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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读“小王子”
书海沉思

《小王子》
［法］圣埃克苏佩里 著

新蕾出版社

■张家港市凤凰中学 卢丽娟

《小王子》是一本属于全人类的
童话， 这是一本需要用童真的心灵
去理解的书，我喜欢它并力荐它。

小王子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他
的灵魂无污染，生命如清泉般纯净，
像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那样天真无
邪，他貌似年幼无知，却总是用稚嫩
的语言直指成人世界问题的核心，
一语道破本质。 他总是好奇心满满，
不断探究发问， 不得到答案他决不
罢休。 他喜欢简单、快乐的生活。 其
实，小王子是一位“儿童代表”，他的
纯真可爱反衬出了成人的专制、虚
荣、功利、保守、无趣、缺乏想象力等
众多毛病。 这使我想起了著名漫画
家丰子恺所说的“这是何等可佩服
的直率、自然与热情！ 大人间的所谓
‘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
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
（《给我的孩子们》）。作者说“拥有一
颗童心是幸运的”，我想说，拥有一

颗童心也是可贵的。
也许很多人对作者并不了解，

同是法国作家， 他的名字也的确没
有大文豪巴尔扎克、 雨果那样耳熟
能详，他叫圣埃克苏佩里。 作为成年
人的他，难能可贵的是拥有童真，他
提醒我们： 所有成年人都曾经是一
个孩子， 只是很少有人能记得这一
点了。 他想象力丰富，虚构了一个来
自星星的小王子拜访地球的故事，
这个故事对孩子而言是有趣的，对
成人而言是深刻的。 他追求自由，拥
有表达自我、寻求独创性的个性，一
生热爱飞行。 他喜欢沙漠，喜欢过简
单、快乐、安宁的生活，可以说他是
在沙漠里成长的。 他对沙漠怀着“圣
洁的崇敬”，他甚至认为“无垠的荒
漠俨然一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
那繁华灿烂的巴黎反而从骨子里透
露出一种荒凉”。“晨曦中的沙丘呈
现出蜂蜜般的颜色， 迷人的色泽让
我幸福而沉醉 ”———他对沙漠的热
爱溢于言表，也深深打动了我，遥远

荒凉的沙漠仿佛一下子让我触摸到
了它的美。

其实，小王子就是作者自己。身陷
成人世界的作者， 依然拥有宝贵的童
真，他塑造小王子的形象，无非是要给
我们提醒和启迪， 正如他书中所说，
“小王子那没有被世俗污染的心灵于
我有救赎的意义”。 1944 年，圣埃克苏
佩里驾驶的飞机神秘失踪， 莫非他飞
到了某个星球也成了那个星球的“小
王子”？ 文学即人学，塑造的人物往往
是作者真我的写照，我们读书，不就是
在读自己的人生吗？

我读的这个版本是 600 万册畅
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
建莉的首部译作， 作家娴熟的语言
表达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使得呈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本打开了就
不想合上，想一口气读完的书，经典
就是需要这样精致的演绎。

童话并不只是给儿童读的。 我
建议大朋友们花上半天时间， 静读
一遍《小王子》；我建议小朋友们也

读一读， 而后父母和孩子可以做一
次阅读交流， 畅谈一下心目中的小
王子，相信你们会碰撞出火花，收获
阅读的快乐。 但愿每位父母和孩子
不只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 而是
驯养关系———那是一种亲密无间的
关系， 就像小王子和他星球上唯一
的那朵玫瑰花那样。

童心离神性最近， 让我们离童
心近一点，再近一点。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李月荣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
“太阳的歌手” 巴尔蒙特的理想也许
可以解释肖培东对“阳光”的敏感与
迷恋。

可能没有人关注到或统计过肖
培东《教育的美好姿态》里出现了多
少次“阳光”， 当我反复地阅读，“阳
光”就像精灵，在眼前不断地跳跃，仅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树在》中就出现
了 13 次之多。“阳光”，已经不仅仅是
单纯的物象，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丰
富的象征之意。

“阳光” 是他笔下人物的明亮背
景。 不论是“睿智儒雅、和蔼可亲”的

85 岁的师傅，还是“隐忍不语、坚毅
勤劳”的煤矿工人爸爸，抑或是时刻
牵挂儿子的孤独母亲，“安安静静”坐
在台下听课的姐姐，“简单忧伤”、充
满才情的可爱儿子，都笼罩在明亮的
阳光下。“阳光隔着窗子照耀在他的
帽檐上、围巾上、大衣上。 碎碎点点
的，怎么看都是语文。 ”我们甚至可
以想象那一幅剪影， 是何等静谧、安
详，在“阳光”的照耀下浑身散发出的
“语文味儿”，芬芳了多少追随者的灵
魂。 也许，想让阳光穿透“地下 700
米的黑暗”，“阳光”在《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树在》中更是频繁出现。 她
是父亲欣赏儿子的爱恋， 她是父亲
撑起家庭的光明， 她是儿子晾晒心
情的色彩……阳光， 是世间万物生
生不息的源泉啊！

“阳光” 是他投向孩子的深情目
光。 一条短信，见证了肖培东善良悲
悯的心。“我们要用语文把生命引向
阳光。 ”没有数字表明语文对学生以
后人生的影响有多大，但语文老师某
个时刻的肯定与鼓励所带来的暖意
有时会温暖他们的一生。 正像那个发
短信的家长所说，“我特别希望孩子
能够拥有明朗的内心和表达的乐
趣”，“如果有您的阳光， 孩子一定会
变得灿烂和自信起来”。 每个人生命
中都有不可避免的困境，学生时期更

是如此。 在大人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
的一件小事， 在孩子那里就变成了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能够像
肖培东那样，及时地把“深情的目光”
投向这些孩子，不啻是“一场滋润心
灵的春雨”、 一道穿破迷雾的阳光。
但愿语文老师都做“有生命感的教
育者”，阳光，是莘莘学子走向远方
的希望啊！

“阳光”是他凝望生活的乐观心
态。“在多年苦苦的经营中，我很少
说累、说苦，我总是用一种平和的微
笑阳光地包裹自己。 ”我们期望从肖
培东那里汲取更多的营养， 看到他
更多的精彩课例， 阅读他更多的精
彩文章，听到他更多的精彩报告，也
许“有些人注定为某项事业而生”，
他课堂上不缺的是“神来之笔”，但
不可避免的也要在背后“焚膏继晷
兀兀穷年”。“惺忪的睡眼，沉重的身
躯”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如
此，“站在讲台上，我是阳光”，什么
都遮掩不住他的灿烂风采。 在高铁
上，感受的是“轻柔的阳光”；在假期
里，和家人聊的是“七月的阳光”；在
雨季里， 回味的是“明丽的阳光”。
“走在路上，请告诉我，前面都是阳
光。 ”阳光，是行走语文天地的肖培
东抵挡不住的热情啊！

“阳光” 是他探索语文的执着翅

膀。“最该有书卷气的教师群体，就该
是灿烂千阳。 ”就是注定为语文而生
的肖培东也离不开“源头活水”———
阅读， 这样才可能持续地拥有“饱满
活跃的教育生命”。“其实我们可以飞
得更高”，在反思中“超越与升华”，自
我突围；“再教《逍遥游》”，在解读中
“获得自由”，把读者“引向更高远的
天空”；“假如我有九条命”，在突破中
“绝地逢生”，激发自己“走向更出色”
……记住了《管仲列传》的“一知串全
文”，记住了“‘店内外’的快活空气”，
记住了“‘与’是遥远处伸出的一只温
暖的手” ……有时候甚至想， 肖培东
为什么能够“遇物则诲，相机而教”，
创造那么多经典，而自己却总是显得
无力，几乎不能有所作为？ 他说，你一
直在思考， 就会获得成长的动力；他
说，一个人的成功，总会有成功背后
的因子；他说，秋天，并不言语，只是
来到……没有对语文的“真爱”，没有
对语文的探索，怎会有“教育的美好
姿态”？ “向美而生，那是阳光照耀的
地方”。 阳光，是生命不息苦苦追求的
生机啊！

“你的心里没有阳光， 你的教育
就不会辉煌。 ”朱永新如是说。肖培东
用“阳光”做精神底色，铺就了一条通
往成功的康庄大道，这就是教育的美
好姿态。

师者与书

教育的阳光

《教育的美好姿态》
肖培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书缘书话

读书滋味长
■沭阳县沂涛中心小学 刘正刚

十五志于学，四十而不惑。 转眼间，我已过不惑
之年，回首自己的阅读历史，脉络分明，阶段清晰，阅
读之于我，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一代人，特别是
农村的儿童，阅读是一件奢侈的事，除了两本薄薄的
教科书，几乎无书可读，更没有其他的阅读材料。 我
从小就对文字特别敏感，每学期的语文课本一到手，
捧着散发油墨香味的书本，一口气便把它读完，还不
过瘾。 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点优势，父亲是“老三届”，
他的不少书就是我的阅读内容。 那些书被父亲打包
吊在老宅的房梁上，趁父亲不在家，我便偷偷打开那
些散发霉味的文本，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最为开心
的是阅读连环画，邻居是一位连环画爱好者，家中有
几百本小人书，那些图文并茂的《鸡毛信》《一江春水
向东流》《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深深地吸引了我，为了
让邻居乐意把书借给我看，我表现得特别乖。稍大的
时候，我便转为阅读《少年文艺》《故事会》这些在农
村能见到的报纸杂志。

后来我到镇上上初中，同学们学习上进，老师
教得特别认真，校园充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 我对
知识的渴求是那样的急迫，教科书、练习册、老师布
置的作业已经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语文教材上不
要求背的古诗也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乡村中学的藏
书条件不是那么好，镇上文化设施也很有限。 幸亏
有一些贩卖图书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用自行车背
几口袋书到校园里， 塑料布往校园的树荫下一铺，
摆起摊来：学习资料、过期杂志、热门教辅……我清
楚地记得北京海淀区编写的那套教辅资料特别流
行，学习好的人几乎人手一套，除此之外，再省下一
点父母给的零花钱买社科类图书。中学生活就这样
在不经意间过去了，毕业后，我考上了位于县城的
中等师范学校。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县城不比当下， 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介于农村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之间。 社会面临深刻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大潮荡涤
着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下海、停薪留职、创业……这
些词汇不时地冲击着传统体制。师范学校主要培养
小学教师，课程没有普通高中的压力。 在追求进步
的心理驱动下，老师的解疑释惑已然不能满足我的
需求，上课之余，我就一头扑到学校的阅览室、图书
室拼命阅读，去寻找人生之问、学业之问的答案。那
时学校教学科研的气氛非常浓，学校的信息发布栏
上、广播台里，经常会发布师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文章的信息。 在那个年代，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
章是一件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我开始拿起稚嫩的笔
向杂志社投稿，处女作《中师生活蒙太奇》的散文发
表在了《中师生》报上，还得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
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信心，上课、实习、阅读、思考
成了我的生活内容。

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收入， 我的阅读范围也从
文学、历史、哲学转到了以教育教学为主要内容的专
业阅读和专业写作。工作以来，搬家数次，书房、书橱
是家中必备的空间。阅读让我的精神充盈起来，徜徉
文字中，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与文明，超越了个人生命
的有限性，有效地扩展了生命的长度和厚度。小时候
阅读是一种兴趣，如今教书和读书结合在一起，乐趣
变成了职业的一部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最是书香能致远，
工作之余，我别无他好，闲来读书，惟春云、夏雨、秋
月、冬雪相伴，不亦快哉！

■兴化市大营中心校 陶俊国

佐藤学教授在《教师的挑战———宁
静的课堂革命》 一书中说：“所谓教学，
就是同教科书的相遇与对话，同教室里
的伙伴们的相遇与对话，同自己的相遇
与对话。 ”而我们以前的教学，其实就是
学生与教师的相遇与对话，话语的主动
权完全掌握在教师手中，学生处于被动

地位，处于受支配地位，这也导致部分
孩子们不愿学，消极怠工，甚至产生厌
学情绪。

佐藤学教授的学习共同体， 就是
要教师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机
会。 教师的责任不是进行“好的教学”，
而是要让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学习权
利，尽可能提高儿童学习的质量。 在书
中，一个个平凡的教师正在用自己的行
动宣告： 课堂上正在发生着宁静的革
命， 那就是建立以倾听和对话为基础
的学习共同体。 这是学校课堂教学整
体变革的基点， 是保障每一个儿童学
习权的挑战。

课堂上的“倾听”是教学中教师活动
的核心，是在平等的关系之中相互倾听
彼此心声，让每一个人的细腻思考得到
细致的交流。 能够紧扣当今教师心弦的
教学绝不同于以往那种受到喝彩的、热
热闹闹的、华而不实的教学，而是借助
纤细的交响展开的静悄悄的、润物细无
声的返璞归真的教学。

我当初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时， 所遇
到的情形跟书中的八木老师是何等的

相似！ 八木老师哀叹道：“我们班吵吵闹
闹的，没办法。 ”由于学生位置的变换，
原先的一排排变成了“凸” 字形的 4 人
小组，极大地方便了学生的交流，但也
方便了他们的交头接耳。 3 年后的八木
老师执教五年级社会课《汽车工业》，不
仅让听课的佐藤学教授感到吃惊，也让
我深感惊叹。 在课堂上， 汽车的零部件
被拆卸下来展示，儿童们分组成立“汽
车公司”， 参考实物的零部件用纸箱板
来制作汽车。 从零部件的生产到下订
单，模拟了汽车装备的整个工程。 八木
老师同儿童的关系是应答性的，基于课
堂中的倾听关系，他们形成了对话性的
沟通。 八木老师不折不扣地接纳儿童的
发言，这是合作学习的基础。

书中何止是八木老师的课堂发生
了根本的转变，藤田老师、小林老师、川
崎老师……所有老师的课都是如此。 他
们不仅以学生为中心， 让学生学会思
考、学会交流、学会倾听，更尽其所能，
给所有学生创造合作学习的机会，尤其
是把边缘化的学生作为课堂中心来对
待。在他们的课上，学生可直言“不懂”，

从这些“不懂”中，更能看出孩子们学习
的投入。

我把书中老师们的教学方法运用到
自己的课堂上，真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 我在教学《我不是最弱小的》这篇
课文时， 让学生们听完课文范读后思
考，这个课题能读出几种意思。 孩子们
立即开展讨论交流，最后，每个小组的
学生都能读出 3 种意思。 当我要求学生
找出课堂中美丽的景色时，孩子们不仅
找出了森林的美，更找出了一家四口的
美。 在教学口语交际《制定班级公约》
时，每个小组的成员都积极参与，组长
记录，最后班级交流。 孩子们所制定的
班级公约，特别适合班集体，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

每当班级交流时， 班上真的是静悄
悄的，我在倾听，孩子们也在全身心地
倾听。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加上自己一
个多学期的实践，我觉得把课堂的主动
权交给学生，不是要教师在课堂上不闻
不问放任自由， 而是要当好学生引路
人，这就考量了每位教师驾驭课堂的能
力。 教师在课外要认真钻研教材，更要

钻研学生，要预设课堂上的所有可能突
发事件，以及学生因相互交流而迸发出
的智慧火花。 教师在课堂上要精心组
织， 耐心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发言。 学生
发言不管好与坏， 教师都应用心接纳，
用尊重学生获得学生的尊重，也引发学
生之间的尊重，从而形成相互倾听的关
系。 只有这样， 学生在课堂上的合作学
习才不会流于形式，学生的“倾听”也才
是真心的。 正如书中所述：建立合作学
习关系的教师，其活动核心应该是真心
接纳的“倾听”。“教师对每一位学生的
信任和倾听形成了润泽、融合而安全的
言说环境，也在无意之中培养了学生之
间互相信赖和倾听的关系。 ”

掩卷沉思， 本书从真实的课堂出
发，坚持教育改革是由“小事 ”积累起
来，“小事” 才是改革成果的具体体现。
以小见大，在持续的改革浪潮中带领我
们进入返璞归真的课堂，呈现儿童的天
性，尊重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真正让学生从“要我学”转变为“我
要学”， 让学生从学习中享受到成功的
喜悦。

好书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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