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价：每期0.7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阅
读

责任编辑：池沙洲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6
投稿信箱：bbsteacher@126.com 2017 年 4 月 28 日 星期五

□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雷春浪

一提到去湖边，尤其是去像瓦尔登这样一个以深

邃、清澈著称的湖，很多人想到的肯定是旅游、欣赏美

景，或是寄情山水之类。而梭罗却说：“我到湖边去，因

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

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

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要生活深深地把生

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

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

梭罗先生放弃他在康科德市的舒适生活，带着一把

斧头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在那里建起了他那不能

再简陋的房子：直到住进去时，墙上还没有泥墁，没有烟

囱，墙壁用的还是饱经风霜的粗木板，缝隙很大，只能勉

强避避风雨，过冬还不行。屋内仅有三张椅子，寂寞时

用一张，交朋友时用两张，社交用三张。

梭罗先生就在这样一个家徒四壁的屋内生活了两

年多，他在这里种豆、观鸟、与兽为伴……因为他相信

“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

印度和希腊的古哲学家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

再富有不过”。

《瓦尔登湖》一书记录他在湖边、林中及周边的所

做、所见、所想。梭罗先生强调，只有通过实践或是本能

获得的发现或是成果，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梭罗这种

边生活边体验的态度，教师也是很需要的。

1.追求真体验。记得陶行知曾说：先生拿现成的材

料来教学生，终归还是不妥当的，先生应该一面教一面

学。而这里的“学”就是体验生活，教育本就是求真。教

师要解放自己的心灵，让自己从固有的教育意识的束缚

中突围出来，诚恳地面对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真

的体验生活。

求真就是追求真理，育人就是要培养有真才实学的

人。梭罗先生抛开安逸的生活来到瓦尔登的森林里，为

的是体验真生活。我们教师也需要放下身段，从学生的

角度去体验他们的现场感受，真正读懂他们的“离谱表

达”和“答非所问”背后的故事。

我们体验的对象与梭罗先生不同，我们体验的是闪

烁的心灵、善变的眼神，但体验的方式是相通的——亲临

现场和换位思考。也只有当我们拥有这样的求真体验，

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世界，真正读懂学生的语言，而不是

以一个“可怜权威”的身份博得家长的认可。

2.孤独的力量。梭罗先生认为：“大部分的时间内，

我觉得寂寞是有益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

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

比寂寞更好的伴了。”直面孤独、敢于孤独、享受孤独，才

能从这些因为孤独而得到的资源中吸收思想营养。他

的积淀越深厚，精神和思想也就越超前。具有伟大思想

的人，由于他的超前和敢于质疑的态度，一定是孤独的，

但孤独放射出无穷的力量，“一个人越是将孤独放得下，

其生活就越简单，有许多事情能够放得下，他反而越是

富有”。

作为教师的我们，白天在学校里“忙得像个陀螺”，

晚上孩子睡觉以后，才有整块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时间，

可以回忆今天的课堂，可以对话学生的心灵，可以完善

方法和计划，因为这时我们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为我

们的调整蓄积了满满的能量。

魏书生从1978年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至今已写

完26本、170多万字的日记。他每天晚上在思考教学的

成功与失败、自己的欢乐与苦恼、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学

习成绩。这时候他是孤独的，正因为孤独得太久，因此

蓄积的力量也很大。

3.能给予就不贫穷。在里约奥运会上，难民代表

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是贫穷的，他们不仅无力为自己的

训练和比赛支付费用，甚至连去里约办护照和买机票

的钱都是由联合国难民署支付的，但是他们的参赛标

准没有降低。

因此，当第205个出场的难民代表团出现在开幕式

时，现场掌声雷动，联合国秘书长和各国政要也起立鼓

掌，场面感人至深。因为他们不仅有争取体育竞赛权

利的积极性，还有满满的奥林匹克精神。他们输出的

是感动，是激励，所以他们不仅不贫穷，还很富有。

梭罗认为：“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

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穷将不成其为贫穷，软弱

将不成其为软弱。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

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

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

单朴素。”从拥有个人财富角度而言，梭罗无疑是贫穷

的，但是他在瓦尔登两年多的时间里，与周围一切融为

一体之后的精神产物以及对后人的影响，是你我无法比

肩的。正因为梭罗带给后人许多，给予人们太多，所以

梭罗是富有的。即便如此，他仍不满足，因为他说“不必

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

书 名：《瓦尔登湖》

作 者：亨利·戴维·梭罗

译 者：徐 迟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前几天我到区教育局开会，回

来搭一位小学教师的车。她随手

拿起放在车上的《教师花传书：专

家型教师的成长》，跟我开玩笑地

说自己够认真吧，随身携带读书会

推荐共读的书。“研之乐”教科研骨

干读书会是2016年9月我到镇海

区教科所工作后，在领导的大力支

持下成立的。原先我们打算把会

员控制在60人左右。没想到，教

师报名的积极性很高，首批会员近

140人。

第一次共读的书《读书是教师

最好的修行》由读书会统一提供，

而这次共读的佐藤学教授所著的

《教师花传书：专家型教师的成

长》，则是由参与者自行购买或所

在学校购买。尽管如此，近几天，

我陆续收到了一些学校的共读名

单，有几乎全员参与的培智学校，

有14人参与的民办幼儿园，还有

学校报名情况未出来自己先报个

名的见习期教师……没想到能得

到这么积极的响应。

成立读书会的目的是想借助

一个以读书为载体的教师专业成

长共同体，推动区域群众性教育科

研。我特意要求会员填写职称和

教龄的信息，会员中既有教龄超过

20年的资深教师，也有刚走上工

作岗位不久的年轻教师。

读书会成立之后，我就发起了

“做阅读的先行者，做科研的领跑

者”的主题读书活动，推荐了《教

育的细节》《静悄悄的革命》《致教

师》《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回

归教育常识》《首席教师》等一批

选读书目。

读书会成立之时，恰逢《教师

周刊》主办的浙江省第十一届教师

读书征文评选即将截止，我就积极

发动大家参与。炼化小学的冯雪波

老师把她读《摆渡者》一书的心得文

章发给了我，我看了一下，觉得可以

再点一下题，把教师同样也是摆渡

者的形象凸显出来。她的这篇文章

在读书征文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

她说这是第一次参加这项评选，就

获得了一等奖，自然非常开心。冯

雪波老师教龄近30年，是一位已经

评上高级职称的老教师，在读书写

作上还有这么高的热情，令人敬

佩。而曾在企业工作了20年，两年

前才跨界进入中职学校教授专业课

的镇海职教中心教师童奇波，也以

一种“新教师”的姿态积极参与阅

读和征文活动。

就这样，“研之乐”教科研骨干

读书会在进一步营造区域教师阅

读氛围，点燃更多教师的阅读热情

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评选结果揭晓后，我特意分析

了一下全区的获奖情况——共有

118篇文章获奖，其中一等奖22

篇。除了原先一直参加评选的学校

外，获奖面增加了很多，获得组织奖

的学校从上一年度的5所增加到

10所，有好几位第一次参加这项评

选的教师获得了一等奖。后来，镇

海区教育局的微信推送了镇海区在

这次评选中的获奖情况，这项评选

就更加引发各校的关注了。

通过这次评选，之前并没有引

起我关注的学校进入了我的视野，

比如民办的博格幼儿园，在读书会

报名和参加读书征文评选等方面

表现积极。

当然，仅凭一次读书征文的获

奖结果来评价一所学校的阅读情

况并不客观。但如果一所学校在

某项征文评比中，年年都取得好成

绩，这自然就成了一个很有参考价

值的指标。我也曾分析过整个宁

波市历年在浙江省教师读书征文

评选中的情况，的确有一小部分学

校在某年获得比较好的成绩，但只

是偶尔为之，并没有持续。而近年

来，镇海区的一些学校年年组织教

师参加这项评选，镇海区的获奖情

况自然领跑全市，在全省也处于第

一方阵。

继浙江省第十一届教师读书

征文评选之后，我又组织大家参加

了浙江教育在线第三届“我的教育

理想”读书征文评选。这个评选是

2016年 4月发起的，有指定的书

目。在举行读书会的首次读书活动

时，我事先做足了功夫，共读加选读

的7本书，都来自指定的书目。这

次评选，全省共评出82篇获奖文

章，镇海区就有13篇，其中两篇获

一等奖。前文提到的博格幼儿园的

青年教师曾茵获得了一等奖。

寒假前，读书会开展了寒假读

书征文评选。我有意识地推荐了

《只为做一个良师》《给教师的5把

钥匙》《40岁，开始学做教育》和

《奶蜜盐》这4本新近出版的书。

本次征文为自愿参与，所以我

不知道参加的人数。结果还是让

我有些惊讶，很多学校参与的积极

性非常高，有一所幼儿园甚至提交

了20多篇，并且很多教师写的心

得文章都是关于我推荐的4本新

书的。这说明他们并没有拿“存

货”来糊弄，在网上也“借鉴”不到，

而是真正在寒假里读了书，有了心

得，写了文章。

在《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

分享会上，我安排了3位个人代表

和3位学校代表进行主题发言。3

位个人发言者就是前文提到的曾

茵、冯雪波和童奇波，他们既代表

了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又代表了幼

儿园、小学和中学不同的学段。他

们各具特色的读书成长经历，生动

诠释了“读书就是教师最好的修

行”。在读书QQ群里，有一半的

与会者讲述了3位分享者带给自

己的触动，点燃了自己和本单位教

师的阅读热情。

在分享会上，镇海区教师进修

学校党支部书记兼区教科所所长

秦新宁分享了他的“读书究竟为

谁”的感悟，让大家认识到“读书为

己”才能真正享受读书之乐，进一

步阐述了“研之乐”教科研骨干读

书会的价值——既是促进各校教

科研负责人和中青年名优教师成

长的有效载体，又是全区教育系统

爱书人的温馨之家。教师的阅读

将直接影响到学生，并可能进一步

影响到家长，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一

方的教育生态。

分享会结束后，又有不少教

师要求加入读书会。我看到了读

书会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培养

一批科研新苗，让更多的年轻教

师形成研究的意识和习惯，进一

步推动全区的群众性教育科研，

助推更多教师把读书作为自己的

一种文化自觉。

读书会能否推动教师读书？
作用很大！

贫穷与富有
读书用书

□德清县雷甸镇第二幼儿园 范雅瑾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而房不在大，有书则灵。

书房作为人们阅读、书写、学习、工作的私人空间，是

知识的殿堂、心灵的道场，最能体现居住者的生活习性、爱

好、品位和专长。《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筚路蓝缕，以启

山林”便是我的书房——“启林”得名的由来。人生路漫

漫，我坚信唯有艰苦奋斗，风雨兼程，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一面靠墙的书架、一张松木的书桌、一张慵懒的沙发，

便组成了我简单而温馨的书房。书架格局依据棋谱的楚汉

分界，中间摆放佛像一尊，“佛祖在中间，善良心中留”，做不

到普济重生，但凡事皆应保留纯真善良之心。一袭印花棉

布，盖住一室尘埃，书桌无须过多装饰，简单便是真。闲暇

时间手持散文、漫画，躲进书房成一统，在沙发上打发时光。

启林书房

建成时间：2015年

书房面积：13平方米

藏书数量：3000册

经典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