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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春霞

教育要拥抱变化也要坚守初心

听书时光

听有声书，其实早有之。曾经
的听书，是广播连播的评书；如今的
听书，借助于互联网与现代科技，音
质更圆润，题材更广泛，选择更自
由，人类进入了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的新时代。

听评书，流行于 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收音机出现时。那年代，
收音机是农村家庭最贵重、最爱
惜的“家用电器”。一家人为了购
买一台笨拙、厚重的“大盒子”，得
省吃俭用好几年。煤油灯与白炽
灯的岁月里，纸质书刊如粮食一
般紧俏，听收音机便是老百姓打
发闲暇时光、获取外界信息的重
要途径。

印象中听过的深刻的长篇评
书，有王刚的抗日长剧《夜幕下的

哈尔滨》，每晚 6 点半准时播出。
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演绎方式，
让我们格外专注。或舒缓娓娓道
来，或快捷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或
停顿让人屏住呼吸，或大吼一声
使人心惊肉跳，浑厚的男中音，磁
铁般吸引着我们，让我们恍惚觉
得已看见收音机背后说书人的一
招一式。

后来陆续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单田芳的武侠评书《三侠五义》，刘
兰芳的《穆桂英挂帅》等等，一个声
音沙哑厚重，一个铿锵劲道，或气势
磅礴，或潺潺流水，仿佛唐宋年代的
刀光剑影，咫尺眼前。电视机普及
后，收音机逐渐被遗忘，一别听书即
是三十载。

互联网的发展，让“听说”又以

新的面孔重现在生活中，被称为
“有声书”。当纸质书籍让眼睛疲
惫，释放视觉与双手，动用听觉感
官，则心也被悄然打开。晨起时，
打开有声书籍 App，于洗脸、刷牙、
早餐中，听名家散文和中国古诗
词，既不耽误做事，又能获取知识
营 养 ，滋 养 心 灵 ，使 一 天 倍 感 清
新。晚憩后，泡个热水脚，或斜躺
闭目，让涓涓细流之声打开疲惫
的心扉，贴近朗读者的天籁心声，
心之柔软之处，渐渐释然，如若山
涧溪流，涓涓流淌，祛除尘埃，远
去喧嚣，涵养心地，回归本真与自
我。 9 点半，听枕边经典，鸡毛蒜
皮，锅碗瓢盆，晓解生活与人生智
慧。双休午后，一杯清茗，一缕清
香 ，沐 浴 冬 阳 ，听“ 一 星 期 一 本

书”，如《红楼梦》有声全剧，凝神
地听、系统地学，置身于有声的大
世界，汲取精神食粮，让每天的太
阳都是新的。

听书，不被跳跃画面所干扰，不
为枝丫旁骛所走神，凝神专注于语
言的魅力与文字背后的涵义，可以
帮助人纠正字词读音，识别冷僻之
字之意，提升朗读能力、艺术和人文
素养。

小时候听书，听的是故事情节，
感受的是热闹气氛；现在听书，听的
是文化意蕴，感悟的是生活与人生
的真谛。然而无论是流年听评书，
还是今听有声书，都是另一种读书
休闲的方式，是读纸质书籍外的有
益补充，徜徉有声海洋，精神愉悦，
心灵不老。

师者与书

当教育走向润泽
■杨海林

由茅盾先生主编、
初版于 1936 年的《中
国的一日》，将 1936年
5 月 21 日这个历史上
极为平淡的一天定格，
让时人、后人都能从这
幅生动鲜活的横截面
中，一窥当时政治社会
各阶层、人民生活各维
度的真实细节。

这本书的编著在
当年的文化界是一件
盛事——不独在国内
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它
也是高尔基“世界的一
日”的积极而又独立的
呼应者。遗憾的是，随
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
变易，它与读者之间的
区隔越来越深，因而虽
成了某些特定学科叙
事中的“永恒经典”，
却不可避免地消失于
大众的视野。

不过，时代永恒变
化的属性也为它的“复
活”创造着契机：1936
年，战争阴影笼罩华夏
大地，全民族统一抗战
的开端将现；今天，肆
虐的新冠病毒让全体
中华儿女拥有了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的共同
体验。细心的话，我们
可以发现，在疫情初期
一些媒体对疫情报道
的标题中，不约而同地
出现了如“重庆一日”“广州一日”“武昌站的
一天”等具有标志性的字眼，其内容也较一
般的新闻报道偏于细节描述和个体叙事。
私以为，这可以视为当今的新闻工作者们对
《中国的一日》编著精神的致敬与传承，尽管
有些仅是停留在标题的命名上。

这精神是什么呢？
在回答之前，需要对本书的内容有所

了解：主体为各地来稿，讲述自己在这一天
中的见闻、感受和思想，再加上一些编委收
集的 20日和 21日两天的报刊内容等。来
稿不仅在文体上“几乎包含尽了所有的文
学上的体式”，内容上也在避免雷同重复和
敷衍杂凑的基础上，尽量展示“人生之多种
的面目”，甚至“极荒谬的迷信文件”也都
无条件地加以采用。茅盾先生在本书《关
于编辑的经过》中反问，“荒谬，不也是中
国人生的一面么？”如同数日前不少人迷信

“母猪说话，吃下九个鸡蛋可以避免染上肺
炎”，尽管很是让人无奈，但也着实是人生
很真实的一面。编者力求展示全貌，奏出

“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
奇瑰的交响乐”，其编著之精神即在于此。

从这个维度看去，本书对于我们大众
的意义，倒不重在 1936年 5月 21日社会图
景的展现上了。原因显而易见，即便是编
者，也已经刻意选择了语言文字朴质、易
于阅读接受的来稿。但与这些文字绝对
对应的那个时代已然过去了，与今天的对
应只是有限的。因而，它的意义更多在于
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人们嬉笑怒骂的多
样性的毫无隐瞒地展示。这多样性来自
于职业的区别，其中有教员、学生、商人、
农民、公务员等等，也来自于所在地域的
不同。它必然会因大视野下的南京、上
海、北平、两湖等各省区和南洋而异，也必
然因小视角中的学校、工厂、街头、警署、
军营等而有别。

身为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我们知
道，此后的社会运动、经济活动、文学创
作、科研成就就建筑在这丰富多样的生命
体验之上，我们应对所生活的当下投以理
解、尊重与感谢的目光。当然，其意义更
在于让人们看到生活是可以既平淡又惊
心动魄的，看到面临民族危难时人们是怎
样自觉地将个体存在与家国命运紧密相
连的。这大概与我们今天在“逆行者”们
身上所看到的相同。还有，编者对此所抱
持的态度和所作出的选择严肃、笃定，他
说：“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
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
希望。”

直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我们，也应如是。

书里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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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日》
茅盾 邹韬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佐藤学先生的《静悄悄的革命》
一书，早在多年之前便风靡全国。
或许是年少轻狂、阅历尚浅，在匆
然浏览这本不算丰厚的小书后，我
便自负地认为它只是本赶潮流的
通识理念类书籍罢了。然而，如今
读来，不禁为曾经的无知感到深深
自责。

每一个在教育战线上“摸爬滚
打”过的教师，一定都有过这样的

困惑：常常被各种教育现象所烦
扰，于是便苦苦寻思其背后的症结
究竟在何处，破解的要诀又在哪
里。当我再次打开佐藤学教授这
本薄薄的小册子时，才发现自己曾
经所寻找的路径，都如同芝兰花香
那般扑面而来，我的心灵为之震
撼，思想得以荡涤。

一个教师的大半时光，都是与
孩子们一起在教室度过的。如果
在教学生涯中，与学生相处时总是
充满焦灼，那是多么令人感到缺
憾 。 我 们 要 的 是 一 间 润 泽 的 教
室——无需很大的空间，但却无比
诗意与温暖。

润泽的课堂，是信任的课堂。
教室里，每个人的呼吸和其节律都
是那么柔和。课堂里，人与人之间
充满信赖，每个学生都能打开心
扉，每个学生的差异都会得到关
注。即便在课堂中遇到问题拿不
出自己的意见，耸耸肩膀便坐下
时，也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与认可。
课堂成为允许大家犯错误的地方，
于是，生命的姿态便无比舒展。

润泽的课堂，是倾听的课堂。

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都
是以倾听的、欣赏的姿态进行互动
与交往。“教师不是听学生发言的内
容，而是听其发言中所包含着的心
情、想法，与他们心心相印”。一直以
来，我们都在竭力追求学生积极发
言、大声表达的课堂场景，但在佐藤
学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下，我们才明
白，真正的表达是自然的，甚至那些
不够成熟的想法才是引发创造性思
考的源泉。是啊，我们需要的不是虚
假的发言热闹，而是用心倾听且带着
思考的舒缓表达。

润泽的课堂，是交往的课堂。
当下社会，对学生学力的召唤可谓
是振聋发聩。打造以“学”为中心
的课堂，是实现学力提升的关键所
在。但诸多“学的课堂”的构建，只
关注“学生学”，殊不知，对于一次
完满的教学来说，学生、教师、教
材和学习环境这 4 个要素缺一不
可，一味地关注“学”只会掉进“虚
假的主体”的泥淖中。追寻必要
的 平 衡 ，才 是 学 力 跃 升 的 保 障 。
诚如佐藤学所言：教师自身通过
引发、支持、促进学生的学习，在

“ 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学习 ”
中，与教材对话，与同伴对话，与
教师对话，构建起相互交往、共同
成长的美妙关系。

润泽的课堂，还有着更为开阔
的意象。如果它向四面八方打开，

“拆除”了坚固的墙壁，让教师彼此
之间都有公开教学的意愿，并使
这种改变成为一件乐事，那么，一
所学校的未来之门也就随之打开
了。佐藤学说：要让作为专家的教
师们，建立起一种合作性同事关系。

“合作性同事关系”这个美好的字
眼，深深地敲击着我的内心。一个
润泽的课堂，需要一些优秀的教师；
一所润泽的学校，则需要一群优秀
的教师。建立合作性同事关系，形
成学习共同体，是成就一所润泽学校
的必由之路。

透过佐藤学先生那平实睿智的
文字，我分明感觉到他所力求表达
的核心观点背后，有着不竭的求真
和仰望的情怀。

润泽如水般上善，若教育如此
这般走向润泽，那将是道多么美丽
的风景。

书海沉思

书苑闲谈

■孙邦明

《静悄悄的革命》
[日]佐藤学 著
长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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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想象学习：互联社会的学
习变革》是由格雷厄姆·布朗-马丁
及其团队创作出版的，为世界教育
创新峰会（WISE）丛书之一。与其
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部环游
全球的教育纪录片。作者团队跨越
了 5大洲，收集了 11个国家的 15个
案例，记录了 32个访谈，以旅行记
录、精美图片、人物对话、经典案例
等多种形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真
实而生动的世界教育图景，引发我
们 对 互 联 社 会 教 育 变 革 的 深 度
思考。

教育在不断变化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在这个
不断变化和万物互联的世界，教育
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学习者的需
求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很多人预
言，网络教育很快将会替代学校和
教师，知识获取的便捷将会大大削
弱教育的价值。读完这本书，我们
会发现，从全世界的趋势来看，技术

的发展会让教育变得更美好，教育
仍将是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力工
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学习更具个性。新加坡国立
教育学院设计开发的社会科学课
程游戏，通过手机游戏让学生模拟
公民身份，参与社会治理；约旦安
曼 有 一 所 学 校 ，围 绕 数 学 、阿 拉
伯 语 、科 学 、信 息 和 通 信 技 术 等
六大领域展开，学生通过戏剧表
演、视频分享等个性化的方式共
享 学 习 过 程 ；英 国 的“ 麦 凯 实 验
室”、艾萨学院分别通过 3D 技术
和 苹 果 iTunesU 软 件 支 持 成 为 个
性 化 的 学习中心，每个孩子制订
自己的课程计划和内容，不仅学生
学业成绩大幅攀升，还大大削减了
运营开支……技术的变革改变了
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模式，由

“教”走向“学”，去标准化、个性
化、定制化将会成为未来的学习
方式。

评价更为科学。突破评价难题
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关键之一。美国
的“复兴学习”是一家基于软件的专
业评估公司，每年处理 4500万学生
学业进度的在线评估，旨在提供相
关的学习经验，让学习者保持正确
方向，达到各州考试要求。公司通
过扫描 34万多所参与学校的评估数
据，来改进教师的课程计划，以更好
地跟踪学生的学业表现。近年来，
随着可穿戴设备、语音识别和眼球
追踪等技术的运用，可以及时捕捉
学生生理和行为数据，获取学生的
情感状态和学习注意力数据，挖掘
深层次行为数据，为精准的学习支
持服务提供依据，弥补教师评价的

不足，提升学业测评的科学性和精
准性。

教育更加公平。教育是经济上
和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儿童和成年人
摆脱困境、充分参与社会的最有力
工具之一。而科技的发展，为身处
困境人群也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
会。到 2013年年底，“世界阅读者”
组织已将 80多万本书以电子书的形
式分发到 9个非洲国家的 12000多
名儿童手中，惠及众多适龄儿童及
家庭。印度的 XSEED项目服务于 50
万名儿童，与 4万名教师合作，除了
服务于特权阶层外，更服务于印度
中下阶层的学校，使原本没有机会
接受优质教育的平民儿童得到了提
升，尤其是在英语口语技能方面。
慕课、TED等网络课程的广泛开发
和运用，使普通人也能迈进哈佛、牛
津等世界著名大学的殿堂，享受最
优质的学习资源。

教育也要坚守初心

书中有一则人物访谈让我印象
深刻，访谈对象是少年黑客杰克·戴
维斯。2011年，18岁的杰克在伦敦
的家中被捕，被指控多项罪名，包括
合谋使用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英国
有组织犯罪重案局网站。从访谈中
我们可以发现，杰克缺乏基本的是
非观和价值观，对自己危害公共安
全的行为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毫
无愧疚之心，认为只不过是炫技和
恶作剧。

不可否认，技术进步给学校教
育带来了诸多便利，引发了教育的
深刻变革。但教育是复杂的，技术
不管怎么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代替

教师。在拥抱变化的过程中，我们
不能犯唯技术论、唯工具论的错误，
还是要始终牢记人是教育的基本尺
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发
展，要坚守教育的初心，守护人性的
真善美。

教师是永远的学习者

未来的教育，一些机械性、重复
性、有标准答案的工作将被人工智
能替代，如改卷、批作业等。但不管
科技如何进步，作为一种教与学相
辅相成的教学活动，由于充满创造
性及人文关怀，将始终拥有人工智
能所无法逾越的优势。

未来的教师要做什么事呢？教
师要真正回归到教育的本原上去，
这对教师而言，意味着更高的能力
要求。一是更复杂的知识传授，是
对知识综合性的运用；二是更加富
有情感，是以情感的交流和切身体
验作为基础的教学方式；三是更加
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成为学生情
感、道德、美好想象最适合的对话
者。正如书中所说：教师应当是模
范的学习者，教师始终是技术变革
的核心。教师必须加强自身学习，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转变教学方
式和评价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各方
面的素质，以适应高度现代化的教
育新形势。

始终惟一，时乃日新。人工智
能时代的到来，使技术支持下的未
来学习正在走入新常态，我们曾经
想象中的美好事物正逐渐成为现
实。面向未来，教育要敢于拥抱变
化；回望来路，教育依然要传承美
好、坚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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