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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
让人难忘的温暖与哀伤

修炼自己才是好的教育修炼自己才是好的教育

□徐海霞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
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但是如
何做好这第一任老师？我想依然是
大多数父母比较困惑的问题。读完
了朱永新的《让孩子创造自己》一
书，让身为一名教师、一位妈妈的
我，从内心深深地感悟到，无论是对
于自己的孩子，还是对于学校的学生
来说——要教育好孩子，必须先修炼
好自己！

《让孩子创造自己》是“朱永新感
悟”系列书籍中的一本，摘录自他近
7 年在微博里创作的内容。书中的
内容涵盖从家长到老师、从家庭到学
校、从心灵滋养到榜样示范，句句都
是教育的精髓，不但适合家长看，也
适合老师读。读完这本书，我有以下
几方面体会：

教育的基础是有爱

爱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表达，
更需要行动。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

富足，很多父母认为让孩子衣食无忧
就是爱，对孩子倾其所有就是爱，其
实并不然。父母与孩子应该有生活
上的陪伴，比如让自己下班的路理所
应当成为回家的路，陪孩子一起吃
饭；让自己的周末理所应当成为和家
人一起的日子，陪伴孩子一起玩耍。
父母与孩子更应该有精神上的交流，
比如一起聊聊一本有趣的书籍，一起
探讨一个热门的话题。因为真正的
爱是陪伴。

爱的方式千万种，言语是爱，陪
伴是爱，行动也是爱，有时一个“摸
头杀”胜过很多鼓励，一个拥抱胜过
千言万语。所以，无论是父母还是老
师，都不要吝啬自己爱的语言、爱的
陪伴、爱的行动。

教育的前提是理解

“如果没有理解，相信就可能变
成 了 盲 目 信 任 ，尊 重 就 变 成 了 纵
容。”教育是平等的，而平等是建立
在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在任
何情况下，相信孩子、尊重孩子是教
育的起点。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同
的个性和习惯，与孩子沟通也有不同
的模式或应对方法，做父母、当老师
的就应该多读一些教育书籍，了解孩
子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规律，更要
用心观察孩子细微的内心活动，明白
孩子在想什么做什么，经常与孩子沟

通。只有理解了孩子，才能摸索到与
孩子沟通的语言密码，才能走进孩子
内心，起到春风化雨的教育作用。

教育的成长是改变

每当孩子出现打人、说慌、厌学
等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惊恐万分——
孩子怎么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我们
是否反思过，这也许与我们不恰当的
教育方式有关呢？其实，孩子“生病”，
父母一定要“吃药”，孩子犯错，大人一
定要反省。孩子的问题大多是父母教
育不当造成的，当我们教育孩子要认
真学习时，自己却在看电视玩手机；当
我们教育孩子要学会宽容时，自己却
喋喋不休地埋怨同事；当我们教育学
生要爱整洁讲卫生时，自己的讲桌办
公桌却凌乱不堪……当我们像个警
察一样盯着孩子的时候，殊不知我们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恰好被孩子
看在眼里。好父母就是以身作则，好
老师就是行为世范，要让孩子改变，
自己先要改变，改变才能与孩子一起
成长。

教育的完美是共育

“5+2=0”是教育中最害怕见到的
等式。孩子在学校里 5 天的良好训
练，周末2天在家里却得到无尽的放
纵，那么孩子永远不能成长，教育结
果就等于0。朱永新说：“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如果没有教育共识，效果就
会相互抵消，就意味着失去了教育的
完整性……”学校教育要注重细节，
比如环境的影响、习惯的培养，生活
中的细节也是家庭对孩子最好的教
育，比如习惯的养成、家庭氛围的创
造。学校对孩子的教育，父母应该积
极配合，学会用赏识的眼光看老师、
看学校，如果家长总是在孩子面前说
老师的“不好”、怨学校的“不是”，只
会增加孩子对老师和学校的排斥心
理。长此以往，受害的只能是孩子，
吃亏的也只能是家长。所以，家长要
成为学校教育的好帮手，与学校共同
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每个家庭
对孩子也有不一样的要求和期待，对
于家长提出的特殊的教育要求，老师
与学校也要理解并积极配合。“父母
与孩子、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是教育
成功的重要标志”，学校教育与家庭
教育就像两只手，只有这两只手紧紧
相握，实现共育，才是教育的完美。

曾经读到这样一句话：“农民种
庄稼，光靠爱，不行，只有懂种庄稼
之道才有好收成；教育孩子，仅有
爱，不够，只有懂孩子的成长规律才
有好未来。”教育是慢的艺术，在这
个慢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于家长还是
老师来说，都应该先修炼好自己，然
后慢慢去熏陶孩子，慢慢去引导孩
子，最终才能做到好的教育。

在《曾国藩
传》中 ，作 者 张
宏 杰 不 仅 为 我
们 展 现 了 这 位
晚 清 名 臣 的 生
平和思想，更揭
示 了 曾 国 藩 读
书的三大秘诀：

勤、恒、专。
曾国藩读书态度着重

一个“勤”字。出任两江总
督和直隶总督时，连在旅
途中他也读书不辍。甚至
一只眼睛因病失明也没放
下书本。他强调读书时要
三勤：眼勤，每日读书；脑
勤，勤于思考；手勤，多练
多写。坚持每日读十页
书，将“勤”字践行到底，
而“勤”也造就了他的步步
高升。我们也要勤读书，
让书成为生命的补给，赋
予对抗世事无常的心态和
能力。

曾国藩读书还贯彻了

一个“恒”字。他认为“有
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要想
读书有成，要养成持之以
恒的习惯。曾国藩教育儿
子：“学问之道无穷，而总
以有恒为主。”正是他的持
之以恒奠定了他内圣外王
的人生基础。古人云：行
百里者半九十。做任何事
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在快
节奏的世界，保持内心的
平 静 ，看 书 是 最 好 的 选
择。不妨设定一个小目
标，如一天读 10 页书，持
之以恒，相信你的人生会
变得不一样。

曾国藩读书更讲究一
个“专”字。他认为钻研学
问 没 有 固 定 方 法 ，唯 有
专。他说：“若志在经典，
只须专攻一种经典；志在
科举文体，须看一家文稿；
志在古文，须专看一家文
集。万不可以兼营并务，
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
因此曾国藩读书注重专
研，不读懂上一句，绝不读
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
不摸下一本。在读书时要
像工匠般精雕细琢，才能
领悟精华。有了目标之
专，才能精读每一本书；有
了用心之专，才能把书读
懂、读透、读深。

——张炎琴阅评《曾
国藩传》

机缘巧合，买回一本《额尔古纳
河右岸》。元旦假期，陪孩子间隙，
随手翻翻，假期结束，仍未看完。上
班了，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总想
回家美美地一口气读完。可是白天
工作的劳累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很
多时候回家看一会儿书就沉沉睡
去。终于，在一个清净的下午，安安
静静地读完了整本书。

置身于城市的钢筋水泥中，一切
繁琐疲倦、麻木僵硬似乎全被书中文
字带走。我的思绪久久沉浸在遥远
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与鄂温克人一起
于林间穿行，徜徉在自然的怀抱，接
受风雪雨水的洗礼和阳光晨曦的照
耀，感受相逢的无穷喜悦，体会分离
的无尽哀伤……

温暖而苍凉，平凡又伟大。鄂温
克民族的百年历史，由这一民族最后
一个酋长的女人娓娓道来，没有刻
意，没有轰动，却能让人读到心里
去。鄂温克人以放养驯鹿为生，迁徙
在山野林间，他们视驯鹿为一种极具
灵性的生物，是神的恩赐，他们放牧、
打猎、捕鱼，他们尊重一切有生命的
东西，哪怕是捕获到一头巨大的黑
熊，也要在享用前为它虔诚地歌唱。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自然的怀抱中，
他们人性中的善良被完整地保存了

下来，心怀大爱，不掺杂任何杂念。
列娜的父亲为了妻子与哥哥尼

都萨满大吵一架，列娜担心尼都萨满
使用神力报复父亲，一整晚没睡，守
着尼都萨满，所以第二天瞌睡至极的
她从鹿上摔下来，在寒冷中悄无声息
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常说，父母
对孩子的爱怎样无私和伟大，却不承
想，孩子对父母的爱同样不求回报，
稚嫩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至
高无上的亲情。虽然列娜年纪很小，
可是总能在她身上感觉到一种真实
可感又莫可名状的美丽和善良。

书中描述的死亡太多。正如里
面所写：每个人的出生都是一样的，
而死亡的方式却是各异的。林克、尼
都萨满、达玛拉、伊万、哈谢、鲁尼、
伊芙琳、妮浩、达西、玛丽亚、瓦罗
加、拉吉达、安草儿、依莲娜……

这些人物都深深地印在读者的
脑海里。而最难以让人释怀的是妮
浩的四个孩子的离开。妮浩是部落
的新任萨满，具有神秘的祷祝力量，
同样也肩负着护佑族人的重任，每当
族人身患重病或在性命攸关的紧急
关头都会求助妮浩萨满，求她跳神起
舞，而妮浩每拯救一个人便要以牺牲
自己的孩子为代价。当一个叫何宝
林的男人骑着驯鹿来请妮浩去救自

己十岁的儿子时，乐意去帮助别人祛
病的妮浩萨满嘴上答应着去，眉头却
是蹙着的，离开营地的时候把自己的
孩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眼里泪光
闪闪的，离开营地很远，还回头张望，很
舍不得的样子。原来她早就知道，如果
救活了那个孩子，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
子，因为天要那个孩子去，她把他留下
来，自己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在感情和
责任的矛盾冲突中，在情与理的两难选
择中，妮浩选择了披上神衣在月光下
起舞……那个孩子得救了，自己的果
格力却永远地离开了。

此后，为了挽救其他人，她还相继
失去了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以及一
个未出世的孩子。毫无疑问，妮浩是
伟大的。为了救人，她一次又一次地
以自己孩子的生命为代价。她是萨
满，她得守着自己的部落，她不能见死
不救，哪怕是小偷。

还有，当拉吉米在山下的马厩里
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时，毫不犹豫
地抱回山林，精心抚养，甚至作为自
己唯一的精神寄托。这个数百年前
自贝加尔湖迁徙而来的鄂温克族人，
他们真诚，善良，勇敢，有担当。

然而，这支少数民族部落，人数
渐渐稀少，雨雪雷电等各种意外随时
都会带走人的生命，离开成为常态，

他们尊重自然和生命，也以一种极难
能可贵的豁达面对生老病死。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现代
文明的到来让鄂温克人不知何去何
从，他们无法适应山下的定居生活，
驯鹿也无法适应被圈养，“面对越来
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
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
人’”，他们努力融入现代文明，但最
终却迷茫地重新回到山林。这个少
数民族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或
许，他们会成为历史中的过客，或许
他们会在大兴安岭的那片古老山林
中生生不息。

而这一切，我们要感谢作家那温
暖细腻的文字，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
一团火，路过的人只能看到一缕烟。
我们望见了遥远的那缕烟，望见了人
性的美好与温暖，这大概就是小说之
于烟火众生的意义。

——读《让孩子创造自己》

□齐程花

依靠学习依靠学习 创造未来创造未来

□陈连锋

——读《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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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记得第一次去图书
馆的情景。那是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那时我们家住在某军
区医院。是春天，迎春花开得
房前屋后都是，金灿灿的像太
阳一样耀眼。我大概十岁左
右，怯怯地跟在管理图书馆的
士兵后面，他开门领我进去，
一股积年的尘土味儿迎面扑
来。看来这里少有人来，若不
是我喜欢看书，若不是我央求
在医院做军官的父亲帮我给
管理图书馆的士兵打招呼，我
也无缘踏进这里。图书一排
排地站在书架上，在当时小小
的我看来似乎到处都是书，在
书架中间穿行，仿佛穿行在书
的森林。

这么多年来，在我眼里，
父亲一直都是严肃的。但是
严肃的父亲终拗不过女儿的
请求，他不忍心违逆一个孩子
爱看书的心愿。图书馆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进，更何况还是
个孩子。我是个例外。

我好奇地摸摸这本书，又
摸摸那本书，士兵耐心地等着
我。我选了本《野火春风斗古
城》，前几天部队的放映队刚
放了这部电影，我还沉浸在电
影里，要再看看原著，重新温
习一下。我冲士兵笑笑，他也
冲我笑，很宽容地笑。他可能
在笑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读
这么厚的书，而我心满意足地
把书抱在胸前，得意洋洋地出
门回家看书去。

后来跟那士兵越来越熟，
已经不用父亲再打招呼，我就
能大摇大摆地去图书馆随意
翻拣图书，他也不再守着我，
而是开了门就去干别的，留我
自己在图书馆里想干吗就干
吗，想拿几本书就拿几本书。
年轻的士兵知道，爱看书的人
不会搞破坏。多年后，我依然
记得存放图书的那间平房，门
前有棵大柳树，柔软的枝条垂
下来几乎扫到地面，平房窗户
的玻璃上涂了厚厚的绿色油
漆，窗户从不打开，里面空气
闷热而浑浊，阳光透过窗户缝
隙钻进来，能看到光线里飞舞
的尘埃，像无数的小精灵在跳
舞，给人一种玄幻的感觉。但
是无论怎样，图书室都是我最
爱去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但那时的图书馆里并
没有少儿读物，那些书籍我几
乎都看了个遍，《海港》《红灯
记》等等，至今仍记忆清晰；关
于长征的书翻来覆去地读，反
围剿的胜利和失败都深深地
揪着我年少的心；斯诺的《西
行漫记》看了很多遍，一个外
国人笔下的长征同我读的别
的关于长征的书总是有些不
同，更多了生活气息和别样视
角。对于一个年龄不大功课
不忙，又很寂寞的孩子来说，
这些书足以慰藉心灵了。

秋天的时候，我住院动手
术，手术之前借了本《林海雪
原》。手术完躺在床上，忍着
术后钻心的疼痛，我把《林海
雪原》放在胸口读，手术后的
刀口总是一跳一跳地疼，右腿
打了石膏，跳着疼的时候腿能
一下子不由自主地抬起来，然
后又重重地落下，父亲只好趴

在 床 头 用 手 给 我 托 着 那 条
腿。厚厚的一本书放在胸膛
上压得我心口疼。我只有沉
浸在书里的时候，才会觉得腿
不那么疼了。其实书中有很
多字我都不认识，但是那时候
我无师自通地前后顺下来，就
能猜到那些字的意思。医生
护士都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
能读那么厚的书，只要来病房
就会考我，从书里找出他们觉
得难认的字让我认，让我给他
们讲某句话的意思，然后惊
叹：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读那
么厚的书，怎么认识这么多
字！我心里暗暗得意，脸上不
动声色。

那茫茫的林海，那天地间
白皑皑的雪，少剑波和白茹、
杨子荣等，都在我的脑海里盘
旋，那些鲜活的人物陪着我度
过 了 那 段 孤 独 而 难 熬 的 时
光。那本厚厚的《林海雪原》，
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一直
读到能揣摩出白茹对少剑波
的情思，虽然年少不明了那种
情思，但是那种若有若无的感
觉，一直漾在心底。

后来，读书、工作、旅游，
也曾到别的图书馆去过，但都
没有小时候家住在部队大院
里，那个简陋的图书馆给我的
印象深刻。那个脸上总是挂
着微笑的士兵，只比我大七八
岁的样子，却有着成年人的宽
容；那些有着经年味道的书，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我一个人
在图书馆里自由自在翻拣的
快乐，也只能永远留在记忆
里；那些阅读带给我的影响，
不经意间就能让我感受得到。

作为一名校长，办公室、家里满
满的书籍是我每天沟通交流的朋
友。我坚持每天读书，越是工作有
挑战，越是喜欢挤出时间读书，读书
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

《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
革》这本书中，作者迈克尔·富兰对
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
位、深层次的探索，尤其对教育变革
的动力、变革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变
革的内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
述。作为有二十多年校长岗位经历
的我，对这本经典爱不释手，每读一
次都有新的启发。

校长要勇做教育变革时代的引领者

教育的道德目标在学校的发展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伟大的教育改
革专家迈克尔·富兰曾经说，教育变
革有8项启示。变革不是一幅蓝图，
教育变革是一项旅程。在教育变革
中每个人都极端重要，每个人都是
教育变革的主体。

作为校长，信念、管理和领导力
是我们成长的命脉。校长要做终身
学习者，做校园里的首席服务官。
因 此 ，提 升 校 长 的 领 导 力 极 端 关
键。校长领导力的法则是：一是说
到做到，二是以身作则。在变革的
时代，我们每一位校长都要“以身作
则，直面挑战，共起愿景，激励人心，
使众人行”。这不仅是我们领导力
的源泉，也是我们领导力的体现。

引领组织变革能力是
校长的核心能力

学校发展的核心是课程体系建
设，课程体系建设的核心是课堂建
设，课堂建设的核心是教师队伍建
设。归根结底，校长的根本使命是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在新时代的变革过程中，组织

形态变革能力是校长能力的分水
岭。现行组织学关于组织形态发展
的核心观点是：一是强调能力建设，
而不是注重奖优罚劣；二是注重协
同发展，而不是强调竞争或者单打
独斗；三是强调技术优先，技术不仅
是教育的资源，也是教育的内容、教
育的工具和方法。四是强调系统观
点。在变革的过程中，校长要注重
整体观念、辩证思考，重点推进，致
力于打造符合现代发展理念的软组
织、自组织、有活力的创造型组织。

概念重建是教育变革的
起点和理论支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是教育的使命。教
育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归根结底，教
育是从知识传递的时代转向了思维
发展的时代，概念的重建将是教育
变革的起点和源泉，我们需要增强
重建概念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重建知识概念。知识有主观性和
客观性，知识是主动建构的。知识不
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学习的过程不是
移植的过程，知识强调协同。从行为
主义、认知主义，再到建构主义，我们
更强调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观。

重建学习概念。学习是通过经
验，在行为、技能、能力、态度、性格、兴
趣、知识理解等方面产生持续变化的
过程。学习是基于体验与活动的，关
注学习者内在兴趣、爱好的学习，关注
学习者整体成长与发展为中心的学
习，是学生手、脑、心于一体的学习，是
实践、感知、思考于一体的学习，是身
体、心理、灵魂共同参与的整体学习和
全人活动。

重建课程概念。课程是学生履
历的情境，课程是学生的体验。新
时期的课程建设，追求脑力与体力
的平衡；追求学生认知能力与非认
知能力的平衡；强调学科素养与跨
学科素养的均衡。

回到儿童是教育工作的原点

教育以人为本，人是教育的本
质，教育的本质是塑造人格。教育
家陈鹤琴先生说，生活是教育的基
点，儿童是教育的原点，认识儿童，
发现儿童，欣赏儿童，创造儿童是我
们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教育的终极目的。

我们认识、发现、研究儿童要强调
四个“回到”：一是回到儿童原来的意
义上去。自由是儿童存在的本质和天
性，是儿童创造的保姆和田野。儿童
是探究者、哲学家、游戏者。二是回到

儿童完整的生活世界。儿童的生活有
三个世界：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理想
世界。只有科学地认识三个世界，才
能完整地认识儿童。三是回到儿童的
最伟大之处。儿童就是可能性，可能
性就是创造性、未来性和多样性。四
是回到儿童的学习方式上去。游戏即
儿童成长，即权利，即引导，即规律。
认识和发现真实的儿童研究，儿童怎
样学习？这是我们教育教学工作的根
本命题。尊重儿童、尊重规律、因校制
宜，努力创造适应儿童发展的教育和
校园生活，将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每个人都是变革的主体”。感谢
《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这本
书，增强了我变革的信心与底气，让我
继续明确自己的角色、责任与使命，以

“学校学习的引领者、教育系统的参与
者、变革的动力”三种角色意识，迎接
时代变化，拥抱学校变革，引领学校变
革。让学校成为一所“为人”的学校，
而不是“人为”的学校，为每个孩子点
亮温暖的未来。

我与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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