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笑着，是喜气洋洋的面部表
情。就像歌里唱的：“你笑起来
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
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
散……”班主任的笑着，不仅是
愉快的表情，也是个人亲和力和
班级凝聚力的一种表达。

笑着，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声
音。试想，班主任走进教室，看见
每一个学生，都会发出愉快的笑
声，那是一种怎样美好的场景呢！

笑着，是称心如意的心情，是
胸有成竹的心理。凡事不急不
躁，不忧不惧，从容豁达，不转嫁
压力，把每一天过出喜气。

笑着，是陪伴成长的情绪价
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师生同
频，双向奔赴，身心愉悦，共同奋斗，
创造更美的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

笑着，是轻松自如的教育方
法。以幽默，以风趣，以热忱，面
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笑着，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念。班主任的一切言行均指向人
的发展，理解学生的言行，原谅学
生的过错，激发学生的成长，慢一
点，实一点，细一点，开心一点，播
种大爱，收获成长。

笑着，是调节繁忙工作的松
弛感，是驰而不息、从容不迫、享
受过程的职业追求，是知足常乐
的生命状态，是气定神闲的魅力

风度，是登高望远的境界格局，是
对学生的成长满怀美好期待，又
葆有静待花开的可贵情怀。

如果“笑着”能成为我的职业
标签，那简直是莫大的荣幸。

“笑着”二字，蕴含特别的魅
力，彰显教育的神奇。那么，如何
笑着做班主任？本书从八个方面
阐述，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使表述具有思想性、可读性和
可操作性。

1.笑着观察。《道德经》说：“天
下大事，必作于细。”教育是一项
宏大的事业，却要从细小处开始，
所以班主任要擦亮双眼，在日常
中，在细节里，以明丽愉悦的心
情，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精神风

貌、情绪流露，从中发现孩子的天
性和需求，探寻成长的合适路径，
创造教育的因缘际会。

2. 笑着倾听。不以成人的思
维去要求和解读孩子，不声色俱
厉地呵斥孩子，而是如卢梭所说：

“把儿童当作儿童。”倾听孩子的
心声，了解孩子，懂得孩子，唤醒
孩子，激发孩子，帮助孩子，陪伴
孩子，托举孩子。要让孩子因为
我们的倾听，而拥有情绪的出口、
表达的愿望、被理解的舒心、解开
迷津的畅快，还有被重视、被陪伴
的幸福。

3.笑着言说。班级里，班主任
占有最强话语权。班主任言说的
形式有很多种，笑着言说是最高
级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举重若轻，是何等的体貌不凡，言
谈卓绝，见识广博，大智大勇，儒
雅气度，师表风范！我敢说，单把

“笑着言说”四个字科学合理地落
实下去，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
班主任。

4.笑着行动。班级的发展，要
靠班主任的行动引领。如何以高
屋建瓴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
如何以有效的行动推动班级整体
发展和学生的个体成长？笑着无
疑是最好的策略。

5. 笑着思考。班主任是一个
班级的领导者、决策者、规划者。

班级文化建设、学生成长、活动开
展、家校共育，都需要有缜密而科
学的思考，如果班主任在轻松愉
悦的状态下投入思考，就一定会
智慧满满，获益多多。

6.笑着评价。新的时代，带来
育人方式的变革。成长中的学
生，发展着的孩子，催生新的评价
方式：多元化、动态化、增值化、过
程性、综合性。这些评价方式，无
一不要求班主任有大格局、大境
界、大视野，着眼未来，立足现
在。本书全方位、多维度解码笑
着评价的方法论。

7. 笑着记录。每个班级的发
展，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一段鲜
活的历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班主任常写作，也指导学生勤动
笔，以幽默的笔触，以生动的语
言，记下温暖感人的班级故事、激
动人心的成长瞬间、灵动有趣的
心灵思考，也就是积累班级发展
的科研素材，催生班级建设的科
研课题。

8. 笑着分享。近年我常常收
到一线班主任的来信，他们向我提
出了一些关于班主任工作的疑问，
也提出了教师子女的教育问题，我
力求调动诙谐轻松的语言系统给
予解答。本书精选了我对 6 个板
块 17 个问题的解答，希望给读者
朋友带来实在又实际的帮助。

有人说：“武功的最高境界是
微笑，因为微笑没有对手。”近年，
我们和我们的学生经历了新课
程、新教材、新高考、“双减”政策
等重大教育变革，也受病毒侵扰，
经受着身心考验，在这种背景之
下 ，笑 着 做 班 主 任 ，显 得 尤 为
珍贵。

教育事业并非都充满了欢
乐，班主任工作更是常常令人身
心俱疲。我们渴望改变现状，享
受职业幸福。那么，我们不必这
么用力过猛却又苦不堪言。我们
完全可以跳出窠臼，树立新理念，
形成活思想，拿出新行动，开创新
境界。

解放自己，舒展身心，笑着做
班主任，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
态，是我在几十年班主任光阴里，
在平凡又曲折的岁月中，得出的
经验，悟出的道理。

愿每一位班主任嘴角上扬，
眼含笑意，喜上眉梢，邂逅大喜
悦，创造小确幸。那么，我们的学
生，那些生动活泼的生命，去探索
未知的世界，去创造具体可感的
幸福，定然也充满了果敢与灵气，
轻松与愉悦。

如此，该是多么美好！
（摘自《笑着做班主任：幸福

老班的带班密码》自序，杨卫平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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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笑着”可以成为我的职业标签
□杨卫平

作家巴陇锋的长篇小说《秦
岭人家》是一部以主人公邛军为
代表的乡村青年带领大秦岭里的
农民群众脱贫攻坚最后走上小康
的 长 篇 小 说 。 阅 读 作 品 的 过 程
中，我一直沉浸在小说所构造的
生动鲜活的人物世界中。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在《秦
岭人家》这部作品中，作者自然而
然地运用了一些人们已经久违的
陕甘方言土语。这些方言土语的
出现，自然会唤醒具有同样生活背
景的人们的乡土记忆，因而能带给
人一种朴实亲切的阅读感受，这自
然会拉近读者和小说中的社会生
活、人物情感的距离，让读者能够
亲切地走进小说世界中。

人物塑造是长篇小说的灵魂
所在。可以看出，《秦岭人家》中
围绕在主人公邛军身边的也是形
形色色的人物，他们体现了社会

生活和人性本身的复杂性。诸如
一直暗中使拌子的本家邛五叔，
缺 乏 主 见 受 人 怂 恿 的 发 小 边 大
治，内心常常和对手康静雅争风
吃醋的妻子唐小凤，利欲熏心仗
势欺人的原镇领导杨俊虎，东窗
事发最终贪腐入狱的姬英军，等
等。他们就像真实社会生活中的
人物，构成了小说中的生活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秦岭人家》
的作者根据情节需要，对于作品
中上级机关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操
作过程非常熟稔，在此方面下了
很大的功夫，正如同陈忠实为了
写好《白鹿原》，不辞辛苦查阅相
关党史和县志资料一样，使作品
没 有 丝 毫 的 违 和 感 和 常 识 性 硬
伤，这当是小说真实性的重要保
证，这是值得青年作家们学习的
地方。要写好一部长篇小说，可
以说作家的功夫在小说之外。

小说的最后，随着塘坝村由穷
到富，由村升镇，邛军的职务由小
到大，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
到，小说最后的节奏似乎越来越
快，这也许是在厚积薄发的生活逻
辑下的必然表现，但小说本身的韵
味却让人感到随之减弱，最后似乎
难以留下令人回味无穷的结尾，只
是每个人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而已。如大学教师康静雅在转了
一圈后最终还是和发小边大治生
活在了一起，生活在螺旋式上升的
过程中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可以说长篇小说《秦岭人家》
深入地反映了秦岭深处的生活世
界，它既是生活本身的生动反映，
也是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到奔向
小康的一个缩影。它能够帮助人
们认识生活的本质——唯有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够创造更加真
实而美好的未来！

□梁 杰

遇见遇见““哲学哲学””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很多年前读尼采、叔本华，觉得
颇为无聊。现在反思，当时觉得无
聊的原因，大抵是不懂哲学、高看哲
学、浮光掠影读哲学。假期里阅读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居
然读得眉飞色舞、喜不自胜、暗中叫
绝。此后我才发现，哲学不但不高
深莫测，而且很好玩。一言以蔽之，
哲学就是生活，哲学就是文化，哲学
就是社会。

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简
史》之所以浅显易懂、令人喜闻乐
见，主要是其写作的基点原本就
是我们颇为熟悉的生活本身，那
些哲学案例，我们在林林总总的
生活场景里不止一次遭遇过、经
历过，但是我们只将生活本身看
作原初的生活。不管是一次失望
的远游还是一次意外的跌倒，不
管是一次天赐的机遇还是一次命
运的挑战，不管是一次针锋相对
的 谈 话 还 是 一 次 没 有 尽 头 的 沉
默，我们都习以为常。殊不知，在
这些寻常的生活里，却蕴藏着发
人深省的哲学。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审视，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哲
学就是生活。我们每时每刻都生
活在哲学里。

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

史》，我才真正知晓“不读不知道，读
了吓一跳”的切身感受，我才真正明
白自己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望
文生义”者，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
人。有了这样的自我定位，确实令
人不寒而栗。譬如《中庸》，我一直
以为“中庸”之“中”的意思就是“不
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不倚，保持中
间状态”，但是冯友兰将其解释为

“恰如其分”，可谓妙绝。再譬如《大
学》，我始终就当一本经书而已，反
正不是今天的“高等学府”，可是冯
友兰告诉我们，“大学”乃“学大”，是
一门有关于“学会长大”的学问，确
乎出人意料。由此可见，哲学里面
处处是文化，字字皆育人。我们沉
下心来读一读哲学，才有可能变成
一个相对有点文化内涵之人。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从春秋
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
家、名家、阴阳家写起，并以其流变
为线索，一直延续到明代王阳明的

心学。此间的哲学思想，始终植根
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及意识形态领
域。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土
壤，就可能孕育出什么样的哲学思
想。如此，哲学就成为了社会意识
形态的一种呈现，譬如儒家思想的
兴盛与没落，唯物与唯心的交锋，
阴阳家的得势，都与具体的社会现
实息息相关。基于此，哲学也是一
门社会学。

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杏坛教书
育人，我曾经教授过宗璞的《紫藤
萝瀑布》，很美，当然彼时还知道了
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三年前我做
了一本高考作文素材方面的书，有
一篇题为《两束雄文，一抹背影》的
素材文章就写了冯友兰；这个假
期，我本着深入了解冯友兰思想精
髓的想法，选择了《中国哲学简史》
予以阅读，未曾料想收获到了诸多
人生启迪。这也许就是阅读的“缘
分”。该遇上的终归没有错过。

回望长征艰苦历程，赓续
伟大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2024 年 4 月，花城出版
社推出中国优秀军事历史题
材作家温靖邦的全新长篇力
作《铁流万里》，这是一部全景
式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

当我拿起温靖邦先生的
长篇小说《铁流万里》时，仿佛
瞬间被卷入了那段惊心动魄、
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之中。由
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
以及军事上的冒险主义错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从开篇起，小说就以宏大
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
所面临的极其险峻的局势。蒋
介石的百万大军如黑云压城般
对江西红色根据地形成合围，
红军的生存和中国革命的未来
都悬于一线。

温靖邦在书中对人物的
刻画极其精彩。湘江之战的
惨烈场景中，毛泽东那铁塔般
的身影伫立江边，望着满江血
水泪如泉涌，他对红军命运的
痛心、对错误路线的悲愤以及
对未来的忧虑和担当，都通过
这 一 画 面 深 刻 地 展 现 了 出
来。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一
次次擦拭着被泪水沾湿的镜
片，内心的伤痛超越了腹部的
伤痛，一个曾经的“左倾教条

主义者”被现实斗争教育了过
来，人物思想转变的过程描写
得丝丝入扣，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有血有肉、知错能改且坚定
地站在真理一边的人物形象。
博古的仓皇失措，周恩来的殚
精竭虑，李德的固执己见，等
等，都在不同的场景和情节中
被鲜明地勾勒出来。

对于历史事件的还原和
叙述，作者展现出了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考据精神。长征途
中的每一场战斗、每一次会
议、每一个决策都仿佛是历史
的再现。如通道转兵、猴场会
议、遵义会议等这些决定红军
命运和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节
点，作者不仅从宏观的政治局
势、军事态势方面进行描写，还
从参会人物的心理、情感、细
微的表情动作等微观角度去
诠释，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
理解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意
义和价值。

从文学角度来看，温靖邦
的文字功底扎实，语言时而大
气磅礴如汹涌波涛，时而细腻
温婉似潺潺溪流。在描写战
争场景时，如秋风掠过树梢发
出飒飒声的寂静战场，伤员们
的沉默与杨成武、耿飚内心的
叹息相互映衬，让人体会到战
争的残酷和红军战士的英勇
无畏。然而，在描绘毛泽东等
领导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碰
撞时，语言又充满了思辨和智
慧的力量。

在众多描写长征的文学
作品中，《铁流万里》以其独特
的视角、详实的内容、生动的
人物和精湛的文学技艺，当之
无愧地成为一部值得我们反
复品味和珍藏的佳作。它就
像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文学的
天空和历史的长河中发出独
特而耀眼的光芒。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
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
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
是人民军队历史记录上的第一
次，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
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的胜
利，不仅是打败蒋介石军队围
追堵截的军事上的胜利，而且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胜
利，是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胜利。长征的胜
利，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
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
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经
过岁月洗礼，红军长征在中国
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
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
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

《铁流万里》不仅仅是一
部小说，它更是一部承载着
长征精神的厚重宝典。它让
我们在回顾那段艰难岁月的
同时，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无
产阶级革命的千难万险以及
先 辈 们 百 折 不 挠 的 精 神 内
核。它提醒着我们如今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激励着我
们在新的时代继续传承和弘
扬长征精神，以坚定的信念
和不屈的意志去面对生活和
工作中的挑战。

长征精神如巍峨的山峰，
高高耸立在历史的洪流中，任
凭风雨侵袭，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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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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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样读书与教书——
18 位小学数学名师阅读之悟与
教学智慧》

作者：叶建云 主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华应龙、钱守

旺、储冬生、李培芳、衡菊芳、毕
波、位惠女、吴嫦云、冯玉新、夏
永立、谢玉娓、宋君、杨薪意、张
维国、蒋秀华、汤其鸣、卓杨晶、
叶建云等 18 位小学数学名师的
读书之悟，并分享了他们从书中
汲取思想与力量的美妙之旅。
他们在读书中思考，在思考中尝
试，在尝试中不断生成新的课堂
教学智慧，彰显丰富而又独特的
教学个性。读思写教一体化，是
他们通往卓越的“典型性”路径，
也是本书独特价值所在。

《浸润有声》
作者：陈玉玉
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浸润有声》作为一本青年
教师的美术教育文集，其鲜明特
征是作者对教学改革的深刻理
解和切身实践。随着时代的发
展,传统的教学方式正在面临新
的挑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
的学习方式也都面临着巨大的
变革。新时代的美术教学同样
面临着教学改革的要求，项目式
学习、跨学科学习等都需要在教
学实践中体现。在书中我们看
到，美术课程中关于线条的教
学，要求学生掌握线条的流畅、
曲折、高低、交错等特征，而舞
蹈、音乐等艺术形式同样能够带
给学生相似的审美体验，所以将
线条与舞蹈、音乐相结合，既能
够实现跨学科学习，又能够有效
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
力。书中像这样来自一线的具
体案例，让新时代的美育教学更
加真实而灵动，让读者走进美育
的世界，感受那份浸润有声的教
育魅力。

《像冠军一样教学》（全新修
订版）

作者：[美]道格·莱莫夫
译者：王友鸿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像冠军一样教学》（全新修
订版）是对道格·莱莫夫关于教
学技巧的研究的升级、扩展和迭
代，结合认知科学和文化响应式
教学实践的新发现，佐证63个真
实有效的教学技巧。这些技巧
具体、明确、可行，是从众多优秀
教师的做法中总结出的共性行
动，已经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具
有普适性。 本书新增了对心智
模式的解析，提供了更多的鲜活
案例，并介绍了与学习相关的认
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可帮助教
师理解技巧背后的认知和学习
原理，更好地运用教学技巧，做
出更为精准的教学决策，从而打
造出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课堂。

悦 享 书 摘
新 书 推 荐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捧起以前看过
的书再读。时间久了，书便被我翻旧
了，也就更为熟悉了起来，成了彼此心
领神会的老友。看着书上留下的批注，
我又补了一些新的感想上去，这一切仿
佛老友重逢，促膝长谈，好不畅快。

有的书，初见时，它自顾自“飞流
直下三千尺”，满眼银河晃得我不解
其意，即使硬着头皮看完，也是味同
嚼蜡，早已牢骚满腹。其实，这是我
们与这本书还没有到“遇见”的时候，
何不先把它放一放，待时光正好，蓦
然回首，便是在灯火阑珊处，寻得一
纸芬芳；有的书，初见时，便有“与君
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熟悉感，能
与书的作者一同穿越时间，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心灵交流，来一场乐此
不疲的思想碰撞，来一场惺惺惜惺
惺的谈话……彼此懂得，便胜却人间
无数；无论哪本书，重新再读，都会有

新的感悟和收获。乐哉快哉。
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书就像一座复杂高大
的山，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
我们在山中所处的位置也就不同了，
从山脚，沿着前人的脚印行至山腰，
再穿过密密麻麻的树林，终于来到山
顶，守得云开。诗云：“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我们眼
里所见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树、每一
处风景，都共同构成了这座山本身。
读书亦然，每一次重新阅读，我们都
对它有了新的认识，这何尝不是一种

自我成长呢？
对一本书的解读是没有尽头的。

书上的文字一直停留在这里，人却是
不断变化的。“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
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
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
之浅深耳。”确实，读书，其实也是在读
自己的人生。

记得高中时期读毛姆的《吞食魔
果的人》，我对于威尔逊凄惨的结局非
常不满，闷闷不乐了很久。一个勇敢
的人抛却所有，追求诗和远方，最后却
穷困潦倒，失去尊严。这个结局狠狠

打击了我。几年后，我重新再看时，才
明白了毛姆对理想和现实的思索：为
了心中所爱，我们可以全力以赴，但这
并不意味着要自断退路。这并不是说
我们总要为自己找好退路，而是要对
自己的未来负责。如此看来，毛姆最
终呈现给威尔逊一个丧失尊严的结
局，这或许是对威尔逊那种与物质现
实脱节、盲目追求理想的同情与警示。

人的一生，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变化的。读过很多遍的书，它们便会
融进我们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的骨与
肉，支撑着我们更好前行。在我们没
有察觉之时，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一
部分，与我们之后的人生共舞。

在一个闲暇的午后，煮一壶茶，
与一本书重逢，茶香四溢，旧纸新悟，
过去与现在拉扯，造就全新的思考与
自我。旧书如清泉，瞬息万变，在我
们的心间流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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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陇锋长篇小说《秦岭人家》

□李艾轩

““旧书旧书””新悟新悟
读书
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