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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
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沈洪相

2013年年初，我区教育系统开展了中小学教师师能建

设“五个一”活动，目的就是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读好一本书”活动便是“五个一”活动之一。

从 2013 年年初下发通知起始，从书目推荐、教师暑期

阅读与撰写读后感到学校评比与推荐及至区级评比，历时

近半年。广大教师通过积极阅读各类教育专著，结合自己的

成长经历、教学实践、育人心得和专业提升谈感想，论发展，

或引经据典，或夹叙夹议，或点面结合，或深入浅出，其中许

多文章不乏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和飞扬的文采。我们为

之庆幸，因为我们的教师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善于读书！兴

之所至，心思萌动，我也想谈谈读书，尤其是教师与读书。

首先，教师为什么要读书？对于这个话题，受过师范教

育的教师大多会想起这样一句话：“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

有一桶水。”唯有多读书，教师才能“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

千钧任翕张”；才能引经据典，妙语连珠，给学生以充实的知

识和心灵的震撼。我们也会想起另一句箴言：“腹有诗书气

自华！”只有饱读诗书，才能积淀知识，凝聚才气，才会更有

追求。

其次，教师为什么读书不多？这个话题或许有些消极，

但也反映出一定的现实状况。曾国藩曾说：“苟能发愤读书，

则家塾可读书，旷野之地、热闹之地亦可读书，负薪牧豕，均

无不可读书。苟不能发愤自立，则家塾亦不能读书，即清静

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概言之，

读书是一种自觉的行动，不必择时择地。对于一名教育工作

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创新。教师必须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学习和了解先进的教育理念，这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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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不断地进行阅读与学习。就这一点而言，读书的需

要已经融入了我们体内，成为教学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教师怎样来读书？2013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五四”讲话中指出了青少年成长成才的正确方向，揭示了

实践创新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认为，作为青

少年的引路人，教师教书育人需要有创造性、创新性。那么，

教师积极读书并汲取其中的营养何尝不需要创造性、创新

性呢？大千世界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原生态的，远不像书上的

知识点和题目那样经过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要想透过现象

看本质，需要我们运用思想去发现、辨别、概括。反之，书中

那些被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精华，何尝不需要我们去识别、吸

收、内化，乃至创造性地“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呢？可喜

的是，这次征文中有许多教师也是这样做这样想的，譬如其

中一位教师说道：“书中的教学感悟对任何一个想成长的教

师来说，无疑是宝贵的经验资源，能让想快速成长的年轻教

师少走弯路，思考更为成熟。但因为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尽

相同，书中的一些名言我不能照搬模仿，否则会成为东施效

颦，令人反感。”举一反三、推陈出新，这是教师读书的宗旨，

不也是教书育人的真谛？

瞿秋白说过：“一切书都是为着帮助你思想，而不是为

着代替你思想而写的。”瞿先生的话基本上回答了教师怎样

读书这一问题。

2013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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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平心静气
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学会理事长、区教研室主任 程宁

2013 年度余杭区中小学教师专题读书活动告一段落

了。本次活动中教师读书动笔，写下了不少十分出彩的文

章。我认真拜读了其中一部分作品，常常为他们独特的视

角、新颖的观点、深情的笔触和真诚的态度所折服。

在余杭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阅读成为教师职业

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说到读书，我

记得莎士比亚曾经这样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

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翁

借助这样诗意的语言，劝告世人要懂得阅读的价值。作为

“传道授业解惑”者的教师，其综合素养和教学能力很大一

部分来自于个人的学习和积累，读书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然而，出于各种因素，教师的阅读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方式。

有人是本能的阅读，就是一种完全依照个人爱好的阅

读。这种阅读往往是随意性的：看何种书不明确，遇上了就

看；怎么看书不讲究，完全随着书中的故事、人物走；看到不

喜欢了，随时可以扔到一边，不再重拾。这是我们走进阅读

世界，喜欢上阅读的最本真的态度。

但是随着教学生涯的来临，本能阅读的机会就会越来

越少，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种并非出于本能，甚至是不得已

而为之的阅读，有的纯粹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而阅读。这

就是职业的阅读。这样的阅读往往不一定出于本意与真意：

为了考试而阅读，为了求职而阅读，为了评优评职而阅读，

为了某次活动而阅读……而阅读态度会在读后感中得以体

现。比如这次征文中，有的文章开头就写了“暑假应单位要

求，看了《××××》一书”，被书里面哪句话感动，然后就是

洋洋千言，却再也没回到那本书里去。除了开头一段，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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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个案例，细致入微地描述自己是怎

样合理处理教材、认真上课，怎样关心、热爱学生的。这样的

文章总让我有一种错觉，似乎写作者只是为了展示自己。有

些文章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与所看的书根本没

有一点关系。看这样的文章，我不得不一声叹息———希望

这样职业性的阅读只是个例，否则真是累人累己、毫无意义。

要改变教师阅读尴尬的境况，需要找到一种最佳的阅

读方式。我以为，应该把本能阅读与职业阅读相结合，形成

一种平心静气的阅读。

平心静气的阅读就是一种抱着平常心的阅读、常态化

的阅读，是一种减轻压力的阅读，是一种重获阅读乐趣的阅

读，是既有职业需要也有自身喜好的阅读。教师应在理解职

业重要性的基础上，从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出发，思考教学

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结合自

己的个性需求和成长因素，选择合适的阅读方式开展学习。

这样，以职业需要为规，以内心喜好为矩，有了规矩则自成

方圆。

这次征文活动中，许多好文章就是教师在平心静气地

阅读后写出来的，我们选择了其中的 60 篇佳作汇编成《阅

读，教师发展的动力》一书。虽然活动规定了阅读书目，然而

并没有束缚教师们的思想和文笔。这一方面是因为阅读书

目的选择上做到了细致，符合教师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

师的阅读态度决定了每篇文章的优异程度，决定了我们读

书活动的有益开展。

师能建设“五个一”活动今后还将继续，望大家能平心

静气地阅读，平心静气地写点心得！

2013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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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你，与汝同行
———读《被学生感动的 56个故事》有感

王丹汝

引 言

为了了解这个所有学生都管她叫老杨的杨卫平老师，我看她的

书，读她的微博，发现她是个超有爱、超有趣、超有人格魅力的人。

拜读过老杨的《笑着做教师》，其文妙趣横生，情真意浓，真实温

暖，看似随意的文字，却有着强大的亲和力，让人感动。难怪著名教育

家李镇西老师褒奖她是“从容不迫地面对每一位孩子，神定气静地

面对每一个困难，宠辱不惊地面对每一次成功”的幸福老师，新教

育倡导人朱永新教授评价她“笑着做老师，微博玩出书；微言有真

情，人生永不输”。

再次捧读老杨的《被学生感动的 56个故事》，又一次感动于她对

钟爱的教育事业的一往情深。她用那支深情的笔，那颗柔软的心，记

录下她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似水流年，和孩子们一起欢闹，一起努

力，一起收获。

此刻，在这个炎炎夏日，想起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里的句子：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

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又一次沉浸在老杨忙碌而喜悦、

静谧而丰盈的原生态教学生活中，想起了我的那些事，那些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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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师发展的动力
YUEDU JIAOSHI FAZHAN DE DONGLI

一、岁月深处

我和杨卫平老师一样，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的一所

完小教书，当班主任。那一年，我 20岁，学生 12岁。一开始，我特别排

斥当时的教学环境，因为读师范的时候，我曾对理想的教学生活有过

无数次的憧憬，不曾想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现在想来，多亏这段经历，让我能够从一个懵懂的少女逐渐走向

成熟。我每天早出晚归，不论刮风下雨，从家里出发，走一段很长的路

到长途汽车站，再乘很小很小的黄色面包车，几经颠簸，到终点站，然

后继续走很长很狭小的石子路，才到我任教的学校。最初的日子里，

这样的几经周折，让我有点崩溃。

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所接的那个班基础特别差，孩子们的普

通话特别不标准。过了一年，我实在忍受不了孩子们浓重的乡音，主

动向校长请缨：让我自个儿带个班吧，我从一年级教起！在校长和老

师们诧异、怀疑的目光中，我做了这个自以为很英明的决定。

因为没有任何经验，第一学期我所带的班级，语文、数学成绩都

位居全乡倒数第一。听到这样的结果，我大哭了一场。那时，我才觉

得，光有一腔热血是教不好书的。接下来的日子，我奋起直追，和我们

班的 26个孩子，在二年级的时候，打了一个翻身仗。总会想起，家长

们对我投来鼓励和信任的目光，让我在心里增强了奋斗的动力；总会

想起，我和孩子们一起同悲同喜，共同努力，共同成长。

当然，青春的考验也悄然而至。因为我带的班成绩比另一个平行

班好很多，所以学校决定在三年级重新分班。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

雳，让我刚燃起的斗志又熄灭了。我和我的孩子们抱头痛哭，谁也不

愿离开现在这个班。可是我知道，不能意气用事，要顾全大局。

于是在三年级的课堂上，出现了一半我不认识的新面孔。他们嘴

里依然夹杂着浓浓的乡音，可是接触下来我发现，这些孩子除了普通

话不标准之外，个个都天真可爱。原本我教的那些孩子还自发地教他

们普通话。在教育这条路上，还有什么比孩子懂老师的心更让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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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所带的班在期末考试中，语文、数学都名列全乡第一，这个成绩

来之不易。我知道，没有孩子们的纯真可爱、懂事听话，给我足够的力

量和支持，我是不会有这一天的。

再后来，我调入塘栖一小任教。我走的时候，没敢告诉孩子们，怕

他们的挽留会让我心碎。可是，过了若干年，我依然会收到这些孩子

送给我的礼物和写给我的信件。我知道，我必须珍惜，不仅因为那纯

真的童心，更因为童心背后的那份坚持、执着和长情。

我虽然没收到过老杨笔下孩子们送的野菊花，但这个炎炎夏日，

我又忆起孩子们当年的如花笑脸和往昔那温暖的时光。每个老师心

里都收到过孩子送的“野菊花”，难道不是吗？

二、眼前幸福

时光追溯到 2006年 9月底，我刚生完孩子，还在住院。某一天早

晨，我刚从睡梦中醒来，睁眼就看到围坐在我床边的孩子们，想必是

有一位家长———妇产科的护士告诉他们我生了孩子的消息。之前因

为保胎，我一直卧床休息。孩子们为了不惊扰我，一直通过电话、QQ

和我联系。现在我升级做妈妈了，他们按捺不住，相约来看我。床边的

地上，放着尿不湿、婴儿洗护用品等，想必是这些孩子省下自己的零

花钱给我的宝贝买的吧。来看我的孩子都是班里的班干部，能干乖

巧，不停地和我说着最近班里发生的新鲜事，生怕我听漏了，错过了

开心一笑的机会。我们班就是因为有这些古灵精怪、雷厉风行的小干

部，所以在我不在班里的日子，每月依旧是文明班。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一年过去了。那一年，我的宝贝生了一

场大病，在省儿保一直住院。我每天塘栖、杭州两头赶，白天给孩子们

上课，晚上去杭州看宝贝。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一个周末的早晨，我还

在哄宝贝睡觉的时候，他们居然来杭州探望我们了。他们逗宝贝玩，

宝贝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能得到孩子们如此厚重的爱，这份情，不

仅陪伴我度过了每一天，还陪伴着我的宝贝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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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中说，当你给一朵玫瑰花浇过水，就会有一种不一样

的感情。孩子们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变淡。感谢岁月，感谢在平凡岁月

里遇见的每一段非比寻常的师生情。

三、小孩为师

记得 2009年春季的那一次运动会。

我们班的体育成绩不是特别出色，运动员们比得特别辛苦，

上午的田赛结束后，我们班处于绝对的劣势，总分才 20多分，而其他

两个班的分数是我班的两倍以上。我都已经做好放弃的准备了，可是

孩子们依旧在拼命，没有丝毫懈怠和颓废的感觉，这让我特别感动。

作为班主任，除了满操场跑，给每个运动员打气，我还能做些什么？嗓

子喊哑了，大腿跑酸了，可是与我们班这些奋力拼搏、为班级争光的

孩子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孩子们的表现一次又一次感动了

我，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们去比赛，愿意为他们流血流汗！下午的比

赛，我们班的比分有了反转，刷新到了 120 分左右，赶超了其他两个

班。多么不容易的 100 分啊！其中凝聚的每一滴汗水和努力，只有我

和我们班的孩子懂。说实在的，我真的很心疼孩子们，我不止一次对

他们说：不要拼全力，慢一点！因为我不想看到你们受伤，看到你们倒

下！可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孩子们用乐观、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感染着我，一次次让我感受到咱们班朝气蓬勃，充

满青春活力。

泰戈尔说：“我们一次次离去，是为了一次次归来。”我守候在原

地，回想岁月，遥望未来，等他们回来。他们一定会回来，因为这里有

我。当老师和学生互相欣赏，彼此依恋，这样的生活，不是已经远远超

出教育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了吗？

写到这里，我不禁欢喜、陶醉、得意。

回忆往昔，想起一切的一切，心中总是无限感动。我想只有用爱

和信任，点燃孩子们的心，用细腻和柔软，融化孩子们的心，才能收获

满满的幸福。

00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