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
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我骄傲，我看到了
大国教育的真正领路人！我自
豪，我成为了华夏文化的忠实
跟班人！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我 在 五 光 十 色 的 书 香 里 赶
路。寒来暑往，我已经送走了
教坛上的二十四个春秋。中
学语文教师不同于小学语文
教师，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地对
课本上的字词耿耿于怀，对课
内的文章死缠烂打。中学语文
教师，必须要有“两把刷子”。
一把刷子用来美化自己的眼
帘，另外一把刷子用来美化他
人的梦想。课堂之外的光亮，
要能够照耀课堂之内的几十
朵芳心。教育，是有梦想的教
育。梦想，是有文化的追求。

这二十多年来，青丝变白
发的我，在阅读方面首推要用
课外阅读带动文章写作。冯骥
才曾经说过，阅读是欣赏别人，
写作是挖掘自己。我始终认
为，课外阅读重在怡心。如果
你不努力挖掘自己，你就失去
了被别人欣赏的价值。当然欣
赏别人，充其量只是自我欣赏
的插曲或前奏。

我的床头没有一本语文书
的 影 子 ，却 都 是 语 文 书 的 化
身。《一间辽阔的教室》《教师的
力量》《教育，可以这么生动有
趣》《只为做一个良师》《40 岁，
开始学做教育》《写作其实并不
难》《李白传》《杜甫传》《李白与
杜甫》等书籍，点亮和温暖了我
内心的无数个夜晚的美梦。

以前，我的耳畔经常会响
起这样的抱怨：“学习（或工作）
这么忙，我哪里有时间去读圣
贤书呀？！”这是不喜欢读书的
借口，相当于一块赤裸裸的遮
羞布。借口里面，满是无地自
容的元素和羞愧难当的情愫。

在学习自读课文《再塑生
命的人》的时候，学生可以利用
课外读物《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来反射其文。最简单的做法，
莫过于让学生直接标画出这篇
课文中的海伦·凯勒的名言。
譬如“光明！光明！快给我光
明！”“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
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的思
想。”“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
幸福的孩子吗？”这些句子，都
是课文中的“点心”。有道是：

“要想甜，加点盐。”关乎海伦·

凯勒的课外名言，无疑是我炒
作这篇课文理解之菜的另外几
颗盐粒。哪怕是教师的一个小
小的提醒，也总是能够唤醒学
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我
提供的“盐粒”是：“既然人生的
道路上没有任何捷径，我就得
走属于自己的崎岖小路。”这一
发，学生就不可收拾了。每个
学生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作者的
名言，我们就会更清晰、更深刻
地看到集名言于一身的海伦·
凯勒的思想境界。这就是“课
外阅读，重在怡心”的铁证。日
积月累，有了丰富的素材，你还
会害怕自己的文笔不能展翅高
飞吗？

有的人也许会说，写作不
用教，学生们都是无师自通。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学生的
好作文，也是老师教出来的，他
们十分渴望思想的洗礼，迫切
需要文笔的启蒙。比如要用真
人、真事、真理来说话，真心以
待等。每年的秋季开学以后，
我都会让我的新学生们先后写
两篇作文。第一篇作文是《我
的语文老师》，第二篇作文是

《走进秋天》。我多么想看看，
他们能不能把我写进他们的美
文中去呀！

阅读的时候，你或许还只
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士兵；写作
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成为一个
横刀立马的战将。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阅
读
怡
心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写
作
筑
梦

□
贺
承
德

随手拍 悦读悦读·

裴振喜 摄影

4 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胡 玥

美 编 / 陈 玲

电 话：029-87317259
E-mail：jsb8211@163.com悦 读悦 读

一次校长培训中，我第一次听
到《不抱怨的世界》这本书，便被
书名深深吸引，因为我一直有这
样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极为认同
这样的观点。再读这本书，被书
中一个个故事所吸引，被人性的
美好所折服。本文作者威尔·鲍
温，他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影响遍
及106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者学习
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让这个
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
正能量。

书中提到：对于同样一只盛
有一半水的杯子，乐观的人会说
杯子里有一半水，悲观的人会说
杯子有一半是空着的，而爱抱怨
的人可能会告诉你，杯子中的水
没准有毒。对于同样一种事物，
不同的人有迥然不同的认识，因
为他们有着长期形成的不同的性
情、不同的修养、不同的观念、不
同的执念、不同的格局。比如我
们都处在枣园小学，有的人认为，
学校虽然校舍破旧，但管理规范，
队伍和谐；有的人认为校舍不但
破旧，管理也太严格；有的人认为
人心叵测，领导故意为难群众。
于是乎，有的人融入大局，遵规守
纪，以积极的态度和健康的心态，
迎接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为学
校尽心尽力，献计献策，把自己的
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把家庭生活
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得到同事
和家人的赞赏、认同及尊重。而
那些整天抱怨的人，沉迷于自己
狭小的天地，一会儿埋怨工作繁
多，一会儿埋怨学生底子差，一会
儿又讲家长素质低，总之没有什
么能让他满意的，小事做不好，大
事做不了，失去了自己宝贵的信
心和别人的信任。他们充满了怨

气和戾气，而这种气场会吸引同
一磁场的人，形成了一个负能量
的“导弹”，在适宜的条件下裂
变，伤人害己。而具有正能量的
人同样吸引着相同品性的人，他
们也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乐
观向上的气质品格、无私无怨的
奉献付出，通过同频共振形成强
大的气场。

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不幸福的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这段关系中抱怨常存。抱怨
能够扭曲、减弱，甚至摧毁一段
本 应 带 给 我 们 幸 福 快 乐 的 关
系。当然，若你直接跟真正能解
决问题的人交锋，那也就算不上
抱怨了！当人在老板那里受了
气，他会在伴侣面前抱怨，在伴
侣那边受了气，他们会向朋友抱
怨，他们会和所有人抱怨，唯独
不去跟那些真正能够解决问题
的人沟通。不去和引发问题的
人谈，反而去找另一个人说，这
就 相 当 于 制 造 了 一 个 三 角 问
题。三角问题是一种无效的抱
怨，这样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
而会使问题永久存在。健康的
沟通方式是跟解决问题的人谈，
而且只跟那个人谈。比如夫妻，
亲子，上下级，朋友关系等，一旦
出现问题，不要在周围人中去诉
苦、抱怨、唠叨，寻求关注和同
情，而应冷静直面矛盾点，运用
健康的沟通方式，向对方真诚表
达自己的想法，更不要走向极
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
则消息，题目为《来自地狱的女
儿》。加拿大 24 岁亚裔女孩儿詹
妮弗买凶杀父母。因为不满父
母对自己严苛的教育方法，伙同
男友，雇佣三名歹徒枪杀父母，

母 亲 当 场 死 亡 ，父 亲 头 部 永 久 重
创。这场悲剧令人唏嘘，背后却有
着足够的警示意义，詹妮弗的父母
以“爱”的名义，对女儿实施控制和
伤害，而詹妮弗的冷血让人不寒而
栗。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理念未必
确然，但也不应该成为他们被谋杀
的理由。有人说，一个人最大的教
养就是接受父母的不完美，如果詹
妮弗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体谅父母，
试着和父母当面沟通，让父母理解
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向外寻求所谓
的帮助，一味地积攒抱怨，这个悲剧
就不会发生，詹妮弗也会有更好的
未来。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朱清时先生阐述了一个让国民
重建三观的主题：人类的主观意识是
可以测量出来的，是物质世界的基
础。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的想法，
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可能
影响环境和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自
己。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我们是自己的环境，也是他人的环
境，我们与他人之间互为环境，我们
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和世界都有着具
体明确的影响。相信你自己就是最
大的能量场，你强你正，谁也无法伤
到你，反而是你会感染他人，影响他
人。我们都拥有无尽的潜能，只有不
抱怨一切，才能取得成功！

摒弃抱怨 拥抱美好
□邢 朔

随着2020年版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的出炉，继高中课标引入学
科核心素养后，义务教育课标也
正式进入了核心素养时代。因
此，学科教学需要经历新一轮的
改革，要从教知识转向教素养。

素养导向的教学改革，给我
们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催生了
一大波新概念，如核心素养、学
科核心素养、深度学习、真实性
学习、高阶能力、项目化学习、真
实问题情境、合作学习、跨学科
统整、STEM 教育、单元整体教
学、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
目前最热的词就是“大概念教
学”。作为一线老师的个体，绝
大多数觉得有些眩晕感。

但不必眩晕！库恩在其著
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告诉我
们：概念变化是理论变化的核
心，科学革命其实就是科学家观
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更新，这意
味着范式转换前后科学家以完

全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然而，仅有感性的不眩晕还

不够，还应对“大概念教学”的走
向做一些概念的厘清，助力理性
的不眩晕。在寻觅与求索中，阅
读刘徽的《大概念教学：素养导
向的单元整体设计》，廓清了笔
者的一些理性认知。

我们的教育是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要让我们的学生成长为德才
兼备的栋梁，要让学生不仅有知识，
而且要具备运用知识去创造性地解
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的素养。因
此，核心素养的存在与强调，也就
在教学改革的情理之中了。

而核心素养是对信息时代
的人才结构的描述，目前多个国
家和机构都给出了核心素养或
关键能力框架，颇让人有眼花缭
乱之感。但稍对核心素养进行
整理，就会发现它包括两大素养
群，即专家思维和复杂交往。用
通俗的语言来讲，一个有关智
商，一个有关情商。在现实世界
中解决问题这两者缺一不可，虽
然不是说每个人的这两大素养
群要齐头并进，但都要像天平一
样取得某种平衡。

“不要教教材，而要用教材
教”，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实际
上很多人不太理解。“教教材”是指
只教书上的专家结论，“用教材教”
指的是通过专家结论来建立学生
的专家思维，就是我们俗称的“像
科学家一样思考”“像文学家一样
思考”……专家思维更具生活价
值，而没有专家思维支撑的专家结
论，其生活价值微乎其微。

核心素养的核心是真实性，
指向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而专
家思维和复杂交往是真实性的
两大支柱。素养导向的教学改
革，要从教授专家结论转向培养
专家思维。因为，学生只在某个
学科或者某个单元内才显示学
会了的知识，是不会运用的死知
识。这样的知识既难在单元与
单元间迁移，也难在学科与学科
之间迁移，更难在学校教育与现
实世界之间迁移。

至此，“大概念”这一概念
就登场了——“大概念是反映
专家思维方式的概念、观念或
论题，它具有生活价值。换言
之，大概念标志着专家思维的
形成，而以往我们所教的小概
念常常只反映了专家结论。”以
冰山理论观之，小概念是浮在
水面上的看得到的专家结论，
而大概念则反映了水面下看不
到 的 专 家 思 维 。 比 起 专 家 结
论 ，专 家 思 维 更 具 可 迁 移 性 。
大概念教学，就是在学校教育
与现实世界、现在与未来之间，
搭建起一座牢固的桥梁。

于此，从教授专家结论转向
培养专家思维，这正是大概念教
学的应然走向。

这个懒散的午
后，我在芳草清新的
矿区林荫路上，翻完
了《天才在左，疯子
在右》的最后一个篇
章——《人生若只如
初 见》。 仅 这 七 个
字，我的心竟倏然明

朗了，多日来积聚在一起的纠
结、困惑渐渐烟消云散。

作为理科高材生的我，曾一
度自负于自己的缜密逻辑思维、
完美的逻辑理论，自信对这个世
界有着本质的认识。朋友推荐这
本书时，我曾大为吃惊：疯子的世

界全是一些“疯言疯语”，怎么还
会有人记录这些？最终，我决定
买下这本书，最大的诱惑来自我
对此书作者高铭的好奇——一个
耗时四年游走于各大精神病院，
研究各类精神病患、心理障碍者
的人。

全书采用单一访谈的形式——
“一问一答”，记录了诸多精神病
患者的痴言痴语，这些主人公全
是经业内顶级专家鉴定过的精神
病患者。他们或臆想，或异能，或
人格分裂……然而可怕的是他们
个个有一整套堪称完美的逻辑体
系。在他们的“辩口利辞”下，世

界未解之谜有了完美的答案，宇
宙的本质也清晰可见。“宇宙是多
个复制体”“石头也是有生命的”

“在四维时空里一切生物都只是
长长的虫子”……在这些“有思
想、有文化、有内涵”的神经质病
人的灌输下，我竟从心里开始认
同他们的观念、理论、解说，而对
自己先前所认知的世界，所掌握
的学识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让
我产生了极度的恐惧，我害怕我
自己其实也是“精神质患者”中的
一员，而伪装在正常人之中。

我就这样在纠结、挣扎中，一
步一步最终翻到了最后的篇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终于明白：
那些冷峻的甚至是有着偏激人格
的精神病患者，也不可否认他们
是执着于生命意义的忠实求索
者，对人生、对世界有着深刻而敏
锐的洞察。而轻轻地合上书籍，
望着眼前的这个世界，天还是那
么蓝，水还是那样清，芳草的香味
还是那样萦绕不停。我的心渐渐
从容、安宁：如果天才在左、疯子
在右，那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唯
有选择中立不倚——不执念、不
痴念，一切便只如初相见。

——吴娜评《天才在左，疯
子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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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长篇笔记小说《秦
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年
5月出版）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
述秦岭中人与自然的57个故事，
其中有山川里隐藏着的万物生
灵，有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
语，还有万千沟坎褶皱里生动的
物事、人事、史事。

小说 57 个故事的主人公有
山川河岳 、庙宇灵窟 、树精石
怪；有长人脸的獾 、移炸药的
狐、通人性的狗、会说话的鱼、
看见别人梦境的人；有高僧大
德、良医匠人；有仗义之人，也

有屠狗之辈。但是，如果细细
品读，会感觉作者在描写这些
志怪传奇的时候，其背后是用
隐喻或白描的手法，展现世间、
人间、世事之百态。如小说中
白又文看到了村里人的梦，得
出的结论：“梦是现实世界外的
另一个世界，人活一辈子其实
是活了两辈子。”对于梦醒后充
满疑惑的我们，值得去思索小
说中，作者借草木之事隐指世
间之真理。桦树夫妇的故事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聪明”人
反受己害展现得淋漓尽致；驼

背梁后人家翻修老屋剩下的沙
土上长出的草苗与树苗一样被
铲除的结局，在告诉我们，一样
的平台，一样的环境，不会因为
树苗的高傲而改变结局。

《秦岭记》里有秦岭的天文
地理、轶闻琐事、风土民情和生
活况味，满溢贾平凹对故土的情
感温度，书中篇篇故事更是充满
言外之意，字字句句透露弦外之
音，荒诞、魔幻的叙事背后是严
肃的社会思考、人性透视和生活
哲理。

世相百态，尽现书中。在阅

读《秦岭记》时，可愤愤不平，可
会心一笑，可心酸不已；但不能
忽视书中所传递的“遵从自然，
违者必报”的思想；不能忽视对
世间有贪婪之人、歪门邪道之人
的规劝。读完《秦岭记》，书中的
一个细节、一个人物、一个事件
如还能在读者的脑中盘旋、心中
默念；或者在读者破解难题时被
想起；或者在闲暇时刻能够将书
中的故事讲述给别人，让众生所
知所道，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意义所在。

——杨瑞芳评《秦岭记》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
《悠悠岁月》采用的是“无人称自
传”的方式，初读有些不太适应
这种无章节的散漫式叙述。但
当沉住气静心阅读时，会一点点
地进入到作家架构的细节氛围
和情境当中，会发现别有洞天：
悠悠岁月如舒缓的电影慢镜头，
娓娓道来……小说的时间跨度
有六十年，在作家的笔下，说不
上过往哪个时代是最好的，哪个
又是最糟的时代，作家不过是悠
悠岁月里一些事件的亲历见证
者以及回忆的记录人。

对《悠悠岁月》的阅读并不
是无章可循，小说中每一个长长
的叙述语境都是由一张具有年
代感的照片引领开启，不同照片
定格了一个人或一家人的特别
瞬间，它也是时代的印迹缩影，
这样使小说中悠长的回忆自然
地衔接，不显得突兀。而且作家
回忆中那些日常的絮语听起来
也很让人共鸣，如“我们换了电
视。彩色屏幕上的世界更美了，
里面的一切都更加令人向往”；

“我们贬低它们：指责洗衣机磨
损衣服，电视机损坏眼睛并使人

睡得很晚”，这种对于新事物喜
忧参半的矛盾心理你我不是也
曾有过吗？

埃尔诺的作品早在十多年
前就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曾获“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
说”奖，她曾在《致中国读者》中
写道：“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
说《悠悠岁月》能使你们，中国朋
友，接触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一
个法国女人、也是和她同一代的
人所熟悉的记忆……它根据对
从童年到进入老年的各种不同
年龄所拍摄的照片的凝视，勾勒

了社会的进程和一种生活的内
心历程。在让你们沉浸于这些
你们也经历过——也许不一样
的岁月的时候，愿你们能感到，
其实我们完全是在同一个世界
上，时间同样在无情地流逝。”如
此，虽是无人称的自传引发的却
是集体回忆，即使阅读者有年龄
之分，有国家地域之别，但仍能
找到其中熟悉的部分并且感同
身受。我想这是作家写作的初
衷，也是读者阅读《悠悠岁月》的
价值和意义所在。

——盛丽秀评《悠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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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抱怨的世界》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