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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也春来也 正少年正少年

□湖州市南浔高级中学 柏进华

《论语选读》每3年我就要教一次，

从这本教材中选10篇课文开展教学。

我想让学生们看看完整的经典到底是

什么样的，于是推荐学生购买杨伯峻先

生的《论语译注》。课前10分钟，师生一

起捧书朗读。用了20天，我们借助这本

书之力，把《论语》通读了一遍。

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
16年前的9月，我离家进京上学。

火车穿行云贵，横跨长江，看着车窗外

的景物，我心潮澎湃，觉得自己可以改

变世界。

一个山里娃突然进入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只觉得北京的冬天比昆明冷得

多。在寝室里，浙江同学大谈中国摇滚，

东北同学满墙的文史书籍，安徽同学高

考数学满分，就连比我小3岁的江西同学

在风云辩论赛中也是风采翩然……要是

能集他们的优点于我一身，那该多好。

第一门课，没有教材，课上竟然讲

的是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

导师对我说：“子曰：‘道听而涂说，

德之弃也！’做学问一定要读元典，看第

一手资料，不要东抄西抄，要谨守元典

精神。”

大学没有早读课，我却继续早读的

习惯，清晨捧着《论语新解》在刘和珍、

杨德群纪念碑下大声朗读。就这样，我

第一次完整地读完了《论语》，也是第一

次和经典的距离这么近。

毕业时，我把读了4年的《论语新

解》送给同学留念。同学翻开书惊讶

道：“你竟然写了这么多批注。”

微信兴起时，我加了导师好友，很

兴奋，发信息告诉导师：“您的学生从那

时起，知道了‘学问’二字，至今坚守着

读元典的训诲。”

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
13年前的夏天，我要报考汉语言文

字学专业研究生，同学推荐我阅读杨伯

峻先生的《论语译注》。

之前我读的钱穆先生的《论语新

解》偏向义理，注重人生智慧和道德修

养的阐发；而《论语译注》忠实原文，从

语言文字方面解读《论语》。二者相较，

我要考研究生，当然还是《论语译注》更

为贴合专业要求。

记得我那时整天坐在老图书馆里，

坚信能从《论语》中感悟孔子的道德境

界。道德是关于心的，心里怎么想就会

怎么做，当然心才是根本。

《论语》的每一章都带着孔子的人

格魅力，直通生命最澄澈之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论语》全书的第一章，“学者，

效也”。“效”的意思是“模仿”，模仿是重

要的学习方式。儒家效法的是古圣先

贤，不论在什么地位都能心系生民，以

爱存心。

“习”的意思是“鸟数飞也”，具体来

说学习就像小鸟练习飞翔一样，需要反

复地实践。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同门师兄

弟从远方来，曾经的好友过了很长时间

还能再聚，一起回忆当年讨论启发、进

德修业的场景，虽然可能主张各异，但

是友谊随着岁月的淘洗越显淳厚。

“知”，往小处说是“了解，知晓”，

知晓自己的才能和品德，知晓求学过

程中的辛酸苦楚，知晓早年立下的兼

济之志……

我在想象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

是什么心情，是什么语气呢。是自豪，是

无奈，是自我安慰，是劝慰弟子吗？

孔子遇到人生的困顿，经过不断历

练，终归豁达平和。随着阅读量的增

加，我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生好学

不倦，孜孜以求，不论是被人理解，还是

受人赏识，都能保持本心和本色的人，

孔子是一个。

我愿意做一个像孔子一样博学多

闻的人，做一个有文化担当的人，做一

个勇敢的人。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9年前的夏天，我一个人、一只箱、

一只书包，乘坐37个小时的火车，来到

江南小镇南浔。

夜晚听着秋风吹雨，点点滴滴，看

着床头柜上摆开的课本和教学参考书，

一次次躺下，一次次起来，为第二天上

课的思路发愁。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贤哉，回也！”

颜回的“贤”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饮食很简单，居处很简陋，甚至到“人不

堪其忧”的地步，颜回却依然不改变一

贯的快乐。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

处乐。”物质条件不足以动摇一个人对

德行的追求，既不因处境不佳而妄自菲

薄，也不因时运亨通而忘乎所以。“饭疏

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就是孔子的生命气象。我又何

必再为同事口中的“北师大双料硕士怎

么就来这个小地方”而暗自神伤呢？“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不是特别切合此时此

刻的我吗？

《季氏将伐颛臾》是选自《论语》的

一篇课文，体现了儒家的重要政治主

张。文章的表达方式和《论语》其他篇

章的一问一答不一样，它是被弟子冉求

3次辩解“逼”出来的。这不就是师生之

间的讨论吗？如果没有冉求一次次的

辩解，孔子会有机会提出这烛照千古的

政治主张吗？

反观自己的课堂，学生的看法和我

不一样，不是正好可以争论，激发学生

思考吗？学习不就是在师生的问难中

实现的吗？这就是终极教学，我又何必

远求呢？

我还发现，弟子冉求和子路来报告

孔子“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给出3

个不应该讨伐颛臾的理由，并且暗示冉

求和子路本应该阻止季氏。

待冉求承认自己也不同意讨伐后，

孔子明确地提出内政外交的主张。这

不就是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开展教

学吗？我在备课的时候应该关注学生

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而不是独自在

雨夜辗转反侧，苦思冥想。

那一刻，我在寒冷的冬天看到几点

鲜丽清雅的红梅。

16年来，《论语》解决了我人生路上

的困惑。人何必腰缠万贯、衣紫腰金才

愉悦呢？何必等到普天之下都承认自

己德才兼备，才做君子呢？“人不知而不

愠”就是君子的表现。

想起北宋程颐的一句话：“今人不会

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

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又想起他的另一句话：“颐自十七

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

久，但觉意味深长。”

现在，我在和学生们一起读第二遍

《论语译注》。我想，他们也会像我一样

有新的感悟吧。

□宁波高新区实验学校
陆青春

部编版语文教材设计了

《我爱阅读》《快乐读书吧》《和

大人一起读》等栏目，将整本书

阅读提上议事日程；我则设计

了推荐导读课、过程指导课和

成果分享课三种课型，让学生

爱读、会读、深读整本书，进而

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一、推荐导读课：点燃兴
趣，形成阅读期待

开启一本书的阅读，我先

用最简短的语言，进行背景揭

秘、重点剧透、名家推荐，烘托

阅读气氛，吊足学生胃口。

随后，借助“四读法”，即

读封面、读序言、读目录、读插

图，帮助学生学会快速了解图

书的基本特点和相关信息。

直接让学生阅读整本书，

一些学习意识相对薄弱的学

生会产生退缩心理。因此，有

必要指导学生制订合理的阅

读计划。

我让学生自己估算一下，

读一页需要花多少时间，再根

据整本书一共有多少页来确

定每天的阅读任务。计划表

粘贴在书桌上，学生每天及时

记录。

我在钉钉群里发起打卡

（拍照和录视频），邀请家长

一起监督，每周一次由我在

群里总结情况，表扬先进。

二、过程指导课：广用方
法，助力深入阅读

整本书阅读有点像跑马拉松，需要不断

补充能量、加油助威；又有点像丛林探险，需

要不断改进方案、调整方向。过程指导课用

于辅助学生的阅读，根据不同情况，可以上一

节，也可以上多节；可以上几分钟，也可以上

一课时。

我根据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水平布置不同

的任务，让阅读进度较快的学生设计问题，借

助阅读单，边读边思考。

阅读方法各年段也不相同：中段大声朗

读、编排游戏、复述故事；高段分章节讨论，创

设若干个小主题，由教师带领品味书中的语

言、人物、哲理。

语文教材上有阅读方法的指导，比如预

测、提问、画图等，我也曾指导学生采用精读、

速读、略读等方法，这些全都可以让学生活用

到整本书阅读中。

学生可在空白处批注，表达想法；也可在

难懂的地方做标记，过后向教师或同学请教。

三、成果分享课：碰撞思维，感受阅读价值
成果分享课把学生推向前台，让每个学

生都有展示的机会。

我按照学生的阅读基础、学习能力、性

格特点优化组合，使每个小组都有不同特

点和层次的学生，以6人一组为宜，选1名

组长。

课前与学生共同策划，上课时教师退居幕

后，放手交给学生去组织，设计读书卡、阅读

单、书腰和书签、手抄报、海报……

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分享，可以表演

书中的故事，也可以讨论书中的观点。最

后，将学生的读后感、读书报告等作品收集

起来，装订成册，并请学生撰写序言。这本

集子就陈列在学校图书馆，成为优质的阅读

资源。

此外，学生的阅读成果还以各种形式在

微博、抖音、QQ日志、班级公众号等平台展

示，置顶优秀作品，奖励“阅读网红”，评选“最

美读书人”。

成果分享课既是一本书阅读的最后一个

环节，也是另一本书阅读的起点。如共读《夏

洛的网》后，我们就延伸阅读E.B.怀特的另外

两部童话名作《精灵鼠小弟》和《吹小号的天

鹅》；读完《列那狐的故事》，我推荐学生阅读

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和沈石

溪的《再被狐狸骗一次》等。

《夏洛的网》《彼得·潘》《木偶奇遇记》都

有非常棒的电影，共读之后，和学生一起看看

电影，是一种视听的享受。

整本书阅读信息容量大、时间跨度长、知

识面涉及广，我通过师生共读，家长伴读，学

生组建若干阅读共同体互相提醒、督促、交

流，将计划制订、任务落实、策略运用、心得分

享、习惯养成等全部纳入评价范畴。编制评

价量表，建立阅读档案袋，设计阅读反思单，

让学生阅读的成长足迹清晰可见。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施施

如果有一个房间盛放你的精神，任你遨游，那里藏有

你独特的审美、隐秘的追求和爱恨，自由得可以偃仰啸歌

或冥然兀坐，那将是蒲松龄的聊斋、归有光的项脊轩、杜

甫的浣花草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的，我也

有这样的房间。

书房名取自佛经首语“如是我闻”。如是，就是这样，

存在即合理，热爱阅读的我如是，积满书架的书如是。

如是，我相信安安静静生长的力量，扫过的文字浮潜

在生命中，融入骨血，经由谈吐、面容显现。

书房并未经过特别的设计，满墙的书摆在日常起居

室，阅读和生活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入睡之前手握一本书，闲书可以随便读，但读书并不

是一件随便的事。读书并不需要仪式感，但读前至少洗

净双手，是对纸张文字的虔诚与敬畏。

2014年，大学毕业，我提着重重的一袋书回家，理书

时萌发了藏书的想法。于是，一本本累积，才有了今天的

“如是”。

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是爱其内容而买，也有的是爱其

装帧，就像青简的摄影随笔集《江南》，以独特的手揉纸做

封面，摩挲起来心底会生出一种喜悦。

建设一面书墙，也是建设我的生活。

学生时代，我的世界充满文学瑰丽的想象；入职初

始，经济独立，书房多生活类、旅行类图书，我开始举着

相机开启书店游：扬州的钟书阁、安徽的碧山书局、南京

的先锋书店、哈尔滨的果戈里书店、成都的方所、杭州的

晓风书屋和纯真年代……

坐在泉州的书想所的阳光中翻阅肖全的《我们这一

代》，在桐庐的先锋云夕图书馆的夜色里遥想《一个人的

朝圣》，在北京的模范书局的夕阳下坐拥《生命清供》……

与书有关的一切都令人着迷。

数年后，语文教师的职业特性促使我开始探究语文

本质，读王荣生的《散文教学教什么》、叶开的《语文是什

么》、郭初阳的《颠狂与谨守》……在小小书房支起语文的

一方小天地。

现在，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李希贵的《重新定

义学校》、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讲谈社的历史书、理

工科的跨界书入驻书架，不断扩大我的阅读

地图，连接自然、历史和社会，用书籍

铸造我的城市。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空

间，提供城市居住者灵魂的栖

居。那么，书房呢？于我而

言，它可以让个人诗意地栖

居，抵抗生活的疲累。

在那些阅读的时刻里，

我只是我，没有身份和义务，

心无旁骛。

心之所至，书之所至，读书是为

自娱自省，创造一些随时随地的孤独，

度过人间有限的光阴。

书房是我一个人的故乡，安放我，保护我，陪伴我，如

是而已。

三
种
课
型
指
引
整
本
书
阅
读

数点梅花天地心
——十六年来读《论语》感悟

书 名：《论语译注》

作 者：杨伯峻

出版者：中华书局

书房面积：25平方米

建成时间：2014年

藏书数量：1000册

如 是

五星级“崇正少年”表彰是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对学生学业成绩、行
为规范等日常表现的综合评价。每周获评“崇正小组”“优秀之星”“进步
之星”可得1颗星，学生积累10颗星以上、每门课成绩都在班级平均分
以上，即具备学期末入选“崇正少年”的资格。图为在3月12日该校举
行的“崇正少年”颁奖典礼上，获奖者与家长一起走过红地毯、穿过花门，
到领奖台接受表彰。 （本报通讯员 吴 媛 胡丽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