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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这些年，关于苏联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听得最多的就是那一句

“我无限相信书籍的教育力量”，好
像这么一位大教育家只是个目下数
不胜数喊着口号的“阅读推广人”，
说着与阅读、与书籍有关的大而无
当的话语。

剥 开 我 的 阅 读 经 历 与 教 学 实
践，总深切感受到，苏霍姆林斯基
对我的影响很大，涉及的方面也
多，绝不仅在阅读这一块。虽然没
有把他的全集通读一遍，但仍打心
眼里觉得，那一册墨绿封面的 《给
教师的建议》，内里观念与实践，于
我而言，就是十分难忘的教育“小
百科”。

与苏霍姆林斯基的“初遇”

说来有些脸红，最初读苏霍姆
林斯基，颇有几分“救场”味道。
那还是工作之初，初登讲台的我实
践经验缺乏，之前在学校里学的那
些教育教学理论，也派不上用场，
语文教学、班级管理都有问题，也
动了一些心机，用了一些办法，拆东
墙补西墙，总归是不行，倒不是“不
想”做好，但就是“不能”做好，这是为
什么？除了请教同事，万般无奈的我
就到学校图书室，看看有没有现成的
材料能学能用。就在那时候，遇到了
两本书，一本是此前常说的于永正老
师的《教海漫记》，另一本就是苏霍姆
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当时一
看到，心里就想，这会儿不正需要很
多很多的建议吗？作者会建议什
么？这就是与苏氏的初遇，我临时
抱佛脚，没想到，一抱就“抱”到
这么一位大教育家。

待到打开书本，豁然惊喜，目
录下面的条目，简直是为我而设：

“第一次学习新教材”“怎样检查练
习本”“谈谈对‘后进生’的工作”“教
给学生观察”“怎样培养记忆力”“给
刚参加学校工作的教师的几点建
议”⋯⋯我很快就依葫芦画瓢，照着
其中不少建议展开工作，比如，把学
生带到户外带进田野；比如，按他指
点的检查作业。说实话，直到现在，
检查作业这件事还是很多老师的痛
苦，而关于作业本身，也常常引发学
校与家庭的讨论。苏霍姆林斯基知
己般写道：

只要把那一叠一叠的待批改的
练习本看上一眼，没有一个教师不
为之寒心的。这倒不单是因为要付
出好多个小时的劳动，而令人烦恼
的是这种劳动是那么单调乏味，没

有创造性。
一点没错！每天早上到校，一

抬眼，别的没有，就是两三摞作业
本，有时候，埋头于作业本的时间
要比别的如备课、讨论、教研等时
间都要长，而一日一月改过去，却
似乎对学生也没什么触动与促进，
错的还是错，某些偷偷少做的，还
得天天早上催。苏霍姆林斯基提出
了什么建议呢？从大的方面，他指
出作业低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言
语素养”的缺乏 （就这一点，至今仍
感其深刻），在于能力与知识之间的
关系失调，他指出，作业最重要的意
义是把学生“从书本和思考引导到活
动，再由活动引导到思维和词”，现
在来看这句话，其实已经是苏氏的课
程观，“作业”属于课程的一部分，
指向的是评价，仍然是教学的一部
分，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体力劳动，这
一点非常前瞻，更重要的是，抓住了
关键。那会儿当然还不能全部读懂，
学得更多的是他直截了当的几点小建
议，一是当堂强化训练，二是作业的准
备，三是巧妙解放自己的时间，最后一
条，苏霍姆林斯基原话是这样的：

“经验证明，最合理的一种方法
是定期抽查：教师每隔一段时间收
几个学生的练习本进行检查。只有
测验作业才需要全部检查。”

如此一来，检查作业的时间大
大缩短，能有更多时间放在活生生
的学生身上，而不是将教师的时间
都埋头于作业里。我真的太需要这

个“经验”了。在规划到位的前提下，
此后我的作业批改经历也证明了这
个经验确实是可取的。说到这里，我
真诚地建议，如果老师们现在对于作
业有同样的困扰，那就把苏霍姆林斯
基有关练习批改的建议——另有一
则叫作“怎样使检查家庭课业成为学
生有效的脑力劳动”——好好读一
读，悟一悟，学一学。

拿来即用、用则见效

作业尚属其一，从苏霍姆林斯
基那里，有很多类似教学策略与教
学窍门的东西，往往拿来即用、用
则见效，“小百科”之喻正有此意。
苏氏很多建议打通学科，是基础能
力的培养，观察的方法、知识的扩
充、学习时间分配、书写教育，都
切实可行，行之有效。他提出的

“思维课”，课型新颖、内容丰富、
设计别有趣味，到今天仍然前瞻。
苏氏讲到一招，我学后使用多年，
他称之“最重要词汇表”，类似一份
特殊的“基本读写能力教学大纲”：
在每个学习日开始的时候，在黑板
上 写 下 当 天 要 学 的 3 个 词 ， 类 似

“草原”“温度”“沙沙响”，“孩子们
一进教室，就立即把这些词抄到词
汇本里，这种词汇本他们要连续地
记录三年。”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持
续性输入，对于阅读量与词汇量积
累不够的学生而言，是多么必要并
且有效。虽说以后也慢慢知道，对
于儿童的语言学习，老师们常提的

“好词好句”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但
是，花一点时间，用水磨的功夫，渐渐
占有大量的语言材料，终究是好事一
件。这个方法我从他那里学来，用了
很多年，每接一个新班，或两年或三
年，即以此策略，进行词语与句子的
积累，我把这个叫作“攒余粮”，余
粮多了，做出的饭菜更加丰富可
口，不是吗？过了很久，再读这一
节，我更发现在方法背后，是苏霍
姆林斯基对教学、对儿童学习的深
刻认知，这一节叫作“把基础知识

保持在学生的记忆里”，在讲自己的做
法之前，他是这么说的：

“小学教师们！你们最重要的任
务 ， 就 是 构 筑 一 个 牢 固 的 知 识 的
地 基 。 ⋯⋯ 譬 如 你 正 准 备 教 一 年
级 。 那 就请你看看四年级的教学大
纲 ——首先看语文和数学教学大纲，
也要看看五年级的数学教学大纲。请
你看看阅读课本里有关历史、自然、
地理的教材，再看看四年级的这些学
科的教学大纲。请你把这些东西放在
一起比较一下⋯⋯”

这已经超越了教学论的范畴，带
出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天职：他该
如何为一个孩子的一生发展着眼。前
阵子读到贾志敏老师的教育口述史《积
攒生命的光》，贾老师的题记是：教学生
一年，要想到他五年；教他五年，要想到
他终身。真正的教育家，内心都是相通
的，根子就在于那一份忠于教育、热爱
学生的心——这一点，本身是需要为人
师者以一生来领悟的。

教师案头的必备工具书

说 到 这 里 ， 仿 佛 《给 教 师 的 建
议》 只是教学小百科，给我的教学以
启发和帮助，这样说也没错，我病急
乱投医，想不到一找找到位名医，关
键是，这位名医不只医病，还医愚，他
给我的岂止是教学、是技术。《给教师的
建议》至今通读不下十遍，要我说，它是
儿童学习小百科、教学方法小百科、学
生研究小百科、阅读课程小百科、新手
教师小百科、教师成长小百科、学校管
理小百科、教学质量提升小百科⋯⋯可
以毫不犹豫地说，即便历时已久，但当
下有关教育教学、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管理等主流观点或说法，都能从苏霍姆
林斯基的著作中找到影子。记得新世
纪前后，不少人提倡写教学反思，以此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而我是在很久以
后，重读时发现原来苏霍姆林斯基已经
反 反 复 复 谈 了 教 师 如 何 写“ 教 学 日
记”。在书中，他多次强调“研究儿童”，
真正的教育是围绕儿童的身心发展进
行，必须要学会观察儿童、研究儿童，听

上去朴朴素素的话语，却是领先我们多
年的教育观念。苏霍姆林斯基谈的这
些话题，确实历久弥新，甚至总要等到
个人有所实践有所经历，才赫然发现，
原来他都讲过，而且讲得很好，照着做
就行——某种意义上，《给教师的建议》
完全能作为教师案头的必备工具书，随
时取阅，随处学习，只是，也得承认，就
苏氏所提，不少方面，直到今天在我们
的教育生态里，都未能全部实现。

除了当初为解决问题而读 《给教
师的建议》，再有日后的零星翻阅，我
至少有三回专注阅读。一回是 2004
年，加入了市青年教师读书班，这是
必读书，需要做摘录、写札记、做案
例。当时就想，书中这些篇章也能看
作是苏氏的“教学随笔”，问题来自实
践，回答通往实践，每一则都非常地
道，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教育的真
理和大义，跟着他学到的，不只是其
内容，就教育写作也收获颇多，这算
是阅读苏氏的额外奖赏吧。一回是
2012 年底，要做校本阅读课程设计，
就把苏氏关于阅读的各种提法做了梳
理，他“无限相信书籍的教育力量”，
但这种相信不是无源之水，是建立在
他对阅读的正确认知和坚实操作上
的，给儿童阅读的时间，以阅读导向
思维，阅览室的另一个名字叫作“思
考之室”等等，这些才是语文教师要
把握的根本内容。最近一回是两年
前，是围绕“儿童研究”而读，因为
申报一个与此课题相关的项目，就找
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给教师的建
议》 也在里面。阅读中，主要是将书
中与“儿童研究”有关的条目与内容
做了摘录与整合，更感觉苏氏之伟
大，“请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面
对的是儿童的极易受到伤害的、极其
脆弱的心灵，学校里学习不是毫无热
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
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
进行的心灵的接触”。这样斩钉截铁不
容置疑的话语，却是因爱而生所以又
充满了爱，大概只有在教育这样一个
心灵与身体共生，智慧与健康并存
的，目标明确却又满载不确定的人类
大事件里发生吧。但是，不得不说，
如今真正能做到这句话的老师不见得
很多，有更多可爱的儿童，种种原因
为校所伤为师所误，令人感叹而愤慨。

苏霍姆林斯基 1970 年病逝，若非
英年早逝，自然能取得更大成就。永
远不会忘记他那篇“简单经历”，劈头
一句就是“学校工作，教育儿童成了
我的天职。⋯⋯我已经有了坚定的信
念：学校工作是最有意义，最令人向
往的工作”，在一个喜欢以“小”命名
的世纪里，这句话里深藏又喷薄、沉
静也明亮的教育之爱，有着令人悚然
心惊的感召力，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同
样都要确认，“学校工作，教育儿童”
正是“我”的天职，为什么？我愿意
用苏霍姆林斯基的另一句话来回答，
也恰好是同一篇的结尾：

“对于我们这些人民教师来说，共
产主义建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我们在培育、教养和把他们领进
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
验小学）

一部百科一部百科 一座富矿一座富矿
——从苏霍姆林斯基著作汲取教育智慧

冷玉斌

说到读书意义，很多古人说得透澈
亮堂，西汉刘向的论述尤为经典，切中
要点，“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无论是人类历史发展，还是一个人的成
长，其实都是去“愚”化的过程，都离
不开读书。任何一个时代和阶段，读书
都具有“医愚”的功能。

今天的时代与刘向那时已完全不一
样 ， 然 而 ， 我 们 生 活 中 还 有 很 多

“愚”，有些是人们一直在寻求解决却未
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是今天的时代才
涌现出来的，具有“时代特征”。“戾
气 ”， 就 是 现 代 社 会 转 型 中 典 型 的

“愚”。有些公职人员有“戾”，无视法
律、公权私用、藐视职责；有些个别民
众的“戾”，无视社会规则和法律。比
如前不久传得沸沸扬扬的几起动车霸座
事件，比如暑期多起擅自闯入独特自然
保护区域事件，践踏破坏，拍摄视频，
网上炫耀；有的是富裕或权贵阶层的

“戾”，自恃财大气粗，恃强凌弱、炫富
欺贫。

“戾气”问题的成因极其复杂，不
是一言两语能说得清的，不过我想其中
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阅读太少。当前中
国的社会阅读有了很大的改观，但还是
不令人乐观，人均阅读量还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阅读还没有成为国民爱好，
人们对于阅读的嗜好远没有像加拿大作
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说的“阅读，
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
能”。

旅居上海的印度工程师孟莎美在其
文章《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中
写道：“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
机舱已熄灯，我吃惊地发现，不睡觉玩
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
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见有
人读电子书。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
的脑海里。其实早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
时，我就注意到，德国乘客大部分是在
安静地阅读或工作。中国乘客大部分人
要么在穿梭购物，要么在大声谈笑和比
较价格。”因此她下了这样的一个结
论：“现在的中国人似乎都无法坐下来
安静地读一本书。”或许有些夸张、偏
颇，但这确是当今很多中国人的阅读现
状。

社会学家滕尼斯在面对工业化社会
的来临时，曾忧心于人类社会的未来：

“即在工业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
的个体，人们之间机械地组合在一起；
过去人们长期相处所形成的家族、村落
等共同体消失了，公共规则亦随之远
去，社会如何可能？”工业化时代如
此，信息化时代和现代城市生活呢？这
样的担心正在加剧，原因在于信息化和
城镇化将人与人的空间隔离得更远，人
们连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的空间也日益稀
缺，更不要说共同体了。解决这一问题
最好的媒介是阅读，超越时空的藩篱，
突破孤岛的现象，将人类的文明和价值
观传递给每个人。

一般来讲，世界上美好的文字都蕴
藏着积极向上的元素，如善良、正直、
宽容、勇敢、坚强⋯⋯即使是人的劣
性，也是以批判的形式出现。阅读最大
的功能是培育德行，就是美德。具有德
行的人，常常具有敬畏感，敬畏天命，
敬畏规则，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
法律⋯⋯他们断然不会将一己之欲，超
越在公序良俗之上，凌驾在法律制度之
上。

这种养成有时是天生的，但是很大
程度是依靠外界的约束和培养，如信
仰、家庭、榜样等，无疑阅读是很重要
的途径。伊塔洛·卡尔维诺，这个世界
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关于阅读对德行
作用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种青少年的
阅读，可能 （也许同时） 具有形成性格
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
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
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
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
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
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差
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
那本书。

或许梭罗的话更为直接：“一本真
正的好书教给我的远不止阅读它，我必
须将它放在一边，然后按照它来生活。
我始于阅读，终于行动。”这或许就是
阅读的价值和本质。当我们在书中经常
遇到善良的人，我们就会慢慢成为善良
的人；当我们在书中常常遇到正直的
人，我们也就变成了正直的人。我们的
阅读是为了塑造自我的世界和行为方
式。爱读书的人自然是“腹有诗书气自
华”，这气，当然不是“戾气”，而是底
气 、 和 气 、 锐 气 、 才 气 、 志 气 ⋯⋯

（作者系上海市三林东校党支部书记）

阅读阅读：：
““戾气戾气””的消除剂的消除剂

郑钢

我买书没什么原则，完全看心
情。觉得顺眼的，我会买；觉得最
近可能用得上的，我也会买。这样
买来买去，一年从网上书店以及实
体书店买回的新书，少说也在百本
以上。

新书买回家，总得找地方放。
放哪里？当然是放书柜，可我家书
房也就两个书柜，已经放得满满的，
早已没有新书的立足之地。所以，
新书买回来，我第一件事不是看新
书，而是挖空心思给新书挪地方。

哪些书应该给新书挪地方呢？
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好在两个书
柜加起来也就 400 来本书，所以每
次挪位，我都会花上半个小时，把
书柜里的书从上到下、从头到尾扫
视一遍，快速的回忆一下每本书的
内容，相当于把书柜里的书都复习
一遍，最后才把最有可能不会再看
的书拿出来。

拿着即将被淘汰的书，一开始

我 有 些 伤 感 ， 总 会 想 到 一 句 诗 ，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
上”。后来觉得做人不能太消极，
更不应该无病呻吟，就想到了“新
陈代谢”这个充满生机的词，仅仅
换了一个词，突然觉得心情开朗了
很多。

对于书房，除了每隔一段时间
需 要 “ 新 陈 代 谢 ”， 为 新 书 挪 地
方，我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与记
忆，不过我的一些朋友倒是对我的
书房很有感觉。记得有一位做生意
的朋友来我家，就特别对我的书房
提出了批评：“你的书房怎么这么
小，书怎么这么少，亏你还是个写
过书的人。我一个大老粗，书房都
比你大，收藏的书都比你多。”我
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地笑一笑，心
想：我们能比吗？我的书是给自己
看的，够看就行了；你的书是给别
人看的，当然是越多越气派。

不过，并非每一位朋友的感觉

都是负面的，正面评价的也不少。
最近，有一位专门写书的作家朋友
光临我家，就对我的书房大加赞叹：

“在深圳这地方，能有这样一间舒适
的书房真是太不简单了，我就是有三
个书房加起来也比不上你一个书房值
钱，你当年选择来深圳真是来对
了。”听了这位作家朋友的话，我同
样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内地有三套
房，在当地是富人阶层；我在深圳只
有一套，最多也就属于中产阶层，
这能有可比性吗？

“仁者见仁，智在见智。”同样
一个书房，在不同人的眼里，感觉
完全不一样。不管别人对我的书房
感觉如何，我自己的感觉始终如
一。没有值得宣扬的传奇，没有值
得炫耀的地方。我的书房如同我的
生活一样平淡。可是，平平淡淡才
是真。

（作者单位：深圳市罗湖区凤
光小学）

我为新书挪地方我为新书挪地方
唐玲昆

我与书房

报眼态度

最新书事

本报讯 （杨洋） 教育科学出版社近
日在京举办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 100
周年暨 《给教师的建议》 出版 38 周年
阅读分享会。教育专家、校长代表、一
线教师、教研员等100余人与会。

作为苏霍姆林斯基系列图书的出
版策划人，教育科学出版社综合编辑
部主任祖晶讲述了 《给教师的建议》
这部教育经典著作的出版历程和重要
影响。《给教师的建议》 由教育科学出
版社于 1980 年首次出版，该书选择了

苏霍姆林斯基原著 《给教师的 100 条
建议》 的精华部分，另从他的其他著
作里挑选了符合我国国情和教师阅读
需要的精彩条目改编而成。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全国比较教育学会苏霍姆
林斯基研究会会长肖甦带领读者走进
苏霍姆林斯基“活的教育学”，从“鲜
活的人”“鲜活理论和实践鲜活”“教
育的活水常读常新”“鲜活的生命力超
越时空”四方面解读了苏霍姆林斯基
的教育思想。

教科社举办教科社举办《《给教师的建议给教师的建议》》阅读分享会阅读分享会

本报讯 （于丽楠） 既能阅读，也可
以喝咖啡、看电影，还能举行小型会议
或沙龙。10 月 17 日，在大连海事大学
的心海湖畔，“湖畔书屋”正式投入运
营。该书屋将为大学师生提供精致的文
化交流场所，也为周边市民提供全新的
文化体验空间。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
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近
年来，大连海事大学不断打造“书香校

园”文化建设，营造读书氛围。据大连
海事大学出版社社长徐华东介绍，湖畔
书屋是集阅读、文化沙龙和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多业态、多元化的新型书店，在
为高校服务的同时，也成为高校连接社
会的桥梁，既根植于大学，又能融入社
会、融入城市文化空间，积极营造“书
香校园”和“全民阅读”的文化氛围，
努力为师生及市民打造精神文化乐园和
心灵绿地。

大连海事大学开了家大连海事大学开了家““湖畔书屋湖畔书屋””

苏霍姆林斯基与中国教师②

苏霍姆林斯基
用过的打字机、地
球仪等教具。

张丽 摄

图为苏霍
姆林斯基工作
过的帕夫雷什
中学教学楼。

张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