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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

写在前面

鲍周生，男，浙江省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嘉兴市某中学语文教研组长，他

是个有点 “小幽默、小激情、小天真、小诗意、小理性、小思想、小智慧”

的小教师。

参加工作２０多年来，他一直注重课程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学生学习兴趣的

拓展，重视学生课外阅读，坚持每周随笔化写作，尤其是积极推广 “读写一体

化”的教学模式，不断践行 “师生在读写中一起成长”的教学理念。他辅导

学生在各类征文中获奖或在报刊发表习作１５０来篇 （次）；他自己努力进行下

水作文，发表诗歌、散文、小小说等文学作品４００多篇 （首），新闻作品３００

多篇 （次）。与此同时，他致力于教育教学与研究，积极进行教育写作，已在

《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

学与研究》 《现代语文》 《语文报》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教育教学类文章２００

多篇，已出版教育随笔集 《教育私语》、文学作品集 《给你吃苹果》等两部。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作为语文教师，他深深知道阅

读对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性，阅读对学生一生成长的意义。当看到学生将他们

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试卷练习中而孜孜不倦时，他感到在通往高考的道路

上，语文这种植物生长的艰难；当每次上课前总是要提醒学生将其他作业暂时

放下而有人依然依依不舍时，他感到在分数面前，母语学习的痛苦与无奈；当

看到阅览室几百种报刊少人问津时，他感到那些为人生思想与情感奠基的课外

书被冷落的痛心……但他一直在努力，努力坚持自己的教育梦想。他让自己成

为一个积极主动的阅读者，并且在课堂上激情展现自己因阅读所得的知识与智

慧的魅力；同时他竭力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阅读，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他

用真情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爱上语文、爱上阅读。经常反复劝导，大

力宣传；经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本书的第一辑是 “凝望书海是语文教师的潜伏方式”，做情报工作需要潜

伏，做学问也需要 “潜伏”，如钱理群教授说的教师要 “沉潜下去”，而读书

学习便是心灵潜伏的最好方式；第二辑是 “依偎教育是语文教师的成长基



!!! ２　　　　

石”，语文是生活在教育中的一种植物，离开了教育这个温暖的大家，语文不

可能得以茁壮成长，语文教师要在教育中活出语文味来；第三辑是 “触摸教学

是语文教师的习惯行为”，触摸就是去研究与思考，尤其是要用心去反思，反

思的意义毋容置疑，反思的行为不是作秀而应是我们的日常习惯，我们要练好

这个看家本领，才能强大自我；第四辑是 “拥抱课堂是语文教师的亮剑战

术”，军人在战场上要敢于亮剑，而我们的战场就是课堂，我们也要敢于在课

堂上展示自己的爱心与责任，奉献自己的智慧与才华；第五辑是 “亲吻作文是

语文教师的修炼功夫”，作文是学生想爱又爱不起来的作业，如何使作文增添

诗意，让处于青春季节的学生感受作文的甜趣，是值得语文教师下功夫修炼

的；第六辑是 “点亮学生是语文教师的特殊使命”，新课程理念告诉我们教师

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这是我们的教学责任与义务，我们的一切教学行为都要

围绕着这个宗旨去设计与开展，这样，才合乎 “与学生共同成长”的教育理

念，才能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第七辑是 “种植诗歌是语文教师的美丽梦

想”，人生不能没有梦想，人生不能没有诗趣，而诗歌教学让学生享受语文，

享受梦想，就让我们为学生种植一片片诱人的诗歌田地吧。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些体会感悟，主要以教学随笔的形式

呈现，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过，少部分是未发的原始之

作。虽然在以后的教育大道上他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与挫折，但他将痴心不改，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学生享受语文的温暖，享受读写的愉悦。他会坚持在这

条路上走下去，已逾不惑之年的他不再迷惑了，也不能迷惑了。他会在 “大语

文”的照耀下，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劳动着，创造着，美丽着，以不辜负一路

上默默关心他，无私帮助他的 “贵人”们、老师们；同时，他还要感谢为这

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朋友，尤其是高教分社社长郑持军老师为书稿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责编张浩宇老师为书稿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

血，这都让他备感温暖。

最后他想说一句：亲爱的语文，让我伤你少一些，待你永远如初恋。



书书书

１　　　　 !!!

!"

!"#"

　　

第一辑　凝望书海———语文教师的潜伏方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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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依偎教育———语文教师的成长基石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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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不容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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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四种意识 改善心理环境 ／３０
!!!!!!!!!!!!!!!!

　让我们诗意地栖居在 “品”字校园 ／３２
!!!!!!!!!!!!!

　做最好的自己 ／３３
!!!!!!!!!!!!!!!!!!!!!!

　生命因反哺而温暖 ／３５
!!!!!!!!!!!!!!!!!!!!

　我们愿意继续被 “被”下去吗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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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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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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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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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触摸教学———语文教师的习惯行为 ／６０
!!!!!!

　课外阅读应该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常规内容 ／６０
!!!!!!!!!

　语文是师生共同成长的歌谣 ／６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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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争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有所收获 ／７５
!!!!!!!!!!!!!!

　语文：继续努力在春天里 ／７６
!!!!!!!!!!!!!!!!!

　早读是课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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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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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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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理科语文学困生不良学习行为矫治的策略研究 ／８６
!!!!!!

　遗憾能否少一点 ／８８
!!!!!!!!!!!!!!!!!!!!!

　淡化客观因素，努力做好自己的教学 ／８９
!!!!!!!!!!!!

　树立信心，研究试题，提高有效性 ／９１
!!!!!!!!!!!!!

　精彩的课堂来自积累 ／９３
!!!!!!!!!!!!!!!!!!!

　评课需要做到精细化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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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慌不忙地与文学大师面对面

人海茫茫，书山苍苍。面对那些“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往往束手无策，不

知该从何涉足。那么，不妨选择经典名著，就像许多人曾告诉你的那样。选择了

经典，就是选择了一种高质量的阅读、聆听与对话。

无论是“天凉好个秋”，还是“大约在冬季”，都是我们读书的好时节。尤其

是雨天，一个人静静地独坐书房，从听雨开始，渐渐进入神奇的精神苦旅。虽苦

犹乐，其乐融融，其趣无穷。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张爱玲的畸情小说，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废名的田园小说，

梅里美的传奇小说，契诃夫的讽刺小说，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吉卜林的动物小说，还

有伍尔夫的批评散文，纪伯伦的诗情散文，兰姆的絮语散文，蒙田的感悟散文……

这一切必定让你心旷神怡，大开眼界。其实，我们并不在乎读了多少，如果

一味地去追求数量与速度，狼吞虎咽而缺乏咀嚼，那么其中的营养就会流失，其

中的滋味就得打折。我以为重要的是在于读书时的那种心态与心情，那份快感

与美感。在这人心浮躁的社会里保持那般宁静，做到不慌不忙地生活、爱与阅

读，真的很不容易。这种难能可贵的境界，但愿你能拥有。

当今，为功利而阅，为时尚而读，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心灵已经越来越

远离真正的读书圣境。也许你在得到，但同时你也会失去许多，这是无可争辩的

哲理。当然，这不是你的过错，错的是那些谁也逃避不了的流行，那些既不成熟

又不负责任的流行。但我们要对自己负责，那么，选择阅读经典名著，就是一种

比较明智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责怪你的权力与资格，因为我只是一介微不足道

的书生，更何况我也与你一样，面对喧嚣的世界经常茫然不知所措，我的阅读同

样是伤痕累累和支离破碎的，真的很令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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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很艰难，艰难地选择阅读，阅读纷扰的世界与杂乱的书籍。我们也一

直在努力，努力地接近大师，接近经典名著。我们的生活需要提升品位，我们的

生命应超越自我。如果你也这样想，那么就让我们不慌不忙地开始吧！大师们

正远远地等待着、企望着、希冀着。我们不能辜负了世界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

遗产，不能让大师们的辛勤智慧之作落满无奈的尘埃。让我们放弃太多无用的

形式，卸下太多沉重的枷锁吧！轻松上路，真的很美。前方的路也许很寂寞，但

寂寞的人生充满诗意，寂寞的人生属于每一个奋发向上的强者。一路上有经典

作伴，苦一点没关系；一路上有大师导游，这点寂寞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经典名著的标准不必太拘泥于某一种说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

有一部独立的中外文学史。而雷同是对创造力的最大伤害，阅读也如此。让经

典长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与我们永远心心相印，让我们与文学大师面对面，不

慌不忙地交流人生的感悟。

地坛从此也不会寂寞

———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１２月３１日，铁生安详地走了。我坐在办公桌前，默默地，什么事也不想做。

后来，在ＱＱ群里，有人发了一条消息：“著名作家史铁生去世。”静默了许久，无

人呼应，也许这时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接着，我打了一行字：铁生把所有的痛

苦与灾难留在了２０１０，他又把一个崭新的２０１１奉献给中国。我想，也许最好的

纪念便是重读他的名作《我与地坛》，尤其是教材中节选的第一、第二部分再次

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让我心潮澎湃。课上，我停下了原来准备讲的话，我与学

生谈谈誓让“历史像铁一样永生”的著名作家史铁生，他的病痛，他的坚强，他的

作品，尤其是那个不朽的符号———“地坛”。好多女生再次被击中了泪泉，眼泪

再次成为这堂课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晚上，我拿出教材，一个人独自朗读《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讲述了许多年来他在地坛的所思所

感，主要是人该如何看待生命中的苦难，表现了他对自己心灵的认真探索。我们

知道，２０岁是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可他不幸被命运相中，成为苦难与意志较量

的试验者。他痛苦过、失望过、消沉过，也曾经想过放弃，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思

考。他想了几年，最后他终于想通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

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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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

临的节日。”史铁生以自己的理解诠释了生命的意义，这是他对死亡的独特见

解。我想，是地坛，让他感受到生命的勃勃生机；是地坛，让他重新树立起对生活

的热望。可以说，地坛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灵魂的栖息地。这个荒芜的园子，

被人冷落的园子，与他心心相印，与他紧紧相伴。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北京，为他

保留了这个清净之处，为他的生命提供了喘息的空间。如果当时给他个偌大而

热闹的天安门广场，也许效果会适得其反。因为他需要地坛的默默滋润和平等

拥抱。也正是地坛，让他理解了博大无私而又毫不张扬的母爱，让他为天下人奉

献了中国式的可歌可泣的经典母亲形象。“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

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

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我的车辙，有过

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

亲。”同时，他以自己真诚的感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

就更不必了，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可以这么讲，地坛、母亲是他当时

生活的所有，精神的全部，是他写作的两个最主要的意象，并永远伴随着他的人

生之路，永远闪烁在中国文学的词典里，成为两条明亮的词条。苦难，对他人也

许是灾难，可对史铁生来说是财富，因为他战胜了它的淫威与魔力，更战胜了自

己的狭隘心理。这是他的智慧与眼光，带他走进了丰富而精彩的世界，同时，他

又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宝贵而成功的精神财富。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肃然起敬

的，尤其是被生活小事缠绕得焦头烂额又不能自拔的肢体健全者。请扪心自问

一下：“我们该怎样生活？怎样让我们的生活富有意义？”

亲爱的朋友，当你茫然无聊时，请翻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再投入地读一

次，我相信你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然，值得我们阅读的又不仅仅是《我

与地坛》，因为他用他的生命还写出了撼人心魄的《病隙随笔》《我的丁一之旅》

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所以，让我们从史铁生的作品出发，去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

义，让我们敬畏生命，热爱生活，让我们直面一切苦难与不幸，用自己的真心与真

情，去争取人生最香甜的果实。

而今，物是人非。虽然地坛从此会寂寞，因为地坛失去了它了不起的主人。

但我们会常去地坛，常读地坛，或者梦游地坛，去与小草说说话，去与虫子问声

好，去寻找那种熟悉的感觉。地坛不该寂寞，铁生永远活在地坛，活在文坛，直到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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