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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里
的“套路”

■ 刘泽琴《从零开始，做研究型教师》这本书，不

仅仅是作者刘波的现身说法，更包含着我自

身的成长转变：从一开始头疼写读后感的老

师，到现在收获数十篇省市区论文获奖，多

次参与省市课题研究工作，承担一个幼儿园

的教科研工作，我的教育生活自然散发着

“研究味”，在收获成长喜悦的同时，我也从

被唤醒的人成为需要主动唤醒自己、唤醒他

人的人。结合这本书的阅读，将这个蝶变的

过程梳理如下，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思考。

破除“心中贼”是第一步。对于有些教师

来说，他们的“心中贼”就是不会写论文、不

会做研究。怎么破除他们的“心中贼”呢？既

要“雷霆手段”又要“和风细雨”。我园在教科

研工作中对于“新兵”是有“帮扶”政策的，师

徒结对中，师傅需要指导徒弟上好一堂课、

写好一篇文，其中包含了各类专业写作文

章，比如教学反思、教学案例以及课程故事、

教学论文等，同时，教师教科研工作成果与

业绩考评挂钩，这样的硬性指标就是“雷霆

手段”。

但是，光有“强制性”手段是不够的，可

能还会激发一些年轻教师的逆反心理。在提

出科研要求的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教科研

氛围。科研联手教研，在日常教学活动的研

思中培养教师的问题意识。以我园校本研训

为例，上学期基于思维可视化开展数学区专

题研训，人人参与教研，审思数学区游戏现

状，思考用可视化工具优化数学区游戏，学

期末共有 17 人撰写相关论文，包含首次撰

写论文的 5 名教师。教研联手科研，让教师

真实感受到研究与日常教育实践相辅相成，

支持教师实现科研成果的零突破，感受专业

成长的加速度。

及时反思、及时研讨、及时梳理、及时收

获是我园科研工作的要诀，润物细无声地破

去教师不敢写论文的“心中贼”。就像刘波在

书中多次强调的，一线教师做科研，要坚持

在研究的状态中工作，唤醒研究意识，关注

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问题，善于向多方借

力解决问题，多复盘自己的相关做法，实现

与研究的零距离。

其次，要品到研究味。做一个有“研究

味”的教师，要学会品尝研究带来的不同味

道，刘波在书中提到了研究的多种形式，其

中包含了教师自发的“草根研究”、有硬性要

求的课题研究，乃至更高要求的有研究味的

教育生活。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式给了我启

发：一线教师蝶变成研究型教师的过程，一

定是从“草根研究”到正规研究，从课题研究

到融于教育生活的日常研究。

这本书有两个篇章提到了“草根研究”，

分别是《做“草根研究”的践行者》以及《在

“草根研究”和“规划课题”中自由行走》。两

个篇章都在呼吁一线教师从草根研究中启

航。这也是本书中我觉得最接地气的观点之

一。现实条件决定了一线教师与课题研究间

存在专业能力门槛，而这个门槛又需要教师

在做研究中突破。“草根研究”的价值就体现

在这里，一个能够根据自己工作自发开展研

究的教师，他就是一个觉醒了研究意识的教

师，从被动卷入到主动参与，成长是日积月

累的必然结果，就像书中所说：“草根研究”

虽然研究始于问题，重在过程扎实；工作就

是研究，重在质量提升；成长就是成果，重在

内在变化。

最后，一起做觉醒者。朱永新就教师成

长提出了一个“三专理论”：专业阅读，专业

写作以及专业交往。“三专理论”对于做研究

的觉醒者依旧适用。因为觉醒，我们从踌躇

到行动；因为被唤醒，我们从被动到主动；因

为阶段成长，我们更需要不断走出舒适圈。

为此，一起做研究型教师，我们需要通过专

业阅读，不断自我觉醒；通过专业交往，不断

唤醒更多的觉醒者；通过专业写作，不断走

出课题研究的舒适圈。

《从零开始，做研究型教师》这本书里有

着美好的愿景，有着具象的路径，更有着被

唤醒，一步步走上研究之路的千千万万的一

线教师：要坚持不懈、反复实践，要脚踏实

地、日积月累，更要走出误区，目光长远。

中国人识得梭罗，大多是因为他的《瓦

尔登湖》，其实，梭罗的著作又何止一本《瓦

尔登湖》？尽管梭罗生前只出版过两本书：

《瓦尔登湖》和《河上一周》，但他却留下了大

量的日记和遗稿。后人据此不断进行挖掘、

整理，于是，梭罗更多的作品陆续面世，《夜

色和月光：梭罗散文选》即是其中之一。该书

收入梭罗散文12篇，集中呈现了“臻于巅峰

境界的散文作家”梭罗。

作为博物学家、自然诗人，梭罗的散文

当然以“自然万象”为写作重点，诸如：河流、

湖泊、野草、鸟雀、走兽、树木，以及天空、风

雨，自然片段等。而他笔下的这些“自然万

象”，又都是他“漫步”思考的结果，“漫步”的

活动中心，则是康科德——“他一生都在漫

步，都在深入地研究百草、松林、月光和康科

德的河流。”

“漫步”，使梭罗的散文呈现出特殊的结

构方式：常常以“游踪”为线索，移步换景。

“漫步”所至，举凡自然环境、景物片断、花草

树木、走兽虫鱼等，都在他的笔下得到纷繁

呈现。也基于此，在梭罗的散文中，精彩的场

景描写、精致纤巧的细节描写、富有哲理的

语句，在在有之，给人以极大的阅读享受。

我们不妨来看，梭罗对一段漫步过程

中，所看到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这里不见房

屋，偶有鹞鹰飞过，双翼镀着金边，或是一只

麝鼠，在洞口警觉地张望。一条小溪从草场

流出，像一条黑线，缓缓前行，在残桩断株间

迂回蜿蜒。我们在这光芒中漫步，它澄澈如

许，光辉如许，将枯草和落叶染成了金黄。这

光芒又是如此柔和，如此恬静，让我沐浴在

这微波不兴、寂然无响的金色海洋之中。”文

笔细腻，细节生动，真是柔美极了。

作为一名“自然诗人”，梭罗散文的另一

个特点，就是“诗意”弥漫。表面上，梭罗的散

文，每每将诗歌融入其中，诗歌成为了散文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梭罗散文的

诗情是一种“融入”：他把诗情融入描写之

中，融入细节的表现之中，融入文化史料的

运用之中。重要的是，他的这份“诗情”，并非

浮泛之情，更非故作多情，他的“诗情”一方

面来自大自然的感发；另一方面也来自他对

大自然、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故而，其诗情常

常充满了哲理，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

一位好的散文家，其文章往往呈现出一

种“多维性”，文章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思考，

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梭罗的散文，尤

其如此。

读梭罗的散文，我们在享受其对大自然

描写所呈现的绚烂之美的同时，我们还能从

中读出一个更多彩、多面的梭罗。

因为至情至性地热爱自然，梭罗对世俗

就难免格格不入，他认为：“物象之所以隐而

不见，与其说是它避开了我们的视线，莫如

说是我们的心灵和双眼不曾驻留，因为能否

看到什么并不取决于眼睛本身，它跟其他任

何胶状体毫无区别。我们并不清楚自己视界

的远近阔狭，因此之故，大部分自然现象在

我们的一生中都会隐而不显。”

自然与艺术，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梭

罗热爱自然，对艺术也有着自己的思考。简

言之：艺术对自然的反映或者表现，还远远

不够。由此，梭罗还思考到教育，他认为学

校对学生在“自然教育”方面远远不足。比

如，“草木为万物的生长提供了范式，其中

蕴含的规律在晶体中更加一目了然，正因

为这样，所以它们的用材更为简单，好多时

候甚至是存留片刻、转瞬即逝的东西。如

此，观察万物的生长岂不既简单方便，又直

逼本质……”

对错与否，我们只能说：那只是梭罗当

时的思想。今人读旧文，也只是将其作为一

种阅读、研究，来认识彼时的梭罗、对照今日

的我们了。

很多人认识余华，是从《活着》《许三观

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小说开始的。喜

爱他的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作品之外的余

华，不妨从他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

差距里》开始。

在这本书里，余华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对

我们娓娓道来，谈社会和历史，谈童年和梦

想，谈他和中外文友的交往，谈他多年来在

世界各地的游历，谈足球、谈家庭……当然

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展现了他一贯的犀利

与悲悯、戏谑与睿智，亦庄亦谐的笔触下是

深刻的洞察与反省。

尽管书中的内容挥洒跳脱，旁逸斜出，

没有严格的逻辑线，但还是可以大致地分为

四个部分：时代记忆、文学地图、旅行见闻和

我的创作。“时代记忆”和“旅行见闻”指出了

我们的现实处境：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

里，而“文学地图”和“我的创作”则道出了文

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带领我们溯流而

上，在千百样差距的源头同悲共喜、万古一

心。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

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而现实的差距

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去了。”虽然余华在书中单独论述“差距”的

文章并不多，但其实“差距”这个意象从头到

尾贯穿全书的始终。比如《兄弟》出版之前的

余华为什么失踪了，家庭为什么变得不那么

重要了，一个夏天为什么如此安静，样板戏

和录像带电影，还有川端康成墓旁的名片

箱，在挪威寒冷的冬天里喝从赤道运回来的

烧酒，还有：“很多年前读西蒙·波伏娃日记，

知道青年萨特服兵役期间就在德法边境的

哨所……现在南非世界杯上的这支法国队

有点像萨特服兵役时期的法国兵。”这些鲜

活有趣的叙述在使人觉得兴味盎然的同时

浮想联翩，勾起一番属于自己的生命记忆。

全书我最欣赏的部分是余华漫谈各国

文学巨匠和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彼此之间

的奇妙缘分，我把它称之为“文学地图”。因

为这既是余华的阅读地标，也是他的经验之

谈，对文学爱好者很有参考价值。

最初，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

晚”，启发了余华对文学意义的理解。他用各

种事实告诉我们，文学可以激活人生的记忆

和经历，可以丰富人生的深度和广度，甚至

沟通生与死的通道。

文学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现实的预

演，因为人类总面临着生老病死、追求与幻

灭、爱与缺憾等永恒的课题，人的差距林林

总总，然而人性的本源殊途同归。文学帮助

我们看到差距，理解差距，包容差距，乃至消

弭差距。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差距是永恒

存在的，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包罗

万象的无穷魅力，但重点在于，文学使我们

得以进入他人不一样的世界和人生，反过来

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

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

自己的感受，甚至自己的生活。”这也正是余

华本人的创作态度和文学理想。

为什么余华说威廉·福克纳是他唯一的

师傅？什么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为什么

说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完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你就会知道。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余华对

文学、社会、历史、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以及

他与其他文学大师之间的独特联系和比较。

此书不仅是对余华个人思想和经历的展示，

更是一个优秀作家对文学价值的深刻探讨

和赞美。

晚饭后，我正在客厅里休息，

耳边响起了一阵QQ消息的提示

音。不用看也知道，一定是班里学

生提交了本周的读书笔记。我拿

过手机点开班级QQ群，果真如我

所料，全是班级群里的未读消息。

翻阅孩子们提交的读书笔记，有

的是优美句子摘录；有的是人物

档案制作，还有的是绘制书籍推

荐的手抄报。我的心里一阵喜悦，

看来上学期关于课外阅读的“套

路”真的奏效了。

去年，我新接手了一个班级，

孩子们很活泼，学习的积极性颇

高，但对课外阅读却不怎么上心。

想着下学期就要开始学习四大名

著了，我得想点办法让他们深入

阅读的情境，去感受阅读的乐趣。

发放小人书，是激发阅读的

开端。童年时，我曾迷恋过小人

书，从那些精彩的图画和简洁的

文字里，我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

物，也知道了许多生动的故事。我

想这或许是让孩子们对课外阅读

感兴趣的突破口。我特意在网络

上多加搜索，精心挑选了由吉林

出版集团发行的一套四大名著连

环画小人书，每部书12本，一整

套共有48本。每周班级常规得分

最高的小组，我就奖励小组成员

每人一本小人书。等到期中考试

的时候，整套书都发放到了孩子

们手中。平日里，我看见大家在班

级里传阅小人书，有的同学还凑

在一起讨论书里的故事情节。我

的心里暗自得意，这帮“熊孩子”

“上钩”了。

故事接龙，是走进故事的延

续。学习冰心的《忆读书》时，我以

《水浒传》中的经典人物林冲为

例，讲了“误入白虎堂”“大闹野猪

林”和“风雪山神庙”，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我趁机提问：“有谁知

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孩

子自告奋勇地说:“我知道！”结果

他站起来，磕磕绊绊地说了几句，

没能完整地讲出后续的故事。我

鼓励他当天晚上回去再做准备，

第二天讲给大家听。第二天他讲

了“火并王伦”的情节，全班同学

用热烈的掌声为他喝彩。我顺势

建议：每节课的前5分钟作为故

事分享时间,同学们可以自主讲

述四大名著里你认为精彩的片

段。那一个月里，有十多位同学在

课堂上为大家讲述了他认为最精

彩的故事片段，其他同学也在听

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四大名著的了

解。

绘制手抄报，是深入阅读的

结晶。结合单元作文主题“推荐一

本好书”，我要求孩子们在元旦假

期绘制推荐四大名著的手抄报。

看着那一摞厚厚的手抄报，我倍

感欣慰。特别是有几张推荐《西游

记》的手抄报，不仅描绘了栩栩如

生的唐僧师徒四人的画像，还绘

制了取经的路线图，分享了主要

情节，版面设计和色彩的搭配也

和故事十分契合。

课本剧表演，是阅读成果的

延续。通过一学期的阅读累积，孩

子们对四大名著的故事已经熟记

于心，课本剧的表演就成了阅读

成果的展现。孩子们自创剧本，选

演员、制作道具、加紧排练，原生

态的演出虽然略显稚嫩，却赢得

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在欢乐嬉笑

中，那些人物的故事成了孩子们

最深刻的记忆。

只要引导得当，阅读的“套

路”便会化作孩子们探索文学世

界的钥匙，开启他们心灵的宝藏

之门。在这些精心设计的“套路”

中，孩子们不仅能够领略到阅读

的乐趣，更能在文学的熏陶下逐

渐培养出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与欣

赏能力。这些文学的种子，在孩子

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将会绽放出

最绚烂的花朵，成为他们成长道

路上的宝贵财富。

《从零开始，做研究型教师》

刘波 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ISBN: 9787556134441

文学让我们站在差距的源头同悲共喜
■ 邢洁

【
读
书
】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余华 著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时间: 2024年4月
ISBN: 9787530223970

《夜色和月光：梭罗散文选》

【美】亨利·戴维·梭罗 著

仲泽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年10月
ISBN: 9787544772853

诗意的博物学家
■ 路来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