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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第一轮初

中化学名师工作室领衔人期间，我要

求每位成员每月写一篇随笔上传到工

作室网页，题材不限，字数不限，只要

达到“内容健康，语言通顺，无错别字”

的要求就算合格作品。为了体现带头

作用，我也给自己定了写作目标：每月

要在市级以上报纸副刊发表一篇随

笔。第一年，8位成员都完成了每月一

篇随笔的写作任务；第二年，从年初开

始就有人陆续掉队，到了第18个月，基

本没有人上传随笔了。领衔人这边如

何呢？我连续 53 个月有随笔公开发

表，发表的月最高纪录是4篇。说这段

陈年往事，意在表明一个观点：青年教

师的坚持精神有待于进一步培养。

培养坚持精神的着力点主要有以

下3个：

一是坚持练功。歌唱演员要练

声，教师要练什么呢？练教学语言、教

学板书、教材理解、教学设计、课件制

作等。演员不坚持练功，上不了舞台；

教师不坚持练功，守不住讲台。因此，

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要有坚持不懈的

练功意识。

练好教学语言的主要路径有：以听

促说，在听课、听讲座的过程中，汲取优

秀教师、专家的语言精华，以此改善自

己的表达；以说促说，将课堂教学、会议

发言、讲座交流作为语言锤炼的平台，

在说的过程中提高自己表达的胆识和

自信；以写促说，通过微信原创、随笔或

论文写作提高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准确

性和精练性；以读促说，借助纸质书刊

的阅读，丰富自己的学养，达到腹有诗

书“语”自华的境界。只要坚持练功，青

年朋友就不会遇到“功”到用时方恨少

的尴尬。

二是坚持研究。几年前，我在《江

苏教育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随笔

《就做一件事》，文中讲述了我的一位

大学同学工作数十年就做一件事的故

事：该同学在一所高中名校做化学实

验员。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化学

实验的改进研究，从初中化学实验到

高中化学实验，从高中化学实验到大

学化学实验，先后有数十项研究成果

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两次获得江苏

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我的研

究方向不是化学实验，而是初中化学

课堂教学。虽然研究深度不及我的那

位同学，但从弘扬坚持精神的角度

看，我和他是同路人——评特级、正高

级教师前，固然要坚持研究，评上特

级、高级教师 10 多年来，我在坚守教

学岗位的同时，还主持或参与了 9 项

省、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执

教了 100 多节公开课，其中 12 节是省

级公开课；发表了 40 多篇教育教学论

文，其中 15 篇论文刊发在中文核心期

刊，8 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讲完故事谈建议，我建议青年朋

友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选

择一个研究方向，心无旁骛地将研究

进行到底，总有一天你会迎来硕果累

累的收获季节。

三是坚持写作。不少青年教师以

为，那些坚持写作的教师天生会写，他

们的写作有着闲庭信步般的轻松。殊

不知，几乎每位优秀写作者的背后都

有一把“辛酸泪”。1988年是我工作的

第四年，也是我学写文章的起始之

年。由于自己文字功底欠佳，又缺乏

名师指点，写出的“豆腐块”文章大多

杳无音讯。1989年3月，我好不容易收

到一封杂志社寄来的信函，拆开一看

是被编辑退回的稿件和一封退稿函。

杂志社的信函给了我打击——文章又

被毙了，但也给了我信心——退回的

稿子上有几处铅笔修改的痕迹，说明

文章也曾有过被录用的希望。经过多

次希望与失望、失望与希望的艰苦循

环 后 ，我 的 写 作 才 渐 渐 有 了 起 色 。

2000年以前，我写的文章全是手写稿，

手写稿的弊端就是誊写后修改不便。

记得 1997 年写《初中化学教材的可读

性及其利用》一文，我曾6易誊写稿，这

就意味着一篇3600字的文章，从起草、

修改到誊写我手写了近 3 万字。了解

了一位老教师写作的曲折和艰辛，青

年朋友在写作的道路上或许会多一点

耐挫的力量和坚守的信念。

作家贾平凹曾说：“任何事情做久

了，神也就上身了。”贾先生的讲话初

衷不是要我们迷信神的存在，乞求神

的援助，而是强调坚持的价值。相信

青年朋友能够练功、研究、写作三招

并行，用实际行动做好“坚持”这篇文

章，在坚持中等待成功之花的盛开。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高新区实验

初级中学教育集团教师培训中心主

任、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在坚持中静等花开
给青年教师的信·缪徐

《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

孙绍振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

王荣生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

安德森等 编著

皮连生 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

〔新西兰〕约翰·哈蒂等 著

彭正梅等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申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西方文论关键词》

赵一凡等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

《真理与方法》

〔德〕伽达默尔 著 洪汉鼎 译

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西方哲学史》

〔英〕罗素 著

何兆武等 译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纯粹理性批判》

〔德〕康德 著

邓晓芒 译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杜诗详注》

仇兆鳌 注

中华书局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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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喜 欢 读 书 ，似 乎 是 与 生 俱 来

的。虽然是农民家庭出身，但我对书

有一种独特的情愫。在这种情愫的暗

中支撑下，我的高考语文取得了不错

的分数，于是顺理成章入读大学中文

系，然后考上研究生，获得了“文学硕

士”文凭。毕业找工作时，头脑中不自

觉蹦出的第一个职业居然是“语文教

师”，后来也得偿所愿。20年弹指一挥

间，我在不断转变生命角色，而唯一不

变的就是读书。

语文的突围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我最喜欢

的事就是“泡”在图书馆里，穿梭在排排

书架中，书名在我眼前一一飞过，作者

似乎也站在我面前，与我进行超时空的

对话。精读的书很少，我喜欢“翻”书，

每本书翻一下前言、目录和后记，久而

久之，我写学期作业和毕业论文时，就

能很快回想起哪本书里可能有我需要

的材料。3年里，我一直沉浸在那种快

乐而充实的时光中不能自拔。

2009年9月，我正式走上讲台，第二

天便发现自己陷入了“迷茫期”，每天废

寝忘食地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管理班

级，日日如此。在难得的空闲时间里，我

也偶尔想起曾经的读书时光，这种回忆

继而转变为愤懑、压抑、无奈……但是很

快，我调整了心态和工作方式，开始了

教学“突围”。那时，我接触到“教师专

业发展”的关键词，而且我渐渐明白：中

小学教师依然可以进行学术研究，依然

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于是，我重拾读书。读福建师范

大学教授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微观分

析个案研究》，孙绍振以一名大学教授

身份解读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课

文，读他的书感觉特别亲切。在这本

书的引领下，我走上了文本解读研究

之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在这些

年里，我先后读了孙绍振的《文学文本

解读学》《经典小说解读》《批判与探

寻：文本中心的突围与建构》《演说经

典之美》等系列著作。最重要的是，我

运用孙绍振解读文本的方法对初高中

语文教材中的部分篇目进行解读，撰

写了近百篇文本解读论文，总结了文

本解读的方法与策略，将文本解读的

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这也为我确定

语文教学内容、进行语文教学设计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语文教师，仅仅进行文本解读

还不够。语文课究竟是什么？语文课

要教什么？为什么要教这些内容？一

系列的疑问困扰着我，前辈指点我读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的书。于是，我

买回来《语文科课程论基础》，这确实是

一本奠定语文课程与教学原理的著作，

但很遗憾，我只读了两章就放弃了，因

为我根本读不懂。随即我开始读王荣

生的另一本书《听王荣生教授评课》，这

本书相对易懂，我深受启发。记得那

时，学生上早读和晚自习，我坐在讲台

上，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掌握了最基

础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读完这本

书之后，我再去读《语文科课程论基

础》，突然感觉对语文课程性质、课程目

标、课程取向以及语文教材、语文教学

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应该说，这是一

本奠定我专业基础的重要著作。

在此后几年，我相继读完了王荣

生撰写或主编的系列著作，包括《语

文教学内容重构》《阅读教学设计的

要诀》《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等，值

得一提的是，王荣生教授主编、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参与式语文

教师培训资源丛书”。读完这套书

后，我对其他语文教师说：“我读完这

套书，相当于去上海师范大学进行了

一次‘国培’。”书中带有原理性的观

点、各种专业术语和经典课例已经融

入我的语文专业知识库，进而形成了

我的“语文观”。

以孙绍振和王荣生两位教授的著

作为起点，我围绕文本解读、语文课程

与教学两大领域继续开展专业阅读，

获取了更多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案例。

现在，只要是两位教授新出版的著作，

我都会第一时间买回优先阅读，而且

总有一种“好书不厌百回读”的感觉。

专业的进阶

随着对语文教育类著作阅读的深

入，我逐渐认识到，语文教育的基础是

普遍的教育原理、课程原理、教学原理、

学习原理。于是，我开始有意识阅读教

育经典著作和课程教学论方面的著作。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施良方编著的“三论”，即《课程理

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学理

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和

《学习论》。这些著作并不难懂，但我

对许多知识都感到十分陌生，所以只

能边阅读、边记录、边反思，并有意识

地积累不同流派的课程论和教学论的

观点。就这样，课程目标的取向、课程

内容的选择与组织、课程的实施与评

价、教学理论的取向、教学策略与行

为、教学评价与研究、学习的定义与历

史、学习的观点与策略等，都一一融入

我的知识体系。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学

习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原理，为我以

后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基础。后来，

我还阅读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

主编的《有效教学》，进一步加深了我

对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在持续阅读过程中，另一本促进

我“专业进阶”的书是美国教育家布卢

姆、安德森等主编的《学习、教学和评

估的分类学》。读完之后，我说过这样

一句话：“这是一本我后悔没有早早阅

读的专业著作。”安德森等人在布卢姆

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将学习目标的类

型从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两个维度进

行划分，前者主要是事实性知识、概念

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等

四种知识类型，后者主要是记忆、理

解、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 6个目标，

这就为教师制定教学目标奠定了理论

基础。此后，我几乎已经到了“言必称

布卢姆、安德森”的地步，每一次申报

课题、撰写论文，都要去翻阅这本书。

2022年，我开启了一个“外国课程

与教学论专项阅读”计划。我一直想

知道外国的课堂教学是怎样的状态，

外国的专家和同行在关注什么问题、

研究什么问题，于是我购得当前较为

流行的外国教育教学著作，其中对我

影响最大的是新西兰学者约翰·哈蒂

和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戈里·C.R. 耶茨

合著的《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这

本书之所以对我影响大，是因为其部

分观点颠覆了我10多年来通过阅读和

实践获取的对教学、学习的基本认

知。例如，我们一直强调“探究式教

学”，而本书却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个人探究本身能够帮助一个人真正学

习”。作者的观点也未必绝对正确，但

它的最大作用在于“祛魅”。人的认识

是通过不断学习、实践以及不断强化获

得的，这种认识自觉不自觉会成为一种

“迷雾”，一种鲁迅先生所说的“可悲的

厚障壁”，进而影响新的认识。这本书

一直启示我：专业阅读不仅需要接受和

获取，也需要反思和批判。

思想的积淀

2018 年，我开始构建“教育理论+

文艺理论+哲学理论”三位一体的理论

阅读模式。一方面不断进行教育类著

作的阅读，另一方面加强文艺理论著

作和哲学著作的阅读。因为我发现，

支撑文本解读的是文艺理论，支撑课

程与教学论的是哲学理论。几年下

来，收获颇丰。

首先是文艺理论的阅读，对我影响

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申丹的《叙述学

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这本书在我读研

期间已经读过一遍，工作以后又读了三

遍，但依然感觉许多内容没有完全明

白，这是一本需要不断重读的著作。我

进行文本解读最主要的理论支撑是叙

事学知识，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我又相

继阅读了申丹主编或撰写的其他著作

以及戴卫·赫尔曼、詹姆斯·费伦、华莱

士·马丁、西摩·查特曼、杰拉德·普林

斯、米克·巴尔等外国学者的叙事学研

究著作。在叙事学理论的观照下，我对

教材中的课文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还有赵一凡等主编的

《西方文论关键词》。去年末，我病后

尚未痊愈，阵阵焦虑袭来。为了缓解

这种情绪，我开始读《西方文论关键

词》。1800多页的两本书，就这样被我

日夜颠倒地读完了。收获之一是系统

学习了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概念，例

如阐释、重复、隐喻、复调、互文性、话

语等；收获之二是身体之痛苦与精神

之充实交织在一起，让我有了另一种

独特的生命体验。古人说“善读可以

医愚”，对我而言“善读还可以医病”。

其次是哲学理论著作的阅读。我

先后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

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罗素、海德格

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的部分著作，对

我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

第一本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

法》。初读此书，我的最大感觉是“书

中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根本读

不懂”。于是我边读边在书页空白处

作批注，把能够领会的意思记下来，两

个月后，我批注的小字甚至淹没了伽

达默尔的原文。读完之后，我神奇地

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本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这本书的阅读难度不是很大，我用了

10 天时间读完。阅读此书，我对西方

哲学的历史、不同哲学家和不同哲学

流派的观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

我也发现，罗素是用自己分析哲学的

理念解释西方哲学，实现了“我注六

经”与“六经注我”的统一。我从此书

中不仅获得了知识，也领悟了学术研

究的基本思路。

第 三 本 是 康 德 的《纯 粹 理 性 批

判》。读这本书是在2020年2月，彼时

正是疫情期间，我虽封闭在家，但内心

充满了恐慌，不知道疫情会给人带来怎

样的遭际。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开

始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

书的难度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后来我找到哲学家邓晓芒的《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句读》，两相对照，终于磕

磕绊绊读完了这本书，而我自己也不自

觉地沉浸到书中，恐慌心理逐渐平复。

吉林省教育学院教授张玉新曾提

出“当务之急是‘啃’读一本垫底的书”

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对我而言，哲学

著作就是这样“垫底”的书。读哲学书

可以实现思想的积淀，思想恰恰是教

育研究与实践的“灵魂”；读哲学书又

可以磨一磨自己的“性子”和“脑子”。

一本书很轻松地读完了，收获一定不

会太大；只有烧脑式阅读，才能真正有

所收获。

坚持的信念

10多年专业阅读经历，我明白了这

样一个道理：专业阅读靠的是坚持。我

常用“做一个笨拙的长期主义者”来鼓

励团队成员和自己，读书讲究的是细水

长流，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从读研期间就开始对杜甫的诗

感兴趣，在北京旧书店里买回不少杜

诗注释与研究著作，工作以后兴致依

旧不减。书架上有关杜甫的著作有仇

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

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王嗣奭的

《杜臆》、金圣叹的《杜诗解》、施鸿保

的《读杜诗说》、钱谦益的《钱注杜诗》

以及陈贻焮教授的《杜甫评传》、莫砺

锋教授的《杜甫评传》《莫砺锋讲杜

诗》等。2018 年，我突发奇想，用 5 年

时间把杜甫所有的诗背会。说干就

干，我把闹钟定为每天清晨 5：30，起

床后到小区里边走路边背诗。今年 2

月底，我终于把《杜诗详注》中所有杜

诗原文背诵了一遍。1000 多个日子，

我不仅见证了南方清晨的不同景观，

还伴随杜甫的脚步，在他的喜怒哀乐

交替转换中实现了生命节奏的共振。

凭借日复一日的坚持，我完成了一次

阅读的挑战。

苏轼记载黄庭坚的读书感受是：

“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

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

味”，而我读书的最大感受是：读完一

本书，就像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救赎。

当我沦陷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时，阅

读让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突围；当我

不经意间感到荒废光阴的罪恶时，是

读书让我实现了一次次生命的救赎。

未来，我依然会坚定地“尚友好书”，在

书中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

□
郭
跃
辉

十
本
书

郭跃辉，广东省中山市教

育教学研究室初中语文

教研员、高级教师，主持

中山市重点课题两项，广

东省初中语文专项课题

两项，著有《还原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