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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教师倾其所有精力、美德
与创造力，他能为学生做什么？他能带
给学生什么？已经三次通读《第56号
教室的奇迹》一书，书中的主人公——
美国的传奇教师雷夫·艾斯奎斯给了我
答案，并告诉了我很多很多……

雷夫说：“破裂的信任是无法修
补的，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补
救。”开学的第一天，雷夫就和孩子们
分享了“后倒接人”游戏来告诉他们
这个道理。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用诚
实的行动建立起来的，破坏了就需要
用很长的时间来修补，这也同样适用
于老师和学生之间。

如何建立起师生之间的信任
呢？雷夫说：“随时为孩子们挺起可
靠的肩膀，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
这正好和我们的“身教重于言教”是
一致的。曾经，班级里有个乖巧而内
向的小男孩小涛，开学一两个月了几
乎没有怎么听他说过话，见到我就是
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一次早读的
时间，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走到他
跟前小声问：“小涛，是不是不舒服？”
小涛一抬头，满头大汗，弱弱地说：

“老师，我头晕！”“是不是没有吃早

饭？”他点点头。于是，我扶着他到办
公室，给他拿了面包、牛奶。吃下东
西后，他脸色好多了。下课了，我总
会去问问他。小小的举动，是老师的
职责所在，但小涛却记在了心里，多
次在作文中写到这件事。后来，和我
的相处也发生了变化。每当我有些
许细微的变化，小涛总能捕捉到，及
时送来小温暖。信任，创造了美好。

雷夫说：“着力孩子的品格培养，
激发孩子自身的高要求才是成就孩子
一生的根本。”于是，他依据“道德发展
六阶段”理论引导孩子的人格成长，其
终极目标“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奉行
不悖”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慎独”不
谋而合。在雷夫的引导下，孩子们的
品行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个个谦
逊有礼、诚实善良，收获了受用一生的
财富——高尚的人格和坚韧的信念。
读这一章节内容时，我为自己的浅薄
汗颜。为了管理好班级，我想出了各
种奖惩方案，“小红花”“小红旗”“愿望
盒”“红领巾奖章”等，可谓五花八门。
每一项奖惩措施出来后，通常是在一
段时间内对一部分孩子有效。为了这
个“有效”，我又开始琢磨新的奖惩方
法。不知不觉中，我似乎患了“奖赏症
候群”。而我却把这些归咎于孩子们
不听话、不懂事、不明白我的良苦用
心。可雷夫说：“我们要孩子们知道，
行为得宜是应该的，不需要给予奖
赏。”只有这样，孩子们才可以达到第
三阶段、第四阶段，甚至第五、第六阶
段，从而拥有美好的品德。所以，我应
该要改变了。

书中的雷夫有智慧，他引领孩
子，让教育展现无限的可能。以“培
养终身阅读的孩子”为例，雷夫说：

“我要我的学生爱上阅读。阅读不是
一门科目，它是生活的基石，是所有
和世界接轨的人们乐此不疲的一项
活动。”于是，他引领孩子们走上阅读
之路——帮孩子们挑选书目；教家长
如何指导孩子阅读；教孩子们善用图
书馆；告诉不会阅读的孩子怎么办；
进行阅读评估，等等。渐渐地，孩子
们在阅读中或发出笑声，或流下眼
泪。我也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也在
指导孩子们阅读，可是我都做了些什
么呢？一本书名推送给孩子们，一周
检查一下他们的简单阅读笔记，至于
他们有没有读懂书的内容，应该怎么
读，读后有什么收获，竟然是全然不
知，似乎只关注期末考试学业成绩是
否提高了，且厚颜无耻地把他们的优
秀成绩当做自己的功劳。至于那些
学业成绩差的孩子，我却从未考虑过
他们为什么差，根源在哪里。原来自
己要学习和改变的地方很多啊！

掩卷沉思，我想：如果我也和雷
夫一样对教育和学生有信徒般的坚
持、亲人般的亲切、专家般的自信、战
士般的勇敢、贤哲般的智慧，我是否
也可以打造这样的一间教室，创造这
样的一个奇迹呢？会的！

潜藏的整体：乡土与现代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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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片名源自清华
大学校歌的歌词“立德立言，无
问西东”。影片叙事横跨民国到
上世纪 60 年代，尤其聚焦抗战
时期西南联大的历历旧事，这也
是 清 华 校 史 中 最 为 传 奇 的 一
笔。片中的清华老师，不只是简
单的教书匠，他们用自己的真诚
去感染学生，做真实的自己，教
授人生的格局和见识，打捞往昔
记忆，那些师者仿佛进入现场叩
问历史。

梅贻琦等卓然不凡的艺术
群像，生动展现了从抗战爆发的
清华到烽火硝烟的西南联大，芳
华奉献家国，用满腔热血和拳拳
的赤子之心奠基中国科教大厦的
史实。

《无问西东》由摄影师曹郁拍
摄，追求复古的质感，胶片的色
彩饱和，明信片般的画面，传递
出不同年代的环境氛围。印象
尤深的是清华大学的场景——
秋天，一排金黄的银杏剪影如童
话。冬天，雪覆了结冰的荷塘，连
自清亭也掩去了颜色。清华是美
的，每一座精致的桥，每一棵依依
的柳，每一段铮铮的历史，每一瞬
匆匆的芳华，百年的沧桑，令它美
得不可收拾。

1924 年，泰戈尔在清华学堂
演讲，向莘莘学子倾吐心声：不
要遗忘自己的真性情。台下的
吴岭澜此时正在迷惘中，他文科
很好，但所学的理科专业却垫
底。教授建议他转文，但彼时
流行理工兴国论。他询问时任
清华教务长的梅贻琦：何为真
实？梅回复：你看到什么，听到
什么……如果有一种从心灵深
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
的，平和与喜悦，那就是真实。
吴岭澜心悦诚服弃理从文，到
了抗战时期，他已成为西南联
大的知名教授。因而，心于自
心 之 外 ，无 论 外界社会如何侵
扰内心，无论世俗的力量有多强
大，只要内心没有杂念，勇往直
前，无问西东，就能做最真实的
自己。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的责
任心和使命感，吴岭澜和梅贻琦
的对话，让观众看到教育者的坚
持。即使在日机轰炸的山洞下，

吴岭澜也坚持授课，不仅彰显着
何为教育的真谛，更用爱的力量
唤醒了内心真实的想法。最动人
的莫过于结尾彩蛋，许多人并未
起身，字幕落下，大提琴像是哀戚
的潮水。每一位历史人物的剪
影，都是观众向学界前辈的深沉
致敬，犹如 1999 年经典电视剧

《我亲爱的祖国》。昔日学人风
骨，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徐
志摩、钱锺书、朱自清等一一在片
中亮相，滴滴如麻的泪水滚湿衣
襟，歌剧式的配乐，淌在心间，铭
于深骨。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是
良师益友，他以切实行动温润
着、感染着每一位观影人，用生
命影响生命。《无问西东》不像很
多单纯的催泪片那样情绪集中
在片尾大爆炸，更多是通过细腻
的处理手法和舒缓的节奏——
联大教授上课，让学生静坐听
雨，对于抗战的不屈，话剧歌剧
舞美的夸张，让情绪在一点一点
释放，虽不强烈，但却持久。

2008 年，我代表陕西省参加了
全国第七届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
赛，凭借《燕子专列》一课的教学，
获得了一等奖及最佳教学设计奖，
应该说，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经历
了这次国赛，我更清楚地认识到，
对于小学语文课的教学，自己需要
研究的还很多，必须静下心来，好
好地钻研钻研。

那时，我特别羡慕有些选手，
有名师做师傅，多幸福啊，他们成
长起来当然会很快。而我只是一
个普通的一线教师，与名师的距离
太远，也不认识他们，怎么办？另
辟蹊径，我开始在网络上追随名
师，开始了对名师课例的研究。

其实，之前也看过不少名师的
教学视频，读过不少名师的教学实
录，但缺乏系统性。这次，我不仅
要读要看，还要展开研究，让自己
的课例研究更加深入。于是，我开
始整理名师们的教学实录，下载他
们的教学视频，进行研读深思。

……
课例研究对于我的专业成长

来说，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今天，我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这样一个不错的课例研究方
法，有没有可能让更多的老师也用
起来，让更多的老师也能通过有深
度的课例研究，提升教学水平，实
现个人专业成长的飞跃发展？

我想是可以的。
当下，老师们使用的是统编版

教材，如果能够提供统编教材中的
课例，老师们一定会更熟悉，会觉
得更实用。所研究的课例，一定要
经过实践的验证，这样研究的实效
性才会更强。最好还能兼顾到不
同学段、不同文体的课，如果还能
把老师们不常看到的语文园地等
的教学也囊括其中，那就更好了。
原本准备收集相关的课例，但发现
现在很多网站上的视频都设置了

密码，收集有一定的难度。
索性自己上吧！于是，从 2019

年开始，我着手做这件事。开始研
读教材、设计教学、制作课件、录制
课程、整理实录。四年的时间里，
我上了 150 多节统编教材的公开
课，实现了全学段、全课型的覆盖。

课例研究的重点其实不在课
上，而在于对课例的剖析研讨上。
很多老师也经常观课，很多学校的
教研组也会组织老师们听课，但为
什么效果不够好？我想，可能更多
的一线教师只看到了课堂呈现，而
没有去挖掘这堂课背后的设计意
图，没有领会教学原理是什么。课
例研究，我们必须从课堂看到背后
教者的设计意图和教学思考。

我想到了吴忠豪教授，他是一
线 老 师 非 常 喜 欢 的 一 位 大 学 教
授，他的评课深入浅出，总能带给
大家很多启示。吴忠豪教授之前
做过校长，做过教研员，后来又在
大学工作，可以说，他就是理论与
实践完美结合的代表，如果他能
够来剖析课堂，那老师们的收获
一定不小。

有些忐忑，但我还是鼓起勇气
邀请了吴忠豪教授。吴教授也觉
得这样的深度课例研究很有价值，
能够给一线教师的课例研讨带来
很直观的示范，对于提升学校教研
活动的质量很有帮助。

于是，我们开始了行动。
为了带给老师们更直观的示

范，我们决定用视频的方式来呈现
对课例的剖析。临近春节，我才整
理好了上课的视频，发给了吴教
授。没想到春节后不久，吴教授就
将课例评析的视频发了回来。

打开视频，我被深深地震撼
了。吴教授的评析非常细致，比如
课堂上学生朗读用了多长时间，哪
个学生是如何回答的，他都做了细
致的评析。看到这里，我能想到他
认真观课、详细记录的画面；我也
能推测到，在过去的二十天里，他
花了多少时间进行观课记录、剖析
整理。为了更直观地进行呈现，每
节 课 的 点 评 吴 教 授 都 制 作 了 课
件。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就是为
了让老师们更真切地看到研讨课
例的过程，得到更大的启示。

吴教授不仅评课深入浅出，能
够带给老师们很大的启示，没想
到他虽已年过花甲，信息技术水
平还那么高超。我看到他录制的
评课视频都是高清版的，就问是
谁 帮 着 录 制 并 剪 辑 的 。 吴 教 授
说：“是我自己录制的，录好后做
了些剪辑。”天哪，那一刻我有些
愧 疚 ：我 能 自 己 录 制 高 清 视 频
吗 ？ 我 自 己 会 进 行 后 期 的 剪 辑
吗？吴教授简直太厉害了！

因为我的每一课都是精心设
计的，录制也很用心，加上吴教授
的点评深入浅出，录制效果也很
好，所以这个课程一经推出，就深
得一线教师的欢迎。于是，到了
秋季，我跟吴教授又推出了第二
期课程，依然展现的是深度的课

例研究，依旧得到了老师们的一
致好评。

两期课程，涵盖了小学的三个
学段，包括阅读教学、习作教学、口
语交际教学以及语文园地的教学，
这样全学段、全课型的课例研究对
一线教师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视
频版的课程深受老师们的欢迎，于
是，我跟吴教授商量，精选其中的
课例和评析，把最具代表性的篇目
集合起来，出一本书，这样老师们
就可以随时翻阅了，对老师们的教
学研究帮助会更大。吴教授很赞
同我的想法。

一线老师可能看不到一节课
背后的设计原理，没有关系，那就
看看吴教授是怎样剖析的；学校
要组织课例研讨不知道该如何着
手，不要着急，看看这本书，一定
会得到启示。

在这本书中，大家不仅可以看
到统编课该如何上，更能读懂好课
背后的教学原理，这对于提升一线
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在
这本书中，大家还能看到课例研究
的方法，如何有效地评课，从哪些
角度评课，这对于提升教研组活动
的质量是很有启示的。

在各类杂志上，大家经常会看
到名师课例的点评。但吴教授的
评课的特点是不仅肯定优点，还会
指出不足之处，从学理的角度进行
剖析，并且会给出改进建议。这对
于提升老师们的课例研讨品质是
非常有帮助的。老师们看不到的
问题，他会告诉大家，老师们想不
到的改进办法，他也会告诉大家。

要想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要
想提升学校教研活动的质量，这本
书，你应该读一读。

（摘自王林波、吴忠豪著《统编
小学语文优质课例与深度评析》一
书“序言”，有删节。山东城市出版
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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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命题相反的是假命题，
但是与一个深刻真理相对立的，
可能是另一深刻的真理。”这一理
论界定了对整体思考世界的悖论
概念。借用这一基本原理来解读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一章《乡土
本色》会探索到什么呢？作者笔
端的乡土指什么，本色怎么样？
有几个维度？作者想要传承或舍
弃什么呢？

追根溯源。“土”字的第一层
意义是“泥土”。作者认为乡土
的第一要义是“土”字，且用得很
好，种地是乡下人谋生的办法。
三条大河的流域成为农业区，最
大多数人是拖泥带水去田里讨
生 活 的 。 土 是 万 物 生 发 的 源
头。有土就可以生活，生活就是
繁衍、发展。

“土”的第二层意义“（用土）
筑城或建成房屋”。在我的家乡，
物质的贫乏，缺少建屋架梁的材
料。乡亲们就地取材，挖窑洞成
住宅，冬暖夏凉。祖辈留下的窑
洞根本不够居住，兄弟各自另立
门户。父母亲就倾其所有，请年

轻有力的亲友帮忙，从平地往下
开挖窑洞，铲土运出，风雨无阻，
夜以继日地劳作……一面两孔窑
洞，四面八孔窑洞，一个留作出
口。接着再向下打水窖、红薯
窖。一院庄子就在土方运出中
建成，安家乐业是乡下汉子一生
最宏伟的梦想。所有来助力的
亲朋都是因为乡情、亲情，没有
任何报酬。因土连结的乡情乡
意渗透于骨血之中，从土里长出
的光荣历史历历在目。如今，随
着居民点的建成，父母辛苦挖掘
的窑洞已随着退耕还林工作推进
被填平。

乡土的“土”是乡下人的命
根，具有神性。“靠种地谋生的人
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在数量上
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

‘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人
们顶礼膜拜的原始崇拜物。每
逢春种、秋收，人们都要隆重祭
祀、祈福，寄托着美好的愿望。
一颗种子入土，寄托着乡下人无
数的希冀！

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礼

俗性的，即乡下人的本色。乡下
人的社会性质是没有具体目的
的，是有机的团结，是“熟悉”的社
会。规矩也是“习”出来的礼俗。
从俗就是从心，就像所有的乡亲
会互相合作种地、收割一样。彼
此的行为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
靠性，落地生根。人情大于天，特
别是乡邻的婚丧嫁娶，更是场场
必到。

以上维度是作者探索的乡土
本色的真实存在。它的底色是礼
俗，是温情，是落地，是生根……
也是作者的礼赞。

凡是看得见的事物，悖论是
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看到潜藏
的整体。无论是现实社会中的，
还是作者笔下都是有悖论的。
在礼赞的同时，乡土本色还有另
一面。

乡土社会具有束缚性。乡下
人腿脚在泥土里扎根、生长，自然
的就有些飞不上天。从人们与空
间的关系上说，土气是因为不流
动而发生的。以土为生，人们似
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代地传

承下去，成为常态。流动是微乎
其微的。即使搬迁，也是继续找
到土地，拼命垦地，找到心安，过
着孤立和隔膜的日子，耕种活动
只是浅显的分工。

乡土社会是熟人的场域。人
们的交往不需要太多原则，所有
的问题靠“熟识”就理所当然地解
决。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又有多
少的开创呢？

诸如此类的观念，如何在陌
生人、急速变迁的现代社会适应
呢？如果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农
业社会，又如何能培养出适应工
业、智能社会的人呢？

我们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继承，潜藏的整体，更待我们
深挖。这是不是需要我们长远看
待乡土呢？是不是需要有重新平
衡的尺度呢？

“乡土本色”是乡下人扎根土
里，生老于斯，从心生根，思考着
最大的生计问题，奉献着最壮胆
的粮食。

致敬我们的乡土，保持我们
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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