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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正如每个人都能对教育说上几句一

样，每个人对阅读也会有自己的理解，不同

的看法之间有矛盾和冲突，甚至有些人的

观点还会自相矛盾。葛剑雄教授说，媒体

上有关阅读的文章很多，但相当一部分是

误导。近年来，笔者比较关注教师阅读，发

现很多名人在这方面说的未必是对的，有

局限性。

读专业书籍不是阅读？
例如周国平先生认为，教师读专业书

籍就像厨师读菜谱一样，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阅读，阅读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并说自

己很幸运，能把研究和兴趣结合起来，所以

他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称得上是阅读。

以此逻辑，假如教师对自己的专业感

兴趣，读专业书籍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阅

读。因此，周氏的论述对人对己是两套标

准、两套逻辑。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周国平对

教师的专业阅读有曲解。教师的专业阅读

不仅仅是学科方面的，更不能进一步窄化

为只读教参教辅类书籍。教师专业阅读的

范围很宽泛，比如新阅读研究所编制的中

国中小学教师基础阅读书目，将教师的专

业书籍分为职业认同、专业发展、视野拓展

三大类，其中前两类占比超过70%。《孔子

传》《给教师的建议》《教学勇气——漫步教

师心灵》等都属于职业认同类书籍，而《教

育新理念》《教育人类学》《爱的艺术》《教学

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等属于专业发

展类书籍。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教师专业阅读的

范围非常广，除了要教好明天的课之外，还

关系到自身的长远发展。如果从终身备课

的角度来说，教师所有的阅读内容都可能

转化为课堂教学助力，而且这样的阅读是

无止境的，也是快乐的。因为那些为终身

备课而阅读的教师，他们的阅读是自觉自

愿的，阅读兴趣也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一定要“非经典不读”吗？
在阅读的金句中，还有这么一个“非经

典不读”的高调，搞得我们都不敢读书了。

到底什么是经典，没有统一的标准。

北京大学教授王余光认为，我们常说的经

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经久不衰的著

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些专

业领域具有典范性和权威性。

很多人认为，经典要经过50年以上时

间的洗礼。如此，出版社基本上都可以关

张了，因为按这个标准，新书压根就称不上

经典，没法读了。笔者奇怪，那些经常出书

的名师大力倡导“非经典不读”，那么他们

出的书并不是“经典”，让谁去读呢？

朱自清先生曾编过《经典常谈心裁》

一书，说是给中等教育程度的国民阅读

的，但今天我们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也未必读得进去。钱穆先生曾提出关于

人生修养的7本必读书，即《论语》《孟子》

《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

录》，这些仅仅是关于人生修养的，又有几

人真正读过呢？

可见，“非经典不读”有点曲高和寡的

味道。

笔者认为，阅读固然要读经典，但不能

拘泥于经典，经典和新书各有各的作用。

而且，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而言，

他们有不同的阅读需求。

葛剑雄教授在这方面也有独到的见

解。他认为做研究的，当然要读经典、学经

典，但如果只是达到一般的求知目的，就没

这个必要。他甚至说：“盲目读经典也会误

人子弟。”

他进一步认为，每个人都要在阅读上

学会选择，才会使个人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获得最好的结果。这个选择既要有质的选

择、有量的选择，也要有阶段性的选择。比

如刚刚入门，就不是去读什么经典、原典，

而应先读入门书。

以这个道理，普通的中小学教师和那

些做教育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教育经典方

面的需求和要求也不一样。不少高校的教

授在传授阅读诀窍时，往往融入了并不适

合中小学教师的个人经验。

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例，这

是一本经典教育著作，但如果没有一定的

教育理论阅读基础，是很难“啃”下去的。

最近，镇海区“研之乐”读书会有20位

教师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共读此书，而承

办读书会活动的某小学，给全体教师人手

发了一本《民主主义与教育》，结果教师们

普遍反映读不懂。

可见，对于专业阅读基础还欠火候的

教师而言，读《第56号教室的奇迹》比《民

主主义与教育》会更有收获。

因此，对于“非经典不读”，不妨这样理

解：阅读要有所选择，尽量多读好书。

读专业书还是博览群书？
如何处理阅读的专与博的关系，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论述。现在很多专家持这种

观点：教师要多读非专业书籍。

当然，教师要尽可能扩大阅读面，自然

应该多读非专业书籍。但实际上，教师的

专业阅读还是不足的。这一点，笔者从“研

之乐”读书会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很多教

师在年度小结中表示，他们原先基本上没

有读专业书籍的意识，这两年通过阅读专

业书籍，感觉非常有成效。

《中小学学校管理》杂志曾全文转载

过《上海市中学班主任阅读状况调查》一

文，文中公布了对上海小学、初中、高中的

班主任阅读状况所做的调查，可信度较

高，显示教师的阅读太大众化了，与对其

他群体阅读情况调查的结果没多大区

别。该调查的研究者大力呼吁教师要提

高阅读的专业性，通过专业阅读来促进自

身的专业成长。

因此，教师的专业阅读是有一个过程

的，要从学科阅读走向综合阅读，这样才能

保证自己的阅读既能体现专业性，又具有

一定的广度和高度。

试想，教师在教育专业方面的阅读远

不如其他职业的人，那么教师的专业立身

就成了一句空话。

中国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在《读

书之道》一书中指出，不同阶段的人有着不

同的阅读重点，适应职业需要是青壮年时

期的阅读重点。这一时期的阅读，具有极

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由知识的积累自然

转入知识的应用，不断增长专业知识和工

作技能。教师的阅读自然应该是属于职业

性的阅读，其阅读重点是适应职业的需要。

最近，笔者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

利新近出版的《阅读是一种责任》一书中

读到的表述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如

果没有一门专的方向，就先不要开始博。

每个人都要有安身立命之本，要有自己的

专业领地。如果没有在专业方面下过功

夫，没有一专之长，就去讲求博学，是不现

实的。

毕竟每位教师可用于阅读的时间是有

限的。无视教师专业阅读的基础，在当下

教师专业阅读状况还不甚理想的时候，盲

目地强调教师要“博览群书”并不妥当。教

师要根据自己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

合理的阅读规划，通过“营养均衡”的阅读

来促进自身成长。

教师阅读的几个认知误区
□绍兴市上虞区春晖中学 金相尧

闲来再读丰子恺先生的《杨柳》一文，读出了先生为人的

“三不”之道。

其一，不矫情。

先生说：“因为我的画中多杨柳树，就有人说我欢喜杨柳树。”

历来文人雅士，不都常有一己钟情的花木？陶渊明爱菊，

周敦颐爱莲，苏东坡更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现在

有人说先生爱柳，先生本可顺势而为，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引一些高雅深刻的典故，趁此装裱门面，经营自己。何难之有，

何乐不为？

但先生不愿附庸风雅，他率真表白：“原来这完全是偶然

的，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就向他们讨了

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

因此常取见惯的杨柳为画材，因此就有人说我欢喜杨柳树。”

“假如当时人们在湖边种荆棘，也许我会给屋取名为‘小荆

棘屋’，而专画荆棘，成为与荆棘有缘，亦未可知。”

“我向来对于花木无所爱好；即有之，亦无所执着。”

陶行知有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先

生真实地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真实，着实是位求真的真人。

其二，不屈从。

“听人说，这种植物是最贱的。”在固有的文化语境中，杨柳

不需要昂贵的肥料，也不需要多少技艺，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

上，就能长大，且有木材供人用。

对于这种贵贱观，先生不屈从，坦诚直言，芍药牡丹之类，

“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似乎不配在诗词中那样地

受人称赞，更不配在花木中占据那样高贵的地位”。其实真正

“贱”的并不是杨柳，而是人心世故。

不屈从，敢异议，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先生独

立的人格，造就了其作品的恒久魅力。

其三，不忘本。

先生赞美杨柳，是因为杨柳“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

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

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

泼的学生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

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

他没有忘记慈母：“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

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我每逢

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

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的母亲》）

他没有忘记导师丏翁：“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

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

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旧话》）

他没有忘记恩师李叔同。1929年，先生编绘出版《护生画

集》，作画50幅贺弘一法师50岁生日。1939年，先生编绘《护

生画集》续集，作画60幅贺弘一法师60大寿。在之后的40年

间，佛教被视为封建迷信，《护生画集》被列为反动书刊。先生

白天受批挨斗，夜里在牛棚偷偷作画，辗转将画稿寄到新加坡，

托友人在海外出版《护生画集》第四、五、六集，缅怀恩师。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恩师李叔同曾教育先生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人应首

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说得更具体点，要做一个好文艺

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应使文艺

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先生

没有忘记恩师的教导，一生身体

力行。

丰子恺先生的为人之道，或

许正是我们今天最缺乏、最该学

习的。

读《杨柳》中的
为人之道

□常州开放大学 王 中

笔者在任职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局终身

教育处处长期间，有幸结识了杭州市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室的汪国新老师，并

成为其“社区学习共同体生命价值与成长

机理”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团

队的一员。10多年来，社区教育工作者包

括笔者自己，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理论经历

了一个从犹疑、观望，到理解、坚信的过

程。笔者认为，随着研究和实践行动的深

入，特别是专著《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出版，

社区学习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初步完成。

一份开拓性行动的指南
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

区教育工作，坚持发挥社区教育的两个重要

作用，即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人的

全面发展，加强立法保障、加大财政投入、推

动机制创新、完善队伍建设。但是，政府供

给与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多元化、个性化需

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社区教育理论研究者引入了叶澜教授

提出的“个体教育力”概念，认为终身教育除

了“时时、处处、人人”之外，还应加上一个

“事事”。“个体教育力”存在于个体参与的一

切社会生活事务之中，而社区学习共同体就

是培育“个体教育力”的一条重要路径。

依照《社区学习共同体》一书所指明的

方向，各地可以因地制宜，统一规划、统筹

推进，使社区学习共同体实践方式落地生

根，从而破解社区教育观念瓶颈、资源瓶颈

和行动瓶颈。

一本接地气的培训教材
社区学习共同体如何养护与培育？书

中指出，需要多元参与主体共同努力，包括

纳入公共服务政策、构建部门协作机制、构

建经费助力机制，并特别提醒行政工作者

要注意“四不”，即不人为干预共同体成长，

不收编包办与控制，不比赛排名，不以物质

激励为主要手段。

社区学习共同体需要核心成员的带

动，因此首先需要提升核心成员的素质，书

中将培训内容精练为六大关键点，包括培

养活用资源、协调组织、交流沟通、评价调

适等关键能力，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

当前，社区教育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

变化，从宏观层面看，社区教育要从追求数

量向提升质量转型；从中观层面看，社区教

育要从专注供给向供需对接转型；从微观

层面看，社区教育要从粗放办学向精准服

务转型。因此，对于为社区教育服务的专

职和兼职教师来说，也面临着较大幅度的

转型。

一种本土化的理论创新
如果说我国社区教育从无到有是1.0

时代、从有到优是2.0时代，那么今天可以

说正在迎来社区教育3.0时代。3.0时代的

标志是：社区教育形成一种生机勃勃良性

发展的生态，形成多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

政府供给与自下而上的民间生长有机结合

的局面。

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大量翔实的调查研

究和提炼，利用社区学习共同体破解文明

病、城市病等物质文明社会生存困境，推动

人们重拾生活的温暖与精神的归依。

当然，汪国新的社区教育研究探索，对

于世界先进理念和实践持一种开放吸纳态

度。他从欧洲考察归来，接连发表《走共同

学习之路——北欧成人教育考察心得》《借

鉴活用 扬弃出新——从瑞典的学习圈谈

起》等多篇文章，丰富完善了社区学习共同

体理论和做法。

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汪国新

提出社区学习共同体“由城乡社区居民以实

现自身生命价值为根本目的”，是“由学习者

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和学习需求自发组成的

非正规草根性学习群体，因成员是在宽松平

等民主的氛围中共同学习、互为师生，所以

能形成守望相助人际关系，每位成员都对学

习共同体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提

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四大核心要素：本质意

志、共同学习、守望相助、生命成长。这些提

法都非常本土化和具有开创性。

社区教育是教育事业的边缘地带，社

区教育工作者只有心甘情愿在边缘地带长

期坚守、矢志求索，才能破除教育传统对教

育和学习本质的各种认知障碍，对读者的

思想理念产生冲击，把社区教育办得真正

让人民满意，让每一位终身学习者在互助

学习、团队学习中获得尊严、乐趣和价值。

书 名：《社区学习共同体》

作 者：汪国新 项秉健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区教育迷雾中的一盏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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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摸摸头2.0》
作 者：大 冰

出版者：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今天也要认真穿》
作 者：黎贝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升级版全四册）
作 者：高春香 邵 敏

出版者：海豚出版社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4》
作 者：陈 磊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君之烘焙：烘焙的基本》
作 者：君 之

出版者：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历史的温度4：那些执念和信念、理想与梦想》
作 者：张 玮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丁香医生健康日历2020》
作 者：丁香医生

出版者：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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