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哪一本书能够带给我
如此大的心灵冲击。

那个下午，我在图书馆翻
开《道德经》，平滑洁白的纸上，
伴随着每一个方块字的流出，
身体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控制，
入定般不曾动弹一下。似乎片
刻的工夫，窗外刺眼的阳光变
成橘色的一抹西坠肩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
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
槁。”生命最好的状态是柔软，
死亡的状态才是僵硬的。关联
的闸门像是被打开了，我想起
了故去的寡母因为生活的艰辛
始终坚强的模样，临终前也不
曾流露半点柔弱；我自责面对
摔下床满脸淤青的母亲，不会
去抱抱她安慰她强撑的心，而
是悄悄抹净泪埋怨她不立刻通
知，坐等天明……这么多年我
把伤痛的记忆，小心地收藏在
心底最深处，一次次用追怀与
懊悔去抚摸，从来没有想什么
是生命该有的状态，如何卸下
伪装安抚彼此的情绪，做生命
接力的温暖陪伴。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

莫不知，莫能行也。”辉煌的夕阳
下，记忆不再沉重。老子贵柔的
思想光辉，透过云层的缝隙，让
那个午后的我醍醐灌顶。“天下
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我
突然觉悟我们日常强撑着的一
颗心，强绷着的一张脸，是最可
悲的坚强。为了深爱你的人，还
有你自己，我们要学会柔软。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
弱之必固强之。”物极而必反，
盛极可自衰，这些现象引起世
人的警觉，引发老子的逆向思
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声色之
娱放纵欲念，最终带来身心伤
害，恬淡简约的生活方可修行
稳健中和的正气……老子关于
对立转化的辩证思想，令我豁
然开朗。满则溢，盈则亏，做事

张弛有度，才能收放自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

美的乐音、宏大的形象和自然融
为一体，给人无音、无形的感
觉。我想老子在谛听天籁、察观
万物之时，必定屏息凝神因而明
心觉悟。聆听高贵的灵魂自语，
我自觉认知有限、心思浮躁。

回首，只觉自己一直处于混
沌中，愚昧莽撞地在人世间行走
了这么许多年，像一个没有灵魂
的躯壳，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一
地鸡毛，一路伤心，没有激情，有
的只是机械前行。没有所思所
想，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那个下午五千言《道德经》，
我一口气读完。那时，有两个字
在心中不断地重复：觉知，觉知，
觉知……我思故我在，这就是意
识的觉醒，生命的涌动吧！

我开始了国学经典的学
习之旅，开始了与同道中人的
主动交流。他们同样述说着
自我对传统典籍阅读缺失的
羞惭。

2018年夏，我到中国人民大
学孔子研究院参加“中华传统经
典诵读”骨干教师培训班。听到
一位曾为翻译者的徐同学说：

“一位德国朋友满脸崇拜地说我
读过你们中国的《道德经》，而
我当时竟然对此一无所知，从
来没有过的羞耻感让我无地自
容……”我也生出一种被刺痛、被
捶打的痛，作为一个语文教师，
这些年没有读过的经典，该有多
少呢？所以我更加深入地在国
学经典中寻找迷失的精神家园。

2019年我开始学习传统吟
诵，在音韵咀嚼中反复感悟《道

德经》论道、养生、修身、治国、
治兵的哲思智慧。“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每每兴之
所至，我吟诵脱口而出，学生目
光灼灼让我怦然心动。为何不
带着孩子们一起读国学经典？
如何以大家喜欢的形式推动儿
童学习经典的热情？在学校支
持下“和雅”吟诵社诞生了。

国学经典吟诵课程中，我
带领学生陆续学习《论语》《大
学》《中庸》《道德经》《诗经》《楚
辞》等篇目；“第二课堂”我们教
习古代礼仪、编排吟诵情景剧，
为学生打开一扇窗，扩大文化视
野，推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认同。孩子的热爱也影响到
了家长，国学经典吟诵的学习由
学校向家庭和社区辐射。

感谢那个辉煌的午后，感
谢在那个图书馆的随意翻阅，
感谢生命中我与《道德经》的相
遇。我的那颗潮湿的心因为那
次相遇被阳光照拂，从此有了
光；学生吟诵经典时眼里闪耀
着的光彩，令我无比幸福。

这就是我和《道德经》的故
事，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放手才有更多的教育机会

□何 路

——读《面向个体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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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刘向曾说：“书犹药
也，善读之可以医愚。”的确如
此，通过读书，能构筑心灵的
防火墙，让我们越战越勇。人
的一生都会读很多书，在当下
对 我 影 响 较 大 的 一 本 书 是

《人生》。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

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
当人年轻的时候。”这是路遥在

《人生》开篇借用柳青《创业史》
中的一句话，这句话适合每一
个人听。人一生会遇到很多岔
路口，需要做出选择，不同的选
择，会带来相应的结果。

《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既
让人感到惋惜，也让人觉得痛
恨。高加林与近期网络兴起

“孔乙己文学”类似。“学历不但
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
台 ，更 是 孔 乙 己 脱 不 下 的 长
衫”。高加林读了高中，学到很
多知识，他不愿意回到农村，不
愿意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
活。他为了前途，放弃最爱他
的巧珍，离开黄土地，最后失去
一切又回到了黄土地。但他身

上有着一种奋斗的精神，无论
遇到什么，他都想着往前奔。
同样的巧珍，一个热情似火的
姑娘，她像夏天一样热烈，不管
是暗恋高加林，还是和高加林
在一起，或是和高加林分手，和
马栓结婚。她都是怀着一腔热
血，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反观自我，高考后面临抉
择，是复读还是继续深造？最
终我选择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我相信、坚定自己的选择。就
读文学院，我很开心。记得新
生入学典礼是在孔子诞辰纪念
日那天举行的，学院领导希望我
们能铭记这个特殊的日子，期待
开启美好的大学生活。古代文
学、当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
语以及各类选修课程，我都收获
满满。接触到很多老师，感受到
文学院教师各具个性，但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饱读诗书。
喜欢听课堂上老师的讲授、拓
展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喜欢
文学院特有的书香气息，读书
沙龙、心得分享、报刊交流，都
让我受益匪浅；喜欢各种活动

自我的历练与成长，体育、朗
诵、戏剧、艺术节等都有涉及，
加入一直都很喜欢的广播站。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就像高
中时对未来的憧憬那样。

一生中，我们会面临各种
选择，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有
人会被困难打败，有的人会在
风雨中坚强。巧珍得到了爱情
又失去了爱情，但是她没有对
生活失去希望，她依然坦然接
受着得与失，以坚强的姿态面
对一切，她活出了自我。高加
林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会被名
与利吸引，难得的是能在岔路
口坚守本心。我希望在每一次
选择中，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
勇敢且坚毅地走下去，哪怕一
路颠沛流离。

在自己人生的低谷期、岔
路口，我常常会犹豫，怀疑自
己。但从书中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形象中，好像瞬间明白了
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他们就像平行世界的另一个
声音，告诉你：不要怕，大胆地
往前走。永远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不大可能，但是在失意
时情绪得到宣泄后，继续迎头
赶上才是人生常态。“书卷多
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前路漫漫
亦灿烂。

少年肩上有清风明月和家
国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与责任，我们不能过“摆烂”
的生活，应该有青年的朝气和
蓬勃，散一分热，发一分光。西
部计划、三支一扶、参军入伍保
卫国家，都需要青年的贡献。
正如《光明日报》的一段话：阅
读、思考，在一次次与书籍的

“邂逅”中，青年学子遇见自己、
遇见城市，遇见国家，遇见未
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正在成长。

我们学院牛文明教授在

《从“自己读”到“推动读”》一文
中谈到《平凡的世界》对他的影
响：高中初读，大学重读，成为
大学老师再读，都有不一样的
理解和体会。我想大一初读

《人生》，再去看影视作品《人
生》，未来再重读《人生》，应该
也会别有一番风味，如翁森所
言，“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
前草不除”。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
有读书好”。让阅读点亮梦想，
让书香浸润初心。人生会因为
阅读而更加厚重，民族奋进的
脚步会因为阅读而更加稳健。
希望我们都能从书中找到自己
的精神支柱，感受情感共鸣，即
使深陷泥泞，依然可以仰望星
空。漫漫人生路，与书为友，岁
月留香！

朱永通老师的《教育的细
节》这本书不仅有接地气的教
育故事，也有深刻的教育内
涵。作为一名有三年工作经
验的初中教师，我一边惊叹着
原来自己犯了这么多错误，一
边庆幸自己看到了这本书，从
中可以“正衣冠”，尽快改掉平
时自己在教育中无意识的“恶
习”。作为一名教师，如何教
育孩子？如何把真善美注入
孩子成长的土壤里？正如书
名中所蕴含的，教师应该教在
日常，育在细节。

教在日常 言行合一

我们常说，要允许学生犯
错，因为做题时做错了，才知
道这个知识点学生掌握得不
扎实。可是一到批改卷子的
时候，我看到学生做错题时第
一反应是“这个题目都讲过好
多遍了，怎么还会出错”，讲卷
子的时候会忍不住对做错的
学生发火。反思之后，我想以

后要是再碰上学生错了不该
错的题目，不再发火，而是再
把知识点让其他同学讲一遍，
错的同学整理错题。

这样一来，做错的同学也
不用承受被批评的压力，还能
够 通 过 整 理 的 方 式 巩 固 知
识。正如朱永通提到的，很多
老师对待迟到的孩子，言语犀
利，有时候还会惩罚其通过打
扫卫生等方式将功补过。有
的老师却让迟到的孩子从后
门慢慢进教室，坐下正常上课
即可。我们常说，学生和老师
之间人格平等，老师开会时也
有迟到的现象，老师之间会互
相理解，那么学生是不是也应
该被理解被尊重呢？一个学
校是不是好学校，看老师如何
对待迟到学生也能管中窥豹。

试 想 一 下 ，老 师 嘴 上 说
“从错误中你可以学到更多”，
每天上课的时候却不能容忍
学生犯错，学生会不会对老师
的话产生困惑？学校对外声
称尊重学生，却不允许学生犯
错，是不是也是双标？

育在细节 以人为本

如果一个班级的人数是
奇数，你会让谁来坐那个单座
呢？我的答案是最难管的那
个孩子，作为惩罚，让他单人
单桌。现实中我也的确是这
么做的，但是朱老师的做法却
截然相反。他把这个坐单人

桌的权利奖励给学生，表现好
的学生可以申请一周坐这个
座位。他很注意细节，特意设
置了一周的时间，不能让一个
孩子坐太久，因为让谁的孩子
去坐，家长都会很有意见。

人都是喜新厌旧的，每周
到一个“陌生的”座位中去坐，
符合孩子追“新”的心理，而且
同样的座位，一个是奖励，坐在
那里的孩子就会感到光荣；一
个是惩罚，坐在那里的孩子就
会觉得丢人。同样的座位，不
同的细节处理，效果大不相同。

就像朱老师说的，评价一
个教师是否是一个好教师，从
他对待教室那个特殊座位的
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
作为教育者，若是不能够从小
事入手，从细节上渗透自己的
教育理念，不能理解座位背后
学生的心理状态，则其与教育
相隔的距离，实在是太远太
远，这或许就是细节的力量。

去年有幸来到威海市山
大实验学校的我见识到了细
节的力量。入学第一天，学校
为孩子们每人准备了一张印
有学校图案的书签，上面写着
古人的智慧名言，而且老师递
给孩子的时候会微笑着说一
句鼓励的话。进了教室以后，
每个班门口都会有班主任老
师迎接，并发给每个孩子一张
同样印有学校风景的明信片，
可以用来写自我介绍。

试想一下，你是刚入学的
孩子，开学第一天就看到老师
的笑脸，收到学校的礼物，会
不会喜欢上这个学校？还记
得教师节的那天早晨，一进校
门口，惊喜地发现学校道路两
边摆满了各种不同的鲜花和
绿植，校长和主任在两旁热情
地让老师们自己挑选喜欢的
绿植。我这个绿植爱好者瞬
间就被感动得差点落泪，心里
对学校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学校正是通过这样的细
节教育，才让师生们爱上了这
个地方。因为它的以人为本，
更因为它的细节教育。

读罢李希贵校长《面向个体的教
育》一书，我重新思考了现代教育的
理念和方法。书中指出，传统教育往
往是基于集体的普遍性，但是每个孩
子都有自己的特殊需求和价值观，而
面向个体的教育则更加注重每个孩
子的独特性和发展潜力，通过个性
化的教育方式来满足孩子不同的成
长需求。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
地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变革，赋予了我
们更大的自由和机会。然而，这个时
代也给我们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挑
战。面对如此快速而又复杂的社会，
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来帮
助每个孩子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和创造力的人才。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母，我们都会
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有
价值的花朵，在父母的眼里，他或她是
这个世界的中心，而作为一个孩子的
老师，我们却忘记了每一个孩子都是
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基因，有
着不同的兴趣爱好，有着不一致的生
长速度和吸收路径，我们不能用一样
的试卷、一样的标准、一样的课表、一
样的时间……去评价、鉴定、标注，我
们能做的唯有：学习和反思。

一、试着放手
第二章《放手才有更多的教育机

会》，“不要把学生培养成和自己一样
的人。”学生本就是独立的个体，他们
拥有着自己独立的个性和独立的爱
好，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绽放属
于自己的美好。适度张扬自己的个性
本就是教育所应该带给学生的。

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让
他们有机会尝试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进行学习和发
展的教育方式。作为教师应该把更多
的决策权和自主权交给孩子，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度
和探索空间，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

的潜力。
作为一名美术老师，我要做的是

鼓励学生自己做事，给学生提供必要
的信息和支持，让学生自己选择方向
和方法，让他们承担责任和后果，尊重
他们的意愿和选择，以及给孩子足够
的时间和空间。在学习活动中，我试
着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风格进行创
作，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主题，孩
子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自然与老师
建立起信任的关系，愿意寻求我的帮
助，喜欢老师的指导，我们一起探索，
一起学习，积极地投入到创作中。

二、学会等待
“尽管孩子们的变化不可能日新

月异，但却可以从他们细微的变化中
发现成长的期冀。教育需要小火慢
炖，成长必须慢慢拔节，只有把心态调
整好，我们才能够回归到教育规律的
康庄大道上，走得顺畅自如。”真的很
喜欢书中的这段话，它也为我的家庭
教育，指明了一条路。

生活中我是妈妈，工作中我是小
学美术教师，无论怎样，面对的都是充

满朝气和稚嫩的生命，他们需要我们
的理解和认同。

班上有个孩子，头发稀黄，身材弱
小，看到他总是会让人担心他的身体，
他在很多方面表现也不是那么突出，
但是他喜欢画画。当你看到他画画的
样子时，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能量。
或许很多时候他不敢表达自己，但是
在作品中，我看到了他的不懈努力；或
许他画的还不完整，或许造型不美，但
是他在进步，他逐渐学会认真听讲，坚
持练习，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家长
也很感动，慢慢明白了孩子的发展急不
得，或许就是要和老师一起，慢慢来，
等待他小宇宙爆发的那一刻。

思考了很久，在孩子面对问题
时，我们也许不要急着给出答案或解
决办法，给孩子留出时间和空间去思
考和尝试，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和决
定。虽然教育者需要等待孩子的发
展，但也需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
助。我们都要具备耐心等待孩子成
长的能力，相信孩子的潜力和能力，
并且给予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这也
能 够 帮 助 孩 子 培 养 自 信 心 和 独 立
性。关注孩子的需求、发现孩子的优
点和不足，激励孩子发挥潜力。可以
说，《面向个体的教育》一书引起了我
的深思，让我了解到了教育的发展方
向和趋势，在未来的教育生涯中我会
更加注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发展潜
力，让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推
动每个学生实现自我价值。

读完这本书，内心萌生了很多想
法，想要重新和自己的孩子坐在一起，
聊聊生活，聊聊他们喜欢的动画和游
戏，我们需要为人师表，但他们也需要
我们这样的大朋友。相信“尊重、包
容、倾听弥漫在课堂里，爱、帮助、欣赏
在校园内灿烂，能用最少的管理和最
小的行政权力推动着教育的巨轮，平
等的师生关系才会姗姗现身，真实的
学生才会驻足校园。”

□高 华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
溪……”这首由齐豫演唱的《橄榄树》曾经让我在
青年时代着迷。齐豫既柔美又具有内在力度的
歌喉把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有鸟
雀、溪流的地方是森林，加上远方辽阔的草原和象
征着顽强生命力的橄榄树，闭上眼睛细细聆听，一
股飘逸灵动、淳朴自然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让人
不禁产生一种对流浪生活的怀念和向往。然而现
实告诉我们，在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之前，妄谈诗和
远方都不过是一种奢望，毕竟我们最要紧的还是
在城市森林中活下来，且要活出一番人样。

散文名家徐国能谈到，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台
北，“在其中开学、考试、讲演、结业，默默地享有一
条街道的繁华，也淡淡地感受一方公园的寂寞；苦
的雨水、甜的声音，我与台北像契合的大小齿轮，
终日旋转而成为时间，从原点到原点而写完了生
命。”徐国能认为，住在台北已经成了个人的宿命，
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的脉动。但是台北盆地
潮湿、庸俗且略带沧桑，那些从五湖四海来此寻梦
的异乡人，他们又能否习惯台北“温柔的晨昏和迟
疑的寒暑”呢？徐国能希望这些来台北寻梦的异
乡人，能够迅速地在台北站稳足跟，乃至于进取与
征服。

写作者是社会的良心，就是划火柴的人。徐
国能继承丰子恺、汪曾祺、木心等经典作家的衣
钵，将文字经营得既现代又古雅，其散文清新隽
永，富有哲思，善于用微小的视角参透人间的广
阔，处处彰显着对生活的珍惜与感恩。徐国能最
新出版的《细味人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12月）包括“一片祷告一片恩宠”“花间一壶酒”
等章辑，收录了《饮食小记》《摩天楼》等五十四篇
文章，书中既有对人生过往的感伤与怀念，也讲述
了流行文化与大众日常生活，兼谈对书籍和电影
的评论，堪称一本清新治愈的散文集，一场发现生
活之美的温情旅途。

世事嘈杂，纷纷扰扰，让人往往如坠深渊。作
者善于用文字慰藉世事浮沉中疲惫的人。“和平东
路上的橄榄树只有短短一列，不知是谁在何年所
种下的，据说每年也有累累的结实”，当作者看到
台北街头的橄榄树时，就一下子想起自己在台北
打拼的过往，想起齐豫演唱的《橄榄树》，感叹异乡
人在台北流浪的艰辛。作者希望梦中的橄榄树，

“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异乡人，请为我在叶隙筛下
晴空，引领我躺在清溪旁，并给我一片雨季过后就
是旱季的草原……”在徐国能这些充盈着烟火气
息的文字里，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彼
此之间很容易引起共鸣，绝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
人的压抑感。

此外，作者善于捕捉日常瞬间，在日常小物、
小事中发现诗意和乐趣，并擅长以文字呈现心
境。《饮食小记》《咖啡匙舀走的生命》《给我一块
糕》《买菜》这几篇写的都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最多
接触的东西，通过买菜、下厨房、品咖啡，寻找日
常生活的乐趣，探知爱与真谛。人间烟火气，最
抚凡人心，在这些文章中无疑是最好的诠释。作
者告诉我们，生活固然荒诞，但只要我们善于用
眼睛和心灵发现生活之美，就能享受生活的惬意
与安详。

我与书的故事

□彭忠富

——读《细味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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