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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2017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五

□本报记者 黄莉萍

8月23日，周皓宇上大学了。半个

月前，他在母校安徽省安庆第一中学，

在面向安庆所有高中生的开放式课堂

上，分享了他在学科竞赛上的经验。今

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国际生物学

奥林匹克竞赛冠军。这是中国学生时

隔7年再获此殊荣。

从7月1日到8月16日，几乎涵盖

了整个暑假，周皓宇和40多名就读于

国内外顶尖高校的安庆一中校友一起，

轮流“撑开”了该校已风行3年的“学长

助学”暑期通识研讨课程。《中国崛起中

的内政外交问题》《轨道交通导论：未来

世界的交通畅想曲》……这厢，学长们

的课一天天接力着；《以国际关系的视

角看中国崛起》《宁安高铁对于安庆经

济发展的影响》……那厢，安庆一中学

子们的暑期社会调查与科普小课题等

在学长导师的指导下渐次“羽翼丰满”。

“以文化人、其命维新。”在校长丁

长青眼中，学生“代代接力”的为国担

当，立志于将自己的才智汇入中国乃至

世界发展的脉动之中，“是我校110年

办学历史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

1
与国俯仰，心忧天下。为引入新文

化而创立的安庆一中，延续了110年为

国担当之情怀。

近百年前，安徽省最早的建党、建

团活动，安庆一中学生均是主体。新文

化运动以来，安徽省的一系列爱国学生

运动，均发轫于此。声援五四运动、“一

二·九”运动……彪炳史册的革命先驱

陈延年、陈乔年、许继慎等，从这里踏上

救亡图存的征程。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十院士从这里

出发，“中国计算机之父”慈云桂、地质

学家汤中立、金属物理学家宋家树、通

讯与信息系统专家陈鲸……“在百废待

兴的土地上，大批安庆一中学子积极报

考地质学院、石油学院、航空学院，奔赴

边疆，坚忍不拔，为石油会战，为矿产勘

查，为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作出了重要

贡献。”

从危难时的救亡图存、诚毅有为，

到新时期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责任

担当等六大核心素养，110年来，安庆

一中学子胸怀天下的情怀从未改变。

“或许，老子并不像世人所说的那

样与世无争，而是用真正一双充满谋

算、不安的眼睛，审视着天下，等待他心

目中足以‘荡涤宇内’的强者出现。”在

国学社团出版的最新一期杂志《国学新

知》上，高二学生许恒瑞道出了他心中

的《道德经》。

怀天下、勇担当，让安庆一中学生

审视世界的目光格外有力。

2
“面对日益严峻的道德危机，我们是

冷酷地作壁上观，还是矫枉过正地唾弃？”

“我常常在想，远去了的牧笛声与

山歌调该如何，村子里选择留下的人该

如何……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轻轻地问：

‘那么，谁来守护这些散落的珠子呢？’”

……

这，是安庆一中学子在全国各大作

文大赛获奖作文中发出的忧怀天下的

声音。

“我会用自己有限的精力去攻克人

类未解的问题，为文明作贡献，为人类

谋幸福。”

这，是曾荣获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

奖学金的安庆一中学子韩衍隽勇担当

的真情告白。

2015年，韩衍隽和20余名就读于

国内外顶尖高校的校友一起，成为安庆

一中首次“学长助学”通识课程的学长

导师。那一年，高二学生王冠华和同学

们一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个研究性课

题。而今年，已经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王

冠华，成了新一任的学长导师。从探索

物质与生命的奥秘、改变世界的工程技

术、经济与管理学到人文经典与社会分

析，“学长助学”通识课程中，不仅有学

长授课、学长指导课题，还有连续9天、

按兴趣选择的学业生涯规划讨论课。

“学长导师传递的不仅是如何做学问，

更传递了为国勇担当的情怀。这是最

好的学习动力。”安庆一中团委书记舒

兴庆这样认为。

因为这样的情怀，安庆一中成为安

徽省“未来精英”圆桌会议的倡议者和

首届承办学校，组织全省优秀高中生一

起畅谈“学生建设未来学校”；因为这样

的情怀，该校全力支持的模拟政协社

团，频频出击，建言献策，在全国模拟政

协活动中囊括了所有重要奖项……

3
“要让学生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

更应让学生先成为校园生活的主人翁！”

要做到这一点，安庆一中做了另外

一件事情。

“要求所有行政人员都做到：凡是

有利于教师发展的工作，都要‘认真做

好’；凡是和教师利益相关的事情，都要

‘全力争取’；凡是教师反映的问题，都

要‘立即解决’。”丁长青的杀手锏不仅

有这“三个凡是”，还有每年百余人次奔

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参加的课程研究班、传统文化研修班，

以及赴美国、新加坡、新西兰等举办的

文化交流活动。“教师既要把握学科教

学的最新理论，更要了解这门学科的前

沿知识，这是教师专业成长最重要的驱

动力。”特级教师何吕平这样回顾自己

的成长之路。

“我们不仅要成为‘学生的楷模’，

还要努力成为‘同行的楷模、邻里的楷

模、社会的楷模’。”在这里，教师会为学

生精心开设60余门“让世界走进校园”

的精品选修课程；会为学生进行“私人

定制”的学习指导，根据每位学生特点

量身打造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会在防汛

救灾工作中，积极参加抗洪抢险，投身

灾民安置等志愿服务中。“师德高尚的

教师，才能培育出心怀天下的人才！”

心怀天下，从关注校园开始。2016

年，学生有了自己的言论平台——报纸

《楠柏》。“第一期就刊登了学生对学校

办学工作的建议，以及关于未成年人

保护的社会调查和建议提案。”舒兴庆

介绍，2015年学校建立了学生提案反

馈机制，每年召开学生代表大会，面向

全体学生征集关于学校工作的提案。

开放校史馆、成立学生媒体中心……

2016年，安庆一中对39份涉及学校常

务制度、生活改进、设施建设、学习教

育和社团活动等学生提案的甄别、回

复、选择、采纳，点亮了一颗颗通往未

来的心。

于是，学生们懂得，直向未来，更要

勇担当。

在这里，全国首个基于互联网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宣讲团在班级、

家庭和网络上热烈传播；在这里，校园

内有在安徽省委旧址上建起的校史馆，

每每讲解到毛主席到安庆一中视察时

的情形，学生校史暨爱国主义教育宣讲

团的志愿者们都格外自豪；在这里，红

红火火的“萤火虫行动”“送你一团火”

等志愿者公益项目，走出校园，开展公

益授课、盲道清查，采访凡人凡事……

而心怀天下，是他们出发的原点。

□余 鱼

1
陈裕民看到父亲的眼睛眯了一下，

又瞪大了。啊呀，一百一呀。

陈裕民一下子愣住了，他压根忘了

还有附加题这回事。他不禁后悔起来，后

悔自己高兴得太早，也后悔自己没去隔壁

班打探下陈伟民的分数再回家报信。

父亲的眉头舒展开来了，伟民啊，

我就知道你会考好的……

——《无影人》

这是池上在最近颁发的“西湖·中

国新锐文学奖”获奖作品《无影人》中的

一个片段。

一个不结婚、不工作的伯伯，一次

小屋里的畅谈，成就了《无影人》中的陈

裕民。“你会惊讶于，关于社会的一些想

法，这个貌似脱离社会的伯伯，会有着

独到的见解！”池上决定要用笔来“解

剖”心中的谜团。文章的开头，自然而

然，从陈裕民的童年开始，从父亲对兄

弟俩100分和110分的考试卷开始。

父亲对待两个儿子的不同态度，与

其说是爱谁更多一些，不如说是因为谁

给他带来的虚荣感多一些。

池上也焦虑过自己儿子曾经动手

能力不够强，吮吸能力弱这些事实。“那

时候，真恨自己怎么不是名医生！”而儿

子嘴里常常蹦出来的异想天开的词语，

让池上惊喜连连。“我的担心和惊喜，是

真为孩子高兴，还是为着自己的虚荣

心？”她这样警惕着。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孩子的不那么

有面子的理想？”池上警醒地告诉自己，

现在家长们的爱太过世俗，世俗到孩子

该学什么，该上什么样的学校，未来该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甚至成立什么样的

家庭。这些世俗，往往变得比孩子本身

更重要了。这样的结果是常常有家长

打着爱的名义在“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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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依然记得自己高中3年的“浑

浑噩噩”。曾经偏爱文科的女生因为懵

懂和世俗的引导，选择了理科。于是，

持续的努力和强烈的无力感充斥着她

的整个高中生涯。

紧张感也一直伴随着她。

“我的整个青春期特别郁闷，心理一

直处于高压状态。”直到在大学里有次考

试考砸了，她大哭了一场后，小心翼翼地

打电话给母亲报信。结果母亲破天荒地

说：“没考好没关系的，小事情。”

她瞬间释然，“再也不那么紧张了”。

“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容易让敏

感的孩子自我加压！”10年前，大学毕业

当了一名教师的池上很敏锐地发现，听

话的孩子，一样存在于她的学生中。

曾经有位家长和她聊起：“我家孩

子只爱看书，每次问她要什么礼物，只

说要书！”池上的回答是：“每次您这样

说孩子时，其实孩子都能听到。我的观

察是，她希望活成您期望的样子。建议

您问孩子想要什么礼物时，除了书，再

增加一份孩子自己选择的其他礼物。”

教书这10年，池上越来越感觉到，

更要强、更成熟、更上进的孩子渐渐多

起来。“这些孩子的精神压力其实非常

大，我们教师更要关注这样的孩子。”池

上认为，当班里出现“只想看书，不要出

去玩”的孩子时，教师就要警惕。

3
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烦恼告诉过母

亲的池上，青春期时选择了将心事写进

日记里。直到她上大学时遇见了文学

课，写起了小说。

写小说，渐渐成了池上生命中最光

亮的东西，成了她遇到困境可以陪伴她

度过艰难时光的一种“信仰”。“爱音乐

的人会觉得音乐也有这个功能，其实，

人生有很多光亮的东西，我们找到它，

与之相伴，就不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每个孩子有自己的闪光点。“现代

社会越来越开放，机会越来越多，近年

来呈现恐慌状态的家长群体应该冷静

下来，慢慢学会尊重孩子的兴趣，携手

孩子的成长！”

池上工作10年，也当了10年的班

主任。“当老师，不仅要尊重孩子的兴

趣，更要尊重孩子的天性。”

孩子们需要玩乐。池上就让孩子

们自己设置在校的学习、生活包括玩耍

等各个方面的文明标准，自己设立相应

的奖励制度。“一个班级分成4个组，孩

子们自己管自己，很有效。”孩子们设置

的奖品，有跟班主任一起进餐，做一天

值日班长的；也有在中午自修、下午整

理课时间，在作业完成的前提下，出去

玩、画画、看课外书的。

每个孩子的每一次奖励，池上都要

当狗仔队拍照，然后发给孩子家长。“我

能想象家长看到自己孩子被奖励时的

心情。我想让家长感受的是，我对每个

孩子有着一样的关心和爱。”

坚持不在家长群中发学生成绩的

池上说，做了妈妈后发现，对于教育，爱

和公平最重要。一年级顽皮的男孩常常

拿一次奖励都有些艰难，池上便会请奖

励多的孩子“等一等”。“只要那些慢一点

的孩子在努力，而且逐渐在进步，我就会

适当给他们多一点的奖励机会。”

“小说里常常是一件事情决定命

运，而生活中只要不低头，命运大门是

永远敞开的。”池上这样努力地生活着，

也用儿童可以理解的方式，这样告诉她

的孩子们。

在小说页面上，她的身份是作者池

上；在生活中，她是杭州市采荷三小教

师徐萍。

本文选自“浙派教师”公众号，想读
更多，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打造”有趣的
《论语》选修课
□湖州市第二中学 贾桂强

《论语》被誉为中国人的《圣经》。

作为高中语文教师，从2006年起，我

在学校开设了《论语》选修课，如今已开了

11期。如何完整地教读《论语》曾是我的

重要课题。

一、理总纲，悟主题
《论语》是语录体，凡20章，512则，

大部分条目都很短，又缺少情境，该以什

么样的顺序讲读，便成为《论语》教学的

瓶颈。

经过多年教读，我找到了一条合于学

理的清晰线索，将《论语》全书梳理出了一

个总纲。这个总纲，来源于孔子的一段

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这段话可谓“孔子倡导的

人生大纲”。笔者在“这一人生大纲”中，

又增添了4项内容：循于礼，修于己，守于

中，知于命。

因此，我打乱了《论语》原书编排顺序，

进行重新组合，设计了以下八个单元的阅

读活动，也是《论语》整本书阅读的总纲：

人“志于道”就要努力奋斗（第一单

元 卓越人生），要做到“据于德”（第二单

元 知行合一），在前行的路上要“依于仁”

（第三单元 厚德载物）、“循于礼”（第四单

元 凡事有方），还要“游于艺”（第五单元

养浩然气），一路上离不开“修于己”（第六

单元 完善自我），为人处世不能走极端，

要学会“守于中”（第七单元 亢龙有悔），

最后也许拼尽全力，依然梦想落空，要学

会“知于命”（第八单元 敬天顺道）。

二、读传记，联故事
每个单元的教学，我一般按照以下流

程：（1）有趣的人物故事导入；（2）辑录《论

语》中的相关语段，分“主题”研读，然后交

流评点；（3）在讲述过程中穿插历史故事，

深度解读；（4）问题与讨论。

“他们或与老师切磋琢磨、辩驳诘难，

或与老师周游列国、传播学说，如众星拱

月般散发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辉。孔门弟

子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群体，他们与老师的

一问一答，体现着儒家对人生、社会、历史

的体悟和思考。”阅读《论语》时，以人物为

线索，打乱原书顺序，将孔子言行汇辑在

一起，孔门弟子的言行辑录在一起，其他

人物的言行另外编辑在一起。这种读法，

有趣些，把《论语》当作传记来阅读，把文

化经典读成故事。例如，参阅石毓智的

《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商务印

书馆，2010年版），该书把《论语》读成传

记，把孔子和他的弟子这些古代“大人物”

还原成“一般的、有趣的人”。

三、重思辨，展教例
在《论语》阅读的过程中，注重“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不是一味地肯定，而是有

所取舍，加以鉴别，培养学生合理、公正和

创新的思维方式。在文化经典作品的教

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我认为

先要理解，肯定其积极的一面，然后才能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如对于儒家的“孝”，人们常有误读，

认为是“愚孝”，完全是封建的旧东西。例

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遍查“四书五

经”，并未查到这句话。这实则是后人的

误解。《论语》中有许多谈“孝”的语段，如

何做到思辨式阅读，可围绕《论语》中“孝”

的思想展开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后，学生们能发现：首先，儒

家强调子女要劝解父母，不是一味顺从。

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

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其次，不

盲目服从父母，如《孔子家语》里有一个曾

子耘瓜的故事。

实际上，孔子推崇“仁”，要善待别人，

父母更要善待子女。儒家讲孝，要求行孝

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我

们要了解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才是继承

传统文化，择善而用的正确态度。

今天阅读文化经典《论语》，要学会选

择与继承，要有判断力。不能“跪着”读经

典，不能一味盲从，全盘接受；也不能“跑

着”读经典，不能一味短平快，求实用；而

应当“站着”读经典，怀着敬畏之心，平等

交流。唯有如此，传统文化经典《论语》

才能成为在我们生活中继续起作用的

“新经典”！

在这里，学生可以有多“大”？
看安庆一中的“以文化人、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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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有多少教育毁在虚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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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
传统文化进校园

8月 31日，长兴县天平小学校园
内，学生们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浙江长兴百叶龙第四代传承人谈小
明学习百叶龙表演；张家村幼儿园里，
孩子们用3D技术手绘长兴古遗迹古
文化……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新学期开学第一课，长兴不少学校
或将传承人、老手艺人请进校园，或利
用科技展示古文化，通过互动的形式
让学生零距离接触文化遗产。
（本报通讯员 徐冬梅 许斌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