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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大关小学教育集团
申花校区 沈 波

2013年6月，我从浙江外国语学
院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经考试加入了

拱墅教育大家庭，一晃5年过去了。

那年入职的新教师，在杭州下沙

参加为期一周的封闭式培训。我第

一次见到赵群筠局长，她温婉清丽，

一身红裙。她给我们带来题为“用恋

爱的心情去喜欢做老师”的报告，用

一种灿烂、浪漫的方式向我们讲述发

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我是被她那种快乐、美好的生活

态度所吸引，内心无数次惊叹：“哇，

原来教育可以这么美。一个人只要

努力，在哪里都会绽放。”她说“要跟

教育谈一场久久的恋爱”“要做眼里

有光的教师，这样才能带出一批闪亮

的小星星”，这些我都一一记在第一

本工作笔记本上。

那次讲座，印象很深的还有——

赵群筠的父亲也是教师，在给她写的

信中说：“你一天天地教着书，是在为

万丈高楼一天天地打基础，水到渠

成，瓜熟蒂落。”这朴实的智慧，给初

入职的我以最初的安抚，仿佛熨平了

我的急躁。

他们父女平时的语言都那么有

诗意。赵群筠外出讲课，事先把饭做

好，饭点时儿子回家看到妈妈留的便

条：“饭在锅里，妈妈的爱，在家里。”

我甚至幻想自己当母亲时，也要像她

一样兼顾事业和家庭。

我太喜欢她说的那段话：“生活

的根基，是一颗自然平常的心。如涓

涓清流从心底淌过，它是一种无法言

说的愉悦，不剧烈，也不荣耀，如花期

一期一会，活在当下。”

这是她担任杭州市文晖中学校

长时发给全校家长的短信。可能因

为是文科生的关系，我比较喜欢暖暖

淡淡的东西，赵群筠的这段话直击我

心，我暗暗抄下来，心想着哪天可以

用上。果不其然，在入职最初那一年

感恩节，我依样画葫芦，给自己任教

的7个班家长发了这条信息，树立自

己的正面形象。

其实，我只是在观众席上看到过

她，未曾与她说过话，但我是她新浪

微博的粉丝、荔枝电台的听众；我和

她学科不同，她是语文教师，我是英

语教师，未曾有过机会走进她的课

堂……但我喜欢她，她的教育美学

影响着我。入职 5 年来“野蛮生

长”，竟然从未偏离过她当年指引的

方向。

我应该是英语教师队伍里最“不

务正业”的，教书平平，却总喜欢带着

学生搞活动。周末带学生爬宝石山，

去参加“纯真年代”书吧诗会；春天去

运河边，画素描；雨天习扎染，晴日剪

窗花，我和学生一起溜冰、采茶、学烘

焙……四处偷拳头的我，在班级里做

过一系列创新活动：“受伤日”让学生

模拟“受伤”，与“伤痛”做斗争；“双胞

胎日”让学生和密友形影不离，寻找、

学习同伴身上的美；2016年春天，我

和学生一起为纪录片《我的诗篇》做

众筹观影公益活动，为打工诗人那高

贵不屈的灵魂打动，趁兴做了一场同

名诗会，引来了媒体的目光，让我们

班一下子成了“网红班”。

在相互信任与爱惜下，学生们不

断给我灵感，活动一次次升级。去

年，我们破天荒地自主策划纪录片点

映，以“605班23个学生”为名，发起

《我只认识你》百城首映礼。我们一

起写宣传文案，一起画海报，走到各

个校园里去做宣传，结束后又一起去

敬老院做义工。

我们探索世界的半径在一点一

点变大，我们走在一条和当下过于追

求分数的单向教育完全不同的小路

上，虽然我和我们班家长学生都知

道，这是一条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本

真本善之路，但我们却时时遭到误

解，时时承受着不可知的压力……

直到读了赵群筠的新书《爱的语

文》，我再一次认定，她就是我折腾路

上的“师父”啊。她在课堂内外所做

的一切，不仅仅是语文学科教学，甚

至不仅仅是一名教师“该做”的事。

为让学生们更好地懂得什么是

爱，赵群筠组织初三学生和家长进行

亲子登山活动；为鼓舞学生们的斗

志，带领学生举行亲子拔河比赛；为

见证学生们成长的喜悦，每年都精心

举办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她还亲手

给每个学生颁发毕业证书，郑重地和

每一个学生握手，表达祝福。

她把“我的道路是最美的”作为

校训，郑重地告诉学生“我是路，我向

光，我最美”，她想方设法从铁路局弄

来几段废弃的铁轨，造就了一条独一

无二的校园小径：相遇—渴望—约束

—云端—自我—男子汉—选择—创

造—文明，9个站台，每个站台都有

一句名言，都预示着一种成长。

在课堂上，她大胆地把学生和家

长一起请来，以饱满的情感上了一课

《目送》；她和学生们聊诗歌，邀请翻

译家姚风先生和运河诗人舒羽女士

进课堂；她把全班学生的作文都输进

电脑，给学生储备作文课上“有话可

说”的能量仓库……

赵群筠是一个用心教语文的智

者，是一个俯身与学生为友的长者，

更是一个用爱滋养学生心灵的人。

“教育就是把学生内心的东西引导出

来，让他们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这

是赵群筠对教育的理解。

每次听专家们讲课，我都是用仰

望的姿态，但看赵群筠的课堂实录，

我却感到亲近。看着看着，我甚至

想，要是我能像她一样教英语，那该

多美啊。

她的课堂是文本深入解读后的

重新架构，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

用深深浅浅的情感，串联起对语言文

字的解读，可谓四两拨千斤，赋予文

本全新的意义，让你怦然心动。作为

读者的我也情不自禁地跟随她走进

课堂。看完实录后，我又找来原文认

认真真地读了一遍，为赵群筠以核心

段落、核心句子或词语带动全篇的教

学奇效叫好。

2016年5月，我无意中在赵群筠

的微博上看到她开通了荔枝电台，录

制她自己诵读的节目，觉得好玩，就

模仿她。我和学生创立了荔枝电台

“想想你花就开”，时光飞逝，到下个

月，就满满两年了。在节目中，我和

我的学生一起读了好多有趣的故事，

游历全球各地的风景，品尝各种各样

的美食，我和学生在声波里相互欣

赏，800多期节目在社交网站上引发

了家长和学生的追捧和热议。

今年春天，最新出版的《教育·发

现》全文刊登我和我们班学生做首映

礼的故事。那天中午，我把加印的

22本杂志送到学生手里，选择《心

愿》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有那么一

瞬间，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赵群筠时她

给我们播放《心愿》的场景。

书 名：《爱的语文——赵群筠

课堂教学实录》

作 者：赵群筠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做个有爱、有力量的大小孩
□宁波市镇海中学 王 梁

放假回老家，看到小外甥女

书架上有一本小32开本的《采采

卷耳》。对于古诗文底子浅薄的

我来说，书名十分费解，还好，封

面边缘淡淡地印着类似副标题的

字样：“现代诗歌里的密码”。翻

开目录，发现这本书是20首著名

现代诗的解读，或者说是以这些

诗歌为典型来介绍和论析现代诗

的20种特征，例如意象、复合、质

感、心理深度等等，其中一首便是

朱巧玲的《采采卷耳》，对应解析

是“诗歌意象群”。这些内容于我

皆是闻所未闻，但可想见，经过作

者深度、立体的解剖，诗歌到了掀

开它神秘面纱的时候了。

在青少年时期，我曾经迷恋

过现当代诗歌，但常常只能获得

一种迷离混沌的感觉，对诗歌的

真义不得而知。现在有了这本

书，也许我能够掌握一些诗歌的

欣赏视角和技法，今后面对现代

诗就不至于如坠云里雾里了。我

得好好利用假期时间阅读学习。

小外甥女告诉我，这本书的作

者是她就读学校的语文教师，这本

书是在一次校园文化节活动中，颁

给她们这些优秀学生的奖品。

我心里一动，小外甥女的学

校也是我的母校。一看扉页，印

有一张作者憨厚恬淡的自画像，

以及一小段个人简介。果然，作

者是土生土长的枫桥镇人，读书、

工作都在学勉中学，这么说来还

是我的校友，只是比我要年轻七

八岁。从自序和版权页中可以推测出，作者金

建永是在三十而立的年纪写成了这本书，也许

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吧。

金建永没有给小外甥女上过课，我蛮替小

外甥女遗憾，因为能够写出这样一本诗歌赏析

专著的教师，不仅在我母校应属凤毛麟角，在省

内同类学校一线教师队伍里也不多见，其教学

水平的优秀是可想而知的。

20篇诗话、20个角度，他不是人云亦云，不

是综合和罗列，而是写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真

情实感。文字是不会骗人的，可以想象，金建永

的语文课应该充盈着诗性、灵性同时还有理性。

除每篇开头所引的完整诗例，在正文论述

中也出现多位现当代诗人的作品片段，信手拈

来，证明了金建永在现代诗歌领域长时间的浸

淫，以及单纯热烈的喜爱，这在当下纯文学日益

式微的时代，殊为难得。

由于工作关系，我翻阅过不少一线教师写

的书，也即所谓“专业发展成果”。这些书大多

是一些精讲精练之类的习题集或教学辅助用

书，文笔好一点的就是一些教育随笔集，加上

出版机构的策划推广，还能在市面上呈流行态

势。只要教师们注重积累，经常写点小文章，

一不小心就能集成一本厚厚的文稿，取个响亮

的名字便能发行于世，造就若干“知名教育专

家”，为他们带来稿费、名气，或成为评职推优时

的材料。

不客气地说，这些书基本上可以算“教育专

著”里的“心灵鸡汤”，虽然有一定的可读性和借

鉴意义，但品质较为单薄苍白，观点、故事、情感

大多呈零碎、浅表、个人化的状态，读着不累，听

上去也颇有几分道理，但隔靴搔痒，读完仿佛什

么也没留下。更为可笑是，一些不做班主任、不

上课的教师，或者是这些工作做得不怎么样的

教师，却在那里大谈特谈如何做班主任、如何上

好课、如何做好德育工作、如何提升教师专业水

平等等，只能说明这些教师实在是为出书而出

书，急于出版专著获得个人存在感和自我确证。

这样的作品很难引发广大教师的共鸣，很

难对广大教师起到真正有价值的引领、示范、指

导、促进作用，甚至可能会起到一些坏的作用，

误导读者。

金建永及其作品《采采卷耳》，可贵之处就

在不赶时尚潮流，不追社会热点，扎根于自己的

专业和课堂，在现代诗歌阅读、写作、赏析这块

相对狭小、冷清的领域做得有滋有味。因为热

爱，所以深刻，别人无可替代，就有了个人的烙

印，就有了专业的气场。

这份广泛涉猎、博约精专，足以使得他的语

文必修课、语文选修课上得风生水起、精彩纷

呈，引导和影响学生走近诗歌，热爱诗歌，发掘

深藏于学生内心深处的诗情乃至天分。这样的

教师，堪称有学养的好教师；这样的教师专业发

展，才是与教书育人本职工作结合完美的发展；

这样的教师专著，才是中小学一线教师的写作

方向，是更应该被出版、被推广的教师之书。

书 名：《采采卷耳》

作 者：金建永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嘉善县第一中学
闫树影

学然后知不足，继之以发奋；

教然后知困也，思之以潜心。

——教学相长斋自勉联

说起我的书房之得名，要

追溯到将近11年前了。

当时是2007年，我从教3

年多，从一个初出大学校门、激

情多于方法的准教师，成长为

一个初尝教育苦乐、逐渐摸索

出一点门道的青年教师。

学生们给我带来快乐与幸

福，也带来了烦恼与思索。他

们使我从教学实践之中真切体

会到了我国传统教育经典《礼

记·学记》中这段话的真正含

义：“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

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

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

长也。”

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

同时，也能学习到很多。学生

的课堂反应是我们进一步改善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的第

一源泉；而教学实践中遇到的

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更是我

们反省教学过程、反思教育理

念的直接入口。我庆幸自己能

够及时地体会到这一点，并愿

和我的学生们一起进步。我将

自己的教室、办公室、宿舍（当

时还在租房）以及未来的书房，

都称为“教学相长斋”（还亲自

刻了一枚图章），以勉励自己处

处用心，时时在意。

2009年，我成婚之后才有

了真正的书房。由于书房面积

有限，将客厅的一面墙做成书

架，其余放不下的书籍只好堆

在旧屋。我清楚地知道：重要

的是“书”，而不是“房”。书籍

所在即是我的书房。书籍是我

的另一伴侣，我必将与之终生

相守。

鉴于阅读与写作是语文教

学的重头戏，我在尽力做好日

常的教学工作之外，还拿出自

己的藏书，丰富学生们的课外

阅读，并指导他们写作。多年

来，这种课外阅读已获得了不

少学生的喜爱，也使一部分学

生更为真切地领会到文学之

美，并坚定地爱上了文学。

为了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

获益，10年前我将当时积有的

300 余册藏书向全校学生开

放，申请开设了“教学相长斋·

阅读书架”。如今，我的藏书已

超过4000册，这些藏书也为我

的家庭带来了一些荣誉，使我

先后获得了嘉善县首届“藏书

家庭”和嘉兴市第二届“书香之

家”称号。

教学相长斋

一
线
教
师
就
该
写
这
样
的
书

新刻善本

纸香墨飞

建成时间：2007年6月

书房面积：16平方米

藏书数量：4000余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