲台到如今，不
知不觉已经 26 年了，从担任教务处
副主任算起走上管理岗位 19 年，做
校长3年整。

回顾自己的教育工作生涯，似
乎很成功，可随着做校长的资历在
增长，我的内心悄然发生着变化：
由最初的踌躇满志到现在的惴惴
不安，这样几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
的脑海：我真的懂教育吗？教育的
本质到底是什么？我该如何做个好
校长？

有幸成为严华银名校长工作站
的成员，这一年中跟随着严华银老
师深入多所学校，考察、学习、诊
断，除此以外还在严老师指导下不
断地进行专业阅读、思考与写作，
收获颇丰。近日，严老师的新著

《教育原乡：寻根与展望》出版，它
分为审问生活、慎思理念、明辨人
事、溯源教育、追问教师价值、寻觅
教师发展、深味学校元素、透视阅
读真谛这样八个专辑，既有对教育
问题的理性反思，更有为人与治学
的谆谆告诫。

在书中，严老师大声疾呼：“安
安静静教书，安安静静育人，安安静
静读书治学，安安静静深思反思，这
才有教育的科学，才有科学的教
育。”读来如同当头棒喝。而如何在
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
脑，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严老师用
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给我们作了
最好的诠释：那就是，“诚实，从来都
是立身的基石。用心，几乎就是成
事的利器。主动，是优秀者卓越的
秘诀。自己要好，才是真好；自求进
步，才有真进步”。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什么是
教育的本质有了更多的思考。教育
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乱
象？我们的一些“规定”是不是符合
教育的规律？在各种教育理念甚嚣

尘上的当下，我们如何才能拨开迷
雾去找寻教育的原点？

近日，有幸参观了安徽省石台
县的少奇红军小学和大演中心学
校，我大为震撼。在今天极力推崇
集团化办学、追求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的当下，我看到了另一种办学的
新样态，鲜活、顽强、富有生命力。
像陈彦校长这样扎根乡村几十年如
一日的教育人，普通却又伟大。他
们提出，“柔软善良、坚韧不拔、守正
出奇、追求卓越”，说得真好，就如同
这里的山山水水，自然而又率真，朴
实却又清秀，一下子直抵我的内
心。简陋的校舍、局促的校园面积
与现代化教育似乎格格不入，可你
可以看到，这里的孩子和老师，他们
的眼里有光，他们自信而又阳光。
是的，返璞归真，遵循教育规律，安
静做真实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
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的，我
理解中的教育的本质就应该是一个
字：“真。”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校
长，我们应该始终实事求是，永远唯

真，永远唯实，对教育事业永远葆真
心、真气、真情怀。

有真心，首先是指要有仁爱之
心。始于情怀，归于使命。面对一
个个鲜活的、成长中的孩子，我们应
该一视同仁，用心呵护。其次要有
安静之心。教育是艰辛的工作，始
于辛劳，归于平淡。面对日复一日、
琐碎繁杂的教学事务，面对丰富多
彩的大千世界，也许我们会有稍许
的困惑彷徨，但是请时刻牢记我们
肩头的责任。有真心还指有进取之
心。起于传承，归于发展。在漫长
的教育生涯中，我们要不断地充盈
自己，吐故纳新，不断提升教书育人
的本领，才能担起培育英才的重担。

有真气，具体说就是有文人之
气、率真之气和工匠之气。走进课
堂、走进学生、走进教师，不把校长
当官去做，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带领大家。一个好校长必须要
有文人的风骨，不屈服、不卑躬，不
为权贵折腰，不为利禄摧眉。因为
专注，所以精彩。一辈子，一心一
意，一往无前，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在坚持中升华。

有真情怀，是指有事业情怀、有
人文情怀、有家国情怀。俞敏洪说
过：“面对教育，我们的态度是要把
教育当作一种情怀来做。”是的，教
育是一种情怀，是教育者对教育所
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种
为他人、为社会、为民族甘愿奉献的
心灵境界，是一种对家国的责任和
使命。我们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教育
宗旨，关注师生成长，让孩子在学校
安全可控地犯错，不被功利的应试
教育和冰冷的分数所蒙蔽，为孩子
全面发展、终身发展服务。

诚如严华银老师在书中所说：
“人生可以很简单，人生其实很简
单。关键在于总是诚实，一直用心，
常常主动。”

读书讲究环境的舒服与惬
意，现在很多的读书人是这样，
我也常这样。

比如在冬阳之下，边读书边
晒太阳，头上有太阳照耀，心中
有文字照耀，其意自然融融；在
收拾得规规整整的书房里读书，
各种书籍在自己周围的书架上
侍立着，令人觉得书房可亲，内
心饱满；在阳台上读书，有盆栽
的花们、枝叶们的陪伴，读书之
中，时有香气来袭，会令人觉得
十分有意思；在被窝里读书，寒
冷全无，倚在软枕之上既舒适又
轻松……

但以我的看法，这确实是在
读书，同时这也似乎仅仅是读书
的 情 形 之 一 ，我 称 之 为“ 读 书
玩”。虽然这“读书玩”也称得上
是一件美事，是一种人生的享
受，但真正埋在我心底的想法是：
不讲求环境，在任何环境里都能
读书，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比如在闹市中，比如在破庙
里，比如无论置身于炎热与寒
冷，比如席地而坐，甚至在潮湿
昏暗的牢房……都能读书的人，
才是最值得敬佩的读书人。这
种读书人，历史上不少，他们读
书时，并不刻意寻求舒服、惬意
的环境，有时反而是有意追求不
那么舒服、不那么惬意，甚至是
强迫自己读书，而恰恰是这种
人，读出了大学问。

比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他

在致友人的信中谈论读书，说
自己为了排除干扰，做到学有
所得，曾经责成家里面的佣人
监读，要求那佣人，在自己读书
稍有倦怠时“或提其耳，或敲其
头 ，或 擦 其 鼻 ，须 快 醒 乃 止 ”。
如此这般，可见他读书时并不
追求舒服、惬意。然后，他又在
信中说：“习久，渐惯苦读，古人
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处……当
知读书亦是难事。”聪慧过人，
好读书如袁宏道，尚且不苦读
不能“或有一二悟解处”，比较
起来，读书时喜欢讲究环境舒
适与惬意的读书人，其读书的
境界，大约也只能停留于“读书
玩”的阶段。

我发现，如今提倡苦读的人
似乎比过去少了许多，提倡“快
乐读书”的人似乎比过去多了许
多。“读书玩”虽然无可厚非，但
好的读书环境虽然可以带来舒
服与惬意，然而太过舒服与惬
意，人身上固有的趋利避害、喜
欢舒服厌恶劳顿的性情就很容
易冒出来。不少时候，那些好
的、舒服的读书环境，往往容易
削减读书人读书的效率。比如
严冬里在温暖的被窝读书，容易
滋生睡意；在风景优美处读书，
容易心生旁骛；左手清茶一杯、
右手香烟一支伴随着读书，虽然
似乎优哉游哉，那书中的深意却
容易一晃而过……须知舒服与
惬意多了，读书容易仅仅停留在

“读书玩”的阶段，而于增长知
识、开阔心胸、提高识见等方面
就会大打折扣。

有哲人说：“自由是从不自
由中孕育出来的。”参照这种说
法，我认为，读书的真正的惬意，
其实常常是从不惬意中孕育出
来的。真正的读书的惬意，只有
通过刻苦攻读以后才能获得。
这种惬意不是随意读读，随便翻
翻的惬意；不是从心所欲、以怡
情养性为标榜的惬意，而是一种
因刻苦读书胸怀得以拓展之后，
对世界的认知得以深刻之后，知
识的积累得以增加之后，对社会
与人生的感悟得以加深之后，获
得的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惬意。

虽然“读书玩”也不失为一
种良好的生存状态，但我仍然认
为，最有效的读书是不讲究读书
环境的读书。“读书玩”对一般人
说来，也称得上是一种好的玩
法。但年轻人，各个阶段的学
生，特别是需要追求上进、期望
做出一点成绩的读书人，不应只
以读书的环境舒服和惬意与否
作为读书的重要考量，而应懂得
古人推崇的“不动笔墨不读书”
中蕴含的读书道理。

每当假期时，我就喜欢一个
人静静地看书、练字、写反思。看
书充实自己的头脑，练字修身，若
小文有发表的可能，还能给自己
增加点小惊喜，其乐无穷。

马克斯·范梅南的《教学机
智——教育智慧的意蕴》是我喜
欢的一本书，看了很多遍，笔记
好几本，每一次阅读，都有不一样
的收获。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
希望能帮助我们优先考虑孩子
们的幸福，认真地对待年轻人。

《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
意蕴》共分九章，分别是迈向智
慧教育学、教育学的概念、教育
的时机、教育学的性质、教育学
的实践、机智的性质、教育机智、
机智与教学、结论，用层层递进
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对教学机智
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一个主题
就是始终能从孩子们的角度来
考虑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心
向着孩子成长的方向。

书的引言部分第一句就给
儿童做了定义：何谓儿童？看待
儿童就是看待可能性，一个正在
成长过程中的人。使我们明确
如何看待儿童。

随后，作者理论联系实际，
从教育学、教育的时机、教育学
的性质几个方面，娓娓道来，让
人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这本
书，理解了相关知识，也明白了
如何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

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
的学问，教育学使我们的心向着
孩子，教育学不仅可以定义为某
种关系或某种行为的方式，而
且，教育学使得一个际遇、一个
关系、一个情境或活动变得有教
育学意义。希腊教育学最初的
思想将教育学与“引路”的意义
联系起来——陪伴孩子并与他
们一道生活，以便为孩子指引方
向和关心他们。因此，从词缀学
的角度来看，教师是站在关心孩
子位置上的人。但是教育学的
意义比起它的希腊词源意义更
加重要，给儿童指引方向，关心

和保护儿童，教育时刻期盼着成
人行动。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
针对孩子的情境，依据我们与孩
子所处的关系作出行动，在这种
关系中，成人的奉献和意向是让
孩子茁壮成长，走向成熟。

在很多时候，孩子们常常这
样抱怨“我的父母不理解我”“我
的老师根本不关心我”等。这些
抱怨引出了教育学理解的问题：
教育学理解的一个因素就是具
备洞察儿童内心世界的能力，要
求成人能控制自己，同时了解什
么时候和怎样主动地、积极地与
孩子交流。一个富有思想的人
比一个相对而言缺乏思想的人，
更能显示出对他人在一个具体
的环境中的真正理解。教育学
理解在实践中是通过我们所说
的“教学机智”来实现的，教育学
理解和教学机智实际上是同一
过程的两个方面。

机智是身体的实践语言，它
是在教育时机行动中的语言。
机智的行动是一种对情境的即
刻投入，在情境中教育者必须全
身心地对出乎意料的和无法预
测的情境作出反应。机智是教
育学上的机智和天赋，它使教育
者有可能将一个没有成效的、没
有希望的甚至有危害的情境转
换成一个从教育意义上说积极
的事件。施莱尔马赫运用“调
子”的概念来描述人类互动中让
人能够敏感、灵活地与他人交往
的特殊品质。在我们的生活中，
谈及富有机智的人，说他或她能
够“弹奏一个好调”，因而能够创
造一个温暖的社会气氛。

好的调子通过这样的交流
形式实现：一个“满含深意”的眨
眼或话语，一个眼神或手势，一
个微笑或沉默，一个动作或出现
等。机智就是通过这些来感动
人、打动人的，机智的行动就是
智慧的化身。

教学中的机智显得尤为重
要：教师不断地面临挑战，在意
想不到的情境中表现出积极的

状态，正视这种在普通事件当中
捕捉教育时机的能力和将看似
不重要的事情加以转换使之具
有教育意义的能力，才使得教学
的机智得以实现。机智能将教
学中的小事变得有意义，好老师
懂得任何学习情境对不同的学
生都有不同的体验，对这个学生
起消极作用的事情对另一个学
生来说可能是积极的挑战。

机智是对孩子的兴趣感兴
趣。兴趣是学习活动中的最基本
的要求，尤其是在学校这种有些
人为创造的环境中学习，很少有
教师会有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一
个机智的教育者会保持和加强惊
奇的动力，因为正是这种惊奇激
发了孩子们的各种活动。

作为参加工作多年的老师，
我足够了解孩子们的心思吗？
我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吗？幸运遇到这本书，让我也在
不断的反思中成长。

——读严华银《教育原乡：寻根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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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告文学《张桂梅》

—
—

读
《
教
育
机
智—

—

教
育
智
慧
的
意
蕴
》
有
感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心
向
着
孩
子
成
长
的
方
向

教育学使我们（老师、父母、顾问等）的心向着孩子，心

向着孩子生存和成长的固有本性。

——马克斯·范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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