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更好的自己
■昆山市娄江实验学校 王依晴

“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 5
岁的小男孩， 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
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
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 淡水
的街头， 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
的花铺。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
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 这是龙
应台给她的书《孩子，你慢慢来》写下
的开头。 当我再次读到这段文字的时
候，眼角湿润了。

这是一本充满爱的书， 是一位母亲
与孩子成长的直接对话；也是一本具有
教育智慧的书，能够启发教育者倾听孩
子的呼唤。 读书让人的心变得柔软，而
教育也应当是柔软的，是一颗心摇动着
另一颗心，带着美好的体验努力前行。

记得 4 年前我初次阅读《孩子，你慢
慢来》时，还是一名师范学校的学生，对
于教师这个职业还不甚了解，但书中的
语言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地种在了我的
心里，无声无息地生长，等待着花开的
那天。

成为教师后，我依旧喜欢阅读，在夜
深人静的时候，走进《解忧杂货店》，读
一读浪矢老爷爷给迷途中人的暖心书

信。 在淡如白开水的叙事中，体会到一
种叫善意的东西。 读着读着，心底的柔
软再次被触碰，就像黑暗中的光亮、泥
泞中的通途，让人如沐春风。 虽然内容
似乎和教育无关， 却不时勾起我对育
人的思考。 浪矢老人认真对待孩子玩
闹的咨询，对真正的求助者给予保护，
让苦闷的人有抒发内心的窗口……种
种细节让我动容， 也让我萌生了一个
想法：“开”一个“解忧杂货店”。 在与孩
子相处的过程中，也像浪矢老人一样，
蹲下来静静地听一听孩子的烦恼与心
声，认真去对待每一个孩子的诉求，不
心生厌烦。 也许今后也可以用书信的
方式和孩子们“悄悄”地沟通，帮助他
们勇敢前行。

诗人狄金森写道：“没有一艘船能像
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马能像一页跳动的
诗行那样，把人带向远方。 ”书，已然成
为了我生活和工作的指南针，让我充满
力量，指引着我驶向美好的那方。

“老师， 同桌用算盘打我！ ”“老师，
他拿了我的橡皮！ ”“老师，我不想跟她
玩了！ ”……最近，有几个孩子之间闹得
很不愉快，总是为了一点小事来向我告
状。 跟他们沟通调解了几次，好像都没
什么成效。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 在午间共读
的时候，带来了一册绘本———《真正的
朋友》。“孩子们，”我故作玄虚，“两个
好朋友为了一点小事在操场上大吵特
吵，所有人都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他
们还能继续做好朋友吗？ ”好多孩子都
摇摇头，“让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朋友
吧！”我开始分饰两角“争吵”起来，一会
儿说“他扔了我书包”，一会儿说“他把
黄油抹我脸上”，孩子们听得“咯咯”笑
起来。接着，我又问学生：“你们说，这两
个人像不像我们中的谁？ ”孩子们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笑了。 是
的，这册绘本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平常
孩子们闹矛盾的情景，在和孩子们共同
阅读的过程中， 他们自然明白了什么
是真正的朋友， 也学会了正确处理人
际关系，体会友谊的真谛。 听完这个故
事，那几个总是告状的孩子也“悄悄”
地和好了。

从一年级开始，只要有空，我就会带
着孩子们一起阅读。 其中， 绘本是经常
被拿出来的。 我会根据班里最近的情况
选择相关的主题。 当孩子们不敢去尝试
新的事物时，我会和他们读读《勇气》；
当调皮捣蛋的孩子总是去招惹同学时，
我会带大家看看《我是霸王龙》；当孩子

掉牙害怕时，我会和他们讲讲《一颗顽
固的牙齿》 ……绘本就是我与孩子们心
灵沟通的大本营，在共读中我们享受着
快乐。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 我比较关注孩
子们的阅读情况。 早读时间，我会带孩
子们一起唱童谣、背古诗；课堂上，我会
补充一些和课文相关的故事； 午间休
息，我会让孩子们坐在长廊上静静地看
书……我努力让孩子们爱上阅读、学会
阅读，让阅读成为他们的习惯。 慢慢地，
孩子们回去也和爸爸妈妈一起共读了，
家长们也时不时地会发来一些共读心
得，分享与孩子读书的感受，书香从校
园飘向了家庭。

是的，读书不仅是一个人的事，老师
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书，让家长一同
走进有趣的故事中，重温那份美好。

林清玄在书中写道：“唯其柔软，我
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
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
我们才能超拔自我，在受伤的时候甚至
能包容我们的伤口。 ”读书，让我们的内
心变得丰盈和柔软，也让我们在繁杂的
尘世里，以静、以淡、以柔软应万变。

我和我的学生们约定，去阅读，去修
炼，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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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过眼书缘书话

来，一起做
好人好事吧

■山东省临沂市广播电视台 金菁

首先要佩服作者的勇气，“好人好
事”这个题材，虽然是相当正能量、主
旋律的，但若处理不好，就会让人联想
到听“好人好事”报告会时的体验。 作
者唯恐天下人不知似的，除了书名，还
在每章标题里特别标明“好人”，如此
硬碰硬，结果怎样呢？

出乎意料，有趣。
《巡逻好人》的阅读体验就像喝了

一杯温润的水，干净清透。 它与时下很
多猎奇的儿童文学不同， 没有故弄玄
虚，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就是老老实实
地讲了一群孩子乐于助人的故事。 说
到乐于助人，我们很容易有刻板印象，
比如“扶老奶奶过马路，这是我应该做
的”———说法是对的，但总让人觉得哪
里不对劲儿，似乎是为了助人而助人。
“巡逻好人”的队员则不同，他们是因
为感受到了被别人帮助的善意， 而自
发地产生了向善的心， 并付诸行动：
“小伙伴们都很开心，因为他们今天得
到了别人的帮助， 马上就想到了要帮
助别人。 ”既非求表扬，也不是刷存在
感，更不是受到了英雄事迹的感召，就
是想力所能及地帮帮人。 这个动机，是
诚实的。

当然， 做好人好事， 也没那么顺
利，他们遇到了各种状况。 比如忽视了
该帮助的人，被“冒名顶替”者坏了规
矩，期待已久的义卖行动迟迟没有动静
……他们团队作战，免不了有小矛盾小
摩擦， 但都在直面问题的过程中解决
了，每个人也都显出了自己的个性。 开
始看上去有些“反面”的人物，其实有他
的不得已之处，慢慢地，大家对他的态
度和他自身，都发生了转变；同样的，力
争做“好人”的孩子们，也都存在着缺点
和弱点。没有非黑即白，没有一成不变，
这样的人物性格，是诚实的。

书里的主脉络是孩子们利用暑假
做好人好事， 因此群像的塑造和他们
如何行动，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但在并
不为主的大人和孩子的关系上， 也可
见作者幽默、诚实的书写。 比如“只要
米贝明乖乖练琴， 妈妈就变得特别像
‘亲妈’，表现出各种好来”，它不声讨、
不评判，就是如实写来，让你不由会心
一笑。 这也可见它行文的一个长处：节
制。 在我们的过往印象里，做完好人好
事，常跟着激动的感谢。 这本书里，大
家看到徐邱骆家庭条件不好， 于是就
决定做些事来帮助他， 这是自然而然
的生发； 徐邱骆也并没有感激得涕泪
交流，而是和小伙伴们一起行动起来。
没有情感的过分渲染， 更显真实、诚
恳。 结尾也是，眼见障碍都已扫除，义
卖行动可期， 但作者戛然收尾：“好故
事，总是需要好结局。 可是，好事，永远
不需要什么结局……” 是啊， 但行好
事，就够了。

人与人之间友善互助地相处，可
以那么单纯地实现，它质朴有力，带给
我们如沐春风的温暖。 作者的白描写
法、简练语言，更为之增色。 虽然“正能
量”这个词因“滥用”之嫌，有时候不那
么可爱，但它确实是读过《巡逻好人》
后，脑中油然而生的频率最高的词，这
才真的叫“正能量”吧。 在市面上那么
多的绚烂声色里，《巡逻好人》不标榜、
不粉饰，一团朴素，连同时不时蹦出的
小幽默，静水流深地打动着读者，让人
忍不住也想做点儿什么———真可谓时
下儿童文学里的一股清流。 如果孩子
们的阅读书单里， 能够多一些这样的
书，应是极大的幸事。

《巡逻好人》
徐人双 著

古吴轩出版社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书苑闲谈

书海沉思

追求美好的教育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小学 钱建兵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不
管其是否“正式”地提出。 理想中的教育
是什么样子的？ 学校、学生、教学，又是
怎样的？ 从教近 20 年，第一次有意识地
思考这些，是在读了刘铁芳先生的《什
么是好的教育》一书之后。 后来才意识
到，这其实是我教育哲学的萌芽，是心
中另一个“教师我”的觉醒。

机缘巧合，因为当时要申报一个课
题，缘于当下学生在校学习处于“被学
习”状态的困惑，设计了一个“基于儿童
情趣的小学数学向学课堂的研究”的课
题方案。 教科室专家推荐我看这本书再
完善设计。 于是，带着一项任务我读完
了这本书，因为“向学”一词，与先生对
学生本义的观点不谋而合。

何谓学生？ 刘铁芳教授认为，学生
之为学生的根本在于拥有一颗学习的

心，即学习以欲求为基础，学校教育就
是促使学生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焕发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激活积极的生命状
态，个体是如何进行学习的比学什么更
为重要，因为教育以激活学生向学之心
为目标。 是啊， 当下教育中最大的问题
是学生向学本性的缺失。 学生内在的求
知欲望被湮没，处于一种知识获取与其
生命成长相分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与
人向上、向善的本性是相悖的，也就是
学生的生命是处于压抑、扭曲、分裂的
状态，这样的教育不是发展人、成就人，
而是对学生生命的摧残甚至是屠戮。

那么，学生何以成为“向学”的生命？
刘教授通过一个个案例的剖析，向我们
开出了医治“求知欲望萎缩症”的处方：
开阔的视野、充分的锻炼、主动的成长、
个性的展现、相互的激励……这是中观
层面的建议，当下教育教学改革也正朝
着这样的方向迈进，教育在改变，学校
也在改变，“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
学生适应学校” 已成为不少学校的共
识。在微观层面，刘教授指出，对于教育
而言，比不停地学习更重要的是对学习
的爱。学生之为学生的根本不在于他在
不停地学习， 而是他拥有一颗学习的
心，学习以欲求学习为基础。是的，个体
学习的状态、 过程比分数要重要得多，
而这正指出了我们教育改革比较滞后
的地方，重视结果与分数，而轻视过程
与态度情感。 受刘教授启发，我提出了
自己的数学教育观———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比知识更重

要的是思想方法， 比思想方法更重要
的是学生对数学学习拥有的美好体
验， 智力活动产生的美好情感体验能
促使学生由被动学向主动学跃升，学
会思考、学会学习固然重要，对学科的
热爱更重要。

比兴趣更具有力量的是内心深处燃
烧着的数学激情， 是对数学充满敬畏的
一份情怀。 领悟数学是怎么回事， 知道
数学知识、 数学能力、 数学思考对日常
生活的重要作用， 感叹数学的神奇与
美， 对数学充满敬畏。 小学阶段学习数
学，不如说是为学习数学做准备。 在“向
学” 的课堂中， 不仅仅是为了知识和能
力而教学， 更是为了学习力的提升、为
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教学， 让学生体验数
学带来的乐趣才能推动学生在数学学
习道路上持久、长远地行走。

任务完成后， 我又拿起书读了起
来。 这一次读，不再如第一遍时那样苦
苦地追寻，而是如同一场美丽的邂逅，
读着读着，教育的样子、学生的样子、
教师的样子、 教学的样子、 学校的样
子、校长的样子，立即在脑海中鲜活、
丰满起来。 教育的梦想再次燃起，内心
再一次心潮澎湃， 正是这种感觉带着
我，把书合上，又打开，一遍又一遍。 让
我们来重温刘先生的一些教育观：“教
育的灵魂就是引导着人不断地去欲求
美好事物， 以个体心灵中不断萌生的
对美好事物的欲求来激励、 引导个体
生命的自我成长。 ” 教育应该如此美
好，也应有这样的追求。 虽然这是一个

“乌托邦”式的教育理想，但正因为有
当下教育生活的不完满， 所以我们有
了不断朝向美好的欲求。

“理想的教育， 无非就是基于闲暇
的、以生活与交往为基本形式的、以对美
好事物的欲求为核心的、 以健全人格的
养成为宗旨的活动。 ”作为一种哲学，它
能引导人辩证地看问题。 教育不仅有
“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作者
并没有把教育的“诗和远方”放在一个至
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强调了“眼前”与“远
方”均应指向学生的成长。 其实，教育的
“诗和远方”不过是和“有价值的朋友”一
起分享“好的事情”“好的东西”，最终引
导个体生命的自我成长。 再如自由与纪
律、自律与他律的关系。虽然强调教育的
基本品质乃是闲暇与自由， 但在具体实
践层面，作者“并不排斥必要的规训与紧
迫”。很多家庭，包括一些教师，被一些鸡
汤式的言论所蛊惑，过于强调自由，扬言
要尊重儿童天性， 并坚信这是所谓个性
发展。殊不知，人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教
化与消极规训，两者缺一不可。只重视自
由，可能会培养一批自由散漫的享乐者、
利己者，这是需要警惕的。

正是因为读到这本书， 我不仅开始
思考我的数学教育， 更有意识地去思考
教育实践，慢慢明晰、丰富自己的教育哲
学。后来，在学校青年教师读书会和区新
教育学研共同体的读书活动中， 我向老
师们推荐并与大家共读了此书， 希望唤
醒更多教师对美好教育的追求， 与大家
共同行走在追逐教育之梦的路上。

■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杨晓英

整整一个暑假， 我们都在阅读苏霍
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这本书，并

举办了“建议思考的问题”网络论坛，一
个伟大的灵魂，一群思索的同伴，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暑假。

儿童阅读、儿童的智力生活、儿童的
精神世界……关于此类问题的思考，陪
伴着我整个暑假， 我沉浸在思考的世界
里，乐此不疲。 每天，我们在苏霍姆林斯
基的伟大思想中，边阅读、边思考，并把
思考付诸文字。

这个暑假的阅读， 让我感受到了团
队的力量。 登录网络论坛，与同事们进行
交流，成为我暑假每天必做的功课。 我在
论坛上看“读苏”队伍的足迹，并把自己
的阅读体会发到论坛上， 与大家一起分
享。 大家在交流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提高了阅读的效果。

阅读专业书籍 ，不如阅读一部小

说来得轻松， 更不如观看一部电视
剧来得放松。 但是如果不经历阅读的
困难，我们就无法获得雨后见彩虹般
的收获。 在“读苏”的过程中，我不断
地和自己的惰性做斗争。 当我终于读
完《给教师的建议》时，我收获的不仅
仅是书中的感悟 ， 更有意志品质的
提升。

不轻易开启， 不轻易放弃 。“读
苏”，对我们的专业生活而言，仅仅只
是开始。 暑假“读苏”活动虽已结束，但
是我的阅读之路才刚刚开始。 受到阅
读惯性的影响， 我开始了一本又一本
专业书籍、 文学书籍的阅读，《我不是
班主任》《朗读手册》《怎样培养乐观孩
子》《为何家会伤人》……最近，我又开
始阅读意大利著名早教专家蒙台梭利

的系列书籍，其中《童年的秘密》让我
印象深刻， 该书揭示了儿童发展的奥
秘，抓住敏感期，将对儿童发展起到极
大的促进作用。 为促进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的协调发展， 我积极组织学生
家长阅读家教书籍， 开展父母阅读沙
龙活动。《习惯决定孩子一生》《正面管
教》《陪孩子一起成长》 ……通过不断
强化家长阅读和交流， 家长们逐步转
变育儿观念， 与教师一起共同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

如今，阅读成了我的生活方式，现在
的我， 每天阅读， 每天进步。 与学生共
读，成为领读者；与家长共读，成为引领
者。 阅读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 阅读让
我的生活充满智慧， 阅读让我的生命更
有底气。

《给教师的建议》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什么是好的教育》
刘铁芳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