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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课堂育人的新要求，
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归根结
底需要深化教学改革，关键在
于教师践行科学的教育观、课
程观、教学观和学习观，包括对
学生的尊重关爱与道德示范、
对课程文化价值的理解、对育
人目标的架构、对核心素养的
挖掘、对教与学关系的把握、对
学生学习规律的了解、对教学
结构的设计、对学生学习过程
的调控等。

一、教师育人境界与课程
文化精神要彰显高尚性

教师没有爱，何以实现育
人？教师不能“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何以成为
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为
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以
至真至爱的教育情怀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尊重每一名学生
的生命、智慧、人格与个性，要
通过充分表达对自己所教学
科的热爱与自身的幸福感来激
发学生对学习这门学科的信心
与兴趣。然而，我们不禁深问：
我们的课堂教学是否坚守住了
这个最基本的育人底线？作为
教师，我们对学生有爱吗？有
真爱吗？有至真至爱吗？我们
对每一名学生总有至真至爱
吗？从没有爱到有爱，从有爱
到有真爱，从有真爱到有至真
至爱，这对于我国中小学教师
来说，应是无条件去追求和实
现的境界!当然，这可能要经
历一段长长的历程!

课程内容是人类文化的精
华，是系统化和有价值的经验，
蕴含着人类知识创造过程中的
理想、信念、思想、情感、方法和
智慧，对学生的生命成长具有
多维且深刻的影响。这就需要
教师充分挖掘课程内容背后的
文化价值，将人类优秀文化嵌
入学生的精神世界，给学生以
高尚深厚的文化教养，从而把

学生主体的精神空间塑造得更
加广阔、高远、深厚而灵慧，并
借此主动参与人类优秀文化的
再创造。课程的文化精神是育
人的根本滋养，教师若不深入
挖掘并呈现给学生深刻而精致
的课程文化，不对学生现身说
法地表达自己对所教学科的热
爱以至痴迷，课堂育人将成为
一句空谈。

二、教学基本规律与学习
活动机制要遵循本真性

课堂教学是“以学定教”与
“以教导学”的动态统一，意味
着“教”与“学”总是彼此呼应、
相辅相成的。当学生的“学”
（思维、情感、态度等）处于弱化
或遇到困境时，教师就必须对
学生的学习给予适切的“教”
（启发、激励、引导、讲授等）；伴
随 教 师“ 教 ”的 强 化 ，学 生 的

“学”也逐渐得到强化；此时，教
师的“教”就要适时地逐渐弱化
下来，从而使学生的“学”得到
更好的强化。这才符合教学的
基本规律。反之，如果教师忽
略或无视学生的学习状态，或
者学生的学习没有得到教师

“教”的回应，那么“教”与“学”
就是缺位或错位的，这也就不
是本真的教学。

学习是一个“学”而后“习”
的完整逻辑过程。“学”是一种
获 得 知 识 和 经 验 的“ 觉 悟 行
为”，表现为个体通过对学习对
象 的 感 知 达 成 理 解 和 内 化 。

“习”是一种获得知识和经验的
“实践行为”，表现为个体通过
对内化知识的巩固达成强化
和迁移。为此，教师要立足学
生的学习逻辑，对课程内容进
行与之呼应的教学设计和组
织调控，确保学生基于课程文
本和教师调控实现科学的认
知，从而使课程内容被学生所
理解并创生新的文化。反之，
如果学生学习的逻辑与课程内
容的内在逻辑不相符，那么，学
生的学习也就不是科学而有意
义的学习。

三、课程育人目标与学生
学习过程要强化丰厚性

立 德 树 人 是 课 程 育 人 目
标的根本遵循。仅仅关注学
会知识和提高分数的课程目
标，显然与立德树人的任务要
求相悖，却仍是目前诸多课堂
教学的主导目标。这样的课
程目标并不能实质性地提升
课堂教学效率，却因过分强调
训练和强化，最终导致课堂教
学 的 单 薄 、乏 味 、拘 谨 和 软
弱。如此，课堂教学内容的育
人价值怎能充分体现？学生
的 学 习 过 程 怎 能 彻 底 展 开 ？
教师的教学调控怎能从容打
开？师生的智慧情感怎能尽
情释放？这将造成对课堂教
学育人文化的格局性伤害！

充 满 育 人 价 值 的 课 堂 往
往是通过创设一个个能够激
发学生思考、探究和交流的，
富于启发和挑战的，内涵丰富
的“高层次”问题，再让学生经
历一个个深刻而完整的问题
解决历程，如让学生自主发现
和提出问题，不轻易告诉学生
解决问题的明确路径，让学生

置身于解决问题的困境中，避
免过早地告诉学生答案，让学
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尝试犯
错误等。相反，如果教师只是
设置一些简单的“记忆性”问
题，或者只是通过类似一问一
答式的教学处理，把教学内容
直接传输给学生，可以想见身
处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会有
怎样的收获和体验。没有育
人目标和学习过程的丰厚性，
课程的育人目标又怎能完美
达成？

四、教学结构设计与教学
策略选择要追求灵动性

课堂教学结构是指课堂教
学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教学活动的组织
进程。毫不夸张地说，课堂教
学结构对课程育人目标的实现
几乎有着决定性影响。

新课程实施以来，许多课
堂教学采取固化的教学模式：
设置情境，激发兴趣；小组合
作，互动交流；汇报展示，总结
点评；巩固强化，应用拓展。显
然，这是以“教学策略”为主体
搭建的教学结构。这样的教学
结构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教学
内容、什么样的学生，教学都将
按照统一的模式与流程进行。
至于课程内容如何安置和演
绎 ，在 这 个 模 式 中 并 没 有 体
现。事实上，对于具体的一节
课来说，即使课程内容相同，由
于学生的学情不同、教师的教
学观不同，教学策略（包括让学
生 选 择 的 学 习 方 式）也 会 不
同。因此，整节课所呈现的各
个环节及其组织进程必将不
同 ，课 程 目 标 的 实 现 也 将 不
同。这就意味着，以“教学策
略”为主体搭建的教学结构必
将难以实现课程的育人目标。

课程内容应是架构教学结
构的主体要素和先决条件。课
堂教学首先要架构“以课程内

容为主体”的教学结构，在此基
础上选择和确定彼此呼应的教
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依托课程
内容架构的教学结构所开展的
教学是灵动的——课程内容的
组织是灵动的，教学策略的选
择也是灵动的。

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
设计时要深入追问课程内容的
核心本质和知识结构究竟是什
么，学生学习这一课程内容究
竟需要哪种学习结构。在明确
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再构建课
堂教学结构。教学结构是由
一个个问题有逻辑地构成的，
而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解决
一个个问题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根据具体的问题
以及学生解决这个问题的具
体情境，切实采取相应的教学
策略。这一过程，也正是“问题
展开过程”与“学生学习过程”
彼此呼应的过程，是“以学定
教”与“以教导学”相辅相成的
过程。

“育人为本”作为课堂教学
的核心理念，就是力图使课程
的文化价值、教师的主导作用
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
学活动中三位一体协调作用，
切实保证课程的育人功能、教
师的育人功能以及学生的自主
发展动能得以实现，并真正让
课堂教学回归其原本意义，遵
循其基本规律，弘扬其根本宗
旨。无疑，“育人为本”更能启
发教师完整地把握课堂教学的
原本意义，更能规范教师自觉
地遵循教学的基本规律，更能
引导教师坚定地践行课堂教学
的根本宗旨。

课堂育人——正是深化课
堂教学改革的一份文化期待！

（摘自《〈义务教育化学课
程标准（2022 年版）〉案例式解
读》前言，主编：陈颖 黄燕宁，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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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面宋人》是一部很有巧思的
作品，在堆积如山的宋史读物里，独
辟蹊径。

自序说，“看尽宋人百态，人世
浮沉”，“看到的是‘宋人百态’，照见
的是千疮百孔的自己”，而副书名

“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表明了这本
书的叙述和研究对象。作者仇春霞
精选 120 余幅书信真迹，考察 60 余
位名士的笔迹，以书信为链条讲述
相关的事件、人物的生平和当时的
历史场景，全书分为请战、为官、治
学、通人情、了生死五个部分。

《文心雕龙·书记》有言：“详总
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
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
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书
信之可贵，就在“尽言”，是亲友之间
的心声吐露。但是，处于政治权力
中心的士大夫群体的书信，在涉及
公家事务之时，势必文过饰非、遮遮
掩掩。我们读他们的书信，要透过
纸张言语的层面，去触摸他们的心
声，把脉历史真实的走向。

比 如 ，范 仲 淹 写 于 庆 历 二 年
（1042）的《边事帖》说：“仗朝廷威
灵，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可是，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云淡风轻，宋夏
战争正在烽火燎原之际。比如，绍
兴七年（1137），宋高宗赵构《付岳飞
书》，赵构姿态放得很低，谆谆慰问，
殷殷叮嘱，仿佛对岳飞十分感激与
信任。而仇春霞说：“岳将军，请警
惕皇帝的低姿态。”仇春霞结合刘光
世的“淮西兵变”，说明赵构被亲信
背叛之后深受打击的焦虑感，岳家
军的命运从此埋下隐患。

从蔡襄写给余靖的《安道帖》引
出了余靖平广西侬智高叛乱之事。
仇春霞说余靖没有特别高超的才
能，也没有显著的文治武功，一生只
如耕牛，老死犁旁，但正是这无数个
余靖，才成就了北宋玩家们的“风
雅”。章楶是“游击战”名将，他早年
没能考上进士，在基层蹉跎了16年，
他为宋朝抵御西夏驻守边防直到73
岁，章楶的作战策略经常受到朝廷
主和派的辖制，屡次被调任，奔波在
途中。今人皆知岳武穆，可是，有多
少人知道还有一位同样加封谥号

“武穆”的将军呢？那就是刘锜。刘
将军抛头颅洒热血，暮年贫病不堪，
受尽小人污辱而气绝身亡，读他的
书信，令人泣下，为他的遭际而愤懑

不平。
在宋代，“有文化”的意义远不

止于能够写作常规的书面文件。良
好的教育意味着能写文学作品，更
高水平的则要用高雅的形式写作具
有创意的作品。宋代文人的书信，
不仅为了交际，也是书法艺术品，是
抒情与交流的方式和个人成就的载
体，还是丰富文化内涵、推动文化发
展的形式。这些传世书信的图像，
有很高的鉴赏性，也是阅读该书的
一大乐趣。

全书五部分，都有蔡襄的书信
出场，可见仇春霞对他的偏爱。蔡
襄的历史口碑不好，“前丁后蔡”，与

“溜须”的丁谓相提并论，这个说法
是苏轼先说出口的。蔡襄是福建莆
田市仙游县人，生于农村，寒门出的
贵子。蔡襄谦和亲近，爱好广泛，他
担任福建路转运使期间，主持贡茶
工作，研制名茶“小龙团”，宋仁宗很
爱喝，君臣相处融洽。蔡襄识茶，写
有《茶记》，懂得笔墨纸砚的制作，会
鉴赏书画，长袖善舞，交游遍天下，
书信往来很多。蔡襄为人圆滑，识
时务顺人意，处理案件总是平息事
端，尽量不得罪高位的人。所以，蔡

襄是不怎么受苏轼待见的。
苏轼的书信，足见其人风范。

苏轼喜欢文同画的墨竹。在宋代，
文人仍以诗文取胜，画技被视作匠
人之艺，因此，文同不愿意画画，更
不愿意赠画，而苏轼就软磨硬泡，
想尽办法索画，表现得很无赖，用
很夸张的语句极力赞美文同的画
艺。只要逮着机会，苏轼就会跟人
宣扬文同的画有多么好，中国文人
画自此始，苏轼之功善莫大焉。书
中还讲了苏轼与僧人宝月、友人陈
季常的友情，还有苏轼扫雪、赏梅、
买房、酿酒的诸般趣事，与苏轼豪放
不羁的书信手稿，一起跃然纸上，音
容栩栩。

这些传世书信的解读和延伸讲
述的故事，都是用平易的语言表述
的，全书有很好的可读性，有很多有
趣的故事。研究闲读两相宜。

“育人为本”之于深化教学改革的实践策略

“生而为人，是为了活着，
又不只是为了活着。”翻开毕啸
南的短篇小说集《生而为人》，
这句话瞬间便击中了我的心。

书中描述了胶东半岛上九
个底层小人物真实而悲伤的不
同人生命运，“他们饱含着生命
的沧桑与情感，去接受命运的审
判，在这尘土满面的人世间。”他
们卑微且渺小，饱经岁月风霜，
历尽生活苦难，但是他们依然善
良，依然执着，依然饱含厚重而
炽烈的情感，以不屈的生命力与
不公的命运顽强抗争，他们“把
悲伤装进心里，把希望穿在脚
上”，用坚强和韧性筑起人类面
对苦难的最后一堵墙。

生而为人，即使在泥泞中
匍匐前行，也不忘内心的深情
与高贵。《浮生如树》是一个巨
大又惨烈的悲剧。患有癫痫的
祝长生与讲话就流哈喇子的瑛
姑相爱又相怜，组成了一个温
馨的家庭，后来儿子在工地上
断腿，女儿去世，祝长生精神分
裂，最后八十二岁病发杀了同
样疯癫了的瑛姑。这一对被命
运抛弃了的可怜人，被动地承
受着岁月袭来的狂风暴雨，却

也有着温馨的浪漫，在院子里
种下与儿子、女儿名字相同的
樱桃树以示纪念。

生而为人，儿女是父母心底
最深切的爱和期待。《小团圆》里
老周爷、老周婆无法接受儿子意
外死亡的噩耗，坚信儿子没有
死，跋山涉水全国各地徒步去找
儿子，一周，一月，一年……可时
间并非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有时
它只是将痛苦拉扯得更为细碎
绵长。老周婆病了，一个人守在
故乡，凄凉地等待着仍然奔波在
路上寻子的丈夫，当她病重时，老
周爷连夜赶回家乡，守在手术室
外号啕大哭。从此两人相依为
命，两人捡了很多流浪猫、流浪
狗，就当儿子依然陪在自己身边。

人生本多疾苦，但这些生
活在底层的人们，纵有疾风起，
依然不言弃。而绝大多数人的
生机，都是在泥泞里挣扎出来
的。他们秉性坚韧，穿过黑暗，
找到新的希望和活下去的勇
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生而为人，心底有最深的眷
恋才能抵御岁月的风霜侵蚀。
在《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
里，陈少民和徐凤英坎坷曲折的
命运生动地诠释了“纵使相逢应
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恩爱三
个月，因陈少民参军援朝一去不
回，生死未知，徐凤英痴痴等待
了一生，一个人独自承受着生活
的风吹雨打。阴差阳错再相逢
时，两人已双鬓斑白，半个世纪
的苦难与分离，终是在两人的心
上开出了一朵晶莹灿烂的花朵。

九篇小说，每一篇故事的主
人公都甜过、痛过、苦涩过，却依
然咬牙坚持着，走到人生的终
结，故事的尾声。命运纵然无
情，依然有温情时刻可暖人心。
平凡生活，百般滋味，只有自己默
默尝；生活不易，痛楚艰辛，只能
自己全力扛。冷暖自知，才是人
生；依靠自己，完走全程。即便
活着有太多苦难同行，他们依
然深信，未来的某天，总有一线
曙光，划破漫无边际的黑夜。

我读完小说，似乎看到主
人公们满身都是伤疤，却没有
流出鲜血，他们深陷时代的逆
境里，被生活的风浪裹挟，饱含
着生命的沧桑，去接受命运的
审判。在这些底层小人物身
上，我们可以体验到从未有过
的苦楚和绝望，也能感受真挚
朴拙的爱与牵绊。小说的字里
行间满是对人间疾苦的悲悯。

生而为人，拙而不屈，但无
论命运将我们推向哪里，也要
在这尘土满面的人世间，向阳
而生，逆风向前飞翔。

愿这本书《生而为人》能治
愈你疲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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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颐

上世纪中期，青
年教师秦子岩为了爱
人舒甄好回到家乡的
大山里，一起从事中
学教育。小说讲述在
特殊年代的狂飙中，
这对夫妇和一群毕业
于一流高校的教师坚
守爱的理念，进行了
轰轰烈烈的教学实
验。这转瞬即逝的一

段岁月却成就了沂山一中的高光时刻，长久铭
刻在学子们的记忆深处。

《书生行》是用人类历史上的精神之光照亮
现实的写作。是一部中国的“教育诗”，凸显了

“人”的主题和教育的本质，热烈、真挚，深具启蒙
精神和理想情怀。这是青春的歌咏，“书生”长
行，以献身的激情奔赴生命的前路；青葱岁月，
以无悔的实践踏上社会的疆场。这是深沉的思
辨，从而让理性穿透了历史，那些极其细致生动
的描写为我们昭示了真善美的永恒价值。

一部富有烟火
气 息 的 唐 代 生 活
史。从基础史料、唐
人笔记、唐传奇、敦
煌遗书和文物中，作
者试图打捞起浩瀚
史料中漏下的碎片，
诸如衣冠、夜宴、城
市、胡人、庄园、女
子、少年、寺庙，来还
原一千四百年前唐

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本书文笔优雅、从容，通过古今中外的横

向、纵向对比，让今天的读者能够身临其境，
你可以“穿行在唐代通往撒马尔罕的丝绸之
路”，也可以“途经长安东市的时候听那个幽
怨的安邑坊女唱‘巴陵一夜雨，断肠木兰歌’”

“抑或是在杜甫的五城做一个戍卒”。九个接
地气的主题，加上富有想象力的细节描写，辅
以近百幅精美古画及文物图片，走入寻常百
姓家，串起了大唐盛世人们的日常。

《书生行》

◎作者：聂震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烟火大唐》

◎作者：师永涛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传记以王小波
的人生轨迹为记述
主轴，追溯他的童
年、少年时代，上山
下乡的知青岁月，一
直写到重回北京再
返校园，及之后留学
海外的经历。中间
夹忆不少王小波鲜
为人知的成长秘辛，
与师友交往中引人

会心一笑的故事，当然也不会缺少王小波、李
银河的热切恋曲。

作者为寻找一丁点关于王小波的蛛丝马
迹，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了一切可以
穷尽的人，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但他并非
止于揭秘式的描述，而是如抽丝般地梳理出王
小波小说美学中的经验来源和知识来源。他
对这个作家的精神世界，对这个作家在当代中
的位置及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对作家的美学风
格，都有极具创见性的理解。《王小波传》大量援
引第一手资料，既是帮助读者理解王小波的最
佳读物，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丰富参照。

《王小波传》

◎作者：房伟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书 林 漫 步

——读《千面宋人》

悦 读悦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