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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侠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一样，只
一眼便心生欢喜。当看到《教育的理
由》这本书的封面时，我便被简约而又
引人思考的独特设计所吸引，“教育的
理由”几个字半身隐于云雾之中，给人
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这种犹抱琵琶
半遮面的设计艺术引起了人的好奇
心，这便是该书作者王彬武在继《可能
的教育》之后，又一力作。迫不及待读
完了唐江澎校长所作的序《好的教育
都是有“理由”的》，对此书有了整体
的认知。如饥似渴地读完全书，做完
读书笔记，掩卷沉思，唯觉书香芬芳四
溢。“内外高颜值，墨香韵悠远”的诗
句跃然心间，脑中灵光一现，随即出现
了白居易说的“诗者，根情，苗言，华
声，实义”。虽然说的是对写诗的看
法，但用在此书也实不为过。我从书
中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师者灵魂的追
问，精神的追求，价值的体现和情怀的
高远，这是指引教育前行的光！

一、主旨的时代之光
《教育的理由》全书共 6 章，每一

章开篇都引用中外教育名家的言论作
导语，简明概括每章之意旨。第一章

《教育：认知的方式与变革的力量》导
语，瑞士裴斯泰洛奇《改进教育的观点
经验和手段》中说：“任何阶层若真能
享受到这样的教育，大家则会和他们
一起分享这种教育，因为这一阶层的

亮光将照亮那些还未分享这一教育的
其他阶层，他们将看到自己的良好成
果：在光亮面前，黑暗将无法存在；在
真理面前，谬误将无地容身；在爱的面
前，冷酷无情难以复存；在力量面前，
软弱难以为继；在尊严面前，堕落将难
以抗衡。”我反复品读体味这段话，理
解个中之意。当下教育面临着很多新
问题，人们对教育诟病很多。聚光灯
下的教育如何适应时代发展，为时代
服务？如此种种，让广大教师困惑不
已。读完这段导语，就明白了作者的
匠心所在。教育如光，照亮黑暗；教育
是真理，驱走谬误；教育是爱，赶跑冷
酷；教育是力量，让人勇敢；教育是尊
严，抵过堕落。我想作者就是以这样
的立意，努力做指引师者前行的光，让
人看到教育未来的希望。

二、内容的思想之光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感觉

有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虽没现身，却
在静静地指引读者沿着教育的台阶拾
级而上，最终到达峰顶，饱览教育的无
限风光，也更加坚定了对教育的理想
和信念。作者从一个教育观察者的角
度深入思考，分析教育存在的问题，剖
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方
案。《“应试教育”错在哪里》《学生“减
负”的时代意义》《学习的观念决定教
育的高度》《正视“学习危机”》等文

章，读之如醍醐灌顶，让人茅塞顿开，
长久耕耘于教育教学实践田地的教师
顿感豁然开朗，真正实现了思想传递、
精神传承的目的，有力地指引了教育
教学工作，引导着教师择高处立，向宽
处行，思想的光芒照耀进读者的心房，
并内化为持久的动力和源泉。

三、表达的情怀之光
本书的语言没有过多的修饰，素

朴干净，直击心灵。语言的概括性也
很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学科
思政是教学本质的回归，多元评价利
于提质增效，理解教育唯有读书等，易
于引发读者思考，这是作者长期扎根
教育沃土，以敏锐的视角观察分析和
思考，以教育的行者和歌者，书写新时
代的教育主题。

情怀就是深深的爱，没有对教育
热爱的大情怀，绝对写不出这么充满
哲思且饱蘸感情的文章。书中的“四
两”读书法是热爱阅读、学无止境的创
意表达，《新时代教师应有的五个关键
意识》中提到的时代意识、育人意识、
学习意识、未来意识、修德意识，何尝
不是作者自我行为的高度概括和对教
师的殷殷期许，《我们还能用什么来比
喻教师》中把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的意
义和价值阐述得热烈激昂，《教育者思
考的心路》用抒情的文字讲述感人的
心路历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把

现实中的我摆放进思考中，易与作者
产生共鸣，加之教育让未来总是充满
希望，我们逆光而行的精神传递，让
本书不但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而且
情怀深厚，可读性强，值得久居一线
的教育工作者细细品读，从而获得思
想启迪和灵魂抚慰，真正实现丰子恺
说的，人要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
灵魂生活三种生活的目标。

作者独具匠心，全书六章环环
相扣，体现了编排的逻辑性。教育
的认知与变革，核心是学生学习方
式的变革，重在社会的进步与品质
的提升。教育品质的提升，关键是
教师，教师要善于反思与表达，以此
提升教育品质，促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我想《教育的理由》传递给读者
的是要厘清教育的观念、关系、认识
及定位，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掌握学
习科学，在守正创新中培育时代新
人，为新时代的教师指明了前进方
向和奋斗目标。

20232023，，读书又一年读书又一年
□米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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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让孩
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
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
再阅读。”小学教材中增加了阅
读策略单元和“快乐读书吧”，对
学生的阅读量提出明确要求，要
求教师重视对学生阅读兴趣和
阅读方法的培养，拓宽学生的语
文学习路径，以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怎样在小学中高年级的
班级中有效开展读书活动，让阅
读落到实处呢？我认为可以借
助以下这“四有”——

有计划

开学初，教师可以和学生一
起讨论 ，制订一份班级阅读计
划。在计划中，应根据学生的年
龄和阅读水平、阅读兴趣，确定几
本本学期的阅读书，确保书籍的
质量和多样性；再讨论、设定合理
的阅读目标，例如每周读一本书

或每月读几本书，以避免学生感
到压力过大；还要根据教学实际，
安排一定课时的阅读课和班级阅
读活动，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检查学生的阅读进度，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

此外，教师可指导学生将读
书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制订个
人每天或每周的个性化阅读时间
表，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固定的
时间段，按照章节或主题来进行
阅读，这样更容易形成习惯，也更
容易保持专注。

通过制订阅读计划，帮助学
生合理安排阅读时间，养成定期
阅读的习惯，让学生更有目的地
进行阅读，提高阅读效率。

有氛围

首先，教师要重视班级图书
角的建设。一方面，师生合作美
化图书角的环境，在班级内创设

良好的阅读空间，吸引学生在图
书角停留和阅读。另一方面，要
注重图书的质量和内涵，鼓励学
生将个人拥有的优质图书带来分
享，根据学生的阅读需求和兴趣
定期更新图书，确保图书角的新
鲜度和吸引力。为了让图书角的
书得到好的呵护，班级内应建立
完善的借阅制度，包括借阅流程、
借阅时间、还书要求等，确保班级
图书角的正常运行，使图书得到
充分利用。当学生看到其他同学
在图书角阅读时，自然而然会被
吸引过去一起参与阅读活动，形
成良好的阅读氛围。其次，教师
要带头阅读，成为学生的榜样，并
鼓励家长参与到孩子的阅读活动
中来，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营造
出浓厚的阅读氛围。

有方法

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中专门编

排了阅读策略单元，例如三年级
上册第四单元的阅读训练目标是

“一边读一边预测，顺着故事情节
去猜想”，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
阅读训练目标是“学习用批注的
方法阅读”，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的阅读训练目标是“根据阅读目
的，选用恰当的阅读方法”……而
在普通单元，教材通过单元语文
要素、课后练习、交流平台等栏
目，也渗透了“一边读一边想象画
面”“借助提示复述课文”等阅读
策略的学习。因此，在课堂上，教
师应当依托教材，有效开展阅读
教学实践，让学生掌握一些阅读
技巧和方法，提高阅读效果。

由于学生时间、精力有限，教
师在选择班级阅读篇目时应首
选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作品，例如
在学习《少年闰土》时，可以推荐
学生阅读鲁迅的原著，比较少年
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形象；在学习

《红楼春趣》时，可以要求学生阅
读《红楼梦》中的一些重要章节，
进而分析贾宝玉等人物的性格
特点……如此一来，既能减轻学
生的阅读压力，又可以让学生通
过阅读来巩固和拓展课堂所学
的知识，提高学习效果。

有评价

在班级中开展读书活动，不
仅要关注学生的阅读量，更要关
注学生的阅读效果。教师可以
通过阅读测试、读书笔记、朗读
活动、角色扮演等方式，了解学
生的阅读情况。根据学生的评
估情况，教师应及时调整阅读计
划和实施策略，提高阅读效果。
对于在阅读活动中表现突出的
学生 ，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奖
励，从而鼓励更多学生积极参与
读书活动，提高班级中阅读的积
极性。

““四有四有””策略助力班级阅读活动策略助力班级阅读活动
□庄艺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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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曹献）近
日，宝鸡文理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马
香 莲 结 题 成 果《“ 接
受”与“给予”中成长
——社会支持视角下
的 乡 村 教 师 专 业 发
展》一书，由陕西新华
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该书是全国教育
科学“十三五”规划教
育部重点课题“西部民
族地区乡村教师质量
提升问题研究”的结题
成果，着重探索社会支
持在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中的关系及其意义，
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社
会 支 持 的 内 涵 是 什
么？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社会支持的理论基
础是什么？乡村教师
社会支持与专业发展
有何关系？乡村教师
作为社会支持的接受
者，外部力量如何为其
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其
专业发展？作为社会
支持的给予者，乡村教
师如何给学习者提供
社会支持，实现自身专
业发展？乡村教师实
现社会支持“接受者”
和“给予者”身份的条
件是什么？双重的社
会支持身份对于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意味着
什么？

本书让我们看到，
乡村教师是社会支持
的接受者，得到政府、
社会团体、学校等方面
的帮助和支持；乡村教
师也是社会支持的给
予者，在教育实践中主
动为学生提供社会支
持。乡村教师在感知

社会支持、获得社会支持的同
时，也在向学生提供社会支持。
良好的社会氛围、教育大环境与
教师积极的教育教学行为、丰富
且生动的教育实践都是有利于
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支持资源，
这些资源不仅有助于学生的健
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师生双方体
验到更多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
感，更利于教师物质和精神方面
的富足和发展。

在当下这个资讯发达的
时代，做教师的，尤其是从
事学校管理的教师、在教师
群体中有些影响力的教师，
以及到处做师德讲座的专
家们，多多少少还是应该读
一点伦理学方面的专著，不
然就有可能误导学生、误导
教师。

伦理是什么？法国学者
埃德加·莫兰在《伦理》一书中
有个简单的回应：“非如此不
可？非如此不可！”我以为肯
尼斯·A·斯特赖克和乔纳斯·
F·索尔蒂斯在《教学伦理》中
有句话可以用来诠释这个回
应：“道德判断告诉我们应当
做什么以及不应当做什么，告
诉我们责任之所在。”教育的

“非如此不可”是什么？是立
德树人，是使人成人。或者反
过来说，凡与立德树人、使人
成人背道而驰的，就是有违教
育伦理的，就是反教育的。

教育要立德树人，使人
成人，就要想方设法帮助师
生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终身学习者。这就要求教
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给师生
提供切实能够感受到的安全
环境。但实际上不少学校则
恰恰相反：总是希望通过制
度、条文来实现我们期待的
效益，但是，我们在考虑制
度、条文的时候，又很少考虑
具体内容和具体对象的实
际。在方式、形式选择上，更
多的还是停留在“禁”与“堵”
上。“一禁了之”成为一种“脑
中之轮”。机械死板的寄宿
制、军事化的标准管理、模式
化的要求把学生管得过死，
束缚了个性发展，已经成了
一个普遍的桎梏。另一个问
题是在面对学生的种种错误
或者“不服从”上，不少学校
与教师更多地热衷于采取这
样那样的惩罚举措，很少会
想到这样那样的惩罚的结
果，就如罗博·普莱文所言：

“被罚出局的学生通常身边
都有一拨同一年龄段的朋
友，要么比他大一岁要么比
他小一岁，这种情况下与其
让他成为班级中的搞笑王，
不如让他成为一位骚扰者。
因为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被
老师从课堂上赶出去，反而
是被奖励了一枚荣誉奖章一
般，尤其是班级中大部分人
都是他的朋友时……”

教育要立德树人、使人
成人，就要着眼于人的德性的
养成，帮助每一个人立足于社
会网络，在人与人的关联中最
大成效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智
能，使每个人的人生更为丰
满，更具活力。所有的教育教
学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
应该是让其成为生命的活
动。唯其如此，才能使教育对
象由自然人成为精神健全的
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
个意义上说，凡要求他人做到
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凡要
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
做。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创造
一切可能的机会鼓励学生质
疑思考，学会倾听与分享，而
不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奔
向一个目标、一个答案。这就
要求教师自己努力成为一个
思考者、批判者，成为一个“有
问题的人”，成为一个善交往、
愿沟通、会取舍、有主见、肯钻
研、能创造且积极参与分享的

人。这就是“非如此不可”。
教育要立德树人、使人

成人，还要理解教育不过是
一种“善意的干预”。罗素曾
说：“有些人将教育视为灌输
某些绝对信条的工具，有些
人认为教育应当培养独立判
断的能力，这两类人不可能
有共识。当涉及这些问题
时，回避是徒劳的。”（伯特
兰·罗素，《教育与美好生
活》）既然不可回避，那么就
要思考如何干预，何为“善意
的干预”。我的理解是要少
些强制、少些一厢情愿和自
以为是，更多地从受教育者
的立场、视角、知识等诸多方
面考虑这些干预是否“非如
此不可”，而不是单方面地施
加或者灌输。以那句耳熟能
详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为
例，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就
是“非如此不可”。教育当然
需要爱，但还应该思考怎么
爱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爱
都是善意的，譬如溺爱、对方
并没有感受到的“爱”，就是
一种强加，甚至是一种伤害。

如果说得狭隘一点，教
师最大的道德就是想方设法
把课上好。而这所谓好的背
后就关乎伦理与道德，就有一
个如何干预的智慧了，其付出
必然是艰辛的。

（摘自《让学生爱上你的
教学》，凌宗伟著，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烟火四起，生动的日子；书卷铺
开，青青的原野。

2023，我依然凭靠阅读拥有两
个时空。上课之余，做家务的间隙，
候车的队列里，我以书籍填充一段
段空白，用阅读来维系不变的初心。

2023年读的第一本书是《中国
诗词大会》冠军彭敏的《曾许人间第
一流》。他带我穿越到李白、杜甫、
苏轼等29位诗人身边，体味他们的
歌哭哀乐，见识人生的跌宕起伏。
扎进诗人的人生，我发现，他们并不
是神坛上冒仙气的神，而是同学、朋
友、亲人……诗词不是高高在上的
日月星辰，是伴人左右的温暖灯
火。这个视角妙极了，滤掉了某些
尖锐的光芒，让我平等地靠近美丽
的古诗词。

春天，我还读了庞余亮的长篇
散文《小虫子》。村野里各式各样的
小虫子，是孩子的“玩伴、敌人、玩
具、食物和零花钱”，是慰藉一代人
孤单心灵的糖果。跟庞余亮同年的
我，也有着饥饿和幽暗的童年记忆，
无处不在的小虫子，让生活有了滋
味和光彩。小虫子，让我凝泪重拾
人生中那段野生光阴，也让我思考，
如今被电子网络裹挟的童年，一定
比“虫子”时代的童年有趣吗？教
育，用什么去吸引孩子离开虚拟、走
向现实？

这年 6 月，黄永玉先生去世。
我下单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
书。令我动心的，是大师对艺术的
沉浸投入。在佛罗伦萨交通繁忙的
十字街头，他坐一把三脚凳、叼着自
制烟斗，心思陷于画境，汽车司机从
他身边两英寸近的地方轻轻掠过；
他趴在平铺于人行道的画布上勾
稿，洒水车把洒水龙头停下来，给他
留一小块干巴地儿。他说自己不堪

“大师”之称，唯一担得起的，便是
“勤奋”二字。大师如此，何况我等
凡人？

一口气读完冯骥才先生新书
《艺术家们》，已临近暑假。这部小
说，是作家冯骥才和画家冯骥才的
最终相遇。艺术家们的种种生活
情境、创作困境、情感经历、商海博
弈，引发我对艺术和艺术家身份的
深深思考。在随意散淡的叙述里，
我读到了暖意和希望。那份谅解、
宽容，像熠熠闪烁的珍珠，温润着时
代和人心。

暑假来临，捧读吴非的《人与讲
台》，我看到无数同行孜孜耕耘的身
影，也仿若看到自己的探索前行。
对于我—— 一个执教三十年的教
师而言，这本记述教育日常和梦想
的书籍，来得着实有点晚。我感叹，
那讲台啊，明亮的光照得进来，新鲜
的风吹得进来。那里能通向辽阔的
地平线和无尽头的高山、海洋——
一切只看讲台边的教师，有没有爱
和梦想。

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自
然地闯入了我的视野。我心疼地看
着傅睿精神崩塌，同时体味到毕飞
宇的忧心。他轻轻划开平滑体面的
世相，骤然浮现另一世界。那里暗
流涌动，溃如废墟，甚至正走向无声
的灭亡。唉……你，我，他，谁不曾
是病中人？如何疗救，如何重建？
真是这个大时代的课题。

寂静秋夜，案上飞来穆涛的
《中国历史的体温》。启扉页，品文
字，只觉清风拂面，舒适宜人。古
代典章、制度、哲学、文化、经济、教
育……他考察历史迁延变化的轨
迹，细数深藏其中的治国方略和人
生智慧。他还时不时从典籍中抬
起头，轻松幽上一默，让我们在陌

生的古代撞见现代的面孔，惊觉当
下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竟联结着
古代先祖们的聪明才智。

毛姆的小说，是重读。那如迷
茫中一剂猛药的《刀锋》、丰足生活
中转而寻求灵魂宁静的《月亮与六
便士》、揭示爱与奉献真谛的《面
纱》、苦寻自由而难得的《人性的枷
锁》，都让我时时震动得说不出话。
他的笔触深入心灵的缝隙和褶皱，
以嘲讽的语调毫不留情地揭示。如
此毒舌，又如此自信而谦卑。我被
他一记猛拳砸傻，又被一把利刃划
过。这种刻骨，让我痛恨而折服。
太难忘，太难说。

这个初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出炉，我读了乔叶的《宝水》、孙甘
露的《千里江山图》。我感觉，它们
有一种共同的特质：里外瓷实，庄重
醇然。作家们对日常事物独到的眼
光和领悟，使我豁然，使我愉悦。那
种于无声处传达的思想，使阅读中
的我，低下了虔敬的头。我看到，我
所缺乏的才华，像一种恒定的能量，
悬浮在小说里，像神性的微笑。它
们足以燃起我内心一星灯火，映照
人生不息的求索。

迷人的冬夜，我读《毛泽东传》，
感受伟人的风雅志趣；读《一年景》，
嗅到四季的文化芳香；读《书时光》，
看张宗子对经典的别样解读；读《上
海饭局》，看石磊笔下琳琅杯碟边的
上海风情……我读散文，如同乘一
条星月下的渡船，觅得了一次诗意
夜航；温经典，看大河东去，千古风
流浪淘尽，沐浴精神的圣火、思考的
星辉……

是的，每每揭开书页，面前便有
一卷河流汤汤铺开。尘世喧闹慢慢淡
去，神思如鸥鸟悠悠起飞。一种看不
见的力量将我托起，托起，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