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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成尚荣先生写在书前的《种子的理
想与现实主义》，《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就
是一本“种子之书”，给每一位读者播下种子，
给每一位教师需要的种子，同时自身也成了
一颗种子，提供了更多的养分与能量。这本
书浸透着成先生对“立德树人”这一命题自传
统至现代的全面思考，也携带着未来教育进
步、教师发展的诸多基因。

种子，最宝贵的是它具有生命，具有可能
性，具有生长的力量。为什么一开头成先生
要讲那个种子的故事，我觉得，固然是与这篇
文章的主题相关，更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绝妙
的隐喻，那个孩子每天收集一颗种子，而成先
生这本书从一篇、一篇，又一篇，直到又补写
一部分，最终汇集而成就是一颗种子的成长，
落地的种子生长出一个繁盛的未来。

全书六篇寄托了成先生对“种子”的无限期
待，其中一些是种子的起源，比如《做教师是一
篇大文章》《教育家的“青春性”》；有一些是种子
的模样和质态，比如，《好教师的精神标识与标
杆》；另一些是种子的基因，比如《儿童：伟大史

诗的草稿》《教师发展新论域》，还有就是种子的
未来，比如《做好教师：永远激荡的心愿》，这些篇
章里，种子在哪里呢？对此，我有一个不见得完
全的归纳，那就是：内心、道德与专业。

说起来，这三点似乎极为寻常，但是，成
先生敏锐地捕捉到“立德树人”的根本，再次
赋予这三点以新的不同寻常的理论基础与实
践力量。成先生好几次提到于漪老师的那句
话，“我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这

句话多么普通，但是成先生分析得极其庄重，
“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每一句都是从心里流
淌出来的，语重心长，走进你的心里，极有分
量”，这是发自内心的言语，这是来自内心深
处的最本真、最自然的领悟。

再说“道德”，成先生开宗明义提出，做
“道德教师”，这是与立德树人紧密相连的，立
德是要让学生有德行，而这一前提，在教师本
身的德行，同时，德行本身，又是教育的最高
和最终的目的。成先生说，教育首先是道德
事业，是道德之光照亮了科学与艺术，于是，
教师，首先就是道德教师，只有树立起道德教
师的概念并成为教师的“第一身份”，作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题时，才能对立德
树人有更深刻的认知和更自觉的行动。

第三个词是“专业”。成先生这本书不是
专门谈教学的，但是如果将他提到的诸位先
生课堂小片段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立德树人意义上的课程教学论，或许，这就
是成先生所在乎的“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中的一部分。斯霞老师的“好不”，于永正老

师的“谁也说不准天上哪块云
彩会下雨”，都是对儿童的爱
护、对语言的敏感、对教育的热
爱，都是无须多言的“专业”素养，
尤令人感慨的是，这些专业在他们那
里是何其自然，何其本色。

遇到这本书是幸运的，《做中国立德
树人好教师》与其说是成先生用激情澎湃、
理论高瞻的文字写成的一本书，不如说是成
先生从教以来真实的人生写照，他观看、他研
究、他实践、他号召、他培养。就朝着这个方
向努力吧，培养学生，培养自己，在希望的田
野上唱出新的希望之歌，相信这歌声会落
在孩子们的心田，更有可能传遍祖国的四
面八方，就像成先生的文字这样——但
是，退一万步，就算这歌声只有自己一个
人、一个班听到，也没有关系：谁知我们
如何攀至山顶，但只要我们攀登，便
能享受旅途的迢遥（詹姆斯·泰勒）。

（作者系深圳市龙华区和平
实验小学教师）

让我们成为“种子”吧……
冷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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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写作能力是一个人语文能力
宝塔的顶端。言说能力之于青年人健康成长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文六要》正是一位有
着极其丰富的创作体验与人生阅历的文学大
家专为年轻朋友写的作文指导书。

“和这本书久已失联”，“经过一番沧桑”
而“浴火重生后，蒙商务印书馆允予出版”（本
书第2页），已届耄耋之年的本书作者王鼎钧
深情地写道，“我这本小书对大天才没有贡
献，希望跟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的年轻朋友切
磋琢磨”，并衷心希望“对年轻朋友们能有更
大的帮助”（本书第171页）。

王鼎钧，山东临沂兰陵人，著作丰硕，
享誉海内外。王先生单是写作指导方面的著
作，广为人知的就有《文路》《小说技巧举
隅》《文学种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
问》等多部。

读一读这本“大家小书”，我们读者很容
易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夏丏尊、叶圣陶两位
先生的语文名著《文心》，两本书确有不少相
似之处：巧设情境，串联知识，师生对话，自然
有趣，探寻文心，入情入理，生动形象，通俗易
懂……王鼎钧先生长久的创作实践与丰富的

人生历练，为本书的编著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概而言之，较之一般作文指导书，本书主
要突显出以下几大优势：

作为著名作家，王先生首先善于抓住初
学者写作能力迅速提升的“牛鼻子”。

打开本书目录，读者会清晰地发现学习
写作（尤其是记叙文）的六大关键要素——观
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这六大要

素犹如横在初学者面前的六座大山，都是亟
须突破的重点难点。可是，这六大难题的解
决，谈何容易？

其次，作为行家里手，王先生善于总结出
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针对上述写作的“瓶
颈”问题，作者从相应的“实践力行”即创作活
动中摸索出一系列写作学习的独特方法。特
别是本书第五、第六两大部分，在体例上一改
前面“师生对话互动”的形式，集中针对文章
应该怎样“组合”又如何“表现”这两大类写作
手法，通过一系列情境设置，做了全方位、多
维度鞭辟入里的探究梳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重视方法的同时，
却并不唯方法论。他“在讲了一连串的作文
方法之后”，特意向读者提出了忠告：“方法为
文章而存在，文章不为方法而存在。”（本书第
140页）这又充分展示出可贵的辩证智慧。

再其次，较之一般写作教科书，本书的
“例子”意识十分浓厚。本书六个章节，涵盖
着六大类“创作活动”，而每一类活动都充满
了众多鲜活而规范的“例文”，而且，“例文”取
材广泛，涉及古今，足以见出作者广博的文化
视野和多元的审美趣味。这些鲜活的“例

文”，尤其作者自己精美的“下水文”，无疑也
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鲜活规范的“例文”，对
初学写作者有着无以替代的模仿借鉴意义。

纵观全书，“释之以理”“导之以法”“示之
以例”“辅之以练”，本书作者凭借着深厚的学
养与丰富的经验，点面结合，娓娓道来，总结
了有关作文教学系统的知识、方法、规律；同
时，又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地为初学者搭设
出写作能力训练的逻辑阶梯。笔者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认真读一读这本凝聚着作者
几十年人生智慧的著作，我们读者或许
就能找到一条真正有效的写作路径，进
而身体力行，“登堂入室”，快速有效地
提升写作能力。

温故而知新。在运用文字进行
言说的写作能力日显重要的当
下，在语文新课程改革正在向纵
深发展的今天，读者朋友们，
请赶快打开这本历久弥新的作
文书吧。

（作者系特级教师，北
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语文
教研员）

初学写作者的良师益友
管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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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佳”书单按书名音序排列）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