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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研

究生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

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

科学研究、知识创新和学术水准。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和

发展，实现了从小到大、快速发展的历史性跨

越，实现了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但

是，创新型人才培养不足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

的突出问题，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人民群

众的期盼和所肩负的使命相比，与发达国家高

水平的研究生教育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特别是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仍然存在明显差

距。

那么，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到底如何培养？

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南京大学课程与教学

研究所所长汪霞教授出版的《研究生创新型人

才培养研究》一书给出了一个全景式的地图指

南。

《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分为四

篇。第一篇为理论探讨篇，对什么是创新型人

才以及什么是研究生创新人才进行了界定，并

对研究生创新型人才的特征、培养的意义、影

响研究生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因素以及研究生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与环境进行了详细说

明。例如，书中将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影

响因素分为输入性因素、过程性因素和主体性

因素三类进行探讨。所谓输入性因素是指影

响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生源、师资、制度、

资金的输入性的因素；过程性因素指的是在研

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人才培养产生

影响的因素；主体性因素是指学生个体自身所

具备的一些对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作

用的因素。

第二篇国际比较篇，主要选取了美国、英

国、德国、日本等国作为典型案例，梳理总结了

发达国家培养研究生创新型人才的举措与特

点，并对国外（不限于四国）研究生创新型人才

培养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国外研究

生创新型人才培养各有特色，但是坚持“学术

自由”的人才培养理念、实施“科教融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强调“个别指导+集体指导”的人

才培养过程、践行“能力为本”的研究生课程教

学改革、建立“多元分层”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是国外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共性

特点。

第三篇实践探索篇，主要选取了南京大

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

及南京医科大学作为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实践案例，对五所高校研究生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总体情况、重要举措、培养成效、问

题与挑战、改革策略进行研究。案例学校涵盖

综合院校、工科类院校、农科类院校、师范类院

校以及医科类院校，学校类型丰富，代表性较

强。研究中发现，五所高校在研究生创新型人

才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生源质

量不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偏弱、导师管理制度

有待完善等共性问题，以及面临着国际化程度

等时代挑战。

第四篇对策建议篇，国内外高校的相关实

践，可以在不同方面为我们今后研究生教育的

改革提供借鉴。书中指出，研究生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协同努

力，因此，作者从政府管理部门、研究生培养单

位管理者、研究生导师、研究生自身四个主体

出发，分主体、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研究生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研究生创新型人才承载着时代的呼声，随

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社会对于研究生创新

型人才需求愈发凸显，如何培养研究生创新人

才是亟待解决与回答的问题。《研究生创新型

人才培养研究》一书的作者敏锐地觉察到了这

种时代的呼声，致力于解答什么是研究生创新

型人才、为什么要培养研究生创新型人才以及

如何培养研究生创新型人才三个关键问题。

从理论探讨、国外先进经验、省内实施现状、对

策建议四个方面依次展开，逐步聚焦，在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都为研究生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打开了新思路、拓展了新路径。

阅读是
最好的备课

■ 丘艳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写的一
本专著《给教师的建议》，其中我感触最
深的是这个章节——《从哪找时间，一昼
夜只有24小时》。书中举了一个工作了
33年的老教师上历史公开课的事例，课
上得非常出色，听课的老师都入了迷。
事后一个听课教师请教：“您花了多少时
间来准备这堂课？可能不止1小时吧？”
这位历史老师回答说：“这节课我准备了
一辈子。而且，一般地说，每堂课我都准
备了一辈子。但是，直接针对这个课题
的准备，也可以说是教研室里的准备，则
仅花了约15分钟。”

书中揭秘了这种一辈子的备课其实
就是“阅读”。苏霍姆林斯基说：“阅读不
是为了明天上课，而是出自本性的需要，
出自对知识的渴求。”“优秀教师教育技
艺的提高，正是由于这种经常性的阅读
不断地补充了他们的知识海洋。”每天不
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我
们的备课才不会单调乏味，我们的教学
思维才能成为源头活水，我们的课堂才
能如流水潺潺，生机勃勃。

“阅读是最好的备课”，对这样的观
点，我深有体会。

去年，转岗教了8年音乐的我又重
新回到了语文科教学的岗位上。开学
前，我多多少少有些焦虑。那种焦虑，就
好像是一个农夫多年没有侍弄土地，一
个战士多年没有摸枪射击，一个手艺人
多年没有碰他的活计一样，心难免忐
忑。于是，我跟几个好友同时也是优秀
的语文老师聊天，向他们请教。我一连
串地问：“现在的语文教学是怎样的走向
了呢？对我们语文老师的素养有什么不
同的要求了吗？语文课堂要注重哪些能
力的培养呢？我要怎样重新适应语文教
学？”脱岗这么多年，我其实是被“打回原
形”，我必须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回归。

朋友们很会宽我的心。他们都说：
“你没有问题，因为你其实一直还在语文
教学的路上。这么多年，你阅读、思考和
写作从未停下。你看，你发表这么多的
文学作品，你在市报担任特约指导老师，
指导和点评学生作文，你在各教育主管
部门的论文比赛中也屡有斩获。你要相
信自己。这些就是最好的备课。”

在这样的鼓励声里，我走马上任了。
在接下来的语文科教学中，虽然也遇到过
一些困惑，但我发现，长期的不间断的阅
读真的是我工作的法宝。学生们很喜欢
我上的课。他们说，丘老师的课生动有
趣，让他们每天都期待语文课的到来。

部编版六年级语文上册的《语文园
地》里有一个“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经
典情节，我让孩子们通过朗读，体会人物
形象，读出关羽的神勇之气。讲完这些，
我跟学生聊了一下相关的历史：“其酒尚
温，仅这四个字就体现了罗贯中的过人
笔力，把一个神勇的关羽活生生地刻画
出来了。但是，《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
虚构的成分很多。根据史料白纸黑字的
记载，斩杀华雄之人并不是关羽，而是另
有其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学生被我勾起了兴趣，津津有味地
听我还原了历史，知道历史上斩杀华雄
的原来是孙坚，而非关羽。最后，我对孩
子们说：“我们要区分历史与文学作品的
差异，靠的是多读书。先读历史，多读历
史，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表
达。”孩子们感叹，小说精彩，历史也有
趣。看来，真的要多读书啊！一个信手
拈来的史料补充，让课堂迸发出不一样
的火花，激发了学生探索知识、博览群书
的欲望。

“生活有多大，语文的外延就有多
大”，想把语文上得生动有趣，上得让学生
欲罢不能，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学会用一生
的时间去读书，用一生的时间来备课。

我的阅读偏好是文学类的作品，但
作为一名老师，我们要打破时空限制，树
立大备课观，所以，我意识到不能只按照
自己的个人偏好来读书。朱永新教授说
过：“改变，从阅读开始。”在读文学名著
的同时，我开始注重读读报刊杂志、读读
名师课堂实录、了解教育专家思想。因
此，我的书架逐渐多了教育类专业书籍，
如苏霍姆林斯基、叶圣陶、陶行知、朱永
新等的教育专著，也认真阅读教育刊物，
经常研读名师课堂实录，以此来增加自
己的储备，拓宽自己的知识背景，提高教
育技巧。这些知识储备是我在课堂上尽
可能游刃有余的保证。

近读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夜不能寐，通

宵达旦，为之痴迷，为之嗟叹，屡屡心旌摇曳，

遥想东坡先生的魅力，千载月华，照亮后来人

们的生命。

写苏东坡者众，真解人有几个？沉默如李

一冰，若无《苏东坡新传》，有谁识得他？冥冥

之间，人与人的牵系真的奇妙，一本好的传记

和传主之间会形成怎样奇妙的关联啊？

《苏东坡新传》甚好，且不说正文，极少有

序跋动人如斯。学者张辉诚偶遇此书，感动万

分，多方寻找作者，后经友人搭桥与李一冰之

子李雍鱼雁往来，得悉作者身世与撰书的缘

由。彼时，李一冰为友中伤、身陷囹圄，于狱中

遍读东坡，落笔成章，经年累月整理修改，一腔

心血付诸其中。李雍借清代刘鹗《老残游记》

说道：“天下至性至情的文章都是一种哭泣：

《离骚》是屈大夫的哭泣，《史记》则太史公之哭

泣，《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哭泣。如是，《苏传》

便是父亲的哭泣。或许这是命运的定数，天降

大任的道路必须如此酷烈。”

这部传记遵从线性书写惯例，但据李雍

说，真正的起笔从黄州始，方才补缀前后。贬

官黄州，是苏轼遭遇的第一次大挫折。苏轼作

《卜算子》云：“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

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人常赞词意高洁，

李一冰却说此乃“忧患之词”，如惊弓之鸟的惶

惑和孤独。有谁忽被羁押能不感忧虑呢？他

领会苏轼的心境，苏轼是他栖息的寒枝。李一

冰随后又道：“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

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这是他对

苏轼品格的颂扬，这也是他要坚持的价值观念

和精神自由。

苏轼的黄州生活是艰难的，因俸禄微薄，

连饱腹也成问题。垦荒造房，不止是为了温饱

无虞，更是为了“力耕不受众目怜”。人生不

幸，能消解而得幸者，那一定是智者。被贬黄

州，事功之途堵塞，苏轼就另外开路，把心灵寄

托转移到大自然，“东坡”“雪堂”成了黄州诗文

常见的题材与词语，《东坡八首》记录农人劳

动，追溯陶渊明的隐逸情致而又自成豁达境

界，一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更是彪炳千古，浩气爽朗。

苏轼珍惜身边的亲人，珍爱日常生活的美

好。他爱护妻儿，兄弟和睦，待朋友以真诚，心

有慈悲，视万物生灵为友朋。他从不怨天尤

人，恪尽职守，贴近民间，懂得汲取经验，为百

姓引水固堤，排忧解难。苏轼既秉承了忠厚刚

正的家族风范的熏陶，又接受了先秦儒家仁者

爱人、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更在长期贬谪的

遭际里，真切地体验了人世冷暖与生活甘苦，

不论穷达，始终心系国事民生，处处无家又随

处为家，深于情而不耽于情。在苏东坡这里，

“小我”与“大我”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苏轼的思想，以儒学的根底，而杂以佛、

老，故冲和简澹，襟怀高旷，既不像司马光、王

安石之固执，也没有道学家如程颐等人的拘

束，不管身处何地，都能调整身心，呈现宽博大

度的气象，为人天真坦率、放言无忌，文名声望

俱隆，所以深为小人忌惮，而屡遭迫害。乌台

诗案，几被置于死地，此后屡起屡跌，皆因小人

嫉恨的缘故。他的大半人生抛掷路途，携家带

口奔忙宦海，晚年时，再次被贬谪儋州，地在海

外，荒莽无人烟，疾病无医药，居处无房屋，而

东坡处之泰然，从不做迁臣穷戚之态。作为新

旧党争的牺牲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何尝

不清楚，可是，他一再搁置归返田园的梦想，入

世又出世，执著于现实人生，又超然物外。这

种超越传统的人生选择和人格范式，所传递的

生命光泽，穿透历史的层层黑幕。

这部苏东坡传70余万字，写得极细致，紧

扣诗文与经历，交错分析。它不是文论，没有

学究气，也绝非那种隔阂的局外人的淡漠观

察，李一冰把自己的见识和情感都放了进去，

那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回应。在那些

逼仄的日日夜夜里，是苏东坡的诗文拓宽了他

的世界，引领他突围，安顿身心，解放桎梏，叩

问命运的无常，构建自身的存在。

这真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

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苏东坡新传》

作者：李一冰
出版社：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ISBN: 9787220118043

人生到处知何似
■ 林颐

《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作者：汪霞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ISBN：9787305208546

为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
提供全景式地图指南

■ 雷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