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3日 星期三

09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白弋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读书周刊

互动话题：您怎么看待阅读与写作？您在读写教育方面有什
么样的探索、实践和思考？（详见6月26日《中国教育报》第九版）

张传德

从事教育是一场缘，乡村教育这 34 年，读写又是我的缘
中缘。

年少时，多与树木、庄稼、牛羊为伍，并与饥饿寒冷作对，
因此倍加珍惜读书的时光，凡带字的纸片从不放过，讲故事、
听评书的地方也是恋足之地。读得多了，就有表达的欲望，于
是小学时就借助作文课表达自己的所闻所见。初中时，即便
是带的煎饼长出黄绿的毛也舍不得扔，攒钱买了一本让我泪
流满面的《高山下的花环》，因为这是我们五莲老乡写的书。
中考时我就想，如果当了老师，就可以一辈子与书作伴，畅游
书海，于是报考了中师。

中师三年，为了接近并借阅更多的书，我就和图书室的匡
老师套近乎，帮他义务管理图书。三年期间，我精读了一百余
本书，做了六本厚厚的读书笔记。其间，正是新诗狂潮的时
代，在语文老师夏德明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了文学创作。
毕业后，好多同学设法留在城里，我带了积攒的十几本书毅
然回到故乡，开启了漫长的教书生涯。因为，那时的农村依
然没有书读，讲台上站立的多是民办教师，我只想让更多的孩
子走出大山，看到山外书内的风景。

喜欢读写的我，选择与学生同读共写，成立了以我班级为
基础的文学社——小丫丫文学社。为了写好作文，我和学生
一遍遍修改，不厌其烦。为了解决没有作文选的窘迫，我把优
秀作文抄写好贴在教室的后墙上。为了投稿，我天天跑邮局，
一个月那百余元的工资变成无数次 8 分钱的邮资，还利用暑
假跑到济南的《当代小学生》编辑部，350 公里的长途投稿历
程感动了编辑，投稿的大门终于开启了，而后一发不可收。

文学社成长了，由当初的小丫丫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但
我没想就此止步乘凉，而是想栽种一片森林，要不断壮大文学
社的队伍，惠及更多的师生。我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老师，探
讨作文教学方法，成立了校级文学社。2016 年，县教育局决
定以我的名字成立工作室，引领全县的读写教学，县域内的文
学社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

我深知，前有高山仰止式的大师，后有生机勃发的后起之
秀，我更需要老骥伏枥，策马奋蹄。于是，天南海北去取经成
了我教育生涯的常态，在不断地学习锤炼中，找到了个人专业
发展的契合点、融洽处、发展源。我和师生一起研读那些有字
无字之书，架设那些读写过渡之桥，广铺诸多写作之路，在这
一场马拉松式的引领赛跑中，我与师生同行。

首先引领孩子，做擦亮星星的人。我把读写的土办法归
纳出实用的“金十条”：回归自然找素材，亲身实践得真知，个
性化作文模式让学生有章可循，利用网络建群搭建读写互动
桥梁，给报刊做读写专栏让更多的孩子受益，让学生参与课题
研究提升语文素养，让文学家的故事激发读写兴趣，范文写作
来个投石问路，赏评作文要阳光修改并力戒评语假大空，让教
育活动成为读写生活化的重要载体。

在我看来，把语文教学放到一个开放的、广阔的环境中，
放飞孩子们的身心，让他们自由又有目的地去观察、实践、探
索、体验、感悟和表达。这样，他们的语文积累和感悟才会厚
重，他们在表达时才会有真情实感，痛快淋漓，写作才是一种
享受，作文也才有生命力。

其次引领教师，让教师们专业发展有精准的朝向。我以读
写讲座为桥梁，构筑读写小天地，不仅引荐教师们外出倾听专家
讲座，还自己作读写讲座，发动教师们写教育叙事、随笔、论文。
我们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作品评选，展示教师的读写成果，还开展
经典诵读、作家进校园、诗词大会、国庆拉歌、元旦赛诗等活动，
让读写教育有了深度、广度和亮度，营造了良好教育生态。

读写是润泽生命的重要活动，读写并蒂，生命提质，一个
人的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师生均不例外。我在读写苑里，
是种花人、赏花人，这是多么富足惬意的事啊！

（作者系山东省五莲县街头镇中心小学语文教师）

读写苑里看花开

刘莘

《游叙弗伦》 是柏拉图的一篇早期对
话录，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朋友游叙弗伦的
一次简短对话。对话的起因是，游叙弗伦
的父亲失手杀了人，他认为应该揭发和控
告父亲。游叙弗伦的理由是：一个虔诚的
人就是要做神喜欢的事情。苏格拉底却指
出，诸神之间经常有争吵，而且他们在是
非、善恶问题上也会有分歧。于是，游叙
弗伦就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变得无所适
从：当权威之间相冲突时，到底该听谁的
呢？游叙弗伦代表大多数人的思维水准：
做一个正直善良之人，就是做一个服从权
威的人。

无独有偶，阅读 《论语》，从比苏格
拉底略早的孔子师徒的言行中，也能看到
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的光辉。孔子在周游
列国期间，与楚国北部的一位强人统治者
叶公有一番对话。叶公在孔子面前吹嘘他
的政绩，说在他的治下，正直的老百姓都
能明辨是非，即使是父亲偷了羊，儿子也
要出来揭发，这种思维很像柏拉图笔下的
游叙弗伦。信奉“刚毅木讷近仁”的孔子
很可能在听了叶公的自我标榜后笑而不
语。孔子只是说，鲁国人的做法不同，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尽
管孔子与苏格拉底关注的核心话题有差
别，但他们都认为，理性精神绝不会将是
非之标准等同于权威之好恶。

谈到思辨性阅读，当新课标提出要培
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时，教师要
引导学生反思，使“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的人类理性精神，从未成年人的自我
意识中生长出来，并演化成独立见解和积
极人生的最终权威。

特别是在今天人工智能时代，怎样强
调基于人的主体地位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
神都不过分。一个简单朴素的信念是：在
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人不能越来越像
机器。让我们以 《卧底机器人》 为例，来
看看这个朴素信念有怎样的理性依据，并
以这本书为例，来探讨思辨性阅读教学该
怎样展开。

《卧底机器人》 的故事背景是，五个
机器人分布在人类社会，哪一款机器人最
后通过了图灵测试，它的研发团队将获得
一亿美元资金。这就要求机器人要具备非
常类似于人的情感、认知和意愿能力。是
的，“非常类似”，因为机器人有人不具备
的神奇本领，也有在人看来的智能缺陷，
特别是人际关系和道德维度的智能缺陷。
于是，这个卧底机器人，也就是一个名叫

“小朵”的女孩，必须学习人类的思维和
言行。结果是，机器人小朵时常笑话百
出，有时又狼狈不堪。

要想通过图灵测试，机器人小朵必须
向学校里的同学、老师以及学校外的其他
人掩盖自己的身份。除了机器人实验室的
少数科学家知道真相外，制造虚假的真相
并掩盖自己的虚假身份，就是小朵必须要
做的事。可是，为了融入人类社会，使同
学和老师不怀疑自己是机器人，小朵必须
学习三件对机器人很难的事情：理解人类
语言的隐含意思、学习规范日常生活的社

会礼仪、明白评判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
有一次，小朵与一个男孩一起散步。

小朵认识到，按照人类的社会礼仪，应该
帮助男孩收拾他的宠物狗的便便。小朵发
现一位老师家门口的邮箱上写着“请勿投
放垃圾邮件”。小朵很确定，狗便便不是
垃圾邮件，于是就用塑料袋包着狗便便塞
进了老师的邮箱，然后轻快说了声：“搞
定！”可想而知，与小朵一起散步的男孩
一定被惊得目瞪口呆。

还有一次，小朵参加了学校女孩们的
足球比赛。小朵对足球规则了如指掌，因
此，当对方的前锋越位进球后，她马上向
老师提出了申诉。老师却说，这是友谊
赛，没有必要严格遵守规则。小朵感到迷
惑不解，因此，当对方的前锋再次威胁己
方球门时，小朵为了帮助自己球队获胜，
毫不犹豫将对方前锋踢翻，差点儿造成严
重伤害。被罚下场的小朵自言自语道，人
类真是奇怪，同一件事的规则有时可以不
严格执行，有时又很严厉，“这对一个机
器人来说实在太难懂了”。

《卧底机器人》 这本书非常幽默，特
别启发未成年人关于人生、社会和科技的
有趣思考，涉及的话题极为丰富。人的智
能之所以异于机器智能，是因为人的智能
是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维度相互渗透纠
缠的结果。情感使人的智能有温度和色
彩，意志驱使人的智能发出关于自己的必
然之问——智能何为？相比成年人，孩子
的知识水准通常较弱，但孩子对世界的想
象和意愿往往更加真实和丰富，如何保护
这种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理性思维，印
证着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

由于人工智能缺乏情感和意志的智能
维度，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人的理性思维和
理性精神发展为目标的思辨性阅读，就不
能立足于大语言模型提供的静态知识。传
统教育的“老师教，学生学”既浪费了人工
智能的教育资源，又将孩子对世界的好奇
体验封锁在了教书匠的呆板且形式化的

“匠气”之中。思辨性阅读必须突破传统教
学的模式，起点既非教师主导的教，也非学
生对现有知识的学。那是什么呢？

以 《卧底机器人》为例，思辨性阅读教
学的合理流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教师
不应使用猜测策略，将一个或多个猜测式
命题提前嵌入孩子的意识。这是因为，当
孩子的意识聚焦于猜测式命题的对错时，
就难以彻底打开自己的生命体验，去直接
遭遇由作者生命体验构成的文本和思想。
其次，不应使用任何视频资源去“导读”，因
为文字对于孩子的思维发展具有开放的建
构意义，而视频却会封闭想象力。再次，以
整本书为载体的思辨性阅读课程，应该以
翻转课堂形式打通课堂内外，要求孩子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全按自己的体验读完一本
书后，再回到课堂进行交流研讨。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要在人
工智能时代发展专属于人的理性思维和
理性精神，就必须在思辨性阅读教学中，
将 孩 子 遭 遇 文 本 后 的 原 始 体 验 放 到 首
位。孩子阅读的原始体验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孩子更好奇于《卧底机器人》中的科
技构想，有些孩子困惑于文本中的伦理话

题，还有些孩子恐惧于人工智能对人的主
宰。正是这些原始体验使人的智能本质
上有别于人工智能。因此，将孩子们的原
始体验视为最重要的教学资产，并勇于以
交流的不确定性为媒介去实现教学相长
和思想启发，才是思辨性阅读教学的正确
打开方式。

孩子在读完 《卧底机器人》 之后，应
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原始体验去初步形成整
体理解，自主勾选最有意义的段落或观

点，并提出不外于自己成长的现实中的或
想象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教师只需稍
加启发，就可以从孩子的原始体验和内在
意识中生长出如下问题：人的智能与人工
智能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不同
于机器的人性？如何理解社会礼仪和社会
交往规则的多样性和矛盾性？什么情况下
道德意识是假的，什么情况下必须遵守道
德？机器人的自我与人的自我有何不同？
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有捍卫人格独特性
的权利吗？科学技术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万
能密钥吗？当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为
什么人不能越来越像机器？

毫无疑问，有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去
解决。例如，思辨性阅读教学即使能够同
时提升师生的思维素养，如果人才评价和
考试方式还停留在机械静态的知识层面，
那么学生的原始体验和意识流动就不会受
到真正的尊重。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在今天这个人工智
能时代，对于人的成长和塑造具有全域性
的意义。只有在思辨性阅读、反思与表达
的过程中，人有别于机器智能的主体性，
才可能得到真正确定，才能够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呼应古人以“博学、审问、慎
思、明辨、笃行”加以提炼的教育智慧。
以思辨性阅读和表达去促成未成年人理性
能力的教学改革，才能跨越时空而与孔子
和苏格拉底的理性精神息息相通。

（作者系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
中国教育报 2023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著有《爱与思：儿童文学经典解读》《〈论语〉
引导：进入孔子的精神世界》等）

思辨性阅读：
为何思，如何辨

封面·话题

陈振林

阅读，是教师生活中最为精彩的一页，
是教师建筑自己精神大厦最有力的支柱。
怎样让“读”发挥更大的力量呢？毫无疑问
是读写结合，以“写”让“读”生根。

常常，不少人只“读”不“写”，认为有了
“读”就有完整的收获。其实不然，“读”之
后的“写”意义重大。“读”只是拉开了“弓”，
而“写”则是借“弓”之力发射出了“箭”。

“写”，可以看作对“读”最有力的回应，完成
了“读”的“最后一公里”事项。

我们如果读的是教学相关的书籍，那
么重在写出好教案。即便你读的是与学科
教学关系最紧密的教学参考书，那也得动
笔“写”。你可以写下他人对这一块教学内
容的观点和教学方法的笔记，然后思考自
己对这一教学内容的观点和教学方法。比
如教学《鸿门宴》一文，我们读他人教学设
计方案，可以得出不同教学方法，写下笔
记；然后看到《教师教学用书》上有推荐文
章《〈鸿门宴〉赏论》《〈鸿门宴〉上的座次》，

我们可以提取其观点，融合自己的思考，形
成自己的教案。这时的教案，因为有了他
人设计之基础，有了自己的“写”的环节，一
定会是一份优秀的独特的教学资源。

我们上完了一堂课或是完成一个知识
板块的教学内容，其实已经读了不少的教
学资料了，这时我们也要“写”，重在写教学
反思。叶澜教授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
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
可能成为名师。”教学反思，可能只是上完
课之后写在教案后边的几句话，可能是自
己关于此次教学的小结思考。但正因为有
了“写”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向
专业更高层次迈进。

我们如果读教育理论或实践相关的专
著，那么重在写好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可以是书中重点批注式的“写”，也可以
是另外专门用笔记本摘录式的“写”，还
可以是自己对专著内容思索式的“写”。
比如我们读 《黄厚江与语文本色教育》

《王开东与深度语文》 类似教学实践的专
著，可以在书中勾画重点进行批注，可以

对他们各自的教学思想与主张进行“抽
筋”式摘录，还可以将他们的“本色教
育”“深度语文”与自己的教学主张对比
反思，写成小结式文章。

既有了教学实践的小结（这是动态的
“读”），又有了相关教学理念的归纳（这是
静态的“读”），我们可以写教育教学文章
了。笔者曾多次进行文学类文本探究题教
学，也阅读了文学观点与文本印证的多篇
文章，于是总结写成《“写法”与“说法”——
小说类文本阅读题文学观点与文本互证规
律探析》一文，后发表于语文重点刊物《语
文教学通讯》2022 年第 12 期。著名特级教
师余映潮几十年来一边进行教学实践，一
边进行教学归纳，写下的教育教学文章已
逾千篇，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但教师的生活并不只是教学，同样也
丰富多彩。我们也阅读文学作品，用心读
散文，有计划地读小说，有时随意翻看一些
文学杂志。有了读，同样也有写。如果只
会读而不去写，就是有缺陷的“读”。与其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挑选自己喜欢

的文体，自信动笔写。只要坚持，就会有收
获。我们身边不少优秀的教师，也是同样
优秀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
学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
业委员会联合发起创立“叶圣陶教师文学
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用以奖励全国各地
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的优秀文学创作，推动
语文新课程改革与校园文学发展。这个奖
项，每届竞争激烈，胜出者都有能够打动人
的优秀文学作品，像张丽钧、黄厚江等人曾
获得过此奖。

其实说回来，“写”本是教师的一项基
本功，将“写”与“读”完美融合起来，可以真
正促进一名教师的专业迅速成长。写，最
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李镇西老师
说：“我和许多的老师的不同就是，我写下
我的教育我的生活，你们没有写。”所谓名
师，就是“写”出来的。

以“写”让“读”生根，你会体验到“读”的
更多趣味，品尝到“写”中得到的更多快乐。

（作者系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特级
教师）

以“写”让“读”生根

悦读互动

《以教师之思，促学生之问》
刘莘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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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过眼

读童子的诗，让人霍然想到的是四个字：自然天成。
这是两册轻巧的小书，分行的诗句和手绘插图都洋溢着

朴拙天真，是我所喜欢的。随意翻开书页，一眼撞上的是那
首《一匹勇敢的小马》：“我有一匹勇敢的小马/为了让它安静、
听话/每天我都把它/拴在小雏菊的梗儿上。”

这时，又是四个字跳了出来：妙不可言。就像儿童诗研究
者方卫平说的，“童子的这些诗，好像什么也没有讲，什么也不
想讲，但它们读起来，怎么就那么好玩，那么有意思”。

这两册童诗集的书名分别是《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
和《赤足跳来跳去》。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一本思考生命，一本
传递快乐。而我想说，每一本都有儿童的呼吸，每一行都散发
着怜悯和爱、善意与温暖。每一个意象都出自孩子的眼睛和
心，每一种情感都闪烁着孩子的狡黠、聪慧和恶作剧。

《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 是“唱给老人与孩子的
歌”，诗人用孩子气的表达，书写着关于生命的哲思：“我比
桌子大五岁。/比棒棒糖大四岁。/比鞋子大一岁⋯⋯我比我
自己——//多么了不起，我比自己大半岁！”（《我们谈谈年
龄》）；“我坚信我们小孩，都是星星”（《我坚信我们小孩》）；“等
到足够老了/我再变回兔子”（《在我小的时候》）⋯⋯在 《赤足
跳来跳去》 中，书写的同样是关于生命的哲思，诗人和笔下
的动物都成了兴高采烈的孩子，兴致勃勃地为我们描述着平
凡生活里的小小奇迹。从身边的猫猫狗狗到野生动物，从天
上的飞鸟到水里的美人鱼，再到小小的昆虫世界，诗人让世
间万物平等地在地球上赤足跳来跳去。

然而，这又不仅仅是给孩子读的小诗集，每一个能读懂
《小王子》 的大人也可以试着翻开，看看有没有天赋走进这个
又活泼又安静的小世界。 （荐读人：王珺）

书人书事

《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
案了》（2册）
童子 著 马小得 绘
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
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