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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庆

前几天，阿啃（蔡朝阳）给小学生上

了一堂阅读课。曾经是高中语文教师的

阿啃，前几年辞了职，加盟了“白鱼文

化”。这个“外行”，将在小学生的课堂上

整出点什么来？我拭目以待。

一碗“心灵鸡汤”
上课选用的材料是读库的口袋书

《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作者是小山薰

堂。书不厚，篇目却不少，大多是对生活

和工作中一些细节的感悟，包括创意和

想象带给人的惊喜。

简单地说，这是一本“心灵鸡汤”类

的书。

其他一起上阅读课的教师，都选择

了经典名著——要么有文字美感，要么

有思想价值。我不知道阿啃为何要选择

这样一本文字上近乎平庸、思想上乏善

可陈的书。他这么做是否有特别的意

图？他能否带领学生们从这碗鸡汤中吃

出骨头和肉来？

上课伊始，阿啃老师问学生：“大家

喜欢这本书吗？”

学生说：“不喜欢。”——证明这碗

“鸡汤”真不好喝。

“不喜欢也得读啊，否则我们没法上课。”

我在底下听了差点没晕倒——老师

怎么能说出这番话？课后研讨时，阿啃

也有些愧意，说应该问问学生们为什么

不喜欢这本书。

然而，如果真这么问了，后面的课也

许就不一样了。

被“重置”的课堂
阿啃的课堂，清清楚楚地分为三个

环节。

第一个环节：解读“无聊”。

他在课前布置了一项作业：“无聊”

是什么？

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有一位叫舒

兮的女孩这样写道：

“她”往往跟“烦”搭调，常泛起于想

做某件事却做不了，就想着去做另一件

事的时候。像长在心上的蚜虫，不根除

就越长越多，直到整个心都被啃光，渐渐

空虚，很难受却又说不出口……

另一项作业：为什么会有“无聊的大人”？

这项作业潜藏着一种导向，即大人

们都是无聊的。坐在我边上的教师开始

忧虑：学生们会不会从此对成年人存有

偏见？

可阿啃老师似乎纵容学生们的这种

偏见，并且及时补刀：“我们怎么挽救这

些大人？”

学生们建言献策。

分享与研讨这两项作业，花去半小

时，师生们谈的似与书无关。换句话说，

谁都没喝这碗“鸡汤”。

第二个环节：与文本若即若离。

其实，在第一个环节中，师生们并非

完全置文本于不顾。比如，教师就曾问

学生这样一个很有“语文味”的问题：这

堂课所讲的书与之前两堂课的《绿野仙

踪》和《看不见的收藏》有何区别？

有学生指出，之前两本书的故事是

“创造”出来的，而这本书讲的是发生过

的事。这就涉及文体学中的两个重要概

念——虚构文本与非虚构文本。可惜的

是，阿啃满脑子都是课堂活动架构，并没

有告知学生这一必要知识。

换言之，教师似乎从一开始就不主

张走“文本主义”路线，之所以选用这本

书，只是找一个上课的工具而已。

在第二个环节，阿啃老师让学生“分

享书中让你眼前一亮的章节”。坐在后

面听课的教师们这才吁了一口气。

然而，这一环节似乎并非阿啃的强

项，在让学生罗列出喜欢的章节之后，他

便急匆匆地跳出文本，大谈电影《入殓

师》，并播放王村村《一个无聊的人》演讲

片段。

在追求课堂效率的教师看来，阿啃

这堂课已经越来越不像语文课了。大家

只能耐着性子，等着他和学生们一起把

这本小书当作跳板，跳到一个我们想象

不到的世界——一定会有这个世界。

这个环节留给学生的最后一个问题

是：“通过阅读和看视频，我们发现无聊

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学生回答：有趣、耗时、坑人、没有意

义、跟本人没关系、荒唐、勇敢。

最后的那个回答，还是那位叫舒兮

的女孩给出的，似乎是专门给阿啃老师

量身定做的。

第三个环节：“雇用童工”。

教师在屏幕上打出几个字——“策

划案：阿啃老师的难题”，并在下面列出

几道“难题”。

难题一：如何经营一家文化创意类

微店？

难题二：卖书是书店主业，怎样才能

尽可能多地卖书？

难题三：我命名一种茶叶，叫“蔡

茶”，怎么销售？

难题四：“白鱼”微店适合开发什么

样的周边产品？

教师群中马上有人惊呼：这不是在

做变相广告吗？

是的，就像阿啃擅长的在公众号上

写的软文。难道一不小心，这堂课成了

一堂“软课”？

课后阿啃告诉我，这些问题并非专

门的教学设计，而是他遇到的真问题。

“好吧，”我说，“就算这不是广告，也

是实打实的‘雇用童工’了。”

而学生们却变得兴奋起来。他们根

据这四个问题分成四个小组，交头接耳，

为阿啃老师排忧解难。展示分享时，从

环境布设到线上线下经营，从饥饿销售

到趣味活动开展，创意点子之丰富、表达

之清晰，着实令人咋舌。

阿啃也不免得意忘形，感觉课堂渐

入佳境，浑然忘记了下课时间——须知

场外家长正等得苦不堪言。

最后，教师不忘给这堂课一个完美

的结尾，他要求学生们回到书本，挖掘出

其中重复最多的一个词：“重置”。

是的，这堂课也让人不断“重置”，重

新理解了。

这是一堂语文课吗？

不是。这个文本从语文角度看几无

可取之处，课堂里也没有对文字和篇章的

分析理解，“社会味”很浓，“学科味”很淡。

那么，这是一堂阅读课吗？

也不是。阅读课虽然未必就是语文

课，但它必须围绕文本——要么分析内容，

要么掌握逻辑，通过对片段信息的处理，让

学生学会读“这类书”的方法。然而，这一

点在阿啃老师的课堂里似有若无。

阿啃说，他之所以不选“文学书”，是

因为在对文学的解读上，他比不过颜炼

军、黄晓丹诸人，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启发

性的文本，让课堂能够具有“实操性”，借

机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

那么，这堂课是思维训练课吗？

训练应该是科学地、有序地让学生

掌握某种技能，但学生并没有学到一鳞

半爪的本事，就匆忙上岗，为教师出谋划

策了。

当然，之前教师确与学生聊过“无

聊”的概念，以至于颜炼军曾一度认为

这堂课可能是“思维启蒙课”，但之后的

大尺度实操，表明这堂课的目的并不是

启蒙。

从实际场景来看，阿啃的这堂课又

像极了“综合实践课”，但“综合实践课”

也一样需要提前让学生了解一些知识。

我们的课堂期待就这样被不断重

置。然而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都表示非

常欢迎这样的课。

于是，郭初阳提出，我们教师的头脑

中一直存有“原教旨主义”课堂观，认为

语文课堂必须有文本，必须有规程。

阿啃老师的这堂课，显然打破了我

们对课堂的固有印象。

是的，传统看法，一堂课必须带给学

生一点东西——要么是知识，要么是能

力，否则，我们就会觉得脚底发软。但

是，我们却忽略了一点：课堂功能不仅是

“带来”的，还可以“点燃”——点燃激情，

点燃想象力，点燃创造力。阿啃正是点

燃了学生们蛰伏已久的摆脱无聊的能

力、投入生活的能力，从而让他们像发现

新大陆那般惊喜和激动。

他的这堂课极具价值，只是作为清醒

的观察者，我不能不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文本去哪里了？这个问题真

的很要紧。只要选择了文本，教师就必

须在课堂里使用文本，用多用少，怎么

用，取决于教师对课堂目的的考量。

第二，教师是否是课堂中真正的“平

等中的首席”？尽管阿啃老师与学生们

一起欢乐，一起实操，但作为教师，必须

带领学生们走向深入，走向丰富，而不是

让他们萝卜炒青菜，从原点回到原点。

最后，颜炼军问阿啃：“如果让你再

上一遍这堂课，你会怎么上？”

阿啃叹口气，有点气馁：“我可能会

在课堂中增加一点文本含量。”

但他又说：“其实，上课上得好不好，

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拆掉

围墙，没有边界，没有成见，是一件非常

可爱的事。”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像一颗炸弹，把

在场教师们都炸蒙了。

颜炼军也叹口气，说：“其实，我们一

直都在戴着面具看待课堂。”

如果说，作为非职业教师的诗人舒

羽进入课堂，是对教育的一种“入侵”；那

么，作为原职业教师的阿啃，他对课堂的

探索，则是一种“还乡”。只是，课堂“入

侵者”反而被教育同化，有人说舒羽比教

师还像教师；而“还乡者”阿啃，却给教育

带来了“异化”，激发了我们对课堂的重

新思考。

（作者为北京源创图书副总编）

一堂课不一定带来什么，但必须点燃

□平湖市新埭中心小学
向阳河校区 王永娟

陶渊明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

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我尤为欣赏“心远地自偏”这一

句。是啊，宁静方能致远，正如狄金

森所写“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把人带往远方”。读书能一扫尘世的

喧嚣与浮躁，带来心灵上的宁静。由

此我将书房取名为“心远斋”。

我最欣赏欧阳修、董遇的读书

“三上法”和“三余法”。这种随时随

处学习的理念打动了我。

我家好几处都兼有书房的功

能。大客厅一角，小巧的书柜静立一

旁，落座之后，便可顺手抽出一本书

看起来。

卧室里有一个较宽敞的书房。

端坐于书桌旁，“宁静致远”的金字木

雕座右铭在眼前闪耀。一盏台灯、一

缕茶香，或正襟端坐，或慵懒斜靠；读

书时，或思潮起伏，或思接千载。读

到得意之处，打开电脑写上几句。

夜深了，却始终不舍，继续在被

窝里徜徉书海。床头柜是书房的延

伸，摆满了让我爱不释手的书。

登上一级级阶梯，阁楼上别有洞

天：三个书柜、一张写字桌、一个茶

几、几把藤椅，一个迷你的书房。来

几个书友可在这里品茶、读书、聊天，

其乐融融。

华灯初上，我便躲进小小的阁楼

里，亮起一盏孤灯，手捧一本图书，不

知不觉就夜深了。阁楼就是我心灵

深处的一个角落，书籍给我的心灵点

上了一盏灯。

心远斋的建成，是我多年的梦想。

孩提时代起就想拥有，直到有幸

与我的爱人相遇，一样的书痴、一样

的梦想，我们终于满心欢喜地买了一

个带玻璃的书柜。由于住房紧张，只

得把书柜摆放进小小的卧室。书还

是不够放，就把结婚做的大衣橱也当

作书柜。

别人家一拉开大衣橱全是时髦

的衣服，可是拉开我的衣橱呢，竟是

满满当当的书籍。即使在睡梦中也

能闻到书的味道。

书房中的几千册书，一部分是我

逛遍了市区的书店，用仅有的一点工

资，斟酌再三买下的宝贝；网络的便

利也使购书的欲望不断膨胀，源源不

断地充实着我的书柜。

藏书中颇为醒目的是教育类书

籍。想当年初为人师时，我从苏霍姆

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懂得

坚持的力量，从李镇西的《做最好的班

主任》中接受民主教育光辉的烛照，王

晓春使我学会理智地爱学、做专业化

的班主任，教育思想开始转型。

这些书使我边读边思，边思边写，

逐渐成长，从当年被学生折腾得焦头

烂额，到有幸被冠上了市科研标兵、市

十佳辅导员、市十佳名班主任等诸多

荣誉称号，仿佛一夜之间逆袭。这是

心远斋赋予我的神奇力量啊。

我喜爱的诗歌文学类书籍，也在

书房占有一席之地。最吸引我的是

《星星诗刊》杂志，那跳跃的语句、新

奇的意象让我欲罢不能。书斋右侧

还有一个儿童文学书柜，身为母亲，

我深深地知道：读懂孩子才能教育好

孩子。

心远斋属于我，也属于爱人和孩

子。和孩子在书房里亲子共读，是在

重温我的童年时代。

而这其中一半空间，是爱人的领

地。看着那些陈旧的封面、熟稔的纸

张，有些是他学生时代的挚爱。他一

路读啊，写啊，2016年喜获嘉兴市名

师。有了心远斋里的积淀，他的写作

如有神助，在高大上的国家级杂志上

发表了近百篇文章，还积极向学校同

事推荐书籍，掀起了学校的读书、爱

书之风。

儿子也在书香的氤氲中受到熏

陶，心远斋里的书籍让他一直保持优

异的成绩，把他一路送进了一所心仪

的“985”高校。

“市学习型家庭”“市藏书之家”

“市最美书房”等奖项纷至沓来，这小

小的书房不断滋养着我们，让我们一

家人插上隐形的翅膀。

心远斋

建成时间：2011年3月

书房面积：25平方米

藏书数量：2000册

散场之后

书 名：《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

作 者：[日]小山薰堂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