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教育常识，简单地说，
就是教育应该遵循的规律。吴
非在《照亮校园的常识》一书中
分析了当下许多违反常识的教
育行为，提醒我们认识常识、尊
重常识。

课堂上应遵循的常识

学生每天的学习大多在课
堂 ，课 堂 效 益 决 定 学 习 质 量 。
吴非认为，课堂教学成效离不
开两个要素：包容学生的涵养
和深厚的知识背景。

在包容学生的涵养方面，教
学中需遵循的教育常识很多：

比 如 说 ，学 生 心 智 、思 维
水平存在差异，有些学生早已
熟知教师所讲知识，教师应布
置 一 些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内 容 。
还 有 的 学 生 听 不 懂 教 师 的 教
学内容，教师就需要在课前做
一 些 工 作 ，让 他 们“ 笨 鸟
先飞”。

比如说，教室就是学生犯错
误的地方。如果不允许学生在

教室犯错误，那么走上社会后
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因此学
生的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和价值
判断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久
而久之在特定的土壤中就会突
然疯长，造成恶果。近些年这
方面的负面案例越来越多，我
们必须反思。

比如说，教师在提问后，要
多给学生一些思考时间，不要
话音刚落就急着让学生回答。
教师提出问题后，每增加一秒
等待时间，课堂就会产生妙不
可言的奇迹。还有，吴非特别
提醒教师，当课堂上学生争论
得热火朝天时，教师要学会控
制自己——不要看表！——只
要教师看一眼手表，教室很快
就会静下来。

深 厚 的 知 识 背 景 ，来 源 于
教师终身学习的习惯，这不仅
对 自 己 有 益 ，对 学 生 也 是 示
范 。 阅 读 量 不 足 ，诸 事 皆 废 。
无论是教师自己阅读，还是指
导学生阅读，都要关注阅读的
目的，如果阅读的目的不是启
发 人 的 思 维 ，而 是 让 人 相 信 ，
不是培育批判性思维，而是要
人服从，那么这种阅读就是对
自由思想的限制，就是对人性
的戕害。

课堂之外应有的常识

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在
业余。”造成这些差距的因素很
多，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学
生 的 课 外 活 动 、教 师 的 业 余
生活。

课堂教学往往按部就班，只
有在课外，学生才能比较从容
地思考、领悟，对所学知识进行
整合、巩固，并做进一步探究，

这个过程饱含学习趣味。亚里
士多德说：“科学的产生需要同
时具备三个条件：闲暇、自由、
好奇心。”对学生来说，这三个
条 件 主 要 是 通 过 课 外 时 间 获
得。如果学生没有了课外的时
间，没有对身边事物细致入微
的观察，没有了因为看到大自
然的变幻莫测而产生的怦然心
动，那么，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又
在哪里？

除了基本的教学任务之外，
课 程 改 革、课 题 研 究、专 业 培
训、教研活动等各种各样的任
务让教师应接不暇。但如果教
师因此放弃了对自己业余生活
的管理，那就大错特错了。爱
因斯坦在答《纽约时报》记者问
时 强 调“ 负 担 过 重 必 导 致 肤
浅”，这句话值得教师们仔细品
味。吴非说：“一些教师负担过
重，个人也要负责。如果唯命
是从，教师就丧失了独立意志
和自由精神，他就很难教出心
灵健康的人。”

校园里应有的常识

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
这样的意识：非理性的教育不
但会造成受教育者失去学的趣
味 ，也 会 让 教 育 者 丧 失 职 业
理想。

比 如 说 ，一 些 教 师 不 根 据
学习内容布置作业，而是依赖
练习册，一味地让学生在课后
做练习册上的题目。比如说，
教学的盲目性，导致的过量的
作 业 及 无 休 止 的 复 习 。 比 如
说，一些学校把一些无教育价
值的事做得形式光鲜、过程精
致，但在对学生成长有重要价
值的事情上，却不用力。比如

说，一些学校在大张旗鼓地搞
“读书节”之后，就再也不谈阅
读的事情了。学校的图书馆，
每年购买大量的图书，但很多
图书基本上就没有人借阅过。
学校的图书馆，经常是校园里
最清闲的部门，在引导学生如
何 阅 读 方 面 所 发 挥 的 作 用 极
为有限。再比如说，很多学校
在 课 间 操 时 ，监 督 学 生 做 操 ，
对 不 认 真 做 操 的 学 生 进 行 教
育。但却很少思考：一项有益
于 自 己 身 体 健 康 的 活 动 也 要
别人监督，以后这些学生走出
校 门 又 能 做 什 么 事 儿 ？ 学 校
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学生从
一 个 自 然 人 慢 慢 地 变 成 社 会
人 ，养 成 自 我 学 习、自 我 管 理
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给学
生 的 自 主 活 动 创 设 了 哪 些
时空？

吴 非 说 ：“ 真 正 的 好 老 师
大 概 有 这 样 一 些 特 征 ：有 社
会 理 想 ，有 职 业 品 质 ，眼 光 始
终 能 向 着 未 来 ；有 人 道 精 神 ，
在 教 育 教 学 中 ，更 多 地 看 到
的 是 人 ；他 不 是 教 育 生 产 线
上 的 部 件 ，而 是 有 独 立 意 志 ，
有 批 判 精 神 的 思 想 者 ；他 能
在 学 生 面 前 展 现 优 秀 的 思 维
品 质 ，给 学 生 启 示 和 积 极 影
响 ；他 有 反 思 意 识 和 自 省 能
力 ，这 是 他 作 为 一 名 教 师 的
超 凡 脱 俗 之 处 ；他 是 有 智 慧
的 学 习 者 ，比 一 般 人 善 于 学 ；
他 的 课 堂 包 含 许 多 人 生 经
验 ，有 宽 广 的 知 识 背 景 ，他 站
上 了 讲 台 ，学 生 面 前 出 现 了
辽阔的世界……”

让我们都来做敬畏常识、依
据 常 识 从 事 教 育 工 作 的 好 老
师吧！

《照亮校园的常识》
吴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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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识照亮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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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中的
经典，从仁、义、礼、智、信、孝等
多 方 面 展 现 了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值得细细品读。读到《论
语》中有关孝的语句时，反观当
代学生对孝的理解和表现，我
感悟良多。

孝行有方，方为人子之本。
《论 语·为 政》中 有 载 ，子 曰 ：
“父母唯其疾之忧。”这说明作
为人子首先要关心父母的身体
健 康 。《论 语·里 仁》中 载 ，子
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一喜，一则以惧。”这是提
醒子女要留意父母的年龄，高
兴于父母长寿的同时也要担心
父 母 可 能 出 现 的 健 康 问 题 。
《论语·里仁》中载，子曰：“父
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作
为子女如果因生活等问题，不
得已离开父母身边，那一定要
把父母妥善安顿好，有了周全
的方法，方能去远行。

敬爱于心，方能孝行于外。
《论语·为政》中有载，子曰：“今
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
子认为人与动物在孝方面的区
别，不在奉养，而在内心是否尊
敬，如果仅仅是为了让父母老
了有饭吃有衣穿，却没有好的
态度，心中也无尊敬，那么这种
孝就不是真孝，孔子一语中的，
点明了孝的核心：发自内心尊
敬 的 孝 ，才 是 儒 家 所 推 崇 的
孝道。

大爱有容，方能孝道有行。
《论 语·先 进》中 有 载 ，子 曰 ：
“ 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
父母昆弟之言。”孔子这句话不吝赞美之词，称赞
闵子骞的至孝。闵子骞被后母虐待，寒冬身穿芦
花衣，又被亲父鞭打，但闵子骞并不记恨父母，却
能从大局考虑问题，那句“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
寒”感动过多少父母，闵子骞这种孝本质是一种
大爱。

传承孝道，方能弘扬家风。《论语·学而》中有
载，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
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去世，要花 3年的时间
反思父亲一生的所作所为，把良好的品质继承下
来。如果每代人都能把父辈良好品质传承下来，家
风传承之秘诀不言而喻，良好的家风也会让社会更
加和谐友爱。

为人孝顺，方能遵纪守法。《论语·学而》中有
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句话也正应
了古语“求忠臣必到孝子之门”所言。时至今日，
此话依然有理，试想一个整天满口仁义道德却不
孝顺父母的人，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什么贡献。在
家为孝，家庭方能和谐，家家和谐社会定然太平安
定，弘扬儒家孝道文化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也能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语》里的孝道文化内涵丰富，于其身，要孝
而有法、孝而有敬、孝而有行；于其家，要以孝传
家，形成良好家风；于其国，以孝促和谐，和谐带发
展。用以孝为内涵的德治引导人心，才能继承和发
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共筑我们中国孝道文化的
精神信仰。

人
之
本

孝
于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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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吴非《照亮校园的常识》一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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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时起，读书就颇能
引起我挠痒般的急切渴望。
且不论书好看与否，先翻阅
一遍，总能有其自在的乐趣。
无论是新书的清香，还是老
书的尘埃，总能如美酒的芳
醇让我沉醉。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
沉默寡言的他，总是喜欢
以书为伴，乐在其中。模
仿为天性，小时候，我便也
时常以手握一本书，纵横
在田埂上为快事。更不用
说吃饭、睡觉的间隙，如厕
的时间也从未放弃过，这
个习惯保留至今。没有书
的陪伴，顿觉失了趣味，少
了闲情。

上学后我对读书的喜爱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了学
校的支援，我阅读的广度、深
度明显增加，渐有了自己的
评判，也有了自己的喜好。

自认为平生最惬意之
事，莫过于品茗茶赏美文。
清晨，泡杯清茶，带本好书，
走出门去，聆听鸟鸣啾啾，香
气馥郁中，营造出一种沁人
心脾之感。此种恬淡风清，

实在是妙不可言。一缕茶
香，一卷古书，悠悠然而忘乎
所以……

缱绻中，大脑和书交流
起来，心和书交流起来，人和
人交流起来，一颗心和另一
颗心开始碰撞、争吵、理论、
沟通，然后形成默契、达成共
识、变成朋友。

唐代诗人杜甫说：“富
贵必从勤苦出，男儿须读五
车书。”当你在落霞满天的
黄昏，或在星光闪烁的深
夜，捧起一本喜爱的书，慢
慢品味，或步入充满异国风
情的他乡；或沉顾于古代哲
人的案前，敞开肺腑，听妙
语如珠。无数主人公从书
中幽幽而来，听他的故事，
品他的人生，议他的优劣，
论他的公德，完备其思想，
继其精神，这是一种人间至
美的体验。此时此刻，人生
烦愁、胸中块垒，顿时烟消
云散。

养心莫如寡欲，至乐无
如读书。书犹药也，多读可
以治愚。读书吧，在其中找
到一份清静，守住一颗初心。

读书之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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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与书

好书过眼

4月的一天，忽然收到祝荣
泉老师发来的信息：老乡好，麻
烦留个地址电话，我寄点“故事”
给你下酒。祝荣泉所说的“故
事”是他的《故事的故，故事的
事：给聪明人的写作课》一书。

翻 看 两 遍 ，我 对 作 者 关 于
“故事化作文教学”的一些看法
深 以 为 然 ，更 为 其 书 其 人 而
叹服。

故事——
一项重要的写作心法

中国古典文学议论抒情类
文本远胜叙事类文本，已是不争
的事实。虽然我们也有“四大名
著”古典叙事文学集大成之作，
而初中作文教学中对故事化作
文的关注和研究都很不够。学
生作文里充斥着大量叙事单薄、
想象乏力、议论空洞、情感苍白

的庸常之作。作文无故事，不会
讲故事是初中生日常作文的通
病之一。

从这点来说，我充分认同祝
荣泉作文教学的一个基本理念

“故事第一，语言第二”。作者
说：“有时，不是孩子的故事出了
问题，而是我们的作文教学出了
问题。”我们的作文教学不关注
学生的故事积累，不激发学生的
叙事热情，也不教授学生必要的
叙事技法。

拥有故事，会讲故事，是学
习写作的重要起点。它可以触
发写作动机，架构写作路径，甚
至撬动整个写作教学。就我个
人写作经验而言，无论是叙事类
文本的写作，还是议论抒情类文
本，哪怕是一首抒情小诗的写
作，都离不开故事这一“原点”。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议论、抒情
甚至说明的技巧与叙事似乎都
有着本质上的同构关系。我很
认同作文教学专家蔡明对故事
化作文指导的观点：从“故事”
的视角进行作文指导，从实践意
义上说，无疑是作文教学的返璞
归 真 、删 繁 就 简 和 牵 一 发 动
全身。

与王鼎钧的《作文七巧》一
书类似，祝荣泉对叙事技巧的阐
述，自出新意、自成体系，不少观
点我很认同，如“故事的本质是
储蓄时间”“故事，是三个及以上
情节的排列和组合”“情节排列
和组合 =顺序 +裁剪 +联结”等。
这几年，我一直尝试做的一件事
就是，引导学生在叙事里拓展作
文所反映的时空，发掘时空里生

活和生命的意义。这一尝试似
乎 与 作 者 的 观 点 有 异 曲 同 工
之处。

故事——
一种适切的文本形式

就本质来说，本书是作者主
持的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课题“基于故事化作文教学的
初中生核心素养发展研究”的
研究成果，有别于一般学术类
成果呈现形式。作者以剖析经
典故事、讲述身边故事为主要
形式，阐述讲故事之道，可以说
突破了以往学术研究成果呈现
的固有套路。

作者剖析的经典故事，一来
自语文教材，二来自自身的广泛
阅读。教材中的经典叙事类课
文，甚至包括《苏州园林》《乡愁》
这样的独特文本，都是作者剖析
和解读的对象。我们发现，对教
材和其他经典文本进行“故事
化”视角的专题剖析和解读，生
发和阐释的自然是故事讲述之
道，另一方面也是对泛写作规律
的客观映射。也许，这正是本书

“ 给 聪 明 人 的 写 作 课 ”用 意 所
在吧。

当下不少语文教师，自己明
明是“旱鸭子”，却常常站在岸上
指导学生“游泳”，贻笑大方。教
写作的老师写作水平一般，似乎
已成为一些语文教师专业发展
的瓶颈，这瓶颈必然也会影响学
生的后续发展。

作者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他讲女儿的趣事，他讲与学生发
生的故事，往往一开腔就让人着

迷了。祝荣泉将自己故事化写
作的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他讲
的故事就是对自己故事化作文
诸多心法的形象诠释。本书第
二部分“故事的事”，讲述故事化
作文的实践，是以往届学生方远
发给作者的一条长短信起势，同
时又以其为故事的“种子”，生发
和架构了整个第二部分内容。
这个套娃型结构成为第二部分
的形式，可见其智慧与用心。

故事——
一个有料有意思的语文人

阅读这本书，自然也为文字
背后的这个人所打动。

他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祝。
讲自己的故事，是作者一种常态
的教学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转化
为教学资源，又充分体现了祝荣
泉的教学智慧。他善于引导学
生记录他们自己的故事，更善于
创设机缘让学生体验故事化的
生活，感悟故事生活的意义。

他是一个善用故事撬动自
我成长的研究者。从一线语文
教师到一个区域的语文教研员，
从单打独斗的研究者到生态语
文团队的核心成员，祝荣泉将故
事化作文研究作为助推自我成
长的强大动力，同时他的自我成
长又不断赋予故事化作文研究
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品质。

这是一本教人讲故事的书，
这是一本用故事的形式教人讲
故事的书，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用故事的形式教人讲故事的书。
这样一本通体透着故事性的书，
见智慧，见性情，下酒，正好。

■丁锋

你的故事可下酒
——读祝荣泉《故事的故，故事的事：给聪明人的写作课》

《故事的故，故事的事：
给聪明人的写作课》

祝荣泉 著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书海沉思

书缘书话

■陆海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