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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那些事

如何使自己更好成长、更加成熟，这是我
从教以来经常追问自己的问题。反思自己的教
育教学之路，我深切感悟到，是阅读助我成
长，并使我更成熟、更理性。

从少年时期的无意识阅读，当老师时略带
功利的阅读，当校长时肤浅阅读管理类书籍，
担任教科所长时有深度、有坡度的阅读教科研
理论，直到现在的开放式阅读。一路阅读下
来，支撑和累积了我不平凡的人生。阅读弥补
了我先天之不足，帮我叩开了理论之门，拓宽
了知识视野，滋养了精神元气，激发了思想灵
感，更助我走上了顺畅的教育之路。

当初我被委以校长重任，“赶鸭子上架”，
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苏霍姆林斯基、
陶行知、夸美纽斯等先辈纷纷“来”我家，

“告诉”我管理秘诀，夜夜和我“切磋”经营
学校之道；教育大师叶澜、朱永新等“良师益
友”帮我打好精神成长的底色；李希贵、李镇
西、李烈、杨瑞清等名师、名校长，与我和

“沙龙”论坛，《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走在
行知路上》《与青春同行》《给生命涂上爱的底
色》，帮助我用心做教育；齐学红、郑杰等引
见我 《与名师为友》，一起 《走在回家的路
上》，闫学老师帮我 《牵到河边的马》，共同

《触摸教育的风景》 ⋯⋯
在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国内每年出版的

图书不下 30 万种。当老师，既要补好自己的
短板有选择地读书，还要善于捕捉有用信息。
90 年代初，我无意中从浙江教育报上，看到
了鄞县中学物理特级教师方勋成老师的教学

“秘诀”。方老师虽带教高三，但每天只给学生
布置 1 至 2 道题，他对每道题都精雕细琢，致
力以一抵十。教师为学生减负，其实就是为自
己松绑。方老师的“工匠”精神给了我灵感，
我也从知识点出发，挑习题改编成作业精编
本，尽量让学生少花时间，以求效果最大化；
我还大量阅读名师课堂实录，反复收看他们的
课堂录像，边模仿，边磨课。

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说：“读书，其实并
不完全是吸取别人的知识，借鉴别人的思想，
读书更是从别人那里借光，而让自己思想明晰
和充实起来的过程。”慢慢地、不间断地深度
阅读，带给我的最大变化，就是改变和充盈了
我的思想。其实周有光老先生也说过这样的
话：“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我以
为“读、思、做、写”相结合，就是立德、立
功、立言。原本我是黑灯瞎火“闯夜路”，容
易迷失方向，现在以阅读为“灯塔”，实践之
路照得更明亮；原本我所读的可能是高高在上
的理论，也许只是他人经验，是否适合自己却
很难说，现在带着批判的眼光读、思、做、
写，既扬弃、应用、固化并创新理论，又使实
践升华为自己的思想；而且越写越觉得做得不
到位，更认识到阅读需要有问题意识。对此，
周国平先生也说过：“你通过写，你把经历的
事情在内心里面再去生活一遍，这些东西就留
下来了。”是啊，倘若以读促做、以做推写，
多管齐下，思想“内存”就会像不断滚动的雪
球，越滚越大。读得深刻，做得扎实，写自然
就顺畅；无需刻意而为，更不会加重工作负
担，因为结合实践的读和写，本身就在沿途欣
赏教育教学的美丽风景，是在记录专业成长的
心路历程。

读为业，文为余。长期阅读启迪我，没深
度、没坡度、不思考、不实践和不动笔的阅
读，就是零阅读。联系实际读，带着问题读，
做中读，读中思，思后写，升华思想，成就美
文。我深切感悟到“写且痛苦着，痛且快乐
着，苦且成功着”的人生哲理。

我虽将步入耳顺之年，不可能再“惊天动
地”，但年龄不是阅读“禁区”。人生是或短或
长的过程，我以为阅读就是精彩和积淀的过
程。因为我活在教育中，故我要活在阅读中。

（作者单位：浙江省奉化市教育服务管理
中心）

在阅读中走向成熟
周建国

受制于对教育本原的认知程度
以及教育表现的迷惑，我们对教育
的认识被重重障碍所蒙蔽，甚至有
些“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面对
教育话题，我们大多时候处于“自
说自话”“助纣为虐”的状态。而这
些，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
教育价值的反思，阅读无疑是最为
可取的方法。

阅读和教育是一体的，阅读是
教育的手段、方式，也是教育的达
成、归宿。当下教育的障碍同样蒙
蔽着我们对阅读的认识，我们的许
多教育者缺乏阅读欲求，也没有修
炼成教育者应有的阅读品格、阅读
境界。

凌 宗 伟 老 师 是 中 国 教 育 报
“2012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之
一，他在教育阅读中达成了自己对
教育的理解，在教育中达成了对教
育阅读的理解。他的教育阅读以及
形成的教育阅读笔记—— 《阅读，
打开教育的另一扇门》（宁波出版
社），不仅打开了自我教育那扇门，
能够过一种敞亮的教育生活，同时
也为我们这些被蒙蔽的教育者通过
阅读打开教育之门提供了一个可以
借鉴的范式。书中清晰可见凌宗伟
老师的阅读内容、阅读方式以及阅
读与实践的结合等教育阅读素养的
方方面面。阅读本书，不在于获得
多少教育知识，明白多少教育的道
理，而在于真真切切明白了为师者
的教育阅读素养应该从哪些方面来
提升。我们只有拥有这些阅读的核
心素养，才能为以后整个阅读人
生、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找到“双
桨”。

凌老师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大

概有以下方面：
建构自己的阅读取向。每个教

师的阅读取向折射的是作为个体的
教育价值取向，它是一个人教育信
念、信仰、理想的整合。当下教育
价值多元、教育书籍也趋于纷繁复
杂，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教育哲
学，就会迷失在教育阅读的丛林
中，找不到方向。建构了自己的教
育哲学，就可以明晰符合个人需要

的教育阅读的内容：是读专业的、
理论的、人文经典的、社会政经类
的、还是休闲类的。凌老师给我们
罗列的部分书目以及笔记中涉及的
书目既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教学，
也不是某一类“教育神话”，大多
都是一些经典，并且又以西方人
文、哲学、教育、文学经典为主
体，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凌宗伟
对中国当下教育误入“应试”歧途

的不满，试图在阅读中回溯到教育
原点、教学原点，以寻求 解 决 之
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夸美
纽 斯 、 卢 梭 、 康 德 、 赫 尔 巴 特 、
杜威、雅思贝尔，西方教育大家
重视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
怀，人文精神一脉相承、源远流
长。从中，我们不断呼吸到“生
命”的气息，内心充盈着“人”的
观念。基于此，我们的教育也就能

成为立德树人的事业。
要 有 批 判 性 思 维 。 批 判 性 思

维，就是要有怀疑精神、批判精
神、分析精神、实证精神，体现到
阅读要义上，也就是怎么读。未来
教育阅读的内容以几何级的数量增
长，来源越来越广泛和便捷，教育
阅读的要义不是获取海量的知识，
当然我们也无法到达无限的阅读彼
岸。而不加批判的阅读对于我们
教育者是一种束缚和限制。正如
凌 老 师 书 中 “ 各 种 教 育 流 派 宗
派”“模式化”“高效课堂”等教
育热词，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批判
性 思 维 ， 我 们 就 会 盲 从 、 沉 陷 ，
以至于失去了自我。“教育，是要
发呆的”“教育是母性的”“教育
是要有感性的”⋯⋯我们要像凌老
师总是从教育的长河里溯寻教育
的原点和意义，在教育的当下叩
问教育的价值和取向，在芸芸众

“声”中喊出自己的声音。
形成完整的阅读。阅读是与书

籍的对话，但又不止于对话，还
包括我们的评价、分享以及教育
行为的改善。《阅读，打开教育的
另一扇门》 书籍的形成，就是这
么 多 年 来 凌 宗 伟 老 师 阅 读 对 话 、
评价、分享、改善的一次整理和
总结。这样完整的阅读不仅仅是
解 读 ， 更 是 传 递 有 “ 我 ” 的 认
知、感情、取舍、判断等等，能
够 与 教 育 人 分 享 ， 以 求 某 些 唤
醒 ， 同 时 更 要 落 脚 于 当 下 教 育 ，
让许多孩子的生命得到春风化雨
般润泽，寻求可以的点滴改善。这
也许就是阅读真正的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金沙中学
语文教师）

教师的阅读素养如何修炼
季勇

前些时候，几乎全世界都在围
观李世石和阿尔法狗的“人机大
战”。在围棋对弈的两端，排名世界
第五的李世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人类的智慧，接受以棋谱大数据
撑腰的电脑阿尔法狗的挑战。

胜负总有定数。然而，在胜负
之外，在娱乐狂欢之外，很多人开
始陷入沉思，甚至忧思。

事实上，无论愿不愿意、接受

不接受，大数据早已开始悄然渗入
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乃至无孔
不入，教育和学习领域亦不能例外。

当很多人尚不知大数据为何物
时，当我们还在怀疑大数据所蕴含
的威力，问它究竟能有什么用处
时，甚至于浑然不知，以“无知者
无畏”之姿态斥其无用时，世之智
者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
早已超越大数据“是否有用”这样
初级的问题，而是从整个教育发展
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趋势入手，
关照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教育领域
即将面临的不可回避的巨变。

虽然，这一变革正如围棋对弈
一般，场面上看起来并不那么喧
闹，但实质上却是暗流汹涌，不可
逆转。因为，大数据已经正在渗入
教育和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
对这个世界的教育和学习产生深远
的影响。

在 《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
教育的未来》 一书中，迈尔·舍恩
伯格截取了喜马拉雅雪峰脚下不丹

“唐卡绘画”传习这一传统教育的典
型镜像，来意指传统教育的“薄

暮”，并随之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大数
据时代学习和教育正在悄然发生的
巨变场景。

事实上，大数据即将为教育领
域带来的变革和益处，相对而言是
较易接受和理解的。因为只需要让
感兴趣的人们不断“尝到应用的甜
头”，即可诱导人们步步深入，乃至
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至于如何利
用大数据优化学习，相关专家已有
诸多堪称细致入微的阐释。

至此，面对大数据，教育领域
是否“过于保守”，就被提上了人们
需要思考的议程。因为，表面看
来，几乎在每一次的科技革新对人
们生活、生产、学习带来的巨大改
变中，教育领域都表现得不如工商
企业那么灵敏。

但更为可贵的是，当人们还在
纠结于对教育而言大数据是否有
用、如何应用这些问题时，迈尔·
舍恩伯克等智者早已开始警惕并洞
悉大数据的另一面：大数据的阴暗
面、不当应用即将带来的新的风
险，以及人类面对大数据应有的恰
当态度和应对措施等，从而将我们

的思考引入大数据之于人类的道
德、诚信、法治精神层面，乃至善
良的人性。

新的科技革新，与生俱来的往
往是一把双刃剑。见微可以知著，
相对大数据而言，在当前的教育生
活中，即使一个小小的“小数据”，
比如一个小学生某一次的期末数学
考试成绩，都很有可能被人无意间
拿来给他贴上一个“毫无数学天
赋”的标签，从而影响他的一生。

正如迈尔·舍恩伯格所说，遗
忘是心灵垃圾的大扫除，而无法遗
忘的旧数据，将是“最大的隐患”。
在大数据时代，如果一个人学生时
代的各种信息数据被永久存留而无
法“遗忘”，从而形成他“永久的过
去”，而这些数据随时随地可以被其
他社会组织或个人，比如他将来的
应聘单位提取，并因此依然将他定
义在那些事实上可能早已消失得无
影无踪的“过去”时，那将会对他
产生何等的影响，带来多少烦恼？
抑或经过基于大数据的一番难以辩
驳的预测，给出一名小学生一个

“被规划的未来”，因而让基于他过

去的数据决定了他的未来，那将意
味着什么？有时候，这样的思考可
能会让人感到“细思恐极”。

此外，在大数据面前，个人隐
私如何得到有效保护，以及能够拥
有和利用大数据学习的学生能否因
此而更加优秀，而那些不能拥有和
利用大数据的学生能否因此而改进
和提高的机会更少，从而形成一道
不可逾越的“数字鸿沟”？对诸如此
类问题的思考，也会让我们觉得，
面对大数据的凶猛来势，教育领域
是否真的“过于保守”，还需要分情
况界定，因为过犹不及，保守和冒
进往往是事物的两端。

数据无情人有情。正如迈尔·
舍恩伯格所说，大数据的背后其实
是人的问题。那么，大数据如何得
到合理的管控，“取信于人”，为教
育和学习所用，就成了一个极为迫
切且值得深思的问题。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无论如何，面对大数据这一认
识世界的新方式，还是要从认识大
数据本身开始。

大数据引发的风险与管控
魏海政

书里书外

灯下漫笔

禹天建 绘

单位：亲近母语研究院（亲近母语总课题组） 联系人：张文娟 电话：025-68710079 QQ:1686316561 电子邮箱：qjmyzwj@126.com

亲近母语课题实验，发端于 2000 年，
2003年成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已历经十五年、三个五年规划的实验和研究。

亲近母语总课题组认为，儿童是独特
的生命阶段，每一个儿童都具有独特、完
整、开放的精神自我，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
有一颗具有吸收力的心灵，具备语言学习
的潜能。小学母语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
以阅读为核心，以文学教育和言语实践为
路径，为儿童构建适合、丰富、优质的母语
学习课程，唤醒并激发儿童学习语言、自我
成长的潜能，让儿童通过诵读、吟诵、聆听、

精读和略读等方式，并创设适宜的情境，让
儿童分享和交流、写作和表演，让儿童在母
语温暖的怀抱中，在充分的言语实践中，实
现儿童语言和精神的同生共长。

亲近母语实验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
亲近母语研究院成为推动儿童阅读和书香
校园建设的领导性机构。青海省西宁市城
中区，整体采用“阅读地平线计划”区域儿
童阅读解决方案，全国三百余所学校先后
加入亲近母语课题实验，千余名母语教师
成长为优秀的点灯人。十多名教师分别荣
获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和“阅

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等荣誉称号。
在十五年的课题研究和实验基础上，

亲近母语研究院研发形成了系统专业的儿
童阅读解决方案，从阅读文化生态建设、儿
童阅读课程构建、儿童阅读师资培养等方
面帮助区域和学校全面推进儿童阅读。

为更好地推广儿童阅读，推进母语教
育改革，传播儿童本位的母语教育理念，让
更多的学校开展儿童阅读，加入点灯人行
列，亲近母语研究院将持续开放征集亲近
母语课题实验学校（区域），欢迎申报，详情
请登录亲近母语官网查询。

亲近母语课题实验学校（区域）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征集启事
五大实验课程

儿童诵读课程 图画书阅读课程 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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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母语课题实验申报说明

申报时间及实验周期：

自发布之日起接受申报；实验周期为2年。

申报基本条件：

认同亲近母语理念，以学校层面自愿加入课

题实验，开设实验课程，接受总课题组指导和管

理，服从课题管理制度，按时完成相关要求，支

付一定的课题指导费用。

申报类别：

（1） 实验学校 （2） 实验基地学校 （3） 阅读

地平线计划书香区域 （校园）

课题服务：

学校 （区域） 申报立项成功后，亲近母语研

究院将为实验学校 （区域） 提供多层次的优质课

题服务和广阔的交流学习与展示平台，详情登录

亲近母语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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