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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王红娟

我还记得自己刚走上三尺讲

台时，带着对教育的热情、对学生

的关爱、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身价

值的释放，信心满满、精力充沛地

穿梭于学生中间，那时的我是幸福

的，我带的班级和学生也都是幸福

和优秀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渐渐有些力不从心。首先是教

学中，我发现自己认真辛苦地备

课、上课和批改，并没有让学生学

得轻松、考得高分，这让我心里颇

不平衡，一度抱怨试题的偏向和答

案的死板；其次是班级管理，学生

的问题层出不穷，单凭经验的我显

然应对不暇，不胜疲惫。

就这样，到了带第三届毕业生

时，我的幸福感已经大幅度下降，

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得不动

了一次手术。

修养在家的那段日子里，校长

来电话问候，并让我趁着养病多读

些书。

没错，自从教书以后，我把所

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和管理上，

阅读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阅读

对我的成长和教学有怎样的作用，

我压根儿没好好思考过。

疯狂阅读的学生时代
也许真是我自负，总觉得自己

看过的书太多太多。出生于上世纪

70年代的我，从小人书和露天电影

开始了阅读之旅。我拥有的第一本

书竟然是《越剧辞考》，有了它，年幼

的我能背出大段大段的唱词。

在那个年代受经济条件的影

响，没有闲钱买书，小伙伴的书我

被我借来看，印象最深的是《三个

火枪手》。进入初中，学业开始重

起来了，但我的同桌有一天带来一

本《连城诀》，上课也偷偷地看。我

迫不及待地借来，开启了我的武侠

小说阅读历程，从梁羽生的《冰川

天女传》，到金庸的《神雕侠侣》，再

到古龙的《绝代双骄》，不知道读了

多少这武侠三巨头的书，满脑子都

是盖世武功，侠骨柔情，但这丝毫

没有影响我的成绩。

中考结束后我进入了片区高

中的实验班。天真如我，看到图书

馆里那么多书简直欣喜若狂，想到

日后可以一本本读，简直如尝遍人

间美味。

然而第一节晚自修，当我翻开书

正看得入神时，班主任嘚嘚的皮鞋声

从身后传来，然后我的书就被没收

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是“闲书”。高中

那么多学业哪来工夫看这个？

但我的阅读热情仍然不减，开

始盼望周末，盼望书贩摊头搁得满

满的书。我竟然舍得用妈妈给我

的零花钱买书，零食与书相比显然

吸引力远远不够。

在物质相对贫乏的那个年代，

青春期的懵懂依然美丽，我不可避

免地看起了言情小说，琼瑶、岑凯

伦、姬小苔的小说成了我周末的牙

祭，有时候一两个小时就能读完一

本。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阅读力

真的超强，也足以见得精神力量的

巨大吸引力。

那时候我们还读抄诗歌，席慕

蓉的朦胧、汪国真的励志，让枯燥

的求学时代增添了许多诗情画意，

填补了我们内心的许多不满足。

就这样，一边是繁重的高中学业，

一边是兴奋的偷读闲书。阅读依

然没有影响我的学业，高考时我竟

然以学校文科班第五名的成绩被

大学第一批录取。

我如愿进入了大学中文系，阅

读成了正当职业。那年学校新建

邵逸夫图书馆，一共四层，汗牛充

栋。除了教室和寝室，大部分时间

我都泡在图书馆，先是以小说为

主，从当代一直追溯到秦汉，从国

内看到国外，跟着课堂的节奏读各

个流派；那时候诗情依然有，读现

代诗歌，品十四行诗，偶尔也会聊

发少年狂，写几首打油诗；后来受

美学课的影响，开始看李泽厚、朱

光潜的著作，但都因年少心浮气

躁，没能沉下来好好研读，以致日

后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

阅读缺失的三尺杏坛
走上工作岗位了，我天真地以

为自己满腹经纶，可以实实在在地

做事了。研究教材，精心备课，认

真上课，批改作业，管理班级，关心

学生，用心处理矛盾和问题……教

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真的是繁

重而琐碎。每日忙于这些，根本无

暇阅读，要读的也是与教材、与试

题有关的书和文章。

后来我做了语文教研组组长，

要给学生做阅读讲座，这才静下来

好好思考阅读，也读了些关于阅读

的书，渐渐领悟到阅读对一个人的

智慧发展和品行修养的重要性。

在翻看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给教

师的建议》时，读到他对阅读的阐

述：“30年的经验使我深信，学生的

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

力。”他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缺

乏阅读能力，将会阻碍和抑制脑的

极其细微的连接性纤维的可塑性，

使它们不能顺利地保证神经元之

间的联系。谁不善阅读，他就不善

于思考。”

他指出缺乏阅读的坏处：“为

什么有些学生在童年时期聪明伶

俐、理解力强、勤奋好问，而到了少

年时期，却变得智力下降，对知识

的态度冷淡，头脑不灵活了呢？就

是因为他们不会阅读。”

他的阐述让我对自己学生时

代疯狂阅读却成绩不俗有了新的

顿悟，仔细想想，确实是阅读开启

了我的智慧，让我在各个科目的学

习中游刃有余。那时候总觉得自

己的思维是欢快跳跃着的，很多解

题的思路总是在灵光一现中出

现。我原本自负地以为自己可能

是属于那种聪明的人，但后来才渐

渐明白是阅读在打开和训练我的思

维，可惜悟到这点已经有些迟了。

尽管我每个学期都要做这样

的讲座，尽管我常常劝诫我的学生

要多阅读，但事实上，疲于教学和

管理的我离书本还是很远，阅读的

范畴也非常狭窄，只是每周例行公

事地去看一些学科教案类文章，说

到底还是想现学现用。

至于有深度的教育类书籍，虽

说学校教科室也曾给我们发过一

些，但终因认识不到位，觉得理论

的东西太虚而没有过多涉猎。

重拾阅读的自救之路
没有阅读的教育教学总有一

天会山穷水尽，在我终日苦于琐事

碎题之中，渐渐厌倦于分数之争

时，初为人师的幸福离我原来越

远。那时候只想要远离，却不知如

何自救。直到我开始阅读大量的

教育类书籍时，才恍然悟到：原来

阅读才是通向教育幸福的幽径。

首先是那些叩击教育灵魂、指

向教育核心类的书籍，让我如梦初

醒：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尊重学

生、以生为本才是教育的出发点。

当我们很多教师布置大量作业、安

排多场考试、设置诸多规定时，是

否总以分数和评比作为指挥棒，却

忽略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个性化

发展。这样的教育不仅会伤害到

学生，也常常苦了教师自己。

读肖川《教育，让生命更美

好》，我体悟到了教育方向比教育

方法更为重要，方向对了，路就在

脚下；读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

谈》，我重新思考了班主任的定位；

读雷夫《56号教室的奇迹》，我感受

到没有可以放弃的学生，每一个学

生都有其生命闪亮的地方……书

读得越多，内心越明澈，对学生的

爱也越来越深，教育的路也越走越

宽了。

其次是一些关于学科专业的

报刊书籍，极大地提升了我的专业

素养，让我的课堂变得生动智慧。

例如对于作文，尽管我也采用诸如

把学生作文分层次打印、分组互评

交流等办法，但总是流于形式。读

了管建刚的《我的作文教学革命》，

我开始写下水作文，开始琢磨如何

让写作不再只是技术活，更是书写

生活、心路和生命的经历。

再如教学外国小说单元时，为

深入了解小说内涵和作者意图，我

读了一些相关作品，运用到教学

中，课堂一下子精彩起来。其中

《牲畜林》还做了全国性的同课异

构展示，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我还会常常翻阅代表学科前

沿的一些报刊，如《语文学习》《语

文教学与研究》《语文教学通讯》

《语文报》等，了解学科方面的实践

经验和改革动态，给自己的教学带

来启发深思。

而一些关于教育管理、心理学、

家庭教育、教育研究等方面的书籍，

让我有一段时间读得如痴如醉，让

我不断反思之前的教育行为。单凭

实践经验，常常会捉襟见肘，这些书

籍告诉你原来班级可以这样管理，

学生的心理是如何发展的、会出现

什么情况，怎样的家校合作才能促

进学生的健康发展等。

例如，读简·尼尔森的《正面管

教》，我开始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

粗略，而是学会审视学生行为背后

的解释，并尝试用恰当而有效的方

式去与他们沟通；读马丁·塞利格

曼《幸福》《活出乐观的自己》《教出

乐观的孩子》等书籍，让我学会用

积极心理学思维去影响和鼓励学

生；读赵希斌《好懂好用的教育心

理学》，既有理念的植入，更是方法

的传授；读海姆·G·吉诺特《孩子，

把你的手给我》，仿佛获得了与学

生交流的密码，不仅用之于教学，

也把它传递给了家长，获得了较好

的家校沟通合作效果。

说到底，教育的关键之一就是

处理关系，古人说，亲其师才能信

其道。作为教师，多读一些关于教

育心理和教育智慧的书籍，不仅可

以处理好自己的心态，也利于师生

良好关系的建立。

最后，作为教师，还应该看一

些跨界的书籍，使视野和思路不再

拘囿于一隅，转而用一种更开阔、

更大气的情怀去面对社会生活。

例如《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

维的大变革》《看见》《摆渡人》等书

籍都对我实实在在产生了影响，获

得了更为丰满的经世哲学和智慧，

说到底还是会影响到教育教学，影

响到学生。

阅读是一条通向教育幸福的幽径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这几年，通过阅读《万历十五年》《张

居正大传》《五百年来王阳明》《百年明朝

一鉴开》等历史随笔，我从不同的视角对

“大明王朝”有了更客观的了解。其中对

王阳明和海瑞印象深刻，认识他们对教

育有很好的启示。

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在思想界的地

位非常高，甚至还影响到日本。从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王阳明在立德、

立功、立言这三方面都做得很完美。

王阳明受命于危难之际，多次解决

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匪患，并粉碎了

宁王叛乱的阴谋，真的是劳苦功高。按

理说，依王阳明的功劳，应该得到朝廷

的重赏，但却没有，反而多次被奸人所

害。王阳明一生非常坎坷，最后病死在

道路上。

一代伟人最后是这样的结局，真是

让人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幸亏王阳明在学问上很有建树，他

自己也钟情于讲学，使他的心学思想得

到了很好的传播，到今天还非常有影响力。

从入仕的角度来说，王阳明是很失败的；但从做

学问的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代宗师。

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

互联网的发展为个人的成长提供了很多的空间。当

然，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并不一定能遇到赏识自己

的领导、和谐互助的同事。因此，有的教师在职务提

升方面并不一定能如愿。但是，在专业成长方面，每

一个教师都可以有所作为，是自己的可控范围。

对于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到以专业立身。努

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可以让自己在工作中更有效

能感，能更好地体验职业幸福。

海瑞本是海南人，但他曾在浙江淳安县当过县

令。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讲到

了海瑞。

黄仁宇在书中用“特立独行”来形容海瑞。尽管

在老百姓心目中，海瑞的名声很好；在官场上，他的清

廉也被视作标杆；但在现实中，海瑞是非常孤立的，没

有人愿意和他合作。“清廉而又板倔，公正而又迂腐，

谁都愿意给他唱赞歌，但谁也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书

中这样描述海瑞。

这注定了海瑞在官场上难有作为。

海瑞出任应天府巡抚，半年之内，他的属官们纷

纷要求调动，海瑞不到两年就干不下去而提出辞职。

后来换了岗位，不到一年，再次因为同僚相处不和谐

而提出辞职。尽管他的辞职带有某种姿态，但他的奏

本送到御前，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皇帝就批准他告

老还乡。

笔者认为，官员仅有良好的品行是不够的，还要

有为朝廷增辉、为百姓谋福的能力。由于海瑞的不合

群，他融入不了同僚团队，无论领导还是下属都不喜

欢他，他就独木难成舟，尽管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初

心，但是得不到上下的支持，也只能成为一种空想。

在今天的时代，对于教师而言，要积极主动融入学

校的各类团队，乐于在团队中奉献自己的真情和智慧，

从而也使自身能在团队中获得更好地发展，发挥团队

协作的力量，真正把事情做好。

同样，教师要大力培养学生

的人际交往能力，让学生能有积

极融入团队的意识，绝对不能

让自己孤立。

读书用书 明
朝
两
位
名
人
的
教
育
启
示

□嘉兴市秀洲区洪合
镇中学 王慧佳

古人认为梧桐是智

慧之树，“一叶落知天下

秋”；梧桐是忠贞之树，

“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

死”（孟郊《烈女操》）；梧

桐又是名贵之树，《大雅·

生民之什·卷阿》记载着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因此，我们家孩子取名为

“梓桐”，我们的书房“桐

居”也因此而得名。

当初设计桐居时，因

为房子面积小，所以就想

把书房设计得简约、美

观、实用、多功能，所以我

们就有了榻榻米，带有一

点点日式风味。

“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东面是一个大书架，

不仅可以摆放很多平时

我们喜欢看的休闲娱乐

书籍，比如东野圭吾的小

说、高木直子的漫画等，

还有很大的容量可以放

一些不常看的书。

榻榻米是孩子玩耍的

地方，下面有很大的储存

空间，中间是一张可升降

的书桌。在此品品茶、读

书、晒晒太阳，心情愉悦。

西面是孩子写作业、

画画的地方，墙壁的小架

子上放着一些儿童成长

方面的书。我平时喜欢

种种花草，就放置绿植点

缀一下。

桐 居 是 可 供 我 们

全家学习、休息、娱乐的

地方，也希望通过我们家

长的爱读书影响孩子，让

孩子也养成 爱 读 书 的

习惯。

桐 居

建成时间：2012年

书房面积：约10平方米

藏书数量：350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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