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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是20世纪我国伟大
的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
家和编辑出版家，是中国现代
文化教育一代宗师。20世纪中
国社会，风云激荡，革故鼎
新。叶圣陶积极投身时代激
流，以深厚国学根底、广阔文
化视野和现代教育理念，躬身
文化教育工作70余载，深思慎
取，博采众长，总结、提炼和
积淀出包括语文教育思想在内
的颇为珍贵的教育思想；要准
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叶圣陶语文
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则应该
将之置放于其教育思想的视域
内予以重新发现和辩证考量。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总纲，
即“为人生”的教育本质观。
中小学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成
长和终身发展，为学生一生发
展奠基。这是叶圣陶一以贯之
的教育思想。一个世纪前，刚
走上教坛不久的叶圣陶就多次
疾呼：“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
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
确的人生观的根基。”“学校教
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
确的人生观，因而不能不注意
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后来又多
次提出：“如果我当中学教师，
决 不 将 我 的 行 业 叫 作 ‘ 教
书’，……却要使学生能做人，
能做事，成为合格的公民。”正
是这一着眼于人生和人的发展
思想，使叶圣陶教育思想根本
区别于传统教育观念，从而获
得了鲜明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跃上了20世纪那个时代的思想
潮头。从这一总纲出发，叶圣
陶在知识与生活、学科教学与
教育目标、教学过程与教学方
法、教师师表风范、现代语文
教育等一系列领域，提出了诸
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其要旨可
概括为：“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
习惯”的素质教育观，“教是为
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学哲学
观，“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
样”的学生主体观，“德育总跟
智育、体育结合在一起”的全
面发展观，“国文是生活工具，
也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的
语文教学观，“教育工作者的全
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的师表
风范观等等。

以上诸观点绝不是支离破
碎寻章摘句的只言片语，而是
叶圣陶在实践基础上长期思
考、孕育和积淀的思想结晶，
犹如珍珠般反复不断地闪烁于
叶圣陶浩瀚的教育文字中，贯
穿这些珍珠的正是“教育为人
生”这一思想红线；在我们的
研究中，叶圣陶语文教育观也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予以诠
释和融会。我们认为，叶圣陶
语文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

国文教学有其独当之任。
1940年8月，叶圣陶在《国文
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一文
中，阐述了对于国文教学的两
个基本观念。“第一，国文是语
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
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
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
的含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
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
等于教学文学。”叶圣陶认为，

“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
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
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
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
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
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
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叶圣
陶在此阐述了国文教学作为一
门学科的独立价值，即要为一
辈子的阅读写作打好基础。

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
科。1922年1月，叶圣陶发表
《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深
刻分析当时小学国文教学“不
以儿童本位为出发点”“不明白
国文教授之真作用”两大病
根，明确指出：“第一，须认定
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

“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
的心灵的学科。……学童所以
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
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炼情思，
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
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握不
住之苦。”1923年，叶圣陶在
他撰写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
语课程纲要》中，把“使学生
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有研
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列为四项
目标中的两项。叶圣陶对语文
教学的这一深刻认识，同他对
教育的本质认识完全一致，
即：“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
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
民。”国文教学关注学生的心灵
发展，也即关注人的精神和思
想发育，关注人的自身发展。

国文教学必须抛弃旧式教
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

1942年8月，叶圣陶在《国文杂
志》发刊词中，对国文教学承袭
旧式教育传统提出激烈批判：

“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
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
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
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
处；……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
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
功名，……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
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
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
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
不管。”叶圣陶鲜明提出，语文
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是“养成
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
生活的普通公民”。既反映出对
语文学科属性的准确认识，又体
现了对现代教育目的和价值的深
切把握。

固本培根、科学有效的阅读
和写作教学观。阅读观：通过文
字桥梁，把握意义情味。叶圣陶
认为，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双向交
流的过程，也是读者通过文字走
进作者心灵的复杂心理过程。叶
圣陶主张的阅读教学方法主要是
鉴赏、想象、涵泳、揣摩、讨
论、吟诵，在亲近文字的阅读过
程中，不断培养和训练语感。应
该说，这些方法是承继了传统语
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是符合汉语
文学习规律的经验之谈。

作文观：修辞立其诚。“诚”
是叶圣陶一以贯之的做人准则。
作文贵在“立诚”也是叶圣陶重
要的作文教学思想。叶圣陶的作
文“立诚论”，继承了中国传统
文化“忠恕”“诚敬”的思想精
华，更为注重从生活这一本源去
汲取营养，增加阅历，磨炼情
思，去培植求真、立诚的根本，
把写作和做人完美地统一了起
来。

叶圣陶对语文教育的理解如
此深刻而全面，不是偶然的。幼
时苦读经典的五年，为叶圣陶打
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几十年躬
身从事大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实
践，使他对语文教育积累了许多
切身经验；长期编辑中小学语文
教材，多了一份别人所没有的透
视语文的“视角”，尤其是，叶
圣陶具有丰富的文学创作成功体
验，这无疑使他对汉语文特点和
规律有着独到而深刻的把握和领
悟。

我们期待，在叶圣陶语文旗
帜下重新集结，接续以叶圣陶为
代表的前辈们开创的现代语文教
育传统，守正笃实，传承创新，
让母语的魅力和诗意在语文教育
中尽情彰显，让语文原野成为师
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本文摘选自《语文的旗帜——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
研究》导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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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不叫她“周春梅”，总
是习惯于称她“仙女”。用“仙女”
称呼她，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她不
喜欢无聊的社交，拒绝一切文不对
题的聚会；她沉浸在单纯而理想的
天地里，对一般人追逐的所谓虚荣
毫无兴趣；她可以整个暑假不怎么
下楼，菜包子、馒头足矣……她的
生活中似乎只有三件事，就是读
书、教书、写书，她默默地把自己
和书关在了一起。

2008年9月，我调入南师附中
的第一个晚上，在楼梯口遇见王栋
生老师。他问我：“你喜欢读什么？
一年读多少本？”我有些胆怯，说不
出话。他说：“附中语文组是一个读
书人聚集的地方，周春梅每年读50
多本，倪峰藏书估计过万，王雷
……”那个夜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
迹，“周春梅每年读50多本”成为
我用来励志的话语，从此便过上了
不可救药的购书、藏书、读书生
活。然而，任我怎么读书，即使汗
流浃背，也达不到周春梅的“仙
人”境界。

最近，她又连出两本书，一本
是诗集《我有一把精致的骨头》，一
本便是《教师的书桌：从阅读抵达
教 学》（以 下 简 称 《教 师 的 书
桌》）。读完《教师的书桌》，我终
于明白她能成为“仙女”的缘由
了，她分明拥有“一把精致的骨
头”。曾经，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评选
全人教育奖，制片人让我谈谈对周
春梅的印象，我脱口而出：“她是一
棵树，一棵在荒野中站立的树。”独
立苍茫，自由生长，但这些感觉似
乎无法与“精致”关联。我反复翻
阅《教师的书桌》，最终发现她的精
致只是外显的气质，其内心却是广
大而深沉。在这本书里，我看见了

芜杂、矛盾、撕裂的生活，看见了
混沌、复杂、错位的社会，感受到
了绝望与希望、禁锢与突围、冷漠
与温暖，大地上的故事被映射为经
典文学故事和形象。读她的文字，
我仿佛看见一粒石子被扔进河流，
月亮泛起晶莹的光，水面上一片辉
煌。所有的文字，似乎都是诗意的
抵达，点醒了无数粒本已沉睡的种
子，激起我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这让我想起王昌龄的“诗有五
趣向”：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
闲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教师
的书桌》似乎是“五趣联盟”，这本
书过滤了世俗的浅见和偏见，清一
色的“仙女式”的个性思考。王昌
龄以曹子建诗“从军度函谷，驱马
过西京”解“高格”，以应玚诗

“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解
“古雅”，以陶渊明诗“众鸟欣有
托，吾亦爱吾庐”解“闲逸”，以谢
灵运诗“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
晖”解“幽深”，以郭景纯诗“放情
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解“神仙”，

然而，仅以此形容《教师的书桌》，似
乎又忽视了其对所谓“现代性”的批
判与沉思。

周春梅不是一个困守在信息茧房
中的无聊者，她不会过多关注冗余信
息，甚至不怎么用微信，她有自己的
判断标准和选择原则。她将自己对现
代生活的观察和思考高度浓缩，化为
一句句直击人心的话。

“再发达的信息系统，也覆盖不了
心灵中那些隐秘的角落，而决定命运
的那些本质的品质与情感，永远躲藏
在技术所不能抵达的深处。”（《如果
欧也妮有电话》）

“在人们沉迷于大数据分析的今
天，思考一下人类文明进步根本的衡
量标准是什么，人类究竟该往哪里
去，应该不是痴人说梦与杞人忧天。”
（《欲望之城》）

就像这样，周春梅读着 《欧也
妮·葛朗台》《看不见的城市》，想到
的却是接近“后人类时代”的人们的
精神困境。一本本书，一个个人，排
着浩荡的仪仗队向我们走来。生活中

的她，或许没有如常人一样上楼下
楼，但她的文字和思想却始终关联着
大地，连接着人类。她不是一个妄谈

“诗意栖居”的虚情假意者，而是提纯
生活的真诗人，她的骨子里活跃着求
真的因子。

很久没有读到如 《教师的书桌》
一样的文字了，这本书中你看不到匠
气，更闻不到腐气，感受更多的是追
逐自由的气息。周春梅曾说，她长期
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精神世界。因
此，我看到了 《第六病室》《伤逝》
《爱与黑暗的世界》，读到了庄子、鲁
迅、卡夫卡、尼采……而这一切都为
自由增添了阳光的味道。我在这里感
受到有温度的爱，感受到生存的勇
气，毕竟真正的文学是让人“活”，而
不是让人“死”。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阅读抵达
教学”，而全书却极少提到“教学”，
这与她之前的《讲台上方的星空》截
然不同。然而，我们分明能感受到：
她已经抵达了教学，而且抵达其深
处。她曾说，与其大谈读书的重要
性，不如将经典带到学生的面前。阅
读量如此之“巨”的她，自然可以轻
松驾驭课堂，所谓深度阅读便也自然
而然了。

我无法形容阅读 《教师的书桌》
的真正感受，也无法对其中的敏感、
悲悯、深刻因素做出评判，只是想起
了一首诗：

我没有战斗，谁也不配我去斗。
我爱过大自然，然后还有艺术。
伸出双手烤着生命给我的火焰。
我得到温暖，她熄灭，我熄灭。
每一届学生都会说：“能成为周春

梅的学生，是幸福的！”这也是我和很
多同事想说的，因为她拥有一把不同
寻常的“精致的骨头”。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棵在荒野中站立的树
——读《教师的书桌：从阅读抵达教学》

张小兵

《教师的书桌：从阅读抵达教学》
周春梅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育民生论》
作为教育民生论研究的系统性著作，既
是对教育民生思想和理论的系统梳理和
提炼，也是对教育民生政策和实践发展
的理论概括。

该书推动教育民生这一概念融入教
育学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作者运用历
史发生学方法聚焦教育民生的客观存
在，澄清了教育民生形成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认为教育民生需
要从教育与民生的融合视角进行理解，
提出教育民生包括教育民生保障、教育
民生功能以及教育民生压力纾解等三重
内涵。就其关系而言，三者之间的梯次
结构需要形成一个优先顺序，以此建立
一种合乎教育民生需求的良序结构。基
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教育民生保障应
当处于重中之重的优先地位；同时，教
育民生压力纾解起源并存在于教育民生
保障机制和教育民生功能实现之中，需

要从教育民生保障机制的完善和教育民
生功能的实现当中寻求教育民生压力纾
解的路径，唯此，人民群众在教育方面
的获得感才能够与日俱增，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才能渐趋实现。

作者基于教育与人的生活之间关系
的形态和性质变化的认识历程，将教育
民生论的历史发生与演变概括为教化取
向、功力取向、人本取向和发展取向四
种类型，从历史比较中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对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教
育民生论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探索
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教育民生主
体论、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宗旨
的教育民生目的论、以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为根本途径的教育民生实践论、
以国家担当与依靠人民相结合的教育民
生建设论，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和特色
的教育民生论的基本架构。

本书对新时代教育民生建设具有很

强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指导性。通过比
较发现西方教育福利制度不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其固有的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我国教育民生保障机制则
是对原有制度的超越和补位，更加凸显
政府在与每个人切身利益有关的教育问
题中的主导职能，是教育公平的底线、
社会公平的基本屏障。在此基础之上，
论及教育民生具有更加积极和能动的功
能，包括教育促进人的素质能力的发
展，让每个人都有实现人生出彩的机
会，并在改善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
时，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和品
位，创造并享受美好生活。

作为以上两重内涵的衍生层面，教
育民生压力纾解论研究提出，教育民生
压力产生于教育的出口、过程和结果的
各个阶段，表现为体制型、资源型、精
神型等多种类型，需要通过科学定位、
精准研判、重构教育体系与教育体制机

制、化压力为动力以增进教育民生福祉，
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本书还结
合省域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三个
政策案例，具体阐释了教育民生保障作为

“保障网”、教育民生功能作为“圆梦
梯”、教育民生压力纾解作为“解压阀”
的实践路径。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
教授）

教育民生的理论之维与实践之径
——评《教育民生论》

高原

作为中央媒体的资深编辑，陈香似
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能阅读到量
大、范围广、水准高的童书，能发表近
百篇儿童文学评论文章也属理所应当。
然而，对于陈香而言，每一篇评论都是
对自己思辨能力的不断挑战和提升，必
须严谨、细致，因为她面对的是国内外
不同层次的读者、作者和研究者。近二
十年来，她以娇柔而坚韧的身心，担负
着儿童文学的传播使命，行走于各大课
题研究中心、各大奖项评选、各类多级
阅读书目的推荐中间，于作家，于读
者，于家长，用专业而敏锐的思维、犀
利而温和的笔锋，对儿童文学的出版、
创作、推广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这本《喧嚣之下：新世纪中国儿童
文学的价值支撑》，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本书涵盖了“儿童小说批评、
童话批评、图画书批评”三大专辑，并
在附录中安排了她的对谈文章——名家
的文学观与创作历程。曹文轩、黄蓓
佳、金波、秦文君、方卫平等一批有影
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评论家位列
其中，让读者在品读精湛评论中，知悉
新世纪中国众多一流的童书出版与传播
信息，并从优秀作家中汲取更为重要的

文学、成长资料，为读者打开更为宽广的
学习视野。在附录中，作者还推荐了20
年20本精华书，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好
书，也让更多的好书与更多读者结缘。

陈香认为：“批评是一种学术探
究，一种价值判断，但同时也是一种创
作，是批评家个性化的审美表达。”
近20年儿童文学批评的实践，让她具
备了一双慧眼，能在第一时间，从种类
繁多的文本中抽取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光
芒，并将这些光芒发散出去。有时，她
不仅评述作品，还要评述作家以及作家
的生活环境，用自己的审美和思辨，很
有分寸地将三者合一的具有代表性、典
型性的精神内核推介到读者面前。书
中，陈香呼吁作家深入儿童现实生活，对
新时期童年生命状态的理想主题形象进
行绘声绘色的描摹，给出有儿童生命本
质性的表达和经验。她认为“中国的儿
童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史”，即

“与西方儿童文学以幻想为基本发展脉
络不同的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
起，就有一个鲜明的总体特色贯穿始终，
那就是儿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在琳琅满目的儿童小说中，陈香用
独特而新颖的眼光精选出曹文轩、薛

涛、秦文君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部分
优质书籍，并用真诚而美好的语言分享
给读者。她认为，从2016年曹文轩荣
获国际安徒生奖之后创作的新小说系列
属于带有“寓言美学”的跨越，是“寓
言体的现实主义书写”。这一评论观念
的提出，令读者和研究者眼前一亮。她
欣赏曹文轩“真正的作家不会被自己的

‘舒适区’束缚”的观点，认为《蝙蝠
香》《穿堂风》《寻找一只鸟》《草鞋
湾》《萤王》《疯狗浪》《没有街道的城
市》等新小说，是曹文轩构建了一种有
关人生、有关人性、有关恒常的人类境
遇象征，讲述生命与生俱来的磨难与崇
高、梦想与抗争，将浓重的生命体验、
美感与哲思注入其中，从更广阔的层面
给出儿童文学的审美观照和人文内涵。
陈香用“有情的生灵万物，悲悯的山河
大地”描述薛涛的浪漫主义写作，欣赏
他用别开生面的《猫冬记》，体现出童
话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交错，散发出洞彻
人生的力量，并以此启发人类重拾对世
间万物的尊重和真心。

在童话批评中，陈香认为：“童话
是诗的典范，一切诗意的都必须是童话
般的。童话中充满想象和梦幻的世界，

正是突破现实世界的羁绊，从意识的表
层世界进入到潜意识的深层世界。”如在
《小湖刚刚好》中，赞赏小河丁丁对理想
生命状态的坚持与守望，呼唤在人与物
之间重新发现和激荡的内心之美。在
《永远玩具店》中，欣赏葛竞以“过去、
现在、未来”时间的递变为依托，给幻
想世界和创造幻想的意境提供了哲学层
次的内涵。

面对五彩缤纷的图画书，陈香认为
“图画书是儿童阅读经验中不可缺少的一
环，对儿童的想象力、情感和态度、社会性
发展，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并在原创图画书创作和知识性图画
书的文字表达中，从“图文配合、叙事节
奏、创意构思”等多方面，通过对《好饿的
毛毛虫》《猜猜我有多爱你》《邀人跳舞的
小兽》《九千毫米的旅行》等图画书的解
析，阐明了图画书的发展与进步。

陈香的每一篇评论都是日积月累的
阅读与思考的结果，每每发布凝练的独
到见解的时候，又能旁征博引，让世界
文学大家，如阿尔贝特·施韦泽、卡尔
维诺、米兰·昆德拉、巴赫金等的经典
理论重现，让读者的阅读更为深广。

（作者系寿光世纪教育集团教师）

评论者个性化的审美表达
张冠秀

《教育民生论》 阮成武 著
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