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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文
化的传承者，育人的维度不能局
限于三尺讲台，要扩展到终身学
习的践行者。

2019 年暑假，我有幸远赴华
东师范大学培训，席间李冲锋博
士的讲座如一夜春风，为我们拨
开迷雾，指明方向——教师要多
读书、勤写作。读写热情瞬间被
点燃，培训归来，我就成立了“燃
梦”阅读群，带领一群书友立志
做一颗“读书种子”，坚持每天悦
读打卡，至今已有 1238 天，共同
阅读了百本书籍。

先读几本喜欢的书

翻开沈三白的《浮生六记》，
开启了我的悦读之旅，独钟情于

《闺房记乐》那一卷。其妻陈芸
眉弯目秀，神采飞扬，芸之慧，芸
之贤，芸之柔，芸之情，无一不令
人称赞。置身男尊女卑的封建礼
教中，夫妻间仍能相敬如宾，志
同道合，实属难得，令人称羡。

《宝贝，宝贝》一书中，周国平
先生不再是哲学大师，他只是一
位痴情的父亲，对女儿诉说他的
一往情深。和孩子在一起，天天
是平凡的细节，寻常的情景，在
外人看来毫不足道。可是，身在
其中的人，感受完全不同。

走进《追风筝的人》，故事里
12 岁的阿富汗富家少年阿米尔
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一
场风筝比赛让哈桑身上发生了
一件悲惨不堪的事，阿米尔为自
己的懦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
了哈桑。不久，战争爆发，阿米
尔跟随父亲逃往美国定居。成
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
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得知哈桑
其实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后，
阿米尔所有的震惊、愤怒、痛苦、
悔恨最后都交融幻化成赎罪。
于是他再度踏上暌违二十多年
的故乡，拯救哈桑之子索拉博。
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又
将作何抉择？好在，故事的结
尾，我听见他对自己说，为你，千
千万万遍。

偶尔读一读仙剑武侠，看一
看江湖那么大，只想仗剑策马走
天涯、诗酒风流笑天下；或是一
头扎进青春文学，同悲喜共离
欢；又或是看一看杂文漫谈，换
个角度看世界悟人生。这些看似
不务正业的阅读，虽不能丰富我
的知识储备，却能丰富我的人生
体验。

从喜欢的书读起，让阅读打
卡有一个惬意的开始，这类书籍
肩负着培养你阅读习惯的使命，
它引领我们坐在书桌前，静下心
来，开启悦读之旅。

再读几本专业的书

读的书多了，积累得多了，习
惯了阅读，慢慢地，你就会发现
自己该读什么样的书了。

读一读专业书籍，有助于我
们成长为一位有思想的教师。持
续的阅读，能积累学科知识，储
备教学经验，更新教学思想，从
而让我们的课堂教学准确丰富，
传授知识新颖贯通，班级管理游
刃有余。那些读过的书，积累下
的知识，培养成的习惯，磨炼出
的品质，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
液中，助力我们成长得更快，鞭
策我们走得更远。

记下几行阅读的心得

每当我们阅读时，心中不时

会泛起涟漪，可能是领略大师风
骨后的满心欢喜，可能是生活的
感悟、生命的顿悟，也可能是与
文字共鸣，与作者共情。这份

“涟漪”不能只荡漾在心间，而应
流露于笔尖。

从阅读到书写，从理解到表
达，从零碎到系统，可以让你感
受文字的乐趣，思想的深邃，格
局的宽广，心灵的洗涤。

写什么写多少，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及时写、坚持写。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读得多了，自然下笔有
神；写得多了，自然妙笔生花。

种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仓颉造字，大概是最浪漫的
发明。刻在青铜上的文字，记在
竹简中的历史，传承了上下五千
年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书籍则是
这方瑰宝的承载体。捧一书卷在
手，是宁静的休闲，是思绪的漫
延，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文化的
传承。

读书，不能决定人生的上下
限，但书籍会把我们浸润得更加
出色，让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

“每日悦读”忽然有了坚持的意
义。一个人读书，能让心灵丰
富；一群人读书，能激荡出思想
火花；一个民族读书，必将使这
个民族的文化焕发出更绚丽、更
持久的风采。所以，无论是教书
还是育儿，都要鼓励我们自己热
爱读书，把读书当作一种良性生
活方式，从任务阅读到养成阅
读，再升华成享受阅读，成为一
颗“读书种子”，种下一颗颗“读
书种子”，让书香墨韵流淌在校
园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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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促进个体思想发育的
基本方式，也是营造校园精神氛围
的基本途径。“校长对学校的领
导，首先是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
行政的领导”——苏霍姆林斯基的
话经常被我们引用。校长作为学
校管理者，固然要指导、管理各种
日常行政事务，更为重要的是，校
长还应成为一位学校领导者，从思
想、愿景、文化等方面来引领学校
的发展。

问题是，校长如何才能胜任教
育思想的领导？

人的思想不会是天生的，得靠
学习得来。学习的途径很多，并非
一途。在实践中学，“实践出真
知”，实在；在交往中学，“听君一席
话”，亲切；在网络上学，“有事问百
度”，方便。

当然，人们更多的还是要从书
本中学，因为“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
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动
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狄
金森）。而且，要吸收有一定深度与
广度的系统性思想，没有比阅读书
本更为便捷、经济的方式。

可是，书本的世界又是一个非
常广阔的世界，是一个既会令人着
迷又会令人生畏的世界。它浩如
烟海，人们难免会“望洋兴叹”；它
鱼龙混杂，人们难免会“良莠不
分”；它深浅不一，人们难免会“进
退失据”；它演化不断，人们难免会

“因循守旧”。
于是，就有了书目出场的必要。
书目，是服务于特定的人群需

要，为其量身定制的一份健康精
神食谱；书目，虽会体现书目研制
者的阅读偏好，但亦能大致反映
社会群体的共同精神取向；书目，
可以让人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
过上与那些有料、有趣图书相伴
的美好精神生活。换言之，有了

书目，人们的阅读会更有目的，更
有指向性；有了书目，人们的阅读
更 容 易 抓 住 自 我 思 想 创 生 的 眉
目，产生“上演”自觉行动的剧目。

对校长这个特定的人群来说，
他们阅读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为了
理解教育，明白管理，做视野宽广
的卓越教育管理者。理解教育，才
能真正引领学校，让学生在教师的
激励与帮助下既成人，又成才；明
白管理，才能真正办好学校，让学
校中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的配
置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

同样是苏霍姆林斯基，他对作
为教育机构的学校有这样的一种解
释：“一个学校可以什么都没有，只
要有了为教师和学校的精神成长而
提供的图书，那就是教育。”考虑到
苏霍姆林斯基做过近 30 年的中小
学校长，并有《帕夫雷什中学》等多
部教育名著面世，我们将他这句饱
含切身经验的话作如下的延伸或许
并不过分，即如果校长自己与教科
书之外的书本无缘，不喜欢阅读，更
不知道书本阅读对包括自己在内的
学校全体师生精神成长的重要性，

这在学校教育的世界里恐怕是最荒
谬不过的事了。

校长需要通过不断地阅读，
才 能 练 就 一 双 识 得 教 育 与 管 理
真谛的慧眼。而且，要做一位具
有持久影响力的成功校长，必须
坚持长期的高品质阅读，才能为
自 己 的 思 想 库 备 上 充 足 的 智 慧
锦囊。

一个人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他的精神发育与思想成长，
校长对阅读的热爱与引领无疑是
其天赋难违的角色使命。甚至可
以说，校长阅读的状况既决定其理
解与诠释教育内涵的水准，也决定
着 其 规 划 与 管 理 学 校 发 展 的 眼
界。不管是放眼世界，还是观察周
围，凡是办学较为成功的学校，尤
其是那些中外名校，他们的校长没
有不是喜爱阅读，进而能够指导阅
读，并大都善于著书立说的人。

因此，可以这样说，校长的书
柜里藏着学校的未来。

继学生阅读和教师阅读被社
会和教育部门重视之后，近年来校
长 阅 读 也 越 来 越 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可
以发现，总体而言，在校长阅读研
究中，集中于两大基础问题：一是

“校长为何需要读书”，二是“校长
需要读哪些书”。前一问题，如前
所述，在成功校长那里，与问人为
何要吃饭一样，似乎显得多余；后
一问题，则可转化为为校长开怎样
的书单。

关于校长阅读书单产生的途
径，最常见的要算一批有一定影响
力的中小学校长的“现身说法”。他
们往往介绍自己喜欢阅读的图书类
型或相当有限的几本（一般是三到
五本，很少超过十本）图书推荐。除
此之外，传播较广的是少数政府教
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及师范院校校长

岗位培训专家及相关人员对校长阅
读的某些看法与书目推荐。网络上
偶尔可以见到校长阅读书单，大多
数来路不甚明了，举荐理由也未详
加说明。

根据教育部 2019 年全国教育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有 23.7 万
所中小学。也就是说，有着 23.7 万
名校长（约百万名的校级领导），带
领着近1000多万名专任教师，教育
和影响着近两亿中小学生。

校长的“阅度”，决定着学校
发展的高度。学校是读书追梦的
地方。从阅读的开放性与自觉性
来说，没有校长的阅读，就很难
有教师的阅读，也很难有学生的
阅读，亦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
书香校园。可以这样说，一所学
校历任校长的阅读史，很大程度
地影响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史。

阅读成就校长的个体生命，进
而可能成就校长所在学校中全体
师生的无数生命。朱永新教授多
年前曾提出应当将全民阅读作为
一项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在此
愿景之下，校长阅读无疑具有广
泛的示范意义。诚如湖南师范大
学的张楚廷教授所说，校长作为

“读书人的首席”，他亦应当是会读
书、爱读书的象征，对于读书之风
盛开也具有更大的责任。会教书
的人，首先应是会读书的人；会领
导教书人的人，更是应当懂得读书
意义的人。

通过一定数量的阅读，使校长
能够较好地理解教育，明白管理，
做视野宽广的卓越教育管理者，这
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校长书目研制
的目的所在。

（摘自《校长先读——中国中
小学校长基础阅读书目·导赏手
册》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
永新 卢志文 主编）

一本好书，犹如一位良师，催
我们反思，促我们奋进，给我们智
慧的启迪。余映潮老师的《致语
文教师》，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

在成长智慧一辑，金句频出，
既好读，又很受用。我就撷取感
受最深的三个点来说一说：

成功的机会在八小时之外

在书中，余老师现身说法，
一连串惊人的数据，给人极大的
心灵冲击。“千余节课的听课记
录，上百节课的教学演示……几
尺高的写作手稿，1000 多篇长短
论文的发表……四五双因冬天
打字而破损的手套，上百套各类
语 文 试 题 的 编 拟 ……”难 以 想
象，是怎样的坚持，才能结成这
样的硕果！余老师将教学研究
做到了极致！

余老师是大器晚成型。他曾
因知青下放，错过了 10 多年的成
长。正如他写的：“似水流年，无
可逆转。一切都晚于人家，一切
都需要时间，一切都脚步匆忙。”

正因为如此，他格外地珍惜

空闲时间，把两步当作一步走。
他的绝大部分成果，都是在休息
日、节假日和其他业务时间中创
造出来的。

身处教育一线，最大的苦恼
就是时间不够用，需要做的事情
太多，用于自身成长的时间太少。

我想：与其慨叹时间太少，不
如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有没有利
用好每一分每一秒。忙碌在所难
免，在闲下来的时候，不妨少点漫
无目的地刷屏，多点专注的阅读；
少点无聊的八卦，多点有益的思
考；少点无效的争辩，多点切实的
行动。记住，成功的机会在八小
时之外。

人多的地方没有积雪

“人多的地方没有积雪”是一
个生动的譬喻。余老师在书中写
道：多年来，我常常是一个孤独的
行者，走在深深的积雪中，在深不
可测的雪地里蜗行，摸索。

成功之路确实艰难。
曹操“北上太行山，艰哉何

巍巍”，李白“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刘禹锡“巴山
楚 水 凄 凉 地 ，二 十 三 年 弃 置
身”……因其难，因其险阻，因其
孤寂，因其不可预知的危机，有人
望而却步，选择更为安全便利的
道路。于是，“就多了顺畅，多了
安心，多了恬静，多了平俗。多
了摩肩接踵随波逐流一生无波
的路人。”

也有人迎难而上，踏积雪，登
奇山，涉暗流。于是，“就多了尝
试，多了摔跤，多了伤痛，多了冒
险，也多了挖掘丰盛创意、感受奇
美的舞者。”如果选择止步，就没
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选择
畏惧，就没有“长风破浪会有时”；
如果选择安逸，就没有“吹尽狂沙
始到金”。路是开辟出来的，成功
是奋斗出来的。

忍受不同深度的磨炼

“谁经过了如下技能的痛苦
磨炼：教材研读、资料积累、教案
设计、作文研究、论文写作、案例
分析、教学技能训练，谁就是一名

非常优秀的语文教师。”
业内评价余老师，是一位语

文教学研究的能人，他在三个方
面 堪 称 一 流 ，即 一 流 的 教 研 工
作、一流的论文写作、一流的教
学艺术。

这样高度的赞赏源于他能忍
受多方面的磨炼，常年不间断地
在多个方面“专攻”。为了指导学
生朗读，他先自己学朗读，一遍又
一遍朗读录音，不厌其烦。这让
我想到了支玉恒老师，为了练好
字，整整花了三四年的时间练写
毛笔字。

这些老前辈的身上有太多值
得我们年轻一辈学习的东西了！

为了研究课堂教学技能，作
为教研员，余老师长期深入基层，
听大量的课，每课都写小记。他
还写教学片段的欣赏，写教例品
评，写会议细节的思考……

他事事身践，淬火而行。50
岁走上讲台讲课，70多岁，白发满
鬓，依然精神矍铄，活跃在讲台。
他的课覆盖各种文体，从小学到
高中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都踏
足研究。

就课堂教学研究这一点，他
的深度磨炼就无可比拟。要想成
长为优秀的语文教师，我们正需
要这样不同深度的磨炼。

“早成者未必大成，晚达者未
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
以年老而自弃。”余老师的人生经
历无疑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找准
方向，磨炼自己吧！

▶ 推荐人：
董红芳，全国优秀教师，陕

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教书育
人楷模，现任教于安康市第二
中学。

▶ 推荐书目：
《岁月如歌》于漪 著

▶ 出版社：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推荐理由：
行走在教育路上，我也曾面

对工作中的困惑而止步彷徨。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
前辈，他们的鼓励指导、同行相
伴，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温

暖着我，让我重拾理想，重新出
发，一路追寻作为师者的幸福，
在行进的道路上收获良多。

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就是
其中一位引领我心灵成长的前
辈。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慢
慢品读她个人的自传《岁月如
歌》，认真倾听她六十多年做教
育的心路历程，让我感同身受；
细细思量她“与其说我做了一辈
子教师，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教
师”这句简单朴素的话语，让人
首肯心折。她说，教师“要有拼
命汲取的素质和本领，犹如树
木，把根须伸展到泥土中”，因为

“只有自己知识富有，言传身教，
才 能 不 断 激 发 学 生 求 知 的 欲
望”。她说，教师对待学生“无论
如何要尽到责任。虽然力量极
其微薄，但也要竭尽全力，在他
们心中点燃做人的亮灯，在人生
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好。”……太
多的叮嘱，太多的故事，让我们
在文字中深深感受到于漪老师
对学生的热爱、对事业的赤诚和
做人的谦逊。

我推荐于漪老师撰写的个
人自传——《岁月如歌》，是为了
学习于漪老师心怀国家教育事
业的高尚情怀、情系学生健康成
长的人间大爱。让我们远离世
俗的喧嚣，安静做教师，用心做
教育，不惧风霜雪雨，向着心中
理想，一路前行！

——读《致语文教师》

□刘 猛 邱华国

名名 荐荐书书师师

暑期居家有幸拜读刘铁芳教
授《什么是好的教育》一书，其中有
这样一句话令我感触最深，他说：

“真正的教育是深入我们的心灵，
长久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且催
人向前的事物。”当时我就陷入深
深的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
的呢？我便在网上搜索浏览著名
教育家、名校长、名师等对“好的教
育”的理解，其中，好的教育承载着
前辈先贤“有教无类”思想，践行着
唐江澎校长“四个者”教学理念，还
牢记着窦桂梅校长“先放糖，再放
盐，再补钙”的九字箴言。

什么是好的教育？每个人都
有着不同看法，不同的答案，教育

永远是一个美丽的梦，是我们每个
教育人拥有的梦。不禁想起 21 世
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院长说过的
一句话：“好的教育应该是从思考

‘什么是好的教育’开始的。”
回想到个人记忆中的美好教

育，我生活在素有“天下第一奇险
之山”之称华山的所在地华阴市，
乡村学校条件艰苦，当时认为好的
教育就是要有好的条件，能有学
上。等上初中、高中乃至后面步入
大学，观念也在随着年龄增长悄然
变化，逐渐从“有学上”转变为“上
好学”。毕业后进入农村小学任
教，第一次这样近距离接触和感知
教育，对着讲台下那些“曾经的

我”，求学情景历历在目，感觉是那
样的熟悉。六年的教育实践，使我
对教育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慢慢地
明白，教育是一棵自由生长的树，
每每看到校园中银杏的生长，总会
油然而生出丝丝敬意，高大挺拔，
郁郁葱葱，满眼的诗意，不禁心生
感慨！人们向往的好的教育不正
恰似一棵自由生长的树？向下扎
根，向上追光，每一棵树上的枝叶
生长是有方向的，它们都向着阳
光，不断生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字化
进程的加快，好的教育的标准，一直
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好的教育一直
在路上……所以，没有什么是最好

的教育，只存在最适合的教育。其
唯一不变的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
向美之心、追光之心。“追光”才是教
育的真谛和深刻内涵，有了光就有
了灵魂，只有不懈奋进地追光，人生
的底色才会更亮丽、更鲜艳。

教育路上，让自己从一名“追
光者”成为“发光者”，不断散发温
暖之光，努力成为学生和家长心中
最永久的一道绚烂光彩，切实将

“光”之力转化为推动自身专业发
展的具体行动和硬核举措。

□丁 曼

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不是把桶装满，而是把火点燃，教师甘做“点灯人”，学生愿做“追光
者”，自觉“向阳而生”“追光前行”，努力让自己从一名“追光者”成为“发光者”，不断散发温暖之
光，照亮他人，温暖自己。

——题记

找准方向，磨炼自己

□易 慧

教育，是一场幸福的“追光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