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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岁月，读写不辍
——我在浙江省教师读书征文评选中获奖11次

□常生龙

阅读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要推动全民阅读，教师是非常重要的

力量。如果教师自己喜爱阅读，并将阅读

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然就会潜移默化

地让学生爱上阅读。如果每一个经历学

校教育的学生都有阅读的好习惯，都具备

终身学习的能力，这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的巨大力量。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

落差。全民阅读推广已经持续很多年，但

只要看看每年人均阅读书籍的数量，就会

发现其10多年来基本上停滞在一个较低

的水平，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教师自身的阅读情况也并不是很乐

观，教师有阅读的欲望，看到有好的书籍

会毫不犹豫地购买，但很多教师在阅读时

往往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少能够将一本书

较为完整地读完。

我在《教师阅读那些事儿》一书里，针

对教师阅读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展开

讨论，尝试帮助教师探寻出一条阅读的路

径和方法来。

这本书由4个板块组成：第一个板块

重点讨论“为什么读”；第二个板块着重分

析“读什么”；第三个板块旨在明确“怎么

读”；第四个板块具体说明“怎样让阅读更

有成效”。

每一个板块设置了若干个小问题，由

我试着回答。希望这种问题导向式的写

作，能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些方便。

为什么读
在“为什么读”这个板块中，具体讨论

了6个在阅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一是时间问题。阅读是那种看上去

重要但并不很急迫的事情，教师每天忙着

处理各种事务，自然就会将阅读往后排，

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没有养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才让自己每天变得忙碌。

二是读不下去。读不下去的原因很

多，与当下的信息呈现方式、与自身的阅

读习惯、与书籍选择不够恰当等都有关

系，明白其中的缘由，就知道该如何调整。

三是读了记不住。看到别人滔滔不

绝地转述读过的书，总是羡慕不已，并对

自己的记忆力产生怀疑。我希望大家理

解的是，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太纠结。

四是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关于这个

话题，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很多。

五是具备阅读能力的标志。这是一

个很难描述的指标，我提出“感知、关联、

鉴赏、创造”这4个层级的阅读能力进阶

路径。

六是对教师阅读的重要性再分析。

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教师必须要开展阅

读，并让阅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读什么
在这一部分，我与教师们一道回顾文

字的诞生、书籍的发明以及对人类的发展

所产生的影响，让大家感悟书面语言的独

特价值。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教师应根据教育

实践的需要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建议教

师围绕丰富学科本体知识阅读，围绕提升

教育管理能力阅读，围绕设计课程、组织

教学、实施评价阅读，围绕脑科学与学习

科学的新进展阅读，围绕教育观念和教育

哲学阅读，围绕学习中国优秀文化、世界

先进文化展开阅读，围绕“五育”的融合和

协调一致阅读，在搭建“七巧板”阅读体系

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

在明确阅读方向之后，又对几个常见

的问题进行讨论。比如，如何找到有价值

的书？选择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怎么读
与人类演化的悠久历史相比，文字

的发明到今天不过“弹指一挥间”。在这

样短暂的时间里，人的大脑不可能产生

巨变，因此，阅读是一个复杂精密的大脑

游戏。

我们应该如何开展阅读呢？我着重

讨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阅读的准备。比如要有识别、

分辨文字和发音并确定二者对应关系的

能力，从句中提取要义、联系要义，以及

创建更系统的要义的能力。

二是阅读的方式。逐字逐句地阅读

在初学语言时期是很有必要的，具有一定

的独立阅读能力之后，就能练成一目十行

的本领。

三是阅读的层次。《如何阅读一本书》

把阅读划分为4个不同的层次，从低到高

依次为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

题阅读，每一个层次又都包含一些具体的

阅读阶段和技巧。

四是阅读的重点。每一个知识体系

都是由该领域的专家逐渐构建起来的，有

该领域的开创者，有意见分歧者，还有集

大成者，他们都是这株知识树上的一个节

点，由此延展出来的枝叶，就是他的理论

成果。找到这些节点，研究这些专家，就

能够更好地理解整个知识体系。

五是阅读的推广者。很多教师误以

为阅读主要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其实每个

人都应该成为阅读者，而每位教师都应该

是一名阅读推广人。

六是阅读的成效。阅读是非常个性

化的活动，但在当下，打造专业阅读共同

体，让大家在共读中互相启发、互相激励，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阅读与写作
阅读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基础，但要让

阅读的效益凸显出来，要让自己获得成

长，还需要做好另外一件事情：写作。

对于很多教师来说，写作似乎是非常

困难的。因为，写作是非常专业的活动，

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为了克服对写作的恐惧，最好的方式

就是从写读书笔记开始，阅读一本书写下

一些心得，我手写我心。

读书笔记主要有3种形式：书评、读

后感和札记，每一种都有基本的特点和写

作要求。相对而言，读后感的表达更加自

由一些。

阅读是汲取和输入的过程，写作则是

释放和输出的过程。

和作者有一番心灵交流之后，通过写

作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阅读，梳理自己的

思维，与更多的人沟通和交流，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

阅读和写作比翼双飞，能让教师的专

业成长动力十足。

（作者为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教
育考试院副院长）

□宁波市镇海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刘 波

2014年，我家里要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全家去看

房的时候，发现其中一户有一间很不错的书房，比我原先

的书房要大很多，并且有现成的大书橱，我就投了赞成

票。这样，我便拥有了一个更舒适的精神空间。

新书房基本装备齐全，我只在原有基础上简单装修，

增添一些设备，做到能够复印、扫描、打印，使之具备现代

化办公功能。

为自己构建一间书房，其实就是为自己营建一个专业

成长高地。为此，我还曾写过一篇题为《教师应为自己构

建一间书房》的文章。

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3000条读者微博微

信留言中进行了统计，推出了一个“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

行榜，结果排在首位的是《红楼梦》，前十名中四大名著全

部在列。国外进入前十名的名著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百年孤独》等。很多媒体都刊发评论，说现在人心越来越

浮躁，人们很难静下心来看那砖头一样的书。

这件事给我的感触很深，将书房取名为“静心斋”，以

时刻警醒自己在做学问时要克服浮躁心理。

我读的文学著作不多，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我

有意识地让自己“啃”一些砖头一样的著作，如《穆斯林的

葬礼》《四世同堂》《白鹿原》《主角》《应物兄》等。

“书买来是为了以后读”，原国家督学成尚荣先生这个

观点，让我减少了买书不及时读的焦虑感和负罪感。当我

想翻翻某本书的时候，看到书橱里

那么多好书可供选择，心里颇有一

份惬意。

我的书房不怎么美观，但实

用。对我来说，书房是精神后花园

和能量加油站。我在家里的时光，

基本上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读书

写作是我居家生活的常态。

尤其近3年受疫情影响，我在

书房里待的时间就更长了。

不知不觉，我在这个书房里度

过了8年时光，最大的感觉就是书房变拥挤了，原先大书

橱还有不少空间虚位以待，现在则是书满为患。

有高质量的输入，自然也少不了输出。这8年，我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中国教育报》《浙江教育报》

《教师博览》等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先后出版了《教

师成长力修炼》、《从新手到研究型教师》（第二版）、《走进

教师阅读》、《教师阅读力》（第二版）、《教师，以研究“姿态”

成长》等5本著作。

这些都是在我的书房里完成的，因此，书房也成了我

的精神生产基地。

□长兴县实验小学
范新萍

名著开启智慧，经

典浸润心灵。《西游记》

是一部很有趣的书，林

庚先生称之为“童心之

作”。学生们看动画片

《大闹天宫》和电视剧

《西游记》长大，对神通

广大的孙悟空可谓崇拜

之极。到五年级下册，

“快乐读书吧”推荐书目

之首就是《西游记》。

如何读好这本书？

应该由学生自己来做阅

读的主人。

笔者发动学生展开

头脑风暴，师生合作策

划共读项目“跟着悟空

去追梦”，并设计可供选

择的几个不同难度系数

的项目化作业，分组开

启共读之旅。

“悦享”读书小组认

领的项目化作业是“梦

起梦落”，打算合作精读

《西游记》前七回，用思

维导图厘清人物和情

节，并表演课本剧“猴王

出世”“大闹天宫”。

少年霄翔读书小组

的作业主题为“魂牵梦

萦”，打算通读全书，细

读回目，画出西游路线

图。因师徒四人个性鲜

明，书中妖怪也各有特

点，因此他们会设计人

物档案卡，尤其是妖精卡。

意气风发读书小组的项目取名为“梦圆”，

试图深入了解作家吴承恩。因他曾在长兴做

过县丞，小组成员打算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以

及其他与《西游记》创作相关的周边。

学生经过讨论确定的项目任务，自己自然

特别喜欢。

《西游记》原著中有大量的韵文、生僻字，

学生读不懂怎么办？

“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小学生读经典名

著无需面面俱到，经过读书小组集思广益，我

们选用了3种读书策略。

策略一：内容重组。以孙悟空为线索进行

跳读，标记出相关内容，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整

体。在阅读时，我们还设计了有趣的阅读活

动，如根据句式“因（ ），他具有（ ）的名号”

让大家说一说。

很快，学生们发现孙悟空一生有六大名

号，分别是：美猴王、孙悟空、弼马温、齐天大

圣、孙行者、斗战胜佛。他苦练七十二变，历经

八十一难，降妖伏魔，战胜自我，西行取经是追

梦之旅，也是成长和蝶变。

学生运用这种方法梳理其他人物，包括众多

的妖魔鬼怪和神佛，发现阅读起来更加顺畅，事

半功倍。

策略二：举一反三。学生在阅读中发现，

师徒遇到的每一重阻碍，都不是一下子就能破

除的，都要经历几番努力才能成功。比如大家

耳熟能详的“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等，情

节上都是一波三折。

课后，学生们用它来验证西游记里的其他故

事，发现屡试不爽。原来，整本书阅读若能找到

一定的结构，就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比

较中发现一定的规律，阅读就不再孤立和无序。

策略三：跨界阅读。在开读《西游记》前，

学生们就纷纷表示，之前已看过相关的动漫影

视作品。那么，就让我们来一次跨界阅读，体

会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表现人物、设置情节等方

面的特点吧。这样有助于我们立体化地品评

人物，多角度地理解原著。

“为什么是七十二变？”

“如意金箍棒到底有多重？”

“《西游记》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怎

样的？”

在互惠式分享的同时，学生产生新的阅读

发现，纷纷抛出自己的关注点。

“人，因梦想而伟大，因团队而卓越。花果

山的小小石猴，虽拥有才能，还得忍辱负重，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一步步实现生命的价值，最

终修成正果，成了斗战胜佛。”意气风发读书小

组在分享阅读感悟时总结道。

开学以来，学生们一有空就捧读《西游记》，

深度阅读，合作探究，“和悟空一起圆梦”。成果

分享会上的作业展示精彩纷呈，学生们用自己

的智慧表达着对古典名著的理解和热爱。

罗曼·罗兰说：“没有人阅读的是一本书，

他总是通过书籍在阅读自己，要么是在发现如

何 控 制 自 己 。”（No one ever read a

book. He reads himself through

books, either to discover how to

control himself.）我们共读《西游记》，发现悟

空，化身悟空，和悟空同呼吸共命运，既掌握了

阅读整本书的方法，也一路追寻悟空的梦想，

不经意间窥见成长的密码，达到“读一本书，阅

一个人，圆一回梦”的效果。

阅读路径：破解头脑中的精密游戏

书 名：《教师阅读那些事儿》

作 者：常生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近日，江山市虎山小学开展“喜迎二十大，虎
娃探国防”为主题的国防课程。学生在退伍军人
的指导下，通过认军械、绘地图、整内务、运物资、
扛圆木等项目，深入体验军营生活，并用文字、图
画、手工制作等形式完成国防作业。这门课程培
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品质，锻炼了学生的意志
力。图为学生在参加齐心协力运“弹药”活动。

（本报通讯员 高 峰 徐晓娟 摄）

静心斋

建成时间：2014年

书房面积：15平方米

藏书数量：300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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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子弹”飞
先把“弹药”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