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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惊诧于郭华老师新著的书
名——《教学的模样》，因为这个书
名太不像一本学术专著了，没了平常
印象中的工整严肃，反而闪烁着一
丝调皮的光芒，清新而亲切。作为
郭华老师的朋友，我心里不禁一阵
喜悦——郭老师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纯真善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说起
了大家喜欢听的话语，而那些喜欢听
的话语中已承载了一位资深教授对教
学的洞见。

教学的模样，一定是讨论教学应
该具有的模样，一个能够让孩子成为
创造美好未来的主人的模样。教学的
模样，是谁眼中的模样呢？

首先当然是孩子眼中的模样。
教学是教师的任务，是一所学校

的核心工作。在孩子眼中，教学是天
使的向往，是智者的豁然，是菜场的
烟火，是官衙的肃穆，是荒野的恐惧
……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去关
注自己的教学在孩子眼里的模样。这
种关注，如同对着一面镜子，看见自
己的形象、自己的语言、自己组织的
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感受。也许这种看
见，便自然地“让学生进入了课程”。

其次是教师与学生之外的观者眼
中的模样。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
不可分离的。没有了学生的“学”，
教师的“教”便失去了意义。因此，
教学的模样是我们师生间的课堂活动
所呈现出来的感觉。或融洽而生动，
或单调而乏味，或知识与乐趣共有，

或只成师生间的一段相煎。因为教与学
永远是统一的。讨论教学的模样，其实
就是讨论师生之间的关系。“教”的使
命始终是“孩子学得自觉”。

在讨论了“教学的模样”之后，郭
老师就如何实现好的教学模样，为一线
教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将这个过程
概括为“两次倒转”。作为在一线教学
近40年的小学数学教师，我深以为然。

教学的模样，本质上是教师的模样
加上知识的模样。知识的模样包含两个
组成部分：一个是终端的知识模样，即
知识的文字形成的静态模样；另一个是
知识在源头引起人类关注并思考抽象概
括表达的动态模样。教师的两次倒转便
是由静态的知识回到动态的知识中去，
然后由动态的知识回到静态的知识中
来。这样的知识便是“活”的知识，这
样的学习便是“深度学习”。“深”不是

“难”，所谓深入浅出，深到极处即是
浅。

教师由静态的终端知识倒回到知识
的源头去，这是教师的学科素养，而从
源头的关注出发，在极短时间内，帮助
孩子们经历这个从动态活动到静态文字
知识的获得过程，便是教师的教学素
养。第一次倒转是因为知识，第二次倒
转是因为学生。这两次倒转也为如何读
懂知识、如何读懂学生提供了操作指
导，对教师们的课堂教学建设、教学模
样的改善，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指导。郭
老师的原话是这样的：“教师明了教学
的内容与方向，但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
所学的内容（终端知识），而是从学生

现有的水平、经验以及发展的需要出发
（源头），采用多样而恰切的手段，精心
设计知识‘发现’的‘真实情境’，激
发、引导学生自觉的主动活动，使学生
能够作为认识主体通过‘发现’去建构
出人类已经知晓的知识。”

这两次倒转，说起来好像十分难
懂。打个比方，有个成语叫“流连忘
返”，何为流连？“从流下而忘反谓之
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上而
下，又从下而上，谓之流连。流连是一
种忘返的“模样”。

流连之相连，是否如同教学中的两
次倒转？

当教学的模样臻于美好时，孩子就
会乐此不疲。孩子的喜乐一定会带来教
师的成就感，这便有了好课的模样，这
样的模样一定会吸引教师们去追求，从
而有了“好课燎原”。

郭老师十分重视教研和师德的重要
性。这种重要性的认识，促使郭老师在
本书中，用比较重的分量去谈论教研与
教师的成长，去谈论师德所蕴含的师生
关系。

顾明远先生有一个关于教育的论
断，即孩子成长在活动中。其实教师也
是成长在活动中的，教研便是属于教师
的活动。郭老师作为一位大学学者，组
织参与过各种形式的研修活动，从而对
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教研员角色有了深刻
的认识，见证了“教研的力量”。

而师德，我们平常都把它当成了一
个比较虚的东西，郭老师则认为“谈师
德要结合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来谈，有些

所谓的师德问题其实是专业水平不高的
表现”。师德是很实在的，实在到把每
一节课上好。把课上好便是师德好的显
现，若一名教师课上不好，却说师德是
好的，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感谢郭老师的《教学的模样》所带
来的许多认识与思考。她希望以此书抛
砖引玉，去建设属于每一名教师个人的
教学的模样。而每一个好的教学的模样
都有着共同之处——给孩子以温暖、婉
约与亲切。

（作者系特级教师、浙江省金华师
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

《教学的模样》：温婉可亲的“模样”
俞正强

教师荐书

《文化治校的力量》（杜建国、李
志欣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一书
全面介绍了李志欣校长“零”作业
和“全学习”的理念，笔者读后有几
点感触与读者诸君分享。

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
教育工作者？

要有教育情怀。本书第一章名
为“教育，勇敢地迈向理想的那天”，
旗帜鲜明地指出，校长的责任和使
命就是为了“成就每一个人”，勇敢
扛起道德领导、学习领导、思想领导
和课程领导的责任。我们要为民族
计、为国家想、为未来谋、为学生急，
做一名有理想、有勇气、有责任、有
担当、坚持不懈的教育工作者。

要勇于探索。从第二章的
“零”作业到第三章的“全学习”，一
个是“零”，一个是“全”，一个是破，
一个是立。观点鲜明，主张明确，是
孜孜以求、探索不辍的体现。学校
发展中缺少的不是“诊断”，而是针
对性的“治疗”。我们应多从实践中
思考，从思考中研究，从研究中实
践，努力探索既能“顶天”，又能“立
地”，可操作、可落地、可达成的具体
措施。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
学校文化？

走向文化治校。“学校文化是学
校全体成员共同创造和经营的文
明、和谐、美好的生活方式。学校师
生共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会遵
守相同价值观，按照同样的规则行
事，这便是学校文化所发挥出的无
形的力量。”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
学校文化建设如何追寻“文明”这一
核心概念，从追寻“文明”的视角，探
寻学校文化如何在激发教师的使命
感上发挥作用。只有文化育人、将
文化植入人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
体现学校办学个性和办学特色，达
到文化治校的境界，才能唤醒教师
成长自觉，才能激发学生“内在的生
命运动”。

追寻人的改变。在本书第五章
中，作者明确指出了“使命”的重要
性。学校文化应充分利用“使命”对
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价值，用“使
命”激励，用“使命”挖潜，用“使命”
吸引，用“使命”凝聚，让教师理解、
接纳、认同学校文化，并内化为一种

“变革”的力量，激发教师自己成长
的欲望，点燃教师发展的希望，进而
带来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带来学
校育人方式的变革，带来学校教育
的变革。

我们在学校文化影响下
应该走向何方？

抬升学习标杆。成为一名优秀
教师的重要途径，就是向名师学习，
但有些年轻教师存在视野较窄、境
界较低、缺乏大目标的问题。他们
虽从不敢放松自己的修养，却从未
敢有成为名师的想法和念头。因
此，教师需要抬升学习标杆，树立
大目标，学习名师，见贤思齐。

养成学习自觉。我们要相信学
校文化的力量。文化治校为教师专
业发展提供了大舞台、大环境。我
们应尽可能地去读、去悟、去思，
尽可能带着这些理论去实践，去实
践中运用，去实践中验证，在实践
中提升，把学习变为自觉，让读书
成为常态，将优秀变成习惯。

选择课堂突围。课堂是教师实
践的阵地，是教师圆梦的地方。无
论是“零”作业还是“全学习”，
都为我们提供了努力的方向。无论
是课堂教学改革，还是自己的专业
阅读、专业写作，都是在文化治校
的大环境中，经历原有经验—整体
感知—理解内化—迁移运用的认知
过程，经历自主探究—自主表达—
自我领悟—自我提升的学习心理发
展过程，进而成为“有理性，更要
有诗性；有灵魂，更有诗和远方”
的教育理想的“守望者”和“播火
者”。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教
育科学研究中心）

学习之旅，成长之途
——读《文化治校的力量》有感

李玉民

尽管知道共情能让彼此理解，
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但人们还是
很难做到换位思考。由加拿大哲学
家、心理治疗师、作家唐纳德·J.罗
伯逊著，向朝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的《像罗马皇帝一样思考》一
书，试图深入一个高贵的灵魂，为读
者树立一个能够共情的榜样，让人
们从直面痛苦、德行完美的马可·奥
勒留身上学到真知灼见，进而在颠
沛流离的世俗生活中平顺度日。

《像罗马皇帝一样思考》一书
推崇的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思想。
今天我们能读到的该学派最具影响
力的作品，来自三个罗马帝国时代
的著名人物：塞涅卡的各种信件和
散文，爱比克泰德的《论说集》和
《手册》，以及马可的《沉思录》。斯
多葛学派认为，人首先是会思考的
生物，能够运用理性。虽然我们与
其他动物一样有许多共同的本能，
但是只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使我们成
为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支
配着我们的决定——斯多葛学派称
之为“支配能力”。它允许我们评估
自己的思想、感受和冲动，并决定它
们是好的还是坏的，健康的还是不
健康的。因此，我们有一种与生俱
来的使命，即保护我们的理性思考
及正确使用它的能力。当我们能理
性思考生命并理智地生活时，我们
就展现了智慧的美德。在某种程度
上，顺应自然的生活意味着开发了
我们天性里的智慧潜力，这也是我
们作为人类繁荣兴盛的意义所在。

作者认为，斯多葛学派可以让
我们找到生活的目的，懂得如何面
对逆境、克服愤怒、调节自我欲望，
并且体验健康的快乐源泉、耐心地
忍受痛苦和疾病，甚至面对死亡时
也能始终保持苏格拉底的从容。

这份从容来自哪里？斯多葛学
派的答案是人的理性。他们认为人
应该区分善恶，选择正确行动，承
受命运的结果；幸福生活不是追求
享乐，而是追求自然。在这个过程
之中，痛苦是必须承受的，任何人
都不应该逃避。所以，塞涅卡说：

“请记住，痛苦有着这样卓越的品
质，可以持续的痛苦一般都不严
重，而严重的痛苦一般都不持久。
应该勇敢地面对作用在我们身上的
那些无法避免的宇宙法则。”

作者特别选择斯多葛学派代表
人物马可·奥勒留作为榜样。马可
曾统治罗马长达二十年。他在位期
间，帝国遭受了瘟疫肆虐、内部叛
乱、边境战争等多种劫难。贵为帝
王，他有十三个孩子，却仅有四个
幸存，唯一的继承人孱弱愚钝难堪
重任，相濡以沫的妻子先他而去。

他没有被责任和不幸压垮，而是选
择用理性和美德指导自己的人生。
他留下的《沉思录》提供了一扇进
入他灵魂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一个
哲学家皇帝如何避免权势腐蚀，构
建自我的精神城堡，最终成功拥有

“清澈见底的川流”一般的人生。
作者让我们通过马可的哲学眼

光来看待生活，引导我们陪他一起
踏上征程，将斯多葛学派的智慧应
用到现代生活中的挑战，以及处理
琐碎的日常问题上。他还强调区分
我们不能改变和可以改变的事物，
让理性的行动追寻美德，最终可获
得真正的幸福。书中同时将斯多葛
学 派 哲 学 和 认 知 行 为 疗 法
（CBT）结合，告诉读者把它作为
一种生活哲学，通过日常实践就有
机会学习构建更大的情绪弹性，培
养道德和性格力量。

阅读此书，读者可以理解作者
采用这种共情写法的一片苦心，感
受到高深的哲学和日常平淡生活的
深度融合，体会到我们需要用这种智
慧来指引我们的各种选择。我们也
会理解为何权势、财富等外在的事物
对马可等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来说并
不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要抵御生
活的苦难和重负，关键是保持理性的
追求，拥有安宁的内心。

当我们学会像他一样思考，就
会懂得高贵的灵魂比任何命运都更
有力量。

（作者系本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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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模样》
郭华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名作家苏童回顾自己的成长
历程时，曾写过一篇颇有意趣的文
章，名曰《水缸里的文学》。文章
一开始，他就坚定地说：“我始终
认为，我的文学梦，最初是从一口
水缸里萌芽的。”

在苏童的儿童时代，家家户户
都没有自来水，只有水缸；水缸里
没有启人心智的书籍，但却有令一
个孩子亢奋的、神奇的河蚌。一般
孩子的河蚌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贫穷而善良的青年在河
边捡到一只被人丢弃的河蚌，他怜
惜地把它带回家，养在唯一的水缸
里。……那河蚌自然不是一只普通
的河蚌，蚌里住着人，是一个仙
女！也许是报知遇之恩，仙女每天
在青年外出劳作的时候从水缸里跳
出来，变成一个能干的女子，给青
年做好了饭菜放在桌上，然后回到
水缸钻进蚌里去。”

不少孩子都是听着类似的故事
长大的，但当苏童打开水缸盖时，
他的河蚌故事是这样的：

“河蚌在缸底打开，那个仙女从
蚌壳里钻出来，一开始像一颗珍珠
那么大，在水缸里上升，上升，渐渐
变大，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
规仙女的模样了。然后是一个动人
而实惠的细节，那仙女直奔我家的
八仙桌，简单清扫一下，她开始往来
于桌子和水缸之间，从水里搬出一
盘盘美味佳肴，一盘鸡，一盘鸭，一
盘炒猪肝，还有一大碗酱汁四溢香
喷喷的红烧肉！（仙女的菜肴中没有
鱼，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鱼。）”

接下来，苏童强调说，“很显
然，凝视水缸是我最早的阅读方
式，也是我至今最怀念的阅读方
式”，“原本是应该阅读书籍的，但
是身边没有多少适合少年儿童的
书”，“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格
外好奇”。这种凝视水缸的阅读，
发展了想象力与智力，他总结说：

“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写作生
活中重复那个揭开水缸的动作。”

如果我们把一个孩子凝视水缸看
作阅读，那么那个民间流传的普遍的
河蚌仙女的故事就是一般化的阅读，
一般化的阅读与苏童的阅读有何不同
呢？将这两个很近似的“河蚌仙女”
的故事相对比，作考察，我们不难发
现，在苏童的阅读里，实际上发生了
三件重要的事情。

其一，优质阅读里要有自己的创
造与建构。优质阅读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看一看、瞅一瞅，获取一些信息，
而是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有自
我的生命扩散。对比前后两个“河蚌
仙女”的故事，我们看到少年苏童在
原“文本”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创
造与建构。前者仙女的形象混沌模
糊，后者细节丰富生动：河蚌仙女有
了由小而大、逐步生长的具体过程，
这个过程将仙女的神奇与美妙展示了
出来。仙女从原作中“活生生”地长
出来了，形象摇曳生姿，具体可感，神
妙非常。在苏童的阅读中，仙女还做
出具体的、可感可知的饭菜——“一盘
鸡，一盘鸭，一盘炒猪肝，还有一大
碗酱汁四溢香喷喷的红烧肉”。我们
不难想见，在他所处的那个物质匮乏
的时代，这些具体的菜肴，对人们具
有多么巨大的“感染力”与“征服
力”，而且是“从水里搬出”，离奇神
妙。

在优质的阅读中，真切可感的细
节创造让整个阅读枝叶婆娑，簌簌而
动，但在我们日常一般化的阅读中，
常常光影全息，匆匆而过，我们似乎
已经没有能力“慢”下来。笼而统
之，面目模糊，就谈不上有对人真正
助益的成长。阅读里缺失了内在成
长，只是最基本信息的获取，阅读与
人便都会暗淡无光，原地踏步。

其二，优质阅读里很重要的是与
己关联。我们一般的“阅读”不强调

“与己相关”，大多都是指向“自己之

外”的内容。例如，如若我们阅读民
间流传的那个河蚌仙女故事，常常会
在这些问题上停留：故事里有个怎样
的青年？是谁帮助了青年？仙女是怎
么帮助那个青年的？……我们最喜欢
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故事说明了什
么”。似乎我们一旦获得一个流行
的、普遍的道德意义上的“启示”，
我们的阅读便大获成功。似乎所有的
问题，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准备
的。读完一个故事，只有大家一起获
得一个稳固的、既定的、常规的“结
论”，我们心里才踏实，阅读仿佛由
此才获得了意义，但我们却很少关注
一个文本在与每位读者生命相遇的过
程中，开出怎样琳琅满目的花。

我们看到，民间故事版的河蚌故
事与童年时代的苏童相遇后，这个故
事在苏童的阅读中明显地开始“我
化”。例如，“那仙女直奔我家的八仙
桌，简单清扫一下，她开始往来于桌
子和水缸之间”。故事里是“我”的
家，是“我”家的八仙桌，是往来于

“我”家的桌子和水缸之间，是为
“我”传递菜肴，仙女所有端出来的
菜肴，都是“我”喜欢的，而“我”
不喜欢的，仙女都没有准备。我们清
晰地看到读者苏童与这个故事的自我
关联，这个故事与“我”内在的生命
体验自然高度地交融在一起，作品与
读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私人关系。我们
似乎可以说这个河蚌仙女的故事已经

“苏童化”了。阅读，在这样自然而
然的“我化”中，作品的价值才能得
以显现，人也才能获得发展。这样的
阅读，作品与读者都会有比较大的获
益。

其三，优质阅读里会有新的迈进
与到达。阅读是因为“遇见”，所以
生成，是将读过的部分在不知不觉中
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进而伴随着读者
诞生新的出发与抵达。苏童说：“我
们家家都有水缸，一只水缸足以让一
个孩子的梦想在其中畅游，像一条

鱼。孩子眼里的世界与孩子身体一样
有待发育，现实是未知的，如同未来
一样，刺激想象，刺激智力，我感激
那只水缸对我的刺激。”所谓“眼里
的世界”恰恰是人内心的世界，这是
一个人与身体标志同样重要的标志，
甚至是比身体标志还重要的生命标
志。从更内在的意义上讲，阅读就是
为了发育，尤其是人文阅读的价值与
意义就在于此。无诞生、无发育的阅
读，还够不上优质。我们的内心是否
得以发育，是我们考量一种阅读是否
优质重要的一个维度。

作为一位阅读者，作为一名教育
者，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阅读过程
中，我们发育了孩子们什么样的内心
世界；在孩子们内心发育的过程中，
我们充当了怎样的角色。我们是否帮
助他们“畅游其间”，我们是在帮助
他们畅游于“水缸”，还是一次次带
着成年人既有的“判断”有意识或无
意识地击碎了他们畅游的“水缸”。
如果孩子们的世界越来越窄化、越来
越封闭、越来越世俗成功化，或许就
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阅读出了问
题。忽视甚至无视孩子们的内心发
育，一味按照社会既定成功标准行
事，这样的意识与观念，也同样深入
地影响着我们的阅读。

优质阅读里必有自己的纵身一
跃。阅读表面上是书对人的事情，
书似乎还隐约占据上风，其实在优质
阅读里考量的都是我们自己。苏童最
后总结说：“从一只水缸看不见人
生，却可以看见那只河蚌，从河蚌里
看不见钻出蚌壳的仙女，却可以看见
奇迹的光芒。”“看见奇迹的光芒”就
是读者自己的纵身一跃。当然，不是
每个人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但
不容置疑的是，我们的人生也同样需
要光彩与亮度。

（作者连中国单位系北京教科
院，邱俊单位系陕西省安康市教学研
究室）

苏童告诉我们提升阅读重要的三件事——

优质阅读里
必有自己的纵必有自己的纵身一跃身一跃

连中国 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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