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自
己对孩子最成功的教育就是帮他们
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儿子刚初
中毕业，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家里的
书架已经由 1个变成了 3个，书是他
们最珍爱的“宝贝”，也是生活中最能
让他们快乐的精神食粮。经常有人
说：“你的孩子爱看书，是因为你是教
师，他们受你影响了”。细想起来的
确如此。我是一个爱书的人，每年都
要花一两千元买书。我家房子不大，
房间里一个大大的书柜就占去了很
多空间。孩子从出生就见到书柜里
三层外三层地摆放着我喜欢的书，他
们很早就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书柜。
于是，我和他们好像比赛一样，积累

着自己的“宝贝”。
阅读习惯的培养是一个螺旋上

升的过程，要从孩子的兴趣抓起，让
孩子以阅读为乐，因阅读而感到幸
福。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不能急于
求成，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
行，要服从孩子的兴趣，千万别把阅
读当成任务让孩子来完成，也不要
刻意让孩子写读书笔记，或布置让
他们反感的读书任务。我们要和他
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其中有趣的
内容，这样才能让孩子与父母的心
越来越近。

有的家长不顾及孩子的兴趣，一
厢情愿地给孩子买许多他们认为经典
的世界名著来看。实际上，这未必是

孩子真正喜欢的。最初我是从我国的
童话故事开始，让孩子喜欢上童话的。
所以郑渊洁成了我和儿子心中的偶
像，他的书我家几乎都有，孩子每本书
都看了不下三五遍而且现在还会时
常翻。

孩子上学后，每天在学校的时间
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长，校园文化
生活方面的书很可能是孩子喜欢的。
于是，我选择了杨红樱，她的书我家一
本不少，儿子几乎熟读成诵。同时，我
还让孩子知道了秦文君、黄蓓佳、孙幼
军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每天，孩子
写作业时我从来不看电视，而是安静
地在一旁看书，陪着他们学习。临睡
前是我和他们看书的好时间，我们约

好，为了保护眼睛，每人只看半个小时
的书。在这样的氛围下，书成了我们
共同的“宝贝”。

宋朝理学家、哲学家朱熹说：“问
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俄国著名诗人、作家普希金也曾说：

“读书和学习是在别人思想和知识的
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和知识。”
孩子的书没有白读，他们各方面知识
都积累了不少，尤其是写作，想象力特
别丰富。虽然天马行空，但是我觉得
能有东西写，就是好样的。

生命因阅读而精彩，阅读的习惯
因坚持而永恒。让我们和孩子一起，
在这个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一起
前行吧！

■刘峰

生命因阅读而精彩

我一直坚信：持之以恒的阅读，是
与最美景致的一次次相遇。读完常生
龙《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一书后，
我更加明白：如果教育是人与书的相
遇、人与人的相遇，那么，阅读就是与
创造、与生活、与社会、与支点、与未来
相遇，是连接彼此美的相遇。

与创造相遇。作为阅读的受益者
和过来人，常生龙在该书的第一辑中，
就为读者精选了一组有关课堂教学和
学生成长的创造性成果类书籍，如《做
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之
道》《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教学 11法》
等，这些书籍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对教

师价值的探索、对教学技艺的研讨，无
不充满探索性和创造性，无不说明教
学即创造，创造赋予课堂生命，创造型
教师才是改变课堂、提升教学质量的
关键所在。而要成为一名创造型教
师，阅读是一盏明灯，可以让我们在教
育教学实践中少走许多弯路。阅读一
旦与创造相遇，总能让我们发现育人
之美，在学中悟、在悟中探，在探中遇
见和收获创造之美，收获幸福和成长。
这也正是常生龙在第一辑中最想告诉
大家的。

与生活相遇。阅读总是与生活
息息相关。当人类步入信息化时代，
面对“童年危机”的苗头，常生龙借
《童年的消逝》一书提示我们：不让童
年在信息化时代消逝，必先重新发现
童年，尊重个性美，营造美的育人环
境，努力践行美的教育；与不善讲故
事的教育同仁相遇，常生龙借《故事
知道怎么办：如何让孩子有令人惊奇
的改变》一书激励大家：要善于发现
身边美的故事和故事的美，善于用故
事、戏剧等方式将知识等内容呈现出
来；与当前家校沟通现状相遇，常生
龙则是借《小学家校沟通的艺术》一
书，提醒广大教师：要发挥好家校沟
通的桥梁之美，寻求美的沟通方式或
平台，营造美的沟通文化，努力实现
家校合力之美……每每遇见实际中

的教育问题或现象时，常生龙总能通
过一次次与阅读邂逅找寻答案，这种
与生活相遇的阅读，因回应、指导、服
务生活而变得意义非凡。

与社会相遇。学校是孩子们的学
校，更是孩子们的社会。今天的学校
怎么样，将会影响孩子们对社会的评
判和社会行为的选择等。那么，我们
应如何找寻真正的起点，走进孩子们
的内心世界？怎样提升他们的生存能
力，教给他们有用的本领？学校该如
何自我变革，办出教育特色，办出好学
校？这些关乎孩子、关乎教育、关乎社
会的问题，常生龙一直在努力地找寻
和思考答案。他通过阅读《窗边的小
豆豆》《面向个体的教育》《夏山学校》
等优秀书籍，逐步为学校提供了一些
可资借鉴的答案。这种将孩子、学校、
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阅读与思考，因将
孩子看成社会人，与人相遇，与社会相
遇，往往能使我们的教育视野更加开
阔，着眼更加长远，力量更加凝聚，与
之对应的举措也会因走心而更加
美好。

与支点相遇。没有科学理论指
导的实践是会误入歧途的，唯有对科
学理论这一教师成长的支点进行研
读，才是真正唤醒我们内心的阅读，
也才能真正唤醒甚至发现和重建我
们的精神世界。教师的主要职责是

教书育人，要读的第一类书便是哲
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等相关理论著
作。在工作之余，常生龙数十年如一
日，坚持不懈地阅读，提升自身的理
论素养，《教育的目的》《童年的秘密》
《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名著常置于案
头。正是基于此，常生龙希望广大教
育人能从教育科学理论中多汲取营
养，抓住这一专业发展的关键，着力
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了解教育科学
理论的发展进程，做一名有思想的育
人者。

与未来相遇。方向凝聚力量，阅
读总要关注前沿，展望未来。常生龙
通过前沿阅读，利用《超越上海：美国
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
《芬兰道路：世界可以从芬兰教育改
革中学到什么》《翻转课堂的可汗学
院：互联时代的教育革命》等，深入了
解诸如美国专家构建高效教育体制
的探索和研究，自主、多元、平等的芬
兰教育路径经验，互联网时代教育方
式变革的探索等，为读者打开了智慧
之门。这些关于教育未来的创造性
思考和实践，无不为我们的实践提供
了很好的参考，助推教育驶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阅读的过程就是遇见、发现并创
造美的过程，更是生命成长的过程，这
才是最重要的阅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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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的相遇

■曾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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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因疫情宅
在家中，我读到了侯艺兵
的作品《院士怎样读书》，
并开始关注侯艺兵。侯
艺兵是一位既敬业又务
实的艺术家，精于摄影，
长于文学。他的作品富
有浓浓的人文气息和岁
月的沧桑感，这让他从众
多摄影家中脱颖而出、独
树一帜。

这么多年来，作者始
终满怀激情，关注科学事
业发展，将镜头和文笔对
准院士，关怀科技工作者
的现实生活。这些年，他
先后出版了中国科学家肖
像墨迹集《院士风采》，大
型影集《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社会科学家大型
影集《世纪学人 百年影
像》等摄影作品。

面对那些文字和摄影
图片、那些生命画上句号
的学者，总让人想到时间
对于生命的凝练与沉淀，
总能让活着的人感受到强
烈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感
召。《院士怎样读书》便是
这样一本图文并茂、文采
飞扬的作品集。

这本书收录了 56位
院士的书房图片，同时配
以院士们关于读书心得的
亲笔赠言，字里行间有很
多关于读书的耐人寻味的
故 事 ，发 人 深 省 ，启 迪
良多。

透过照片，我仿佛走
进了院士们的书房。院
士的书房，很普通，既没
有富丽堂皇的设计，也没有精雕细刻的装
饰，看上去都是“陋室”“蜗居”，极其简单朴
实。院士们所用的书架和书桌，有的是父辈
遗留下来的，家风传承，倍感珍惜；有的是跟
随了自己几十年，朝夕相处。最让我难忘的
是电机工程学家丁舜年院士，由于三代同
堂，他把书房搬到了不足 5平方米的阳台
上，用玻璃隔出一个小巧精致的书屋，加上
书柜、书桌，仅有容膝之空，但丁院士的一篇
又一篇论文便是在这里写出来的。或许对
于丁院士来说，只要有书读，窗外的喧哗闹
市、车水马龙，皆是过眼烟云。

院士之所以成为院士，在于他们读书方
法的独特。土木工程和结构力学专家龙驭球
归纳出“加、减、问、用、创”五字读书法。

“加”——广采厚积，织网生根；“减”——去粗
取精，弃形取神；“问”——勤思善问，开启迷
宫；“用”——实践检验，多用巧生；“创”——
求实创新，乐在其中。核武器工程专家胡思
得鼓励青年人要精读几本经典著作，哪怕吃
透一本经典，熟悉运用基本概念，任何时候都
有益处。

书中大多数院士都表达了“由博返约”
这个观点：读书如同做学问，要厚积薄发，
初读时要博览，越读越厚，但是养成习惯
后，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会越读越薄。
由薄到厚易，由厚到薄难。由博返约，需
要透过字面提炼精华，非下一番功夫不
可，其实一个人把书读得越薄，说明他越
有能力把知识运用于实践，进而可以创新
和创造。

在这本书中，院士们都谈到了对自己影
响最大的一本书。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
院士都是在遇见一本有趣的书以后，从而喜
欢上某个学科，最终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地
质学家王鸿祯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读到的葛
利普的《地史学教程》，把他带进了地质学大
门；数学家吴文俊在高中时读到的德国数学
大师柯朗的《微积分》，从此迷上了数学；理论
物理学家何祚庥在大学时读到《军用原子能》
（又称《史密斯报告》）后，震动极大，直接改
变了择业方向。有人说，人与书是有缘分的。
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只要肯读书，一定会遇见
他想要的书。

在过去的这个超长假期里，每天晚上，我
会在睡前，翻一翻这本摄影作品集。看图片，
看文字，看人生，揣摩院士们对于读书的真知
灼见，品味院士们感慨人生的肺腑之言，常常
觉得莫名感动，这种无言的感动，或许就是一
种成长吧。

收
获
一
种
感
动

■
唐
伟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
常生龙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读《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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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怎样读书》
侯艺兵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班主任，他
们对班级管理、班级学风建设、学生
综合素养提升等都有独到的办法，他
们到底优秀在何处？读完《可复制的
领导力》一书，我才体会到，有效教学
和班级正常运转的前提是他们具备
了较好的组织领导能力，尤其是以下
几点，想分享给和我一样的班主
任们。

五步管理法，提升执行力

布置任务时，有的班主任惯于
盲目信任加威胁。“我相信你，我看
好你哦！”“这个问题我只说一遍，否
则……”我们明明把任务布置了，可完
成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出在
哪里？

书中提供了一个“五步法”：第一
遍，交代清楚事项；第二遍，要求复述；

第三遍，探讨目的；第四遍，做应急预
案；第五遍，要求提出个人见解。

我尝试操作了一次。
第一遍。我：这学期的文明班级

小结就交给你啦！学生：好的。
第二遍。我：麻烦你重复一遍。

学生：您让我完成文明班级的小结，
对吗？

第三遍。我：你觉得我让你做这
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学生：展示班级
风采，锻炼自己。

第四遍。我：你觉得做这件事会
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情况你找
我，遇到什么情况你可以自己解决？
学生：我大概还需要找些资料……如
果遇到复杂的情况，我找您帮忙，一
般的情况我自己做决定。您看可
以吗？

最后一遍。我：如果让你自己做
这件事，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和想法？
学生：如果让我自己做，可以这样……

就这么简单，一个任务 5步分解
后，孩子们就明确了到底要做什么，怎
么做。

学会放手，别怕孩子犯错

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第一责任
人，与学生相比，我们的人生阅历、知
识储备、管理经验等要丰富得多。在
日常教育教学中，有的老师会认为孩
子做事拖沓，不合自己心意，与其到后
来还要自己修补，不如一开始自己就
接手。这样做对吗？

书中的观点是：团队管理者在培
养人才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眼
睁睁地看着员工犯错，而且还不能说，

要给他们试错的空间，培养属于他们
的责任感。

心理学家麦基在《可怕的错觉》
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所看
到的世界，只是我们选择看到的样
子。也就是说：你相信孩子能做到，
你就能看到他们努力的样子，你认为
他们做不到，你就会看到他们错误百
出的窘境……

不怕孩子犯错，学会放手，让他们
学会从自己的差错中获得真知是我们
的本分，学会走到他们的旁边，然后渐
渐地走到他们背后，远远地看着他们，
而不是总在他们面前，带他们走那条
我们觉得对的路。

用认同化解孩子失控的情绪

不被认同、被拒绝、学习压力大、
家庭教育不当……这些问题很容易导
致孩子们情绪失控。当孩子情绪失控
时，让他一下子控制住，仿佛是将熊熊
大火一下子扑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强迫他压抑不良情绪，就可能引
发心理上的疾病，得不偿失。不断重
复“冷静一点”“理智一点”其实也无济
于事。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因为班主
任在和孩子沟通时，大多把精力花在
解决事情、解决问题上，但往往忽略了
主要的情绪问题。

这本书提供的妙招是：“反映情
绪”。即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在
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顺着他的意思
平复他的情绪。我们说的越准确，小
朋友情绪平复得就越快。比如，可以
问孩子：“他们这样给你起绰号，让你
很气愤，是吗？”“这件事让你很悲伤，

对吗？”只需要让孩子回答“是”或者
“否”。如果他说“否”，说明他的情绪
并非我们描述的那样，需要转换方向
继续调整，如果他说“是”，他的情绪就
会释放一点。

鼓励比赞美更重要

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先看到
他们的缺点，是不少班主任的通病。
而优秀的班主任往往尽力克服这种

“惯性”，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闪
光点。

弗洛伊德说：“人可以防御他人的
攻击，但对他人的赞美却无能为力。”
因此，我们如果很开心地对学生说“你
做得不错！最近你进步很大！”，就可
以让其感到被认可。但是，这里的正
面反馈也是需要技巧的。

有研究者让不同的孩子解数学
题。解完一组简单题目后，研究者给
了每人一句反馈。对一些孩子赞美其
智力：“哇，你太聪明了！”而对另一些
孩子信任地说出他们的努力：“你刚才
很用功。”然后，研究者给孩子们更难
的一组题目。因为聪明而受到赞美的
孩子会更担心失败，他们倾向于完成
难度较低的任务，遇到困难更难坚持，
易焦躁，甚至表现出自尊水平的下降。
而那些被夸奖努力的孩子，在这次测
试中的分数比第一次提高了 30%
左右。

爱因斯坦说：“持续不断地用同样
的方法做同一件事情，却期望得到不
同的结果，这就叫荒谬！”当班主任亦
是如此，只有及时调整管理方法，才能
破局，从容地做好班主任工作。

班主任如何培养组织领导能力
■王鑫

《可复制的领导力》
樊登 著

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