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戴柏葱

教师阅读想要追求品质，或者想

更有效率，可以从朱熹那里学习一些

阅读之法。

比如，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的阅

读方法，就来自于朱熹。

《朱子读书法》说：“群书先后缓

急失其序，则迂回艰苦而不切于其

身；每书诵读考索失其序，则匆遽急

迫而无得于心。”

循序渐进阅读法，有两个具体要

求：一是先读基础层次的书，再读更

深层次的书；二是读一本书要按照书

的体系，确定先后次序，不能乱。

朱熹这个读书法，现在看起来会

觉得有些古板，但实际上很务实。

特级教师闫学提倡“有坡度的

阅读”，其实和循序渐进读书法不谋

而合。

坡度即“难度”，阅读就像爬坡，

书籍阅读的“坡度”不同，收获不同。

教师通过不断阅读，不断“爬坡”，在

每一个“坡度”收获不一样的“果

实”。教师的阅读品质，就在这循序

渐进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

年轻教师感到困惑和无助时，可

以读一些入门级指导书籍，帮助自己

快速适应教育教学生活，少走一些弯

路。如吴非《致青年教师》、王尚文

《走进语文教学之门》、王晓春《问题

学生诊疗手册》。

教学多年的老教师，可以读一些

课程理论书籍，帮助自己更好地确定

教学风格。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书系”，又如翻译引进的外国教

育专著。

教师阅读倘若不注意循序渐进，

只是一味追求阅读“高大上”的著作，

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对自己的教育

教学起到反作用。

熟读精思阅读法，即读书必须反

复诵读、仔细推敲、琢磨其意。

《朱子语类》卷十：“大抵观书，先

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

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

后可以有得尔。”

读得熟，思得精，自然“心与理

一”，永远不忘。

现在很多教师片面追求阅读数

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看似读过很

多书籍，实际上所得甚少。

朱熹说：“读书切忌贪多，惟少则

易以精熟，而学问得力处正在于此。”

熟读需要全身心投入，更需要

反复多次，才能为进一步精思打好

基础。

要想读书有所得，非熟读不可，

乃至逐字逐句圈点批注，还要对疑惑

之处作深入探究，正是朱熹所谓“熟

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

庶几有进”。

关于精思，朱熹还提供了两个角

度：一是独立思考，二是比较。

“若有疑处，且须自去商量，不要

倚靠人。人若除得个依靠人之心，学

也须会进。”朱熹这里强调的其实就

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而比较的好处，就是让思考变得

更全面、更开阔。

“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

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

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

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

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

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

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

无以立矣。”

读到文章有疑惑的地方，各家说

法纷繁错杂，不要匆忙判定谁对谁

错。而要先假定一种说法，然后顺着

文章的思路去验证。除了那些逻辑

上不攻自破的说法，其他的可以与公

认的说法去比较，用平静的心态来观

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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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语金言 观书有感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寒假期间，笔者集中阅读了《中华

读书报》上刊发的《枕边书系列》栏目

的文章，受到很多启发。

文章主要表达了名家对阅读的认

识，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教授江弱水引用曾国藩的“刚日读经，

柔日读史”说明案头书和枕边书的区

别。案头书需要正襟危坐地读，而枕

边书可以是躺着读的闲书。如果说做

研究要读的书是正餐，那么临睡之前

读的轻松有趣的书可以视为甜点。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也曾撰

文指出，阅读不应该止于消遣。从阅

读的意义而言，除了求乐，还有求知、

求解、求善。

加上之前读到过的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原的“专业性阅读和趣味性阅读

要结合”，笔者由此感悟，阅读要有合

理的结构，专业阅读要有一定的规划

和明确的目标。教师的阅读除了求乐

外，更重要的是成长导向的求知、求

解、求善。

在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并连续

7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今天，教师

阅读作为一种职业性的阅读，其重要

性已没有疑义，但教师怎样才能更好

地享受阅读带来的成长之乐，笔者认

为，要走出三个方面的舒适区。

一、走出阅读数量上的舒适区
一些调查显示，教师在阅读上的

数量并不多，和其他行业相比差别并

不大。那么，教师一年的阅读量是多

少才合适呢？

《教育时报》曾刊发过一篇文章为

《教师一年读多少本书才心安》，遗憾

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

的答案。

笔者认为，教师一年的阅读量不

能低于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人员的平

均阅读量。

《人民日报》2020年4月21日以

《你的阅读达标了吗》为题，对第十七

次全国国民阅读状况调查进行了发

布：2019年全国成年国民人均阅读纸

质书4.65本。

如此说来，教师一年阅读纸质书

应该不少于5本。肩负指导学生读写

任务的教师，在阅读量上不能拖全国

人民的后腿。

该调查还显示，全国成年国民

一年阅读纸质书10本以上的，约占

一成。

笔者认为，优秀教师应该向这一

成比例的阅读人口看齐。

那么，教师工作这么忙碌，一年读

10本纸质书有难度吗？

宁波市镇海区“研之乐”读书会从

2018年发起“每月啃读一本书，用心

写就千字文”的“啃读挑战”活动成果

显示，绝大多数参与者能完成全年阅

读至少12本书的任务。

不少完成的教师在年度小结里提

到，自己平时该做的工作一样没少，没

想到居然还能有这么大的阅读量。这

说明，教师经常说的“工作忙”“没时

间”是可以突破的，一旦阅读成为习

惯，这些也就构成不了理由了。

当然，教师的阅读基础不同，在数

量上的舒适区也不同。对那些本来阅

读量就比较大的教师而言，一年10本

书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而对于原先基

本没有阅读习惯的教师，这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啃读挑战”使教师阅读有了目标导

向，有了群体压力，能使教师快速走出舒

适区，在较短时间内提升阅读数量。

教师可以将10本书作为一个相对

指标，作为自己的年度阅读目标；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一个“跳

一跳，摘桃子”的目标，并付诸行动。

二、走出阅读品质上的舒适区
阅读不能单纯追求数量，阅读内

容需要保证一定的品质。

著名散文家、新闻理论家梁衡把

阅读分为消费性阅读和积累性阅读，

他认为，信息、刺激和娱乐维持人的浅

层精神需求，是一种消费性阅读；知

识、思想、审美能够维持高级的、深层

的精神需求，是属于积累性阅读。

梁衡所论述的阅读是针对大众

的。教师阅读要提升品质，其积累性

阅读要在教育教学专业上下功夫。

不少教师不碰教育理论书籍，觉

得这些书深奥，读下不去。但是在“啃

读挑战”活动中，不少教师有了“第一

次”，好好“啃”过几本之后，对教育理

论就不再犯怵了，有的人甚至觉得读

了很有启发。

笔者前不久读了砖头般的四部曲小

说《大江大河》，总计300多万字，花了不

少时间。一般而言，文学阅读基本上没

什么挑战性，但即使是一本薄薄的教育

理论书，也得耐住性子慢慢“啃”。

畅销书作家雾满拦江把阅读分为

五个层次，娱乐类小说和经典类小说

排在最浅的两个层次。大学图书馆的

借阅排行榜，除了《平凡的世界》等少

数经典文学外，被借阅最多的往往是

《盗墓笔记》之类的书。

同样，在教育专业书籍中，案例型

也是排在最浅层次的，教师最喜欢阅

读。但只读案例，教师是不会有进步

的。特级教师闫学建议，教师要进行

“有坡度”的阅读；而“人民教育家”于漪

倡议，教师要读点“磨脑子的书”。

因此，教师在阅读品质上要有一定

的规划，以一年12本书为例，这12本书

的品质不能是单一的，要有合理的内容

结构，安排若干需要“啃”的“硬书”。

三、走出写作产出上的舒适区
教师的阅读是一种职业性阅读，

要注重读以致用，将阅读和专业成长

结合起来。

教师阅读的效果体现在教育教学

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视野的

拓展等方面，最直接的效果是教育写

作水平的提高。

教师在阅读过程中撰写读书心

得，就是一种有益的写作实践。读写

结合，既有阅读的收获，也有练笔的

功效。

虽然，从功利目的来看，读书心得

的重要性不及论文，这使得教师对此

类文体的重视程度不够。

不少教师自称不会写论文。不会

写的背后，往往是缺乏专业阅读和写

作实践。因此，教师多写，以写促读，

会有更多的成果产出，这也是教师阅

读力的具体体现。

教师写读书心得要有“代表作意

识”，虽然不一定每篇都写得很出彩，

但每年可以用心写几篇代表作。如果

写出来的文章获奖或发表了，可以增

加教师的阅读获得感。

笔者注意到，不少教师在用心

写了大量读书心得后，练就的写作

能力自然迁移到论文写作上。笔者

听本区内一位校长反映，某位教师

原先在校内默默无闻，自从在宁波

市获得读书征文一等奖之后，整个

人都变得神采奕奕，做教育研究工

作也越来越顺。

总之，教师如果在阅读数量、阅读

品质和阅读产出三个方面都走出舒适

区的话，将会对个人的专业成长产生

极大的助力。“啃读挑战”就是帮助教

师走出阅读舒适区的一个好载体，镇

海区的这项活动开展4年来，参加人

数从80人增加到了393人，说明其对

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童心与引领
□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
徐卓颖

近期我读闫学老师《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

班主任》，跟闫学老师一起分析整理苏霍姆林斯

基在班级管理、道德建设、师生交往、习惯养成

等方面的经验和价值，聆听闫学老师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践解读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班

主任这项原本千头万绪的工作也随之立刻变得

生动起来，每读一篇，脑海中总能浮现出自己与

学生们相处的画面。

作为一名刚走上班主任工作岗位的青年教

师，我觉得教师是最具有善意与慈悲的职业，而

班主任又是教师中最贴近儿童生活的人，因此

需要更多的爱去与学生并肩而行。结合我读这

本书的体会，我把班主任工作归纳为两个词：童

心与引领。

书中我最爱的一篇即是《为童心筑上护栏》。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必须保护孩子们

心灵中巨大的、无可比拟的精神财富——欢乐

和幸福”。

最能带给学生幸福的不是一位成人的时刻

教诲，而是学生与学生间单纯美好的对话。学

生的童心是与生俱来的，如同天上星辰闪闪发

光；而我们教师的童心也许已悄悄地落上尘土，

不再那么晶莹透明。那教师又怎能真正走入学

生心灵呢？

我总是告诉自己：要多以学生的角度陪同

他们一起看世界。我教语文，不会占用他们的

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因为我不愿看到他们

失落的眼神。

我不会在哪个小朋友来告状后马上作出反

应，而是会细细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我知

道，冤枉与误解会让我失去他们对自己宝贵的

信任，我要让“每一句话都结出果实”。

我会在诗歌朗诵前精心做好PPT，和他们

一起学习什么是“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着巨

臂，一声宣告，驱散了神州五千年的阴霾”。当

他们说起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感动得想哭的时

候，我明白他们真懂了。

我会在新年来临之际带着他们一起学剪窗

花，当有些学生不会剪时，我会告诉他们，徐老

师也剪了无数次，这是我第一次成功。

当看到书中那篇《班级活动的教育意义》

时，忽然对自己的幼稚感到惶恐，我的班级活动

虽没有什么精妙安排，也不那么轰轰烈烈，但伴

随着学生走过每一天。有时，我也庆幸我的“幼

稚”，这一切源于我的童心，童心才让我离学生

更近。

闫学老师专门谈到“让家长也懂教育”，

这太重要了。教育的引领包括教师对学生的

引领、家长对孩子的引领，以及教师对家长的

引领。

人生第一次家长会，那上台前的惴惴不安

至今难忘。与家长朋友们相识3个多月了，渐渐

有几个相知的，频繁地交流分享学生的情况，合

力帮助学生改掉许多坏毛病。

作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我除了要在语

文学科上引领学生前进，还要在日常生活中

以身作则，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

活习惯。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培养

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是核心主张。闫学作为校

长为我们班主任提供了几个育人方向：教学生

约束自己，培养学生的情感素养和精神力量，

培养学生对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感，引领学生全

面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提倡“学生之间互相鼓励、互相

影响”，于是我也尝试效仿起来，让学生引领学生。

我会让学生给大家推荐本周自己读过的最

好的绘本，在课上与全班共读学生推荐的绘

本。一点火星触发另一点火星，阅读兴趣如同

小火苗，就这样在班中愈燃愈烈。不仅阅读领

域如此，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让学生引领学生。

读这本《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吸

取如此多班主任教育的精华，我自己还需要更

多时间慢慢沉淀。

书 名：《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修

订版）

作 者：闫 学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师专业成长要走出阅读舒适区

向朱熹学习阅读之法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湖州
市织里镇轧村小学上了一节别样的始业教
育课“红领巾心向党，小勇者来竞答”。课
前，该校德育处和少先队收集资料，设计了
适合少年儿童的党史知识竞答题。这些题
涵盖不同方面，答题形式不一，比如要求竞
答者唱一首红歌、讲一个党史故事等。如
回答正确，“小勇者”可获得由教师亲手绘
制的“知礼书签”，上有“福”“礼”“喜乐”“平
安”等字样。图为学生正在回答随机选择
的题目。

（本报通讯员 费凤飞 摄）

简牍纪事

永远跟党走
从了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