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执行主编：宋鸽 010-82296728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周刊教师成长教师成长
探 寻 教 师 专 业 成 长 路 径

8版
2018年10月31日

非常教师

孙影：余生要走“想走的路”□马建华

孙影，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师，30 多岁读完博士，评完教授，一

切似乎都走得很顺利。但她说，她只

是走完了“必须走的路”，余生要走“想

走的路”了。

什么是孙影想走的路呢？作为一

名大学教师，她发现当下许多中国高

校业已演化成“职业培训所”，只注重

专业知识的学习，却缺失了人文素养

的培养。如何让 18-22 岁正处在“精

神发育”关键期的大学生全面发展，帮

助他们大学毕业后形成终身阅读的习

惯，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

的人，是她后半生最想思考和探索的

事，也就是她“想走的路”。

阅读中飞翔

阅读能给人插上飞翔的翅膀，书

籍是人终身成长的精神食粮。

虽然身为英语教师，孙影的教育

教学却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2012 年，孙影的“大学生一年级读书

会”成立，她要用一己之力给学生提供

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培养他们的人

文素养。

读些什么呢？“有限的生命，必须

保证经典阅读的优先权”。孙影在哲

学、教育学、认知学、国学、文学、心理

学等领域寻找适合大学生的经典书

籍。但买书容易读书难，读书容易选

书难，读 10 本书能选出 1 本适合师生

共读的就不错了。6年多来，孙影的周

末几乎都是在读书和选书中度过的。

2013 年，“大学生二年级读书会”

成立。这次，孙影实行了“阅读与写

作、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的方式。读了

《白鹿原》后，学生们在写作平台“简

书”上写作的文章有 10 多篇被推荐至

平台首页，并被多家专题如《美文》《读

书》《哲思》等收录。学生给她留言说：

“老师，感谢您。在读书会中，我真正

感到自己被聆听、被尊重、被给予，并

渴望表达，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每

一次读书会结束，我们的思想都越行

越远……”

2014 年，“大学生三年级读书会”

成立，“教师读书会”也在教师节这天

成立。最忙的时候，孙影一周要准备4

个读书会的4本书。但就是这样，她感

到了幸福，感到了大学教师的师道尊

严，因为这是围绕知识、真理、教育的

聚会，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

学习和求索。

学生毕业后，有学生去香港和英

国读研究生，国外求学的经历让这些

学生重新审视大学时的阅读，他们感

叹：“读书会上形成的独立思考习惯和

能力，是我在国外研究生求学其间受

益最大的。”是啊，大学学什么专业并

不是最重要的，但在这其间形成的分

析推理能力、阅读写作能力、批判性思

维能力、与人沟通协调能力，却可以受

益一辈子。

6年多来，读书会已经举办了上百

场，阅读了几百本书，学生作品也有几

十万字，涉及哲学、教育学、认知学、国

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读书会的影

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不仅吸引了

英语系学生，法语系、教育系、数学系

等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慕名而来，还有

了研究生的加入。

写作中思考

思维能力是国外高等教育的终极

核心目标之一。哈佛大学的最高使命

是培养学生“乐于发现和思辨”的能

力，剑桥大学把“鼓励怀疑精神”作为

根本追求。如何提升大学生的思维，

尤其是高阶思维能力，是孙影一直非

常注重的。孙影认为，教育就是教会

学生如何思维、思考、思辨，这些能力

是学生离开学校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必

须具有的能力。

孙影所讲授的英语分析性阅读，

改革了原来的传统教学，采用“课下

预习——课上表达和思辨”的方式。

每堂课上，都在文本深度解读的基础

上提出一个辩论话题，师生展开辩

论。例如“男性与女性，谁更需要关

怀？”“可不可以实行安乐死？”“手机

让人更疏远还是更亲密？”学生会分

成两组，孙影负责“煽风点火”，鼓励

他们思考、表达。有时学生说：“老

师，你先别说，先听我说。”仅仅一年

时间，许多学生从缺乏独立思考的状

态中走出来，渐渐有了自我主张，某

种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其思想，独立

其精神”的教育目标。

课外师生共读一本书后，并不是

结束，而是思考的开始。每个学生要

凝练一个主题或视角，展开自己的写

作。写完简书后发给老师，孙影会一

对一地进行三轮指导，学生要不断修

改和精进。就在这样的指导中，学生

的思路一步步清晰，思维一层层提升，

从而完成真正的学习。这样阅读与写

作，输入与输出的结合，真正提高了阅

读品质和思维品质。一个读书会学生

给孙影留言说：“读书会仅仅开始两周

时间，我觉得仿佛收获了上大学以来

最大的成就感和成长。在老师的建议

下，我将自己写的文章发表在简书

上。同学们在简书上给我许多评论和

点赞，让我深受鼓励。大家分享自己

的观点时，让我有许多收获和启发，看

到评论就像重温了一次这本书。我也

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学会了反思。每

一次交流都是心灵的碰撞，都会擦出

不一样的火花。”

表达中绽放

如何让中国大学生在公众场合自

由自信地表达自己，也是孙影努力的

目标之一。

在经历三轮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

书写后，孙影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以“我

是讲书人”的形式表达出来。讲台上，

会有学生非常羞涩的表达，会有卡壳

后的尴尬，也会有许多学生的华丽绽

放。一次上台，就是对个体的一次历

练。渐渐地，学生们的表达和表现都

越来越好。

不仅让学生在学校表达，孙影还想

办法把他们带到更大的社会舞台——

吉林省国际讲书大赛“我是讲书人”比

赛。读书会学生刘宇婷经历了海选、

晋级赛，最终挺进了决赛，最后获得了

吉林省“优秀讲书人”的称号。刘宇婷

说：“通过这场比赛，我见识了更多优

秀的人，他们不仅有知识更有智慧。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需要克服胆怯，勇于尝试，更多地读

书，更快地成长。感谢读书会对我的

历练，感谢孙老师对我一路的指导。”

读书会阅读经典，提高了大学生

的阅读能力；以简书的形式发表出来，

提升了大学生的写作能力；上台演讲，

锻炼了大学生的演讲表达能力。

孙影说：“做一名纯粹的大学教师

是我的选择，教育是我最后选择的栖

居地，青年大学生是我选择的伴侣，经

典书籍是我们的共同密码。”如教授吴

波所说：“推动阅读就是推动社会进

步，我愿意做一个美好的读书人，并成

为推动阅读的微力量。”孙影希望多年

后有学生说“就是因为大学生读书会，

我形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她愿

在读书中与青年共成长，愿为青年读

书习惯的形成助力推燃，愿为青年的

精神底蕴打一抹亮色。在这样的存在

方式中，她也就走成了永远的青年，成

就了永恒的青春……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院长）

孙影，长春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

士，美国加州伯克利大

学联合培养博士，硕士

生导师，发表文章 30 余

篇，主持多个项目，参编

多部教材。致力于大学

生的阅读推广，提升大

学生的思维品质。

遇见最美的您
□刘宇婷

我还记得大一时，您在课上告

诉我们在大学要做的 10 件事。例

如，一定要多去图书馆。刚刚成为

一名大学新生，我并不知道该如何

度过大学时光，您的建议为我打开

了另一扇门。

我曾是一个极度缺乏自信的

人，因为担心出错而不敢在班级回

答问题，因为担心出丑而不敢当众

讲话，因为担心被孤立而不敢做真

实的自己。我不喜欢那样的自己，

于是我决定改变。这种改变既是源

自内心的声音，也来源于您的鼓

励。记得在一节阅读课上，您让我

们分组表演所学的阅读故事。那一

刻我们眼神相遇，您温柔地鼓励我

说:“刘宇婷，怎么样？你试试？”虽然

只是一次提问，但当时那对于我来

说也是一种历练与挑战！就这样，

我一步步摸索着向前走，向更好的

自己靠近。

读书会中，您把许多精彩的问

题一个又一个地抛出来。问题抛出

的那一刻，我有时困扰，有时纠结，

可经过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会使我

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抛出的只是一个问题，但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想法，瞬间感觉那个问题

开了花，五彩缤纷，十分炫目。

您为我们推荐了“简书”这个写作

平台，让我们表达自己对书的理解。

刚开始写作时，我真的很苦恼，因为我

的写作能力并不强。别人用一两个小

时可以写完一篇文章，我却要用一上

午的时间。渐渐地，我明白了您的用

心良苦：写作才能体现出一个人是否

在进步，也让人开始真正的思考。

您带领我们一批热爱读书的大

学生，走上了“我是讲书人”的舞

台。非常激动能获得“吉林省优秀

讲书人”的称号。比赛后，您给了我

一个大大的、暖暖的拥抱，真的很

暖，心存感恩，感谢遇见的人和经历

的事……

您督促我们形成好习惯：与书

为友，笔书心声。当别人提到《白鹿

原》，我不仅仅会想到一个地方；当

别人提到《悲惨世界》，冲击我思

想的不只是悲惨；当别人提到《百

年孤独》，我的脑海里不仅仅映入

孤 独 …… 如 今 ，我 也 不 为 写 作 忧

愁了。

在最美的年纪遇见最美的您，

何其幸福！

▲
学生眼中的他

约会与书
□董保厅

世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丽，叫

作约会，而我总会选择一处僻静之

所，偷偷地与它见面，恰似诗里说的

那样“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

个约会对象，也是缤纷多彩，有时是

《道德经》，有时是《孟子》，再者《红楼

梦》，亦更有数不胜数的作品，令人目

不暇接。最是让人欣然的是，与它们

约会不会“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

子落灯花”的境况。

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固定的约会

地点，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作“读

书会”。在这里有许多像我这样的读

书爱好者，我们在这浩瀚的书海里尽

情地遨游，在这书的天空里放飞自

我，徜徉四方。这里没有对错与否，

只有畅所欲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

品类之盛，足以极视听之娱。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

到见地，既有古文的典雅，又有现代

的 风 尚 ，恰 似 千 年 前 的“ 百 家 争

鸣”。记得我与读书会的邂逅，读的

书是余华的《活着》，恰逢我刚刚经

历生死的磨砺，对此更加记忆深

刻。主人公命途多舛，一生波折，亲

眼目睹自己的亲人逐一离世。透过

文字我可以感受到主人公的那种绝

望，那孤独的内心。可是即便这样，

主人公从未想过放弃生活，放弃生

命。在我看来，这份支持希望的动

力就是生命，就是活着，真的是“这

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许多事

情只有当你活着，才有机会，看到主

人公坚强地活到最后，更让我对生

命有了新的感悟。那时，作为刚从

“鬼门关”爬回来的人，对于生死有

了重新的定义，可谓只要你不放弃

生的希望，就有新的可能。

与此同时，听其他人对《活着》

的看法，更是让我对人生有了不同

的体味。读书会里，我不仅仅收获

了知识，收获了能量，更收获了一群

对于书籍满腔热血的伙伴。生活五

味杂陈，然而书籍却有着独具匠心

的味道，透过书籍我看到了不一样

的人生，不一样的生命韧劲。在读

书会这个小世界，渐渐发现这里蕴

含着无数个大世界，有时更是一种

跨世纪、跨种族、跨时空的交流，使

人对生命的真谛有了更深的理解。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

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

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

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中国讲

“开卷有益”，可见读书总是好的。

读书会，让我感触到了读书人的多

种面孔，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更结识了一位

别具一格的读书人——孙影，一个

读书路上的引路人，给我们架起了

书籍的桥梁，一种沟通的媒介。闻

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从小喜欢

读书的我，自认对文化有一定的见

解，但是孙影老师和读书会，却实

实在在为我开拓了新的境界。少

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

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可谓学无

止境，死而后已。

今感念孙影老师以“书会”赋学

之新制，蒙师教诲，予吾阅书之始

终，不忘初心，约会与书。

爱上读书
□李嘉琪

时光迎来了秋季，凉风带来了清

爽，而我也收获满满地迎来了大二。

大一上学期时学会坚持每天

早起，大一下学期学会坚持定量读

书。前者帮助我加长自己可掌握

的时间，后者帮助我加深时间的意

义。有了这样的收获，让我从不忌

惮时光带走了夏季，秋风带走绿叶

的感伤，我便这样自顾自地向上生

长，享受着生机盎然，没有落日的

青春。

大一上学期的我，处于迷茫和

试探阶段，整日忙东忙西地瞎忙。

没办法好好把握时间，能做到的只

有早起，没有办法实现读书这个目

标。直到大一下学期，参加了读书

会才让我的读书计划彻底落实。

读书会是一个全班参与的活动，每

个同学都有机会做讲书人，分享读

书感受，也有机会做评委点评讲书

同学的表现。

万事开头难，最初参加读书会

的我，与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一

本短篇小说《羊脂球》。许久不读

书的我，出现了阅读障碍，就算仔

细看了每一个细节，也难以把握文

章的主题，自己写出来的文稿，也

是文字晦涩，语意不通。那时候，

我发现看书很简单，但读书很难，

你不仅要理解全文，掌握主旨，还

要将你得到的知识好好吸收消化，

用自己的文字诠释书的意义，这的

确是一种挑战。

现在想来与同学分享《羊脂

球》的感受并不算成功，因为那时

自己还是一个当众讲话就语无伦

次的小姑娘，背着虽是自己写的却

毫无闪光点的文稿，真是漏洞百

出。但就是在那天，我看到了老师

的赞许，同学的支持，这样的认可

让我有了继续读书的力量。

尽管读书很难，每一本书对我

们每一个读书会成员都是挑战，但

这样的“输入—输出”过程，却让我

有一种巨大的满足。看书时不再是

泛泛而读，看书后不再依赖百度寻

找前人评价，而是从文章本身挖掘

深意，自己思考总结，这样自食其力

的创造发现，得到的是旁人无法取

代的快乐。我像一个刚长大的小孩

子，学会不娴熟地拿起筷子，去自己

学习吃饭，而不是等待前辈用勺子

喂我。虽然有时候思路闭塞、没有

头绪，这份迟来的苦尽甘来，是我继

续读书的动力。

后来，我又与同学分享《活着》

这本书。这本书给我触动很大，我

想到与主人公生活年代相似的姥

姥，也想到同样在为生活奔波的妈

妈，我询问她们对“活着”的看法

后，得出了自己对“活着”的结论。

那时候我才知道，读一本书不是简

单地去看书中一群人的喜怒哀乐，

而是可以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

来。我不再是毫无表情的旁观者，

而是沉浸其中的当局者，可以寻得

自己的答案。这一次，站在台前讲

书的我，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有了

发自内心的感受，也比上一次讲书

成功了许多。

现在喜欢早起和读书的我，

由原来读书会两个星期读一本

书，到假期一个星期至少读一本

书，一直坚持写读书感悟。现在，

作为第二外语是日语的学习，我

会主动在课后读一些东野圭吾、

村上春树的小说感受一下日本文

化，满足自己对一个未知国度的

好奇心。学习《英美概况》时，我

也会在闲暇时间查找一些关于世

界历史的书，填充对世界各国的

许多认识空白。此外，我还会整

理摘要，将书中重要的时间结点

记录下来，连成线、织成网，形成

属于自己的知识网，学以致用。

读书会，让我明白了读书的快

乐，无关功利炫耀，只是爱上了读

书的归属感、踏实感和安全感。这

份不断获得认可的过程，让我不断

进步成长，不断接近我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