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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善本简牍纪事

□台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徐美珍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如何让

教师充满活力地持续生长，让每一位

教师感受到生长的幸福。3年来，我们

找到一条通过“走进经典”来触发、唤

醒教师内驱力，实现教师创造性发展

的生长之路。

2017年年初，台州市教师发展中

心成立，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去市直

16所中小学和9个县市区教师进修学

校调研访谈。

很多教师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业倦

怠。哪怕是新教师也在积累一定教育

经验后，陷入事务性忙碌和重复教学，

无法超越自我。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

渴望有名师专家引领，大家普遍认同阅

读的价值，但阅读的大多是和学科有关

的辅导用书和名师案例，真正养成良好

阅读习惯的教师很少。

教师生长停滞造成职业倦怠，而停

滞的困境源自教师缺少对教育、对学生

的科学研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唤醒

教师，实现教育者的自我教育。

我们把“热情和科学”确定为教师

发展主题词，从“读什么”和“怎么读”两

个方面扎实推进。

首先从阅读理论经典开始，提升教

师的教育理论素养。但理论经典在很

多教师看来枯燥抽象，该如何培养阅读

兴趣？我们以“走进经典”作为具体路

径，组织教师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

实现读书、实践和研究三位一体。

2017年 5月，由市教师发展中心

牵头负责，启动“走进经典”区域行

动，市直16所中小学校全部参与，目

前已成为最受学校教师认可和欢迎的

项目。

“走进经典”具体有以下五方面

策略。

一、系统设计，塑造校本研修灵魂
校本研修是有灵魂的，那就是学校

和教师在不断学习研修中形成的教育

思想和教育理念。所以“走进经典”一

开始实施的就不是单一的读书项目，而

是作为校本研修的灵魂项目进行系统

设计。我们要求学校将其融入校本研

修各个常规项目，做到“读书和主题培

训相结合、读书和解决问题相结合、读

书和自我反思相结合”，不断触发教师

阅读自觉。

以台州市第一中学为例，该校将

“走进经典”与师德培训、师徒结对、校

本教研、行政例会等活动进行有机融

合。比如每年师德培训都是从读书活

动开始的，既是对教师读书成果的检验

与分享，也是对教师教育思想的引导和

深化。

二、精选共读，形成共同精神密码
教师对同一本书的发现与理解不

尽相同，运用共读方式来系统推进“走

进经典”，分享各自的阅读感受，有利于

教师互相激励，坚持阅读，形成共同的

语言密码和精神密码。

市教师发展中心每年推荐一两本

教育理论经典，3年来精选了《做有智

慧的教育者》《给教师的建议》《帕什雷

夫中学》《岁月如歌》《第五项修炼》等

为共读书目，并请到《做有智慧的教育

者》作者，教育学者林格亲自领读开启

活动。

阅读经典，书不在于多，在于读透、

读活、运用，有些经典可以读一辈子，常

读常新。例如部分高中教师不想读《给

教师的建议》，认为这是给小学教师或

者新教师读的。

后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教师把苏霍

姆林斯基的“建议”一条一条地读下去，

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去和作者“对话”。

大家惊喜地发现，几乎每一条在今天仍

有着很强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

三、校长引领，追寻科学教育思想
促进教师发展，是校长的第一责

任；推进“走进经典”，校长应是行动的

首席。为激发校长的阅读积极性，在一

年一期的校长高端培训中安排“走进经

典”课程，做到“不读书不培训，不读书

不发言”，活动由校长轮值主持，每一次

活动前有调研、有作业、定主题，要求校

长突破经验式管理思维模式，学习经典

中的教育思想和管理理念，去发现、研

究学校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我们组织了以“校长是思想领导还

是行政领导”为主题的读书辩论赛，在

明辨中确立尊重规律、相信科学的教育

思想。

校长共读成功地引领学校全体教师

阅读经典，以台州市洪家中学为例，近几

年该校以“做有温度的教育”为宗旨，扎

实推进“走进经典”，每个学期组织不同

类型的共同体读书沙龙。校长在其中不

是简单的总结者，而是引领者、参与者、

对话者，阅读氛围非常浓厚。

四、研读反思，提升行动改进能力
“共读沙龙”以线上和线下两种形

式，针对教育教学中的真问题、小问题

确定主题，结合共读书目相关章节进行

专业阅读，做到读书和解决问题相结

合、读书和反思相结合。

“课堂研究”着力打造经典阅读与

课堂教学改革实践、小课题研究等有机

结合的全新模式。以台州市月湖小学

为例，该校组织全体教师开展“跟着于

漪学当老师”校本研修主题活动，围绕

“如何跟着于漪老师学备课？你认为怎

样的课才能称为好课？遇到调皮不学

习的学生怎么办？你如何用好于漪老

师的‘两把尺子’？”等问题阅读、实践、

反思。

五、评价分享，激发学校内生活力
在2018年浙江教育报社组织的第

十三届浙江省教师读书征文评比中，台

州市教师发展中心和5所学校荣获优

秀组织奖，众多教师获得读书征文一等

奖。那些优秀的教师被我们聘为“新教

师”等共同体的领读者。

为激励学校持续有效地开展“走进

经典”，每年我们都会举行读书心得分

享评比活动，表彰总结会生动而活泼，

隆重推介下一年度共读书目，精选教师

优秀读书心得等成果汇编成书，供全体

教师学习借鉴。

目前，“走进经典”已经成为台州

市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发力

点”，据对洪家中学的抽样调查，自

2017年以来，该校将近85%的教师一

年读书都在5本以上，将近44%的教

师在繁重工作之余读书超过10本，绝

大部分教师都参加过5次以上大型共

读分享会或主题沙龙。2020年年初，

《中国教育报》记者在台州采访时，很

多教师不约而同地谈起经典阅读带给

他们的力量和喜悦。

接下去的第二轮行动，我们将在全

市推广“走进经典”，建立“走进经典”教

育家书院，让阅读成为教师幸福生长的

需要。

“走进经典”:基于阅读的教师生长行动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前不久，宁波市镇海区精英小学举行

线上读书分享会，共读之书是《学生眼中的

好教育》，这是2020年“啃读挑战”活动我

推荐的第一本共读书。

我跟《学生眼中的好教育》一书的作者

张贵勇联系，请他给教师们写几句话，并提

供几张照片。对于作者来说，这是小事一

桩，但对于精英小学的教师们来说，远在北

京的作者的祝福带给他们莫大的鼓励。

本来我还想邀请张贵勇来宁波开讲座，

然而受疫情影响被迫取消。我建了个微信学

习群，邀请张贵勇为大家“云伴读”，同时被邀

请入群的还有宁波大学梁明月、宁波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李丽以及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杜卫斌等人。

2019年“啃读挑战”活动中有一本共读

书是《教育，向美而生》，读书分享会安排了

4位教师作主题分享，还邀请了作者、浙江

省德育特级教师郑英到现场和大家面对面

交流。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一本非常有名的

教育理论著作，但很多教师觉得非常难

啃。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陶志琼是

《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一

书的译者，我建了“跟教育学教授品读教育

经典”微信群，并邀请陶志琼参加读书分享

会，为分享读书心得的3位教师作现场点

评，并系统介绍作者杜威的教育思想。

2017年，我们开展了《简明生本学习策略》一书的

小型共读活动，邀请该书责任编辑、宁波出版社的陈

静一起参加分享会，请她从编辑角度介绍这本书的使

命和价值所在。

作者、译者、编者，这些外力的注入，能增加教师

阅读的附加值，让教师读起来更有获得感。

但如果事不凑巧，没能请到相关书籍的作者、译

者、编者，也没关系，对这本书理解较为深刻的学者也

一样能为我所用。

2017年我曾组织教师共读《教师花传书》，后来我翻

阅《人民教育》杂志时，发现我的系友、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沈佳乐对佐藤学很有研究。于是，我邀请她参加《教师花

传书》读书分享会，她的发言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2019年，我们结合《教学勇气》一书，面向全区青年

教师开展“品读教育经典，增强职业认同”征文比赛及专

题论坛。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汪明帅对美国年度教

师颇有研究，在举行专题论坛时候，我就邀请了汪明帅

来解读此书，让大家对这本书有更深刻的认识。

《教师博览》杂志社曾编写过“三关”丛书，“三关”

指的是教师成长中的“关键事件”“关键读物”“关键人

物”。“三关”的概念也可移用到教师阅读推广中。借

助作者、译者、编者、学者的力量，促进教师阅读，就是

创造机会让教师在成长之路遇到更多的关键因素。

□何 洁

青春、成长，是文学艺术的

重要母题，也是人类社会一个

永恒的哲学论题。青春，对个

人而言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十几

年光阴，然而对于人类社会而

言，是永恒的存在——永远有

人正当青春，永远有人憧憬青

春，永远有人缅怀青春。

吴志翔先生的美文集《我

依然看到那个少年》，以一个

经过生活历练和洗礼的成熟

学者的目光回望青春，其中夹

杂着对成长的反思、对生命的

顿悟、对人生的警醒、对理想

的坚守……读这些恬淡优雅

的文字，总让人不由得联想到

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诗

句：“寻梦？撑一支长篙，向

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

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以

笔为长篙，寻青春之梦，借文

字之星辉，放歌青春与理想。

这船星辉记录下青春与成长

的疼痛、青春对理想的坚守，

以及作者站在此岸凝视彼岸

的从容。

人的一生都在成长，唯有

青春的成长最刻骨铭心，青春

期的痛感最为敏锐。敏感的少

年多有一颗脆弱的心，他们急

迫地想融入成

人世界，却又

往往不能与自

己达成和解。

他们在成人世

界 里 不 受 重

视，父母师长

有意无意的一

句话语、一个

举动，可能就

会成为他们人

生鞋履里外人

看不见的一颗

沙砾，默默地

将 脚 底 磨 出

泡，结成痂，铭

记一生。

在同龄人

中，敏感者也

常常被排挤，

游走在边缘，

在 自 卑 和 自

负中挣扎，在怀疑和否定中迷失。面对心之所

望，讷讷不敢言；面对误解和冷落，借沉默以

逃避，让青春期的成长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雾

霭，也能促使踽踽独行的少年将疼痛化为勇

气，在二三十年后，重新定义自我时回望过

往，冰释一切。

如果说成长是青春的主题，那么理想便是

青春的灵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间不

值得”“丧文化”成了青年人嘴边的流行词。或

许是出于对宏大命题的消解，或许是沉于对自

我世界的营造，理想、情怀变成尴尬的字眼，不

敢论及未来，不敢向自己承诺，不敢承担起属

于自己的责任，即使曾在某一刻闪现出理想光

芒，也在贫乏岁月中被消磨得黯然失色。有多

少理想和情怀始于人情而终于世故？就像吴

志翔先生在文中所言，有一些人“他们早在现

实的河床上磨平棱角，耗尽锐气，于是喜欢用

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姿态，用阅尽

世事、看破迷梦的心境，嘴角带着几分讥诮肆

意取笑那些初入世才会有的晶莹爱恋和青春

热忱”。

他们想必也曾经激情飞扬，想必也曾经满

腔豪情地规划着自己未来的蓝图，然而时光流

转中，理想在现实的河床中搁浅遗失。诚然，

在经历生活的平凡之路后，终归只能发现平淡

才是人生的本质，然而平淡不是漠然不是冷

血，是将理想和情怀融入人生血液里的真实，

是拥有相信头顶灿烂星空的愿景，以及即使害

怕依然能不畏惧的前行勇气。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过去是个让

人困惑的事，明明已经过去，但我们总感觉置

身其中。相信吴志翔先生在写作时定然也会

有此同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回望青春犹如

站在此岸对彼岸的一次深情凝视。在时光滤

镜下，曾经一路上刮伤腿脚的荆棘变成了柔顺

地匍匐在脚下的草丛，曾经的苦涩在时间的蒸

煮中散发出一缕略带甘甜的馨香。彼岸，曾经

的伤害、惶恐、脆弱、自卑，在越过时间之河到

达此岸后，成为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礼物，也

成为生命中最美的一船星辉。

（作者为南方出版社编辑）
书 名：《我依然看到那个少年》

作 者：吴志翔

出版者：浙江文艺出版社

□姚宏昌

中华民族不乏崇尚读书的榜样，曾有比喻：坚

持读书学习，是在给自己挖“蓄水池”。读书少者，

犹如“麦壳”或“牛脚印”里的水，容易满，干得快；读

书多者，犹如“池塘”或“溪流”；而要做到“宰相肚里

能撑船”，那更需积水成渊、汇涓成海。

我所经历的基础教育是不完整的，没有像模像

样地读过小学，初中上了一年半，被推荐到航埠中

学去读高中，两年春季班，谓之“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

把读书当作幸福，是我矢志不渝的目标。小学

三年级时，我被表彰为全县小学生读书标兵；高中

时，曾以全优成绩完成学业，成为学校标兵；在衢州

师范读书时，也被表彰为“雷锋式的好学员”，这些

不断赢得的进步，都得益于读书。

尽管学校是读书的象征，但它并不代表读书的

全部。其实，离开学校后读书更为重要，边工作边

读书，边生活边读书，那是一种幸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农村中学任校长，办好

图书室，带头读书，带领教师、学生读书，收效丰

盈。后来有机会到衢州第一中学任校长，我将成功

经验移植，鼓励教师多读书，将读书当作教师成长

的必由之路。

1997年，我离开衢州一中时，图书管理员跟我

说：“据我统计，你在学校10年，每年借书、读书都是

排在前列。”

衢州籍著名学者叶朗说过，人生追求可分为三

个层面：一是俗物层面——生活中的琐事，是人性

所必须的；二是事业层面——对社会的贡献，是人

生所必须的；三是审美层面——具有超功利性，是

灵魂所必须的。三个层面互相影响，“俗物”是基

础，“事业”是核心，而“审美”是灵魂的升华。

那些刚走上岗位的年轻教师容易屈服于生活

压力和物质利益引诱，过多地把眼光和精力投向

外部色彩纷呈的世界，长此以往，精神世界日益空

虚或萎缩，只看到一个忙碌不休的躯体。而读书

可以改变教师的现状，常常读书的教师，把自己变

成一个巨大的“磁场”，走到哪里，中心就随之迁

移。真有“胸藏万江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的

大千气象，在课堂上以知识的充实和心灵的共鸣

震撼学生。

作为教师、校长，该读一些什么书呢？我的想

法是，刚刚入职，要读专业书，增加专业知识的深广

度；接着再读教育理论书，寻找和把握教育工作的

规律；然后读点闲书，由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决定。

旅行，是心的阅读；阅读，是心的旅行。人生在

世，即使没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也一定要有

坚持读书的习惯，坚守好自己生命中的“绿色”。

（作者为衢州学院原副院长）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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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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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请
出
来 离开学校后读书更为重要

纸香墨飞

四
月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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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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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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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昌
县
实
验
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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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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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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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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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走

廊
实
行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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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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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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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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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书
籍
由
学
校
阅
览
室
负

责
，每
月
更
换
一
次
，书
目
由
班
主
任
或
语
文
教
师
选
定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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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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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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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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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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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举
办
读
书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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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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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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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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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
演
义
》
等
名
著
专
题
阅
读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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