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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收获阅读的幸福

在一次国旗下的讲话中， 临邑县

第五中学的王晓雪同学这样开始她的

演讲： “一个女生， 在明亮的路灯下，

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 比起一个在公

园里扯起腰身摆‘pose’ 的模特， 更

让人神往她的内心世界； 一个男生，

在喧闹的车站， 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

比起一个躺在沙发上抽烟的帅哥， 更

让人渴望了解他的精神世界。”

潘国英说，“如果没有长期的读书

体验，一个中学生难以有如此体会。 ”

在推动读书的同时， 临邑县还在

全县教师中开展中国教育报、 山东教

育报、 人民教育、 山东教育及当代教

育科学等“两报三刊” 的学用评活动，

给86名优秀骨干教师每人赠送一份中

国教育报， 鼓励师生写作和发表学习

体会。

2009年是实施读书计划的第一

年， 临邑全县师生在“两报三刊” 上

发表的文章仅有9篇， 2010年猛增到30

篇， 2011年直升至50篇。 三年来， 全

县师生在各级各类教育刊物累计发表文

章600余篇。 2011年， 《当代小学生》

还在临邑设立了24个校园小记者站， 数

百名小记者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身边的好

人好事， 写出了大批贴近生活的文章，

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雨果说：“各种蠢事，在每天读书的影

响下，仿佛在火上一样，逐渐融化。 ”阅读，

让临邑5万多名师生悄悄发生着变化。“师

生中庸俗气少了， 书卷气多了； 浮躁气

少了， 沉静气多了； 闲转的少了， 忙碌

的多了； 空虚的少了， 充实的多了。” 潘

国英说， “校长能静下心来研究教学管

理， 教师能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职业追

求和生活态度， 学生能以读书好学为风

尚， 家庭和学校因读书而改变， 这就是

我们想要的幸福。”

{
}

刘亮程对乡村教师

的意义

■

孙海忠

我是在指导学生做阅读理解题时第一次读

到刘亮程的散文的， 上网一搜索才知道他早已

是中国当代文坛重量级人物。 我一边为自己的

孤陋寡闻汗颜， 一边恶补他的文章。 我所在的

小地方一时买不到他的书， 便上网阅读， 并且

把能找到的文章都打印下来， 细细研读。 起初

只觉得他的文章视角独特， 语言率真纯净。 读

到最后， 感觉文中的 “我” 扑面而来。 刘亮程

替我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却未说出的话。 鲁迅

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 其实 ， 读书也是如

此， 找到一位 “知己” 不容易。 我要说的是刘

亮程对我———一个乡村教师的意义。

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咎于所处的环

境，抱怨命运把自己这粒种子随意抛洒在这样一

个小地方，而不是人才荟萃的大都市。 刘亮程的

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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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前几乎

没有走出过那个生他的靠近沙漠的小村庄，但就

是这方既不肥沃也不优美更没出过名人的水土，

却滋养了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是刘亮程让无数的

读者知道了一个叫“黄沙梁”的小地方，而不是相

反。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上

从来没有小地方，有的只是小人物。

刘亮程非常重视当下生活的意义。 他认为

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美好都在当下 ， 人应该珍

视、 享受当下的生活 ， 而不是总寄希望于未

来， 把当下作为未来的准备。 他曾经是一个地

道的农民， 在一般人眼中， 他的生活是单调、

贫困的， 但从他的文章中读不出他想逃离这种

生活状态的企图。 相反， 他从乡村生活中体验

到无穷乐趣， 他读风、 读云、 读麦垛、 读虫、

读鸟、 读牲畜……读出了生命的本质 。 “铁

锨”、 “牛粪” 等土得掉渣的事物作为含义丰

富的意象登上了大雅之堂。 这些都是作为农民

的刘亮程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我也曾经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 但从小受

到的教育是要改变这种命运， 换句话说就是要

逃离这种生活。 后来， 我通过读书升学实现了

“理想”， 成为周围人羡慕的对象， 甚至成为村

里人教育孩子的教材。 我长期生活在农村， 但

感受不到农村的美好。 每次出门， 我都保持着

在别人看来良好的习惯———擦亮皮鞋， 掸掉裤

脚并不存在的泥土。 其实，如果直视自己内心的

话，那是自己有意无意地遮掩出身农村的印记，

是一种源于心灵深处的自卑。 所以，当我读到刘

亮程经常扛着一把铁锨在荒野中闲逛， 改变着

自己能改变的事物并为此自豪时， 我体悟到生

命是让其自由舒展和尽情绽放的， 而不是任其

萎缩的。 我要说的是，我绝不是个例。 我们身边

有太多的人和我一样， 把改变当前的生活作为

生活的全部意义。 他们认识不到当下生活的意

义，感受不到当下生活的美好，生活缺少了应有

的从容和淡定。 这些人真该读读刘亮程！

由此我想到教育界曾流行一时的一个口

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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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做准备。 有不少学校曾把它当作

校训激励学生。 细想来 ， 这个口号有很多问

题。 姑且不论人

40

岁是否已经定型， 单就重要

性而论，

40

岁重要， 难道童年、 少年、 青年就

不重要？ 那么多美好的日子仅仅是为了某个时

刻做准备？ 我们教育的一大误区和不幸就是不

承认当下生活的意义。 童年是为升入重点初中

做准备， 少年是为升入重点高中做准备， 青年

是为升入重点大学、 找一份好工作做准备。 那

么，

40

岁是不是为退休做准备？ 退休以后呢？

按这种逻辑， 一辈子都是在 “准备”， 从来不

曾正式生活过。 建议所有的教师、 家长都读读

刘亮程， 把童年、 少年还给孩子， 让孩子从容

地体味每个人生阶段的独有滋味。

读完刘亮程， 我迫切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

安放自己的心灵， 梳理自己被撩拨得活跃而纷

乱的思绪。 那晚， 月色有些朦胧， 正合我的心

境。 四周一片静谧， 我忽然听到一只不知名的

虫子在鸣叫， 就在附近。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

听到虫鸣了。 侧耳细听， 远远近近无数虫子正

在演奏着一曲辉煌的交响乐。 那一刻， 我觉得

眼中有泪水溢出， 因为自己又一次听到了自然

的声音。

（作者系山东省禹城市伦镇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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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农村学校尘封的图书室

———山东临邑区域推进师生读书进行时

■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 讯 员 吕红燕 林丽霞

“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一

天不读书， 就像掉了东西似的，

手足无措， 坐卧不宁。” 说起这

话， 原本不爱读书的邢侗镇教办

主任张新明还有点儿不好意思、

“想不通”。

“读书就像看中医， 不是简

单的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 根本

在于充实人生的智慧。” 盘河小

学校长李传强早已谙熟此道。

“一开始我爸爸妈妈怕耽误

学习， 不让我看 《鲁滨逊漂流

记》 这样的‘闲书’， 但是他们

喜欢上网， 我就上网查资料让他

们看， 让他们知道鲁滨逊是个非

常坚强的人， 后来他们就支持我

看课外书了。” 翟家中学学生党

雪分享着她争取阅读机会的经

验。 为了读课外书， 小孩经常会

和大人斗智斗勇。

“学校本应是读书的地方，

但师生阅读的现状却不能令人满

意。” 山东省临邑县教育局局长

潘国英说， 很多时候， 校长们汇

报校园文化建设计划时， 大谈如

何做好校园绿化、 净化、 美化、

硬化……就是没有“读书”、

“书香校园” 这样的字眼， 让人

颇有“文不在兹” 的隐忧。

2009年3月， 临邑县教育局

出台了 《关于在全县中小学开展

师生读书活动的通知》、 《临邑

县中小学师生读书活动方案》，

开始整体推进师生读书计划。 在

学校里看似再正常不过的读书学

习， 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张旗鼓地

推动？ 原因还要从“尘封的学校

图书室” 说起。

因何“文不在兹”

临邑县是个地处鲁北平原的农业

县， 全县50多万人口大多分布在农村

地区。 2009年初， 刚刚接任教育局长

的潘国英到农村学校调研， 发现本该

作为学生阅读主要渠道的学校图书室，

却大多处于尘封状态， 现有的图书不

仅数量少、 种类单调， 而且内容良莠

不齐， 很多明显不适合青少年阅读。

即便如此， 图书室也只是个形式， 仅

有的书籍要么被尘封， 要么崭新如初，

甚至连包装的塑封都没有拆开。 老师

的办公室里除了课本、 教学参考书，

桌上几乎没有可读的书刊。

因何“文不在兹”？ 潘国英开始翻

来覆去地琢磨这个问题。

随后， 县教育局组织开展了师生

课外读书情况问卷调研， 结果显示：

除教科书、 教学参考书外， 教师每年

人均阅读量为4.5本， 经常上网阅读电

子书刊的人不足10%， 主动购书、 藏

书的仅为5%， 一些教师甚至连与业务相

关的书都不爱读。 一些教师认为教学任

务繁重， 没有时间读书； 有些教师觉得

小学、 初中的内容非常简单， 用不着读

书学习； 还有人表示， 农村教师收入低，

没有“闲钱” 买书读。

学生读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学生

每年人均阅读课外书为5.6本， 其中教辅

和作文类图书占了半壁江山， 还有不少

快餐式图书， 读过名著的仅为6%。 此外，

77%的师生没有记读书笔记、 写读后感的

习惯， 仅有10%的学生用零花钱买书。 仅

按 《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九年课外阅

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 其中小学三个

学段的课外阅读量应不少于145万字” 的

要求， 这样的阅读现状亦相去甚远。

潘国英总结， 一是课外阅读已成师

生“奢侈品”， 二是学校缺少良好的阅读

氛围， 三是普遍存在“浅阅读”、 “泛阅

读” 现象。

阅读时间哪里来

没有时间读书， 是当前很多人不

愿读书、 难以坚持读书的一个重要

“理由”， 老师和学生也不例外。 临

邑县在严格按照山东省推行素质教

育、 规范办学行为的要求执行作息

时间的同时， 每个年级每周安排两

节阅读课， 指导学生集中阅读； 每

天布置半小时的家庭读书作业， 在

双休日、 节假日， 让孩子们借上书

带到家里读； 晨诵午读、 课前课后

课间随时随地伸手拿书读， 更是成

为各个学校把书“搬” 出图书室之

后的常态。 从今年起， 盘河小学等

一批学校改革传统语文课教学模式，

试点实施海量阅读工程， 阅读课每

周增加到了4节以上。

寒暑假更是师生静心读书的黄金

时段。 2010年暑假， 临邑县教育部门

向中小学教师赠送了3000余本 《致青年

教师》， 拉开了“共读一本书， 争做名教

师” 的序幕； 2011年暑假， 免费分发了

1000本文学名著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采用“好书漂流” 的方式分享阅读； 今

年暑假， 又给全县学校配备了 《第56号

教室的奇迹》， 引领师生共同追寻理想教

室……

为了能把读书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

临邑还积极推动教师读书与教学改革、

校本教研等紧密结合， 开展读书笔记、

摘抄展评， 举办读书讲座， 交流读书方

法， 促进专业成长， 更新知识体系。 把

学生参与读书的情况计入学生成长记录，

作为过程性、 阶段性评价的一部分， 让

读书无处不在。 “师生读书的时间， 就

是这样一点一滴、 一分一秒地挤出来

的。” 翟家中学校长党新红说。

谁来引领师生阅读？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

读史。 然而，从调查结果看，读书并不是

师生的本能， 要想实现师生深层次阅

读，就需要专业引领和环境支持，需要

长期的熏染浸润。 作为一级教育领导，

潘国英觉得，自己有责任带领校长一起

构建良性阅读生态，让阅读和文化成为

学校的精神内核，促进师生共同成长。

读书首先要有书。 什么样的书才

是适合师生阅读的书呢？

潘国英决定“取法乎上”， 一开始

就坚持引领师生阅读上品位、 上水准

的书籍。 首先， 教育部门根据新课标

要求， 给全县师生定制了经典名著、

百科全书、 童话故事等系列必读书；

给每位校长配备了 《为了自由呼吸的

教育》、 《人生为一大事来》、 《给生

命涂上爱的底色》 等10本教育家系列

丛书， 两月读一本， 定期给教育局办

公室上交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走向教育现代化》 更是案头必备； 为

新教师分发了 《从初职走向成熟》， 引

领他们迈好教育生涯的第一步； 为班

主任配发了 《做最好的班主任》、 《班

主任专业化指南》， 让班主任学习成为

班级管理的行家里手。

万事开头难， 读书也需“领头

羊”。 临邑为全县200名骨干教师配备

了 《从成熟走向优秀》、 《教师科研理

论与方法》 等书籍， 鼓励他们发挥带

头作用， 做读书学习和教学改革的

“领头羊”。 骨干教师在读 《创新教

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 时， 12

章内容每月学习一章并组织一次全县

骨干教师读书学习汇报会。 农村教师

王瑞萍说： “浓厚的学习氛围让我不

知不觉沉浸其中， 深入的阅读也让我

发言时有话可说， 不再因为自己是农

村教师而羞于上台。”

教育局还特邀 《致青年教师》 的作

者、 特级教师吴非等名师名家举办读书

学习辅导报告， 引领启动“共读一本书，

争做名教师” 活动， 并创办了 《学习交

流》 内部刊物， 定期刊发干部教师的读

书学习体会。

在引领学生读书方面， 学校首先是

把书从尘封的图书室、 书橱里“请” 出

来， 让他们出现在教室里、 走廊上、 门

厅里的图书角和小书架上， 让孩子们读

书“随手可拿， 随时可读”。 临邑县实验

小学校长刘振强在 《致学生家长的一封

信》 中饱含深情地呼吁： “请家长朋友

们在自己家里筑起一个温馨的小书屋，

让您和孩子想看书时能触手可及。 请您

双休日早一点关上电视机， 少玩一次电

脑游戏， 请您和孩子一起走进书店， 共

享潜心阅读的美好时光。 要知道， 您的

言传身教对孩子有最直接的影响。” 刘振

强深知， 只有把家长从电视机、 麻将桌

和电脑前拉到书桌边， 才会真正把孩子

拉回书桌边。

盘河小学的王秀华既是一位老师，

也是一位小学生的妈妈， 以前只是自己

喜欢读点小说， 现在不仅读起了教育专

著和期刊， 还开始用心观察学生在读什

么书，研究孩子们为什么爱都这样的书。

一来二去，她也爱上了科普读物。 时间长

了，还和身边的老师、家长们频繁交流，

带领大家一起读书。“最近在读什么书？ ”

成了王秀华和家长见面时的问候语。

从2011年开始， 临邑县把每年的最

后三个月定为读书节， 集中举办各种读

书成果展示活动， 评选“十大读书人

物”， 各个学校的诗歌朗诵会、 故事会、

读书征文比赛、 读书笔记评展、 手抄报

大赛以及读书小明星、 读书小博士评选

等系列活动如火如荼， 师生读书之风一

日胜似一日， 校园汇成了书香海洋， 琅

琅书声成了乡间最美的风景。

谁来为阅读买单

如此轰轰烈烈地推动师生读书，

会不会加重师生的经济负担？ 谁来为

师生阅读买单？

几年来，临邑除给全县师生购买了

70万元的必读书外，还按照山东省农村

中小学图书馆（室）装备用书的配发标

准，订购了203万元的图书和挂图，涉及

人文、地理、常识等五大门类；依据“中

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 委托新华书

店精选了70种图书， 为全县400人以上

的小学各订购了5套用于循环阅读，确

保每个小学生都能读到自己心仪的书

籍；投资27万元，给每个班级配备了书

橱，把图书室的“书”请到教室、走廊上，

极大地方便了师生阅读。

“其实书不在多，要读才行。 ”学校

有了书，盘河小学校长李传强放开让学

生读书的腰杆子也就更硬了。 李传强

说，原来农村学校书少，观念也落后，生

怕把那仅有的的几本书都读坏了、弄丢

了，上级来检查时连仅有的几本书都没

了。 现在则不然，近几年盘河小学通过

上级调拨、省配图书、学校购置、社会捐

赠等多种渠道， 配备了24万元的图书，

全校人均拥有图书量已达到20多本，基本

上可以保障师生阅读的需要。

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 在大力倡

导爱护书籍的同时， 所有中小学都响亮

地喊出“书不怕读坏， 就怕放坏”、 “不

怕用丢， 就怕放丢” 的口号， 把书从尘

封的书橱、 书架上搬出来， 放进教室、

走廊、 门厅的图书角、 小书架上， 让学

生做书的主人， 随手可拿、 随时可读，

还可以带回家读。 教育局长潘国英也给

全县学校“放了话”： “丢多少书， 我给

你补多少书。” 然而， 两年过去了， 很多

学校的书不仅一本没丢， 还经常有师生

把自己的好书拿来与大家分享， 学校的

书反而越来越多了。

“书还成为送给师生最好的礼物。 ”潘

国英说。 县教育部门每年为职工报销200

元书费；局领导进学校听课，每次都要赠

给授课老师一本书。 有的学校逢年过节给

老师发放购书卡，有的学校还规定凡是教

师自己订阅的教育类书报，学校报销一半

费用。 这几年读书尝到甜头、不读书就感

觉好像掉了东西一样的邢侗镇教办主任

张新明说： “为师生阅读买单， 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