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多关于学习理论的著作
中，英国教育学博士鲍勃·贝茨
（Bob Bates）著的《简明学习理论
（第 2 版）》是一种理论性和可读性
兼得的书。它不但适合教育学理
论研究者阅读，也适合一线教育工
作者特别是课堂教学的授课教师
阅读。

学习理论是教育心理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掌握学习理论重在
教育教学实践中使用。综观这本
书，作者在第一部分中精挑细选了
38 种学习理论，包括行为主义、认
知主义、人本主义、神经主义等经
典理论，让读者对目前已有的经典
学习理论不仅有宏观了解，而且有
一定程度的微观了解，包括每一种
学习理论在课堂上如何应用，并且
提供批判性视角让读者延展与深
思。作者对各种学习理论的介绍
侧重帮助教师理解这些学习理论
的内容及其意图，以及怎样在课堂
教学中应用。

由于科学性，学习理论能够
指 导 课 程 规 划 、教 学 设 计 与 实
施 ，以 及 教 学 评 估 与 反 馈 实 践
等 。 本 书 作 者 深 知 这 一 点 。 因
此，书中在第二部分“当代教学思
想”中就专业化、学习风格、学习
动机、行为管理、团队合作等教学
思想展开介绍，并且教读者如何
应用这些心理学理论。如著名的
维克托·弗鲁姆提出的“期望理
论”，用公式表示为：激励力=期
望值×效价（在这个公式中，激励
力指调动个人积极性，激发人内
部潜力的强度；期望值是根据个
人的经验判断达到目标的把握程
度；效价则是所能达到的目标对
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许多教
师 知 道 对 学 生 的 高 期 望 有 利 于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即激
发起强的学习动机，从而更好地
学习。

学前教育也是教育，需要遵
循 学 习 理 论 。 作 者 在 第 三 部 分

“幼儿发展策略”中介绍了儿童和
社会、儿童的情感成长、教师的课
堂策略等，让读者知悉学习理论
是 如 何 促 进 儿 童 身 心 全 面 发 展
的。如简·莱夫与艾蒂安·温格的
社会情境学习理论、劳伦斯·科尔
伯格的道德理论学习理论，以及

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习机制
理论等，这些学习理论为更好开
展学前教育提供了理论观照与
实践指导。

课程与教学要科学，就需要
符合学习理论，而不能无视与忽
视，更不能违背。作者在书的第
四部分中就课程规划、教学计划、
教学实施、评估与反馈、评价教与
学等教学实践需要的学习理论进
行介绍，向读者展示学习理论如何
指导课程、教学、评价等。通过阅
读这一部分的内容，读者能够理解
课程、教学、评价等背后看得见与
看不见的学习理论，进而反思自己
的工作是否符合学习理论，从而
让工作变得科学起来——学习理
论为课程与教学的科学化提供了
理论支撑。

教师的教学总需要一些经典
学习理论做底子。然而，很多经
典学习理论往往难啃。幸运的
是，《简明学习理论》这本书简明
扼要的讲解让我们学习理论更方
便、更接地气。起初，我以为这本
理论性的书不好读、挺枯燥的，但
是读了几页感觉并不是那样，其
实挺好读的，甚至读起来有一种
挺好玩的愉悦感。

书 中 收 录 的 所 有 学 习 理 论
均聚焦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理
论的实际应用，可读性与启发性
很强。许多教育故事和电影的
穿插讲述，更令阅读趣味盎然。
特别是短阅读又不费力——每
个理论的讲解仅 1000 字左右，而
且使用方便，适应当下碎片化的
阅读习惯，非常适合一线教师、
培训师、教育管理者，以及大学
师范生和对学习理论感兴趣的
终身学习者阅读。对教师来说，
这本书帮助打通学习理论的知
识网络，使教师能在教学中游刃
有余。

总而言之，这本书以极简的
方式探索了 134 个经典学习理论
的基本原则和实际应用，帮助读
者掌握学习理论的精髓，并拆掉
学 习 理 论 与 教 学 实 践 的 高 墙 。
每个理论都包括要点提炼、理论
解读、课堂小贴士、批判性视角、
拓展阅读几部分，有些更配有图
表演示和现实教学故事、精彩教

育电影的解读，引导读者走
入 理 论 的 胜 境 。 这 本 书 既
易 于 读 者 轻 轻 松 松 从 头 读
到尾，也便于读者有选择地
阅 读 感 兴 趣 的 内 容 。 读 完
此书，读者会发现原来学习
理论可以如此通俗、有趣、
实用。

无论是对于在校的学生，还
是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教师，阅
读无疑是提升自我涵养、储备知
识分量、开阔个人视野、陶冶个
人情操的有效途径。新教育提
倡营造书香校园，让阅读深入广
大师生的内心，让阅读逐渐成为
习惯。

阅读能使人静静地领略文字
美，揣摩作者的观点意图，欣赏相
同的、不同的人生看法，吸取众人
的思想精髓，在这个过程中得到
美的享受。人类离不开阅读，阅
读日月星辰，阅读沧海桑田，阅读
动物世界，不仅是用眼阅读，还在

用心灵阅读。
语文是阅读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阅读的过程是认识他人、认
识社会、认识自然的过程，也是
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的过程。语文教改开始逐步重视
阅读教学，这是由起步到深入、
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如今吸引
孩子吸引大人的东西实在太多，
仅网络游戏的五花八门就乱了人
的心智，所以，一个人能静下心
来阅读，更新自己的思想和知识
储备，不断汲取新的教育理念，
接 受 好 的 教 育 经 验 ，让 自 己 成
长。可见，阅读对于一个人的重

要性。
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说过

一句话：“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教
育，就意味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
的生活！”孩子的童年、少年生活，
大部分都是在学校度过的，那么，
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课堂，
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教师的引
导阅读方向以及指点阅读刊物，
对于一个学生的未来是具有建设
性意义的——阅读教育不仅仅是
让学生学习知识，更是要让他们
在阅读中学会生活。

身在一个传授知识的岗位，
阅读对于教师有着新的意义。教

师想要给学生们一碗水，自己就
必须有一桶水或一缸水的储备。
不是说作为一个成人、一个师长，
就不再需要阅读了，相反，教师不
但需要阅读，而且需要大批量的
阅读，只有那样，才能满足时代发
展赋予教师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吧！不要
只为了晚上千字的读书笔记，才
打开书籍；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
问题，就去问“度娘”。请把书籍
放在枕边、放在挎包、放在办公桌
上，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因为，
你的学生、你的孩子正在用探寻
的目光，搜寻你读书的身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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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
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为保护
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
将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共运出珍
贵文物 13427 箱又 64 包。从 1933
年 2 月至 1949 年 1 月，南迁、西上、
东归、北运、迁台，历时十余年，行
程数万里，辗转十余省之后，全部
南迁文物几无损坏，无一遗失，堪
称奇迹。“祝勇故宫系列”最新力作

《故宫文物南迁》选取这段惊心动
魄，可歌可泣的历程，为读者勾勒
出国难之下，中华优秀儿女舍生忘
死共同保护民族文化之根的浩荡
征程。

近些年来，祝勇以文学的形式
建造“纸上的故宫”，完成一个文化
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
的独特解码与重述，已成为文坛一
道不可忽略的风景。2023 年 5 月，

《故宫文物南迁》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推出。全书正文共分 9 章：烽烟
南渡、徘徊京沪、钟山风雨、西迁南
路、西迁中路、西迁北路、沦陷之
城、东归北返、一宫两院。《故宫文
物南迁》像是《故宫六百年》的接
续，又像是将《故宫六百年》的结尾
进行了展开和放大。作者“意犹未
尽”的写作感觉与读者“似曾相识”
的阅读体会两相交融，产生了一种
特别的效果，《故宫文物南迁》似乎
本身就是带着浓烈的“代入感”面
世的。

故 宫 文 物 南 迁 ，过 程 惊 心 动
魄，精神可歌可泣，从文学的角度
看，是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很自
然，读者会在《故宫文物南迁》里品
出小说味道。比如书中“从皇宫到
博物院”，以及“皇妃革命”等片段，
都以故事细节的叙述和场景转化
的技巧制造出强烈的画面感，给读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祝勇身兼作
家与纪录片导演的双重身份，使得
他笔下的文字既沉稳扎实，又灵活
跳跃，作者将翔实的考证与鲜活的

文学表达运用得游刃有余，从独特
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
中国，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
一个文人与学人对于历史的温情
与敬意，读来犹如细嚼橄榄，回味
无尽。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
战，故宫文物南迁也是一场持久
战。战线拉得很长，其中艰辛自不
待言。“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
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
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
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
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
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
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
引而待发。”《故宫文物南迁》，是一
本厚重之书。“厚重”不仅在于体量
上的“厚重”——700多页的篇幅，更
在于内容上的“厚重”——篇篇写满
了血泪，页页承载了苦难。为保文
物安全，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
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人士认为北
平各文化机关所藏的许多珍贵文
物是“表扬国光，寄附着国家命脉、
国民精神的”，“是断断不可以牺牲
的”。在保卫国宝面前，宁可抛头
颅洒热血也绝不将“国之重器”弃

之不顾或拱手让敌。这种慷慨赴
死的气概，谁会说不是在面对另一
个抗日战场呢？故宫文物南迁之
所以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也绝不是
单单依靠一批文化精英或国民政
府军队，这是一场全中华儿女参与
其中的战斗。故宫文物南迁，让故
宫人与途经地区的乡土百姓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至今仍存留在乐
山安谷乡的“功侔鲁壁”牌匾，就是
一例生动见证。

90 年后，祝勇回望故宫文物南
迁这段不应被历史烟尘裹挟而去
的历史，《故宫文物南迁》写得很辛
苦，也写得很深情。在写作的两年
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
献，作者还去多地博物馆、档案馆
查找资料，采访当年参与那场文化
长征的后人，并以影像记录的方式
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和影像
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可以
说，祝勇和他的团队伙伴是将文物
南迁长征路重新走了一回。“2023
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 90 周年，90
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
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
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
段 岁 月 就 将 隐 没 于 历 史 的 黑 洞
中。”当年前辈们保卫国宝安全是
出于一种义不容辞，那么祝勇写作
本 书 初 衷 自 然 也 是 一 种 义 不 容
辞。这种“义不容辞”殊途同归，即
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典守
精神。

著名作家王蒙说：“祝勇以文
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
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
按祝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试
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如果要为

《故宫文物南迁》寻找一个定位，现
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的评价
是切中肯綮的，“故宫文物南迁，创
造了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
迹，承载着深刻而意味隽永的国家
命运和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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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奇迹的文化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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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成为每个人的习惯

光光 评 鉴

□苗君甫

——读祝勇《故宫文物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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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长安三万里》有感

近日，笔者观看了动画历史
电影《长安三万里》。影片在中
国风的传统美学上做出了中国
特色，剧本风格也开辟出一种不
一样的中国叙事，在神州大地迅
速引爆了一场重读唐诗的热潮，
我们也有幸能够从动画构建的
人物中体验盛唐的气象。

观看全片之后，《长安三万
里》这些特点，让我印象深刻。

别开生面的表现形式。《长
安三万里》是一部由诗组成的电
影，用唐诗的串联，给我们展开
了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不徐不
疾地专注讲大唐故事。影片用
168 分钟的片长，不仅展现了李
白的一生，也呈现了大唐由盛转
衰的历史节点，讲述了大唐和诗
词的故事，也阐释了人与理想的
关系。“长安”象征着“理想”，

“三万里”象征着追寻理想的旅
途，“长安三万里”则象征着一
个人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创造
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厌倦了长
久的励精图治，开始崇尚享乐，
用自己的后半生，一手挥霍掉了
自己前半生打下的江山、攒下的
盛世基业和名声。安史之乱拉
开了唐朝盛极而衰的序幕，前半

场鲜衣怒马少年郎与烈火烹油
极尽繁华的盛唐有多惊艳，后半
场前途困窘的中年人和高楼倾
覆满目疮痍的河山就有多悲
凉。无论是单帧画面的表现形
式，还是镜头的运用方式，呈现
出来的光影效果，都让我们眼前
一亮。

性格相反的友情链接。影
片的主线是高适和李白长达一
生的友情，虽然友情的跨度长，
但他们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李白是谪仙人，高适是世间人。
李白放荡不羁爱自由，高适脚踏
实地很务实。李白天赋异禀，高
适勤能补拙；李白想寻仙问道，
高适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李
白询问“入赘一事当否？”并最
终选择了“当”，而高适留下一
个大大的“否”。李白潇洒狂
放，有幸生于盛唐，尽情沉溺于
声色犬马。高适即使能被“呼儿
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的逍遥自在感染，也能看到浮华
之下的满目疮痍。李白认为永
王李璘是对自己行“三顾之礼”
的明君，并写下《永王东巡歌十
一首》；而高适只用一张地图，
就看出永王李璘是偏安守成之

主，难成大事……但就是这样两
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却有长达
一生的友情。高适和李白的每
一次“就此别过”都暗含着两人
命运的不同走向，高适和李白的
三次相扑，也预示了两人命运和
友情的转折点。

独具美感的艺术表达。整
部影片串联了 48 首诗，唤醒了
每个中国人血脉中关于诗的回
忆，曾经印在教科书上的唐诗，
不再是“全文背诵”的命令，而
是盛世和乱世中怀才不遇的血
与泪；曾经挂在老师嘴边的“背
会再放学”，不再是不得已而为
之的选择，而是鲜活浪漫跨越
千年的共情和同感；曾经印在
课本上的诗人黑白画像，不再
是上课时偷偷涂画的插图，而
是让人惊艳熠熠生辉的活生生
的人。大唐盛世背后，也有报国
无门、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谁
不想琴棋书画诗酒花，意气风发
疾策马，当快意少年郎白了头
发，又有多少知己生死永相别，
乱世即使带来了报国和晋升的
机会，也让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
都葬送了性命。

时光会逝去，但那些光芒万

丈的名字：高适、李白、杜甫、王
维、孟浩然……永远留在皎皎星
河之中，他们的诗篇也永远留在
华夏儿女心中。

跨越千年，高适和李白追
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的困苦和
挣扎，当下的我们也在经受。
如何保持初心、怎么追求理想，
什么是坚持和放弃，怎样定义
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现实之间
的关系到底怎么把握……这个
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在变化中，我们如何更好地成
为自己、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
想，是观影之后，值得我们深入
思考的问题。

诗歌是民族心、民族魂，深
刻在华夏儿女的血液中。如果
说“总有一种浪漫让我们与众不
同”的话，那么，登峰造极的唐
诗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璀璨
明珠，任谁也无法超越！几千年
的历史中，我们也曾经历过许多
灾难和浩劫，而让华夏文明一直
能够延续至今的正是包括诗书
在内的文化传承，我们有“诗
在，书在，长安就在”的铿锵誓
言，更有“文化在，中华就在”的
宏伟气势！

故园情怀是一个亘古不衰的文
学话题，余光中先生说：“怀乡是对
整个国家、民族的怀念，思念是对
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怀念。一个
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向心力，它的
文化就难以持久。”巍然的《回忆是
条归乡路》，既是一名离乡者对故
园的眷恋，也是一个村庄的时间简
史，甚至可以说是一帧乡土中国的
缩影。翻开书，像面对一位熟稔的
前尘故旧，彼此相约而坐，开启一
段愉悦的对谈。

故人故乡已远，炊烟灶台已
冷。虽然乡愁是永远也寄发不出
的精神邮票，写作者却可以把对故
乡的眷恋付之于笔端，并以此得到
慰藉。王充闾先生写道：“故乡是
一个人灵魂的最后的栖息地。”对

巍然来说，故园不仅仅是他灵魂的
栖息地，更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宝
藏，风土人情、童年野趣、花草树
木、稼穑之事、农具农事、亲人故交
等，都激励着他，冲击着他，也成了
独属于他的文学因子。

在《回忆是条归乡路》中，巍然
以人生的经历为脉络，以情感的起
伏为着力点，为生于斯、长于斯的
村庄作传，为这个让他铭记一生的
村庄的风土风物、人情世故作传，
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色人等
作传，记录下发生于此的生与死、
悲与欢、苦与痛、哭与笑，就像张
新科先生在序中所说的：“他采用
抒情诗一样温馨的笔触，从心灵
中过滤出乡村的图景与生活，仿佛
立在河边的渔人撒出一张细密的
大网，在岁月之河里把往事一一打
捞上来。”

在巍然的笔下，有留恋也有感
伤，更多的是理性的审视。他通过
白描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从不
同的维度，来抒写刻肌刻骨的乡土
情结，描绘出清新质朴的乡土风貌
和风物人事，为读者提供一扇了解
当代乡村的窗口，像文中关于备年
货、红白喜事以及婚礼变迁的记
述，实则是经济的变迁、社会的变
迁。可以说，《回忆是条归乡路》不
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乡愁，也是一个
时代的乡愁，看似农家话题，实则
人生课题。

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
读完《回忆是条归乡路》，对苏北乡
村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经济、文
化、民俗等的发展变化，都有了大
致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
它看作是巍然对中国乡村的诠释
与解读也不为过。每一个从乡村
走出来的人在品读的时候，都能依
稀找到逝去的生活的影子，陷入悠
远悠长的回忆之中。其实，苦也
好，痛也罢，乐也好，都是一段真诚
得难以忘怀的情感。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人如其
文。在翻读《回忆是条归乡路》的
过程中，这点感触尤深。巍然的语
言是原汁原味的，是无遮无掩的，
不做作，不煽情，可是在朴实的背
后，却洋溢着向美、向善的力量。
究其原因，巍然有一颗向美、向善
的诗意之心，正因为如此，他的文
章才有了诗意，才有了勃勃的生命
力，才有了打动人的力量，如红日
之初升，如明月之皎洁，不得不说
读这样的文字，实在是让人快慰。
一篇篇文章像一个个精灵，带我去
穿越、去体验、去领悟。

“不管你走得多远，你永远是故
乡的孩子。”在《回忆是条归乡路》
中，有一个与村庄、与故园荣辱与
共的作家的灵魂。读完书，我也在
心里默默祝愿巍然的故园以及所
有的村庄永远葳蕤，永远芬芳，永
远绽放出璀璨绚丽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