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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

教师，江西省南昌市艺

术创作研究所特聘研究

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 3

项，主编教材1部。

福建省惠安高级中学教

师，《教师博览》（原创

版）签约作者，曾获叶圣

陶教师文学奖、福建省

优秀文学作品奖，著有

散文集《数过满天星》。

有些书，读过并不代表读懂了，唯

有让书籍参与自己的精神创造与行动

实践，这本书才能真正内化为生命的

一部分。为一本书留下文字，或是批

注或是心得，抑或是书评，都是能够让

我们真正“拥有”一本书的方法。

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怎样写一篇

好的书评？浙江师范大学教师程志与

福建省惠安高级中学教师张家鸿各有

自己的妙招与心得，他们都以写作书

评、读书随感见长，更重要的是，他们

十几年来坚持阅读与写作，始终保持

与时代对话、与思想共振的能力。本

期，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讲述那些“因读

而生的文字”。

用文字真实地呼应书籍

中国教师报：阅读对教师成长的

意义毋庸置疑，但怎样才能知道自己

是否真的读懂了一本书呢？如何让一

本书真正属于自己？

程志：所谓“读懂一本书”，我们可

以认为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升华的过

程，即我们首先应该从感性层面掌握

这本书大体所讲之内容。从知识性的

维度而言，就是读者通过阅读一本书

得到了关于某种事物的系统性认知，

进而清晰了解作者对研究对象更为深

层的学理性认知。这是一个思维不断

发展的过程。

当然，上述概念的认知还牵涉到

书的种类问题，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对

“懂”的理解。换言之，不同的书有不

同的关于“懂”的意涵，“文学”的“懂”

是要基于故事逻辑的发展理解其内在

的情感蕴藉；“历史”的“懂”是要基于

历史逻辑掌握背后的历史规律；而“教

育”的“懂”则是要基于人自身发展的

逻辑了解内在的心灵成长规律。

如何让一本书真正属于自己，我

想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论的说

法，无论助力自身的写作，还是为一线

教师提供实践指导，只有勇敢进行实

践，在大量素材反馈的基础上与书本

理论形成互动，才能真正将书中所学

内化为自己的素养和能力。

张家鸿：怎样才算读懂一本书，答

案可谓众说纷纭、因人而异。话虽如

此，读懂一本书也离不开如下几个特

点：从书中照见真实的自己。阅读是

为了遇见未知的自我，唤醒沉睡的自

我。倘能如此，被读懂了的书就好似

一面镜子，照见自我的千百种模样；读

完一本书之后，比未读之时更能生发

许多未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读

懂是已知与未知兼而有之。

唯有让书籍参与自己的精神创造

与行动实践，这本书才能真正内化为

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书在数量上不

多。它不是读过一遍即废置一旁的，

而是可以常常被重读的，从第一次读

到不断重读，其中的时间跨度可以是

几月几年甚至更长。有的书虽是读过

的，却并不真正属于读过它的人，这也

许与读者和书籍的气质不符有关，也

许与阅读的时机或气氛有关，也许与

读者的状态和情绪有关。

中国教师报：一些推动教师阅读

的学校通常要求教师写作读书心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教师应付了事，有

些认真阅读的教师苦恼写不出好的心

得、体会。在您看来，一线教师在写作

读书心得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有什么写作误区？

程志：我对这种“应付了事”是心

有戚戚的，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一般

而言，许多基层学校为推动教师阅读

而推动教师阅读、为写读书心得而写

读书心得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这里存在的问题有两方面可以

谈。一种是学校为了应付主题性活动

而举办的教师集体阅读，这种主题性、

任务式的读书活动及其延伸出的教师

集体写读后感活动十分挫伤教师的阅

读兴趣。因此，许多教师应付了事。

另一种是学校要推动教师阅读，但是

阅读的书单往往显示出某种不专业的

态度，或者学校的评价机制也显示出

某种不合理，因此导致读书活动流于

形式。

一线教师在读书心得写作上存在

流于单纯复述书中内容、形式主义甚

至抄袭大话、空话等诸多问题，没有理

论观照、没有经验例证、没有自我回

应，这是许多一线教师在写作读书心

得过程中最明显的几个问题。

张家鸿：在不阅读照样可以应付

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对写作

读书心得或读后感也一定是应付了事

的，因为这部分教师从未尝过写作带

来的甜头。

与 阅 读 相 比 ，写 作 不 可 操 之 过

急。许多教师总是希望写作一蹴而

就，急于写好。殊不知撰写读书心得

的核心要义在于真实，而不仅仅是精

彩。书籍真实地打动你，你真实地呼

应书籍，文字真实地流淌自己内心的

感受。写出来的文字让人为之叫好，

也是长期修炼的结果。阅读与写作是

教师成长的两翼，任一方面均不可急

于求成。

中国教师报：一篇好的读书心得

应该是怎样的？在写作中，有没有规

律和方法可循？

程志：个人认为一篇“好”的读书

心得有一个基本标准：需要与切身的

教育教学产生一种体验式关联，并通

过读书心得的写作有效将自己的教

学实践与书中所写相结合。在写作

中，我认为这种体验式读书心得有规

律可循，一般而言大体有几个步骤：

第一是“内容总结”，在读书笔记的基

础上对书中内容做一个概览式总结，

或突出其中一点或总体评述书中内

容；第二是“经验联想”，结合教育教

学实践展开对书中问题的联想，运用

自身的实践对书中所写形成一种“互

文式的例证”；第三是“理论升华”。

教师自觉运用所学的教育理论对书

中问题进行学理观照，让自己阅读的

书籍形成一种内化的知识结构，这样

才能让自己在读书心得的写作中“见

自己、见天地”，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

互动。

张家鸿：在我看来，一篇好的读书

心得有以下 3 个标准：其一，有自己。

因读而生的文字，如果没有自己，那

么心得就是虚的、假的、流于形式或

应付的。有自己则有情有感，自己与

书籍是彼此交融的；其二，有发现。

书与人、人与书的相逢，要么带来喜

悦、要么带来悲伤、要么带来震撼，皆

伴随着独一无二的发现。经由自己的

眼与心的发现，即便与旁人雷同也不

必在意；其三，有感染力。有感染力

的心得传递的是不绝如缕的书香，即

便生活倥偬，书香依然倔强地环绕

着。这 3 个标准何尝不是规律与方法

呢？它提供的是入门的道，一篇好的

读后感如能占据其一，即已完成对作

品的回馈。

书评是超越视角的共鸣

中国教师报：书评作为另一种写

作方式，您认为与读书心得或读后感

有什么不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

书评的？

程志：就我个人而言，所谓读书

心得和读后感并没有很大区别，他们

都是一种感受性的理解。但需要指

出的是，书评尤其是学术性书评写作

则完全是一种不同层面的表达，书评

是一种学理性的书写和表达，更多讲

求思维的系统性和结构性，更加突出

的是“评”。它是一种理论观照，是超

越感性的理性表达。它需要自觉运

用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言之“症候

式阅读法”，即书评某种意义上需要

挖掘出写作者基于文字（“材料”或

“档案”）背后所深藏的文化意义和哲

学意涵，是一种基于事实基础或者基

于作者呈现之上的规律性认识，带有

某种普遍性，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超越

学科界限意义的带有某种范式性的

学术认同。

我长期从事教育、文学、影视等方

面的评论工作，评论是我与各种艺术

创作者沟通的良好方式。至于书评写

作，则是从我大学二年级就开始了。

之所以选择这种写作方式，无疑与自

己喜欢读书有关。彼时对于一个年轻

学生而言，发表一篇书评不仅能获得

老师的鼓励，还能获得一点微薄的稿

费，这极大激发了我的“虚荣心”，此后

便以此为乐，到今天也依旧在继续着。

张家鸿：作家、书评家萧乾曾在

《书评与批评》中写道：“书评是为非专

家的、一般大众所做的批评。”诚如萧

乾所言，书评是一种写作方式，甚至可

以说是一种专门的写作方向，它是作

者专注于书籍本身、专心于向大众推

广遇到的好书的专有文字。而读书心

得或读后感，更多是作者发自内心的

倾诉，是一种特殊的自说自话。与书

评的专注、严谨、向外相比，读书心得

或读后感更随性，更自在，更属于内心

的诉求。当然，二者不是完全无瓜葛

的。许多时候，它们彼此交融。

自从提笔写作起，我就开始撰写

书评，至今算来已过 10 年。这其中很

长时间只写书评，直到近两年才写一

些散文。之所以选择这种写作方式，

原因有二。其一，书籍的魅力太大，读

得越多，越有因读而抒发、倾泻的可

能，越有想要让更多人知道好书存在

的念想；其二，身为高中语文教师，我

想让自己因阅读而一直处于蓬勃的状

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成为学生成

长的同路人，甚至成为学生成长道路

上近在咫尺的榜样。

中国教师报：有人说，书评人应该

站在俯视所读之书的角度来构架文

章，您认同吗？

程志：所谓评论写作需要有“超越

视角”这是一个共识。但需要指出的

是，最好的书评其实是与作者形成一

种“共鸣”，这种“共鸣”虽然是个体性

的，但是这种“共鸣”往往又具有更多

的“一般性”，它从特殊走向了一般，从

个性走向了共性。因此，好的书评往

往能彰显更多的“通约性”，即优秀的

书评人往往是一个“共鸣的中介”。

“俯视”是从知识范畴意义而言

的，要写作书评不能就一本书而谈论

一本书，因此书评人必然不能仅看一

本书就立即展开评论，优秀的书评人

还需要全面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或者

同类型书籍的框架和表达，唯此书评

人才能“胸有丘壑”“笔藏万端”。

张家鸿：我以为，俯视只是撰写书

评的众多角度之一，而非全部。撰写

书评既要冷静站在书之外对其进行审

视与打量，又要积极热情地享受书带

来的润泽与甘甜。一味俯视，岂不是

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平视不

可以？像对待多年老友一样，有一说

一，不高看，不讨好。仰视不也可以？

像对待优秀、高贵的朋友一般，向他人

学习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

与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的写作

一样，书评写作同样需要作者本人日积

月累、毫不懈怠地阅读作品，方能让自

己有驾驭作品的高度与深度。“腹有诗

书气自华”放在书评写作中同样适宜。

生命因思考、表达而蓬勃

中国教师报：请以一篇书评为例，

介绍一下您写作的过程？

程志：我以一篇发表在《中国教育

报》上的书评文章为例，题目为《“人文

行读”作为思想试炼》。这篇书评文章

评论的对象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四卷本《行读中西的人文课》，这套书

的作者是全人教育奖获得者、上海外

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教师樊阳。

写作这篇书评的过程毫无疑问

是艰难的。这套书体量巨大，四册书

共计百万字以上。此时，我选择用关

键词的方式对每册书的核心内容进

行概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

评论。此外，一篇教育书评的写作不

仅是对这本书的概括，还需要有一个

历史视野的观照，书评人需要站在职

业生涯的高度评议该教师的教育思

考。在写作书评之前，我搜集了许多

樊阳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并仔细

研读。

通过搜集，我发现多年来媒体对

樊阳的报道仅仅是他对“人文行读”

的坚持，而未从专业性维度进行回

应。我认为樊阳 30 年“人文行读”是

在进行一种课程建设，这种尝试对于

当前国家所提倡的“双减”政策、高考

改革、加强核心素养培育等具有参照

性价值。最后，书评最重要的部分落

在对这套书的评议和升华上，结合材

料和书本内容，我认为“人文行读”作

为一种思维操练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

很大限度的延展，它不仅作为一种东

方式的思考对人类经验和知识类群进

行了把握，还在纵向的地理跨越和横

向的线性维度上打开了我们的全球化

视野。

张家鸿：刊发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文汇读书周报》的《背弃艺术者，

美自然弃他而去》是关于冯骥才先

生长篇小说《艺术家们》的评论。与

撰写别的书评一样，撰写此文的第

一 步 骤 在 于 读 ，用 心 地 读 、专 注 地

读，伴随着阅读的深入，圈点勾画以

及读后所得自然密密麻麻散布在字

里行间，这是我与作品的对话，也是

书评稿子的雏形。它们是我与作品

精神拔河的见证，把作品拽过来并

且尝到甜头。

读有所得在心中涌动，我必急于

写下，担心有些想法过后即忘。虽然

写下，终究是零碎、闲散的，不成系统

的，需要找一个角度或多个角度才能

成文。这个过程快不得，需要一段时

间的深入思索。品读《艺术家们》之后

沉思多日，我从 3 个角度切入：一是真

正的富翁不是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多

少，而是拥有的美有多少；二是艺术对

艺术家来讲，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三

是艺术之花唯有扎根于现实土壤中，

才能开得璀璨夺目。这是第二个步

骤，从不成系统的零碎到寻找到主线，

有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感。

第三个步骤就是要让草稿静躺几

日或更长时间。当初以为满意的表

达，经过时间的流逝，同一双眼睛看之

就可看到许多新问题。或者是文字表

达的草率、大意，或者是角度切入的不

够精准、随大流，或者是解读的肤浅流

于表面。改定次稿之后，交稿之前再

润色修改一次。当然，篇幅上的增删，

在第二次或第三次的修改中都是会有

的，视具体情形而定。

撰写书评，找不到角度或切入点

是常有的事。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只

能让心静下来再回头看一看，也许灵

感的火花会不经意间被点燃。有的时

候文字滞涩无法舒展，只能逗留原地，

久久徘徊，不忍离开，不舍离开。所

以，不管遇到怎样的问题，都需要静候

自己，静候内心与文字恰如其分地相

逢。说到底，写作终究是需要耐心、静

心的事。

中国教师报：写作读书心得以及

书评对您的成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相较其他文体，您会推荐年轻教师进

行读书心得或书评写作吗？

程志：我一贯推荐一线教师多读

书并且要养成写读书笔记或者读书心

得的习惯。当一般化、流水账式、浅表

化、感性式读书心得不能满足自己的

表达欲时，则要努力提升自己对教育

理论的认识，开始一种严肃的书评写

作，尤其是对教育前沿书籍的关注，我

一直秉持着这种态度。

书评写作帮助我从基础教育跃升

到了高等教育的舞台，如今的我之所

以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来

自于我专业性的书评写作。我相信，

一篇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书评不仅能够

展现作者文字背后更为精妙幽微的意

涵，而且能够充分展现书评人超越书

籍，实现与时代对话、与思想共振的

能力。

张家鸿：撰写读后感与书评始终

伴随着我的专业成长之路。

写作让我一直处于思考的状态，

生命因思考、表达而蓬勃。站在讲台

上 17 年未曾有疲倦感，乐此不疲担任

班主任15年。

写作让我有机会发出个人的声

音，收获专业成长的自信。

写作让我影响并带动周围的教师

和学生成长。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分

享，让同行知道写作不是语文教师的

专长，而是所有教师都应该掌握的一

项技能。写得多了，写得久了，成长会

不知不觉到来。不同的教师可以写同

一本书的书评，这何尝不是一种平等？

撰写读书心得是成长的通畅之

路，值得大力推荐。撰写读书心得或

书评，是对书籍的必要回应，是对阅读

所得的及时总结。相较于教育随笔或

教学论文的写作，读书心得与书籍有

着更牢固的内在联系。与其开口谈起

书籍的种种好，不如提笔写下书籍的

种种好。写下即固化、成果化，让自信

之帆更能乘风破浪，也为日后的温故

知新提供载体。常读常写的成长之路

就是与书籍相伴相随的人生之路。仔

细想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因读而生的文字

谈 写 作

□ 本报记者 宋 鸽

程 志
CHENGZHI

●访谈嘉宾

张家鸿
ZHANGJIA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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