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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医书教育的医书，，师者的镜子师者的镜子
□安 黎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的
重要性愈发凸显。阅读不仅仅
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培养个
体综合素养的关键环节。因此，
早读作为一种培养阅读习惯的
必要手段，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学
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更是在为
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西安南开高级中学通过激
情早读、深情早读和优雅早读等
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
面发展的平台。这不仅仅是一
场每日的阅读活动，更是一次对
个体智慧的激发和思维素养的
提升。

2024年初雪纷飞之际，西安
南开高级中学的早读课堂上，学
子们如火如荼地投入到激情洋
溢的朗读中。雪花飘扬的清晨，
学子们或挺拔站立，或坐在座位
上，或手捧书本在教室内外游
走，共同奏响了一曲阅读之歌。
这种场景不仅温暖了整个校园，
更在学生心灵深处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开始，而

清晨的美好时光则源自精彩的
早读。学校要求语文和英语教
师认真备好早读课，使每天的三
十分钟早读成为学生美好学习
生活的良好开端。早读的形式
多样，从激情早读到深情早读，
再到优雅早读，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但前十
分钟的激情早读是每个人必须
认真完成的。这种多层次的早
读形式既培养了学生的自主选
择能力，又让他们在阅读中收获
更多。

早读不仅仅是一种学业的
要求，更是一次对个体思维方式
和品质的磨炼。通过阅读，学生
能够拓展眼界，提高综合素养，
更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游刃有
余。西安南开高级中学通过早
读活动为学生创造了一个丰富
多彩的阅读空间，让他们在阅读
的海洋中迎接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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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角色双重角色””上接地气的数学课上接地气的数学课

□徐真真

——读《妈妈教的数学》有感

早读：

读完王彬武的新著《教育的理
由》，我既有共鸣，又有感慨，更有
收获。

共鸣源于他诸多遵循教育规
律又契合人性的论述，与我产生了
较为强烈的精神共振，瞬间就使我
产 生 了 找 到 同 道 的 惺 惺 相 惜 之
感。教师出身的我，尽管早已远离
三尺讲台，但心却从未走远，从未
减弱过对教育的关注和忧患。众
所周知，教育是一项基础性的工
程，关乎每个个体的生命质量，更
关乎社会的文明水准和民族的前
途命运，绝然含 糊 和 马 虎 不 得 。
某栋楼或某座桥的设计与建造出
现瑕疵，可以推倒重来，但教育
却不行。教育一旦出现方向性或
技术性的失误，一代人或数代人，
就要付出要么精神贫瘠、要么头
脑残疾、要么人生荒废的惨重代
价。基于此，以观察社会、记录生
活和揭示人性为己任的我，写过上
百篇涉教的文章，也出版过一部与
家庭教育有关的调查类长篇纪实
文学《那些家长》，其中呈现的痛点
和表达的观点，与《教育的理由》不
谋而合。

感慨的是，这部书如此地富
有真知灼见，不由得让我对其作
者心生敬意。身处教育管理岗位
的王彬武，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教

育专家，其眼界之开阔，学识之丰
盈，分析之透彻，思考之深邃，见
解之科学，论证之严谨，在我的视
线之内，能与其比肩者，寥寥无
几。王彬武既有在历史纵深里追
根溯源的能力，又有在世界教育
的汪洋中捕捉浪花的能力，更能
做到以现代文明和契合人性为价
值坐标，来探求当代中国的教育
之道。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
教 育 历 史 的 矿 藏 里 淘 金 却 不 泥
古，在国外教育的花园里采撷却
不崇洋，总是以智者独有的清醒
和更高的站位，对教育从宏观的
体态到微观的方式，进行个人化
的打量、分辨、判断和思考，察其
利弊，权衡得失，从而提出自己颇
具根本意义和深远意义的主张和
建议。他的很多观点，貌不惊人，
却点石成金，振聋发聩，显现出撼
天动地的力度。以我之见，《教育
的理由》这部书，完全可以当作中
国教育的医书来彰显和传播。书
中有病理切片，有病灶诊断，有诊
治良方，条分缕析，言之有据，言
之有理，的确值得所有教育从业
者，将其当作校准自己教育观念
和教育方式的一面镜子。毋庸讳
言的是，从事教育却不懂教育的，
大有人在。教育，不能止步于灌
输知识，不能满足于把教科书上

的内容嵌入被教育者的脑袋就万
事大吉，而是应在塑造心灵、健全
人格、矫正思维、培植现代文明观
念和提升人的现代文明素养、促
进人的全面成长等系统工程上，
着力发力，谋篇布局。

收获的则是，书中对教育先贤
们大量典籍与典故的引用，尤其是
对中外公认的教育学家的经典观
点的摘录，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
库存，提升了我的认知。

我对王彬武知之有限，仅从

熟悉他的人那里耳闻他好学而又
博学，且有思考的深度。阅读《教
育的理由》，无疑印证了这一点。
一 个 对 教 育 倾 注 了 全 部 心 力 的
人，一个对中国当下的教育现状
见微知著和明察秋毫的人，一个
饱学的人，一个逻辑缜密和常识
健全的人，一个不停留于表象而
执著于深度观察和思考的人，一
个经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而懂得
尊重的价值和人性的原色的人，
一 个 心 中 隐 匿 着 大 爱 和 大 善 的
人，其书写出的作品，自然是既自
带光芒，又价值独具。《教育的理
由》这本书，像一缕刺穿迷雾的阳
光，能呈现真实；像一根擦燃的火
柴，能把人心照亮；像一方十字路
口的路标，能指引教育前行的方
向；像一部考题与答案并存的警
示录，能给整个中国当下的教育
以醍醐灌顶的启悟。教育者也需
要 被 教 育 ，启 蒙 者 也 需 要 被 启
蒙。中国的教育，唯有不断地自
我反思、自我觉悟和自我革新，才
能不断地调整自己前行的脚步，
也才能不断地缩小与世界先进教
育的差距。

毫无疑问，王彬武是教育领
域的有识之士，而这样的有识之
士越多，中国教育的未来就越是
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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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孙路弘老师的《妈
妈教的数学》是我初为人母的时
候，那是教师职业生涯的第二年，
无意间在育儿书籍中搜索到这本
书。没想到，从第一章《家里有一
杆秤》就被深深吸引。

“数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
生活”，这样的一句话几乎被每个
数学老师挂在嘴边。成长之初，
孩子脑海中并没有“数学”的概
念，而当他们发现父母、老师教的
数学难以理解时，“数学”就渐渐
变成“可怕”的东西，当心理上出
现本能的抗拒，探索数学的乐趣
也 就 成 为 空 谈 。 而 孙 老 师 运 用

“兴趣激活”的方式推动孩子智力
自然发展，孙老师的妈妈并不是
教会了他多少数学知识，而是把
追求知识的原动力激发出来，这
种求知欲驱动了他的一生！

女儿上幼儿园时，我又将这本
书拿出来翻看了一遍，依旧那么吸
引我！现在，女儿是一名一年级的
小学生，而我也成为了一名一年级
的数学老师，这本书自然是必读。
现在的我不仅是“妈妈”，更是“一
年级数学老师”。我的想法很简

单，从一年级开始培养我的孩子与
我的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与喜爱。

“双重角色”下，我的“接地气”的数
学课是怎么上的呢？

“指尖上的美妙数学”

孙老师在书中提到了妈妈启
迪他用手指计算 7、8、9 的乘法，算
得又对又快，还避免了机械记忆！
在妈妈教给他手指游戏后，孙老师
还自己摸索出了 8 的乘法手指算，
得 到 了 老 师 与 同 学 的 认 可 与 激
励！运用手指学习数学真是一件
有趣又独特的方式。

这 样 的 手 指 游 戏 也 启 迪 了
我。一年级的数学中有一节课是

“9 加几”，这是一年级小朋友初次
接触进位加法。我依稀记得女儿
初学这部分内容时吃力的表情和
无助的泪水。“凑十歌”背得那是相
当熟了，就是和“9 加几”的计算联
系不上。于是，我就用手指陪她玩
游戏，从“我伸 9，她凑十”到“心里
想 9，扣 1 凑十”再到“扣 1 凑十，口
说答案”，练习了 20 分钟的时间，
她的脸就由阴转晴了。

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我又
想起来女儿那无助的小眼神。于
是，我尝试着用手指跟孩子们“玩
数学”。我的教学分为四大环节：
演示指导—手指算—规范语言—
拓展运用。课堂伊始，我跟孩子
们一起背诵“凑十歌”。紧接着，
我出 9 个手指，让学生与我凑十
闯关。关键的环节来了，我演示
9+5、9+4、9+3 的手指算，让学生
找规律。学生七嘴八舌说得有模

有样的，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同桌
与时间，让他们算得更加熟练。
熟练后不可或缺的就是语言的规
范。大量的口述不仅动手动脑动
嘴，还锻炼了表达能力，让知识变
得 形 象 。 令 我 吃 惊 的 是 拓 展 环
节，我问学生：“谁能用手指计算
一下 8+6 是多少呢？”没想到大部
分学生一次就能用手指正确表示
出来。一节课就这样愉快地结束
了，学生学得开心，玩得快乐，期
待地说：“徐老师，我想下节课还
上数学！”

果真，指尖上的数学并不是
登堂入室的学术任务，而是启迪
心智、启发思维、启动乐趣的探索
过程。

“我的妈妈想当校长”

孙老师在书中说过这样一句
话：“学数学，并不是能够模仿过程
就等于学会了，重要的是真的从概
念的层面理解词汇。”

教过一年级的老师肯定都被
“认识数位”这节课困扰过，无论怎
么解释，孩子们总是不知道咋回
事。女儿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
候也是懵懵的：14 到底是由多少
个一和多少个十组成的？十位上
的 1 不是 1 吗，怎么就表示 1 个十
了呢？

为了让女儿理解，我用了非常
接地气的职位高低跟她解释。我
告诉她，妈妈是老师，你可以叫我
徐老师；如果妈妈是主任，那你得
管我叫“徐主任”；如果妈妈是校
长，那你得叫我“徐校长”。女儿

说：“妈妈，你也想当校长呀！”接着
我问她：“校长、主任和老师，谁最
大？”女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
校长了。”老师、主任、校长，这些都
是职位，是有高低的。我们学校有
张校长、王校长，他们都是校长，谁
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叫他某某校
长。数学上数的位置叫数位，也有
高低。十位就比个位高一点，4 在
十位上就是 4 个十，5 在十位上就
是 5 个十。再遇到这样的题目，女
儿自己就可以讲出道理来了。

同样的问题，我又换成了学
生、组长、班长在班里给学生们
形象地讲解了数位这个概念。接
下来的时间，我让学生举别的例
子说说对数位的理解。真的让我
很惊喜，学生竟能用排长、连长、
营长来举例。课间的时候，也总
能听到他们用各种例子来展示自
己 学 会 的 知 识 ，当 真 是 可 爱 极
了！孙老师说：“对数学概念的
理解是孩子数学能力发展的一个
重要基础。”这种与现实生活结
合在一起的理解会让学生更加印
象深刻。

孩子听懂了吗？让他讲给我
们听一听就能知晓答案了。不管
身为“妈妈”，还是作为一名“教
师”，教给孩子的应是让心智开启
的钥匙，让兴趣迸发的力量。

我很感谢能在数学教学生涯
与新手妈妈这两条路上遇到孙路
弘老师的这本书，它让我真正明白
了“生活处处皆数学”，也希望我的
孩子们能够在课堂中体会有趣、正
确、自然的数学思想！

如切如磋话读书如切如磋话读书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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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到《人民日报》有
篇文章里提到：现代人读书无非两
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
作者认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
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
则切不可不求甚解，而应该“好学
深思，心知其意”。读职业和人生
之书总能收获不同的体验。

阅职业之书，明教化之本

时光易逝，踏上讲台已有三
年。三年成长、改变，唯有读书之
心、教学之心未曾变。阅读职业之
书，以书中营养融于教学，学有所
获，方可一路成长。

读《给教师的建议》最大的感
想就是半个世纪过去，大佬依旧是
大佬。原来，现在工作生活中的迷
茫在半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人想得
清清楚楚。曾以为读书越多，所
知就越多，然而现在发觉读书越
多，所发现的未知就越多，越对这
个 世 界 的 人 和 事 充 满虔诚的敬
畏，这世上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这世上也多的是比你透彻还比你
谦卑的人。静水流深，把自己变成
深不见底的湖水才能让湖面平静
不起波澜。

《班主任工作漫谈》应该算是
教育界的经典书目了。“多改变自
己，少埋怨环境”是魏书生老师在
开篇就和我们分享的观点。书中
说：“埋怨环境不好，常常是我们自
己不好；埋怨别人太狭隘，常常是
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学生难教
育，常常是我们自己方法少。”用黄
金般宝贵的光阴，换来一堆无用的
指责埋怨，这真是人生最悲哀的事
情。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
有风。

“教师的初心，就是对教育事
业的热爱敬畏之心，就是对教育理
想的不懈追求之心，就是对学生的
无私奉献之心，就是对名利浮华的
淡泊之心。”这是《做不忘初心的教
师》中的一段话，也是每位教师在
踏上讲台之初的誓言。希望在数
十载后依旧可以用自己的热情点

燃孩子心中的求知之灯，始终做不
忘初心的教师。

阅人生之书，明哲学之理

少年时期，记忆犹新当属《谁
动了我的奶酪》，当时喜欢书中老
鼠。前不久再次翻阅，才略懂故事
真谛：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存。唯
有改变才是永恒！人生并非是一
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你不断奋斗与
拼搏。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温柔有趣
的老师，但教学中也曾经历过一定
的瓶颈：历史于学生而言年代过于
遥远，自己主动传输，学生被动接
受，课堂出现了“一个人的狂欢，一
群人的寂寞”这样的尴尬场面。也
曾苦恼和彷徨，也曾怀疑自己是否
有能力教好学生。于是，前辈们向
我推荐了石不易老师的《鬼脸历史
课》。阅读《鬼脸历史课》，我发现
历史不再让人犯困，而是越发有
趣。石不易老师把鸦片战争形容
成烟枪与洋枪的对抗赛，将台湾称

为美日眼中的唐僧肉，把历史课本
知识做成了一道大众化的开胃菜，
读来朗朗上口，趣哉妙哉！但当深
入其中时，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同
样是历史，为何我看历史小说要比
看历史教材记得牢？读完这本书
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兴趣，历史
课堂还是要以兴趣为主导带动基
础知识的记忆，最后加强历史思维
能力的提升。

在当今的碎片化时代，读史也
需要创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用更
通俗易懂的写法，讲述了很多历史
人物。读完后，我发现每一位著名
的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性
情，在他们心里有一把分辨对错的
明尺。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地路
过不同的朝代，思考着人生的一些
问题，血雨腥风或风雨兼程。读历
史，也是在读我们自己。

成长的故事是书籍相伴，循着
书拾级而上，以山水笔墨，书写我
的教育人生。

生活，需要仪式感。对小学
低年级学生来说，入队仪式别
提有多神圣和庄严了，第一次
戴上红领巾的激动与自豪全都
写在小脸上。即便我一个中年
人，回忆起当年自己入队的情
形，依旧会怦然心动。

《小树渴望参天》由“红领
巾”的故事展开。足球队“三剑
客”之一的一年级学生刘梓睿
坚信凭自己在校的出色表现，
准能第一批入队，球友冯嘉翌
和吴远泽都对此深信不疑，甚
至连班主任方老师也对他充满
信心。为此，刘梓睿把入队仪
式演练了 N 多遍，就等班队课
上同学们投票揭晓结果。

事 情 是 否 会 朝 着 预 期 发
展？第二天的班会上，胜券在
握的刘梓睿仅以一票之差名落
孙山，而一向不被他看好的吴
远泽竟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成功
当选！作者跌宕的笔法让读者
欲罢不能。

作者喜欢在紧张的叙事中
加入一些幽默元素，使故事情
节张弛有度。入队仪式上，高
个儿冯嘉翌被安排给小个儿学
弟系红领巾，他必须弯下腰才
行；给高个儿吴远泽系红领巾
的是个矮个儿男生，他须踮起
脚才够得着，巨大的身高差造
成的喜剧效果，让台下师生与
读者忍俊不禁。

作者了解儿童，深爱儿童，
也因此能始终贴着儿童去写。
他写儿童的纯洁善良，也绝不
回避儿童内心的“灰暗”，正是
这份真诚增加了作品的代入
感。意外落选，让内心失衡的
刘梓睿开始疏远吴远泽，不良
的情绪也被带到了足球训练
场，他们“友谊的小船”风雨飘
摇 ，这 也 让 读 者 的 心 为 之 高
悬。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小说后
半部分，参观“自然博物馆”时，
吴远泽挺身替刘梓睿挡掉“横
祸”，他小小身躯爆发出的巨大
能量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也
让刘梓睿肃然起敬。由此，他
们“友谊的小船”终于穿过风
雨，驶向遥远的蔚蓝……

作者善于书写儿童的日常
生活，所设置的三次关于“小杉
树林”的场景，极富层次感。第
一次是投票前，刘梓睿单独前
往，他虔诚地向小杉树诉说内
心的想法；第二次是落选后，刘
梓睿情绪低落，吴远泽约他去
小树林告之落选的原因，两人
不欢而散；第三次则是友谊修
复后，“三剑客”一同前去，各自
选择一棵树作为人生的坐标。
可以说，小杉树林见证了“三剑
客”的分分合合，见证了他们的
成长，也见证了他们真挚动人
的铁杆友谊。

一个优秀作家即便给作品
中的人物起名字，也极其用心，
值得读者细细品咂。冯嘉翌，
寓意为美好的明天。确实，他
在身边优秀同伴榜样的影响
下，无论是系红领巾的手法，还
是思想，都从“旧石器时代”进

化到“新石器时代”。吴远泽，
谐音“无原则”，是一开始刘梓
睿对他的戏称。作为英雄消防
员的后代，或许家人希望他生
活中处处都有长流水，无灾无
难、健康快乐地长大，将来也能
恩泽一方。刘梓睿，寓意为生
机勃勃、茁壮成长的小树。这
棵小树不乏缺点，也曾长歪，然
而在师长和同学的影响下，他
不断地修正自己，无论是与同
伴的相处方式，还是对家人的
态度，都有了改变。最终，他光
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成了一名

“名副其实”的少先队员。这棵
小树必将长成参天大树！我
想，这也是作者对千千万万少
年儿童的美好祝福吧。

孙卫卫的这本《小树渴望参
天》，如阳光般清澈、温暖，相信
每一个阅读此书的小读者，都
会对“红领巾”有更全面、更深
刻的认识，也会对“自己将成为
一个怎样的人”有更深入的思
考。书中也展示了成人和儿童
交往时所需要的民主平等意
识、智慧态度以及正确的人才
观。这些，也值得每一个成人
读者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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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淑敏

激发学子智慧激发学子智慧

——简评王彬武的《教育的理由》

点燃阅读之光点燃阅读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