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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夏繁军

今年，我有幸到许多省份给数
学教师作讲座和交流，交谈中，他
们让我推荐几本“最管用的书”。
平时教师们工作很忙，抽不出太多
时间看书，现在书又太多，经常不
知道读哪一本管用。那么，数学教
师该读哪些书？结合读过的书，我
做了一个自己的“读书身份扩展
图”（见下图）。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首先要读
数学专业书，即备课常用书、教育
教学期刊、数学经典、思维发展方
面的书等。有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才能有做“经师”的底气。

备课常用书包括教材、教师参
考用书、数学课程标准等。教材体
现编者的思想，教师要对教材进行
二次开发，变成自己的思想来教给
学生，其间肯定有很多疑惑：为什
么教？教什么？怎样教？除了向前辈教师学习，也可以通
过读教育教学期刊来找答案，如 《高中数学教与学》《中学
数学教学参考》《数学通报》《数学教育学报》《课程·教材·教
法》等。阅读期刊，可以和全国的名师进行交流，聆听他们的
思考。如史宁中教授、王尚志教授在期刊上介绍他们在研制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时的想法，让我认识到数学教学目标
从“双基”到“五种能力”再到“六种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历
程，认识到数学学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清楚每一种数学
核心素养的要素和培养路径。章建跃老师介绍教材的编写
思路，结合具体案例对一般观念、关键点进行分析，也对我
启发很大。从期刊的参考文献中，我也能发现很多好的文
章和书籍。

阅读数学经典，能让我们跳出教材，从全局观点看中
学数学，清楚知识的源与流，如 《什么是数学》《数学史通
论》，项武义老师的 《微积分大意》《基础代数学》《基础几
何学》。波利亚的 《怎样解题》 给出解题的四个步骤“明确
已知与所求—设计思路—实施—检验”，同时给出很多的探
索方法，既是解题的思路，也是做事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史宁中教授在 《数学基本思想 18 讲》 中从数学整体结构介
绍数学抽象；在 《数形结合与数学模型——高中数学教学
中的核心问题》 中则用问题的形式，对函数与导数、几何
与代数、概率与统计三条主线的知识疑点做出解答。

数学学科最重要的作用是培养人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
神，因此教师要读关于人的思维发展方面的书，包括 《像
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思考，快与
慢》 等。这些书扩展了我对思维的范畴与作用的认识，使
我认识到教学中除了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还要关注观
察、分析、整合等基本素养。吴军老师的 《数学之美》《智
能时代》 等书，从现代化工业和信息发展领域加深了我对
数学应有的理解，比如余弦定理与搜索引擎的关系，帮我
更好地设计单元教学的起始课。

作为一名教师，除了专业要“真懂”，还要“会教”，
要清楚学生如何学习。我会阅读现代学习理论、教育理
论、学习评价理论，如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
经验及学校 （扩展版）》《基于脑的学习》《数学学习的心
理基础与过程》《教学方法：应用认知科学，促进学生学
习》《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修订版》 等。这些书能让我换位思考，从学生学习的角度
设计教学，以学定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教，实现“教学
评一致性”。而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第二版）》《以概
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培养核心素养的绝佳实践》《大概念
教学：素养导向的单元整体设计》 等书让我学会单元整体
教学，“提出单元大问题—生成学科大概念—形成人生大格
局”。当然，还要读中外教育家的著作，通过阅读、思考、
实践、总结，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我不仅是一名教师，更是一个中国人。因此，我也带着
学生一起阅读古典文学名著、《论语》、唐诗宋词、现当代文学
特别是茅盾文学奖作品等，并分享各自的观点。我的“读书
身份扩展图”三部分之间是相互交融的，既可以交替阅读，也
可以根据需要围绕某一主题集中阅读。教师，一生都应与书
为伴，在读书中学会做人做事、学会教书育人。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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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英雄的石像》 是叶圣陶先生的
童话名篇。它穿越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串
起了叶家三代传承的一种精神。

《古代英雄的石像》 写于1929年，故
事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有个城市为了纪
念一位古代英雄，请雕刻家从山里采来一
块大石头，雕了一座英雄石像，剩下的石
块就砌作了基座。高高耸立的石像备受人
们的景仰与尊重，禁不住骄傲起来。他身
下基座的石块们看不惯他洋洋自得的样
子，与之争论起来，说你得意什么，从前
咱们是一整块，你跟我们是混在一起的！
到了半夜，石像和石基一同倒了下来，碎
成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块，人们把这堆石块
铺成了一条路，所有的石块都同声赞美
道：“咱们真平等！”“咱们一点儿也不空
虚！”“咱们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
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这篇童话写出不久就被编进了当时的
初中教科书，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深受一代代师生和广大读者喜
爱。人们喜爱它，不仅因为这篇童话生动
朴实，充满童心，人物 （大小石块） 的心

理和对话都很传神，还因为它体现了一种
人人平等、精神自由的价值观。叶老的这
篇童话，表达了人们心中追求平等和自由
的渴望。

经常有老师和学生写信来问叶老，这
篇童话的主题是什么，创作背景是什么。
1956 年，《叶圣陶童话选》出版，叶老趁这
个机会，特意在后记中写了一段话，作为对

《古代英雄的石像》相关问题的公开答复：
“无论大石块小石块，彼此集合在一

块儿，铺成实实在在的路，让人们在上边
走，这是石块最有意义的生活。在铺路以
前，大石块被雕成英雄像，小石块垫在石
像底下作台基，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这段话，体现了叶老一以贯之的求真
务实、甘做铺路石子的精神。

1988 年 ， 叶 老 驾 鹤 西 去 。 一 个 月
后，小叶老——叶至善先生写下短文 《担
心》。此时，他正经历着丧父之痛，而在
这短短六百字“怀念父亲的文字”中，他
特意提到了 《古代英雄的石像》。

他回忆 59 年前，父亲写完 《古代英
雄的石像》，让当时才 11 岁的他先读一
遍。他明白“父亲是要我做铺路的石子，
别做那个代表空虚的石像”；他认为自己

“能铺路已经很不错了，不会成为石像
的”，然而他还是担心——担心父亲被当

成石像。
他说：“难道父亲不是石子？我就是

在许多前辈用自己铺成的路上走过来的；
在无数铺成路的石子之间，毫无疑问，有
一块就是我的父亲。”“但是石子也会变成
石像的，实在的也会向空虚的转化。我分
明看见，有的石子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
化，当然不是石子的本愿。”

当我们细细琢磨小叶老的这篇文字，
就会心有所悟继而肃然起敬——“既然石
子自己愿意铺成路，咱们就在上面大踏步
走吧”。

1998 年，叶至善先生写了一篇 5000
多字的长文 《骄傲的石像》。在此文中，
他又一次回顾了父亲让 11 岁的自己“终
审”这篇童话新作的情景，并指出，“父
亲并没有把所有的石像都捣毁拿去铺路的
意思”，叶老曾去参加朱自清先生的石像
揭幕典礼，可见他“并不反对给真为人民
作出贡献的人造像”；至于他自己，“如果
身不由己成了偶像，他宁愿被推倒，即使
推倒他的，是自己儿子的小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叶至善先生实
实在在地继承了父亲的精神和思想，在别
人通常担心父辈会被人遗忘的时候，他担
心的是父亲被神化、被偶像化——其甘做
铺路石子的心情，跃然纸上。

叶老、小叶老的这种精神，在叶家第
三代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

2014 年，叶圣陶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
念会召开，此时叶至善先生过世也有 8 年
了，他的女儿叶小沫和儿子叶永和代表全
家在大会上发言。在发言中，他们又提到
了叶老的 《古代英雄的石像》 和小叶老的

《担心》，说：“父亲的散文只有短短的六百
多字，所包含的意思却挺深。他希望爷爷
永远是一块铺路的石子，绝不做空虚的被
人们顶礼膜拜的英雄。”“父亲的担心虽然
不是没有缘由的，可是他应该可以放心
了。因为这些年来，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
编辑出版界，人们学习爷爷的教育思想、
编辑出版思想，都在用来指导自己的学习
和工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人们热爱爷
爷，纪念爷爷，是觉得爷爷的这些理念，
至今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爷爷没有，也
不会成为空虚的石像，在他和许多前辈铺成
的路上，人们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走！”

叶老、小叶老身后，在他们一生倡导的
务实精神影响下，有关他们父子的纪念活
动，无论是学术、文学、教育、编辑思想研讨，
还是实践活动，都努力贯穿和崇尚一种实实
在在的风格，避免“高大上”的浮夸和空虚的
吹捧，而立足于推动实际工作的效果；叶小
沫等叶家孙辈所写的纪念、回忆祖父、父亲
的书籍和文章，也体现一种实事求是、言之
有物的文风，力求对人们的认识和工作有实
际的帮助。可以说，对石像化、空虚化的担
心与摒弃，贯穿了叶家三代人。他们甘做
铺路石子，身体力行，为社会贡献了一种
做人行事的风范。

（作者系出版社编审，著有长篇传记文
学《叶圣陶和他的家人》等）

叶家三代和《古代英雄的石像》

1
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时代，

为什么还要阅读 《论语》？确实，《论语》
没有任何科技含量，不可能为科技发展作
出直接贡献。但阅读 《论语》 的理由不在
于此—— 《论语》 的思想有其独特的深刻
内涵。

初读 《论语》，读到孔子所说的“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难免会想：
这难道不是专制思想的表现吗？然而，在
孔子的时代，尽管已有“民本”思想的萌
芽，却不可能诞生类似于现代民主的观
念。要注意，即使在现代民主制中，行政
权的实施也经常要遵循“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的原则，特别是在涉及危害国
家安全的事情时，知情权必须掌握在少数
人手里。我们不知道孔子说这句话的具体
语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正面临礼
崩乐坏的周礼，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制
度，孔子的主张是，每个人都应懂得比制
度更深刻的道理。

所以在 《论语》 中，孔子才有这样的
反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
云，钟鼓云乎哉？”而孔子的回答则是另
一个反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
仁，如乐何？”可见，在孔子那里，仁是
制度合理性的根本标准。孔子首开私学，
就是要将仁的理念和实践普及开来。他想
让弟子们都懂得仁的道理和意义，而他的
弟子中既有当时的贵族子弟，也有子路那
样的“野人”。由此可见，孔子在涉及政
治的底层逻辑时，他的信念和实践，是不
同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换
言之，对于吻合“仁”的政治制度，每个
人都应有知情权。

我们只需要略微对比一下古典轴心时
代柏拉图的政治观，就更能看清孔子思想
在政治领域的智慧洞见。柏拉图是雅典民
主政治的坚决反对者。最智慧的苏格拉底
居然被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投票判处死刑，
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中的反思是：“极端
的自由不可能变成别的什么，只可能变成
极端的奴役。”

孔子绝不会声称人天生具有金银铜三

种不同品质，只有属金的人才有资格实施
统治。事实上，柏拉图构造的神话类似于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所依据的神话。与之
相反，“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却坚信：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且孔子还坚
信，政治与日常人伦具有内在关系。据

《论语》 记载，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
从政呢？孔子引用 《尚书》 中的观点说：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孔子想要强调的是：政治并不专属于

少部分掌握政权的人，政治的根据其实离
不开日常人伦及背后的人道。毫无疑问，
每个人都应遵循日常人伦，而且应对背后
的人道有知情权。有了以上辨析，当我们
再读到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的时候，就不会望文生义。

事实上，孔子之后的孟子有“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而
荀子则召唤“从道不从君”的独立人格。
无论怎样，借助阅读 《论语》，将孔子的
思想与封建王朝的专制主义区分开来，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孔子思想的丰富内涵。

2
通读 《论语》，会发现孔子非常注重

因材施教。有一次子路和冉求分别问了孔
子同一个问题：听到了有道理的话就要立
刻行动吗？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
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孔子对冉
求的回答却是：“闻斯行之。”公西华很困
惑孔子对同一个问题的相反回答，孔子的
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孔子的意思是，冉求性格易退
缩，所以要鼓励他勇于行动，而子路则好
胜冒进，所以要使他冷静。用今天的话来
说，孔子提倡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实
践。

但要注意，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不
是以学生的情绪为中心，也不是以学生的
好恶为中心。《论语》 中关于教育本质的
论述比比皆是，例如“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以及“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孔子那
里，教育的目标是有客观性的，而教育的
手段和过程则必须是主观的。否认教育的

客观性，教育教学活动就容易变成以学生
情绪或好恶为中心的纵容；否认教育的主
观性，就看不到教育的目的是帮助成长，
而成长则离不开对主观经验的尊重，“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充分体现了这种尊
重。

从 《论语》 中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
总是相机而动，教学相长也往往体现在有
矛盾冲突的时候。例如，子路不时顶撞孔
子，有时也惹得孔子生气，但孔子对于一
些重要思想的澄清都是在回应子路的过程
中完成的。与之对比，颜回是孔子最好的
学生，但孔子却明确说：“回也非助我者
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悟性高，能
充分吸收孔子的思想，而且内心总是充满
愉 悦—— 要 注 意 ， 颜 回 的 “ 无 所 不 说

（悦） ”并非强行规训的人为产物，而是
主动悟道和行道的自然结果。

孔子对颜回的表扬是：“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结合
孔子强调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看，颜回堪称文
质彬彬的典范。相比颜回，子路则有一种

“质胜文”的野性，但这种野性弥足珍
贵。有理由认为，若是学生在极端的规训
中失去了自由探索的“野蛮生长”土壤，
就不可能形成特立独行的君子人格，更没
有办法反过来对教师的成长予以帮助。

如果教师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权
威依赖的、唯上的、未加反思的，就会在
很多方面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忽视学生
的身心健康，成绩唯上而使教育愈发功
利，以僵化的道德说教取代真实有活力的
价值观的建立，强调规训和服从而忽略经
验生长和自由探索，教育理念陈旧且教学
方法单一，教育管理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形
式主义，不一而足。面对此类现象，最需
要呼唤的，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推动教育
教学改革的意识、决心和勇气。

3
阅读 《论语》，教育工作者可从孔子

师徒的言行中受到极大的感染，有助于唤
醒孟子强调的潜存于人性中的“浩然之

气”，类似于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
夫不可夺志也”。以道为目标的“志”，使人
在天地间挺立起来，这是成为一个人的根本
前提。类似的，是否具有以教育之道为目标
的“志”，也是鉴别教育者是否名符其实的
基本标准。假如孔子穿越到今天，也一定会
积极倡导教育改革，哪怕在这个过程中面临
误解甚至遭遇攻击，他一定会坚持“知者不
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一定会开导他
的同路人，诗意地说出“岁寒，然后知松柏
之后凋也”。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孔子坚持“正
名”，坚持对人道的捍卫，他的所作所为屡
遭误解。势利之人会把孔子解读成与他们类
似的沽名钓誉之辈，而愤世嫉俗者则认为孔
子过于天真、缺乏现实感。在孔子周游列国
期间，有一次子路遇见了一个隐士。这个隐
士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隐士
对子路很好，还杀鸡做饭给他吃。可是，这
时的子路已经深深被孔子的思想和精神所折
服，他对隐士的评价是“欲洁其身，而乱大
伦”，对孔子的评价则是“君子之仕也，行
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隐”不是服膺孔子精神的人能接受的
选项。从孔子精神的视野来看，人伦、教育
与政治，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社会实
践。教育者必须理解、追问和捍卫人伦的合
理性，也有天职推动受政治影响并反过来影
响政治的教育实践和改革。毕竟，在孔子看
来，教书育人和实现人伦，都是在广义地从
政，用现代术语来讲，都是在尽一个公民应
尽的社会和政治义务。

孔子的精神滋养了中华民族，哪怕在最
黑暗的时代，这种精神也堪比日月，给人以
启发、勇气和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不可能还
原成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和算力，也与科技
发展水平高低没有内在关系。《论语》 中记
载的孔子师徒的言行，在不假借超验鬼神的
前提下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对此，孔子的形
象说法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
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
也。”孔子的学生曾参则强调：“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通读 《论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
是，孔子师徒与所有人一样，知道自己是必
有一死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要在必有一死
的人生征途中追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该如
何度过只此一生的人生？这个根本问题才是
教育的伟大立足点。这样的追问点亮主体
性，同时具有不离此生而又高于此生的超越
性。只有理解了这种超越性的境界，才能够
明白孔子为何会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
感慨。教育者读 《论语》，必须同时读出教
育的、人伦的、政治的和超越的含义，获得
反思、实践和改革的精神力量。唯其如此，
教育之道才不会走偏，才称得上“君子务
本，本立而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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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论语》，获得反思与实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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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莘

领读者说：今年 6
月，我受中国教育报的
邀请，为全国中小学教
师领读《论语》。我为这
个为期 21 天的读书会
设计了每天阅读思考的
开放性问题，读友们则
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和
积极思考，提出需要我
解答的困惑或新的问
题。这个共读过程很有
意义，证明了“可与共
学”的重要性，至于是否

“可与适道”，则不是一
次读书会所能解决的问
题。在下文中，我将挑
选几个大家普遍关心的
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
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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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
途径。在“把读书当成一件大事来抓”的当下，越
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推广人用阅读为学生点亮心
灯，越来越多的校长致力于为师生营造书香校园，
越来越多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倡导阅读、支持阅读行
动。中国教育报 2024 年度“推动读书人物”盘点
活动即日启动，现面向全国读者征集积极参与阅读
推广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推动读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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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电子邮件报送材料，邮件主题处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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