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暂停是“开始”与“停止”之间的安全区域，张弛有度才是理想的人生。忙碌了一年，要适当给自己按下暂停键，
去读书、旅行、与家人共享烟火气，安顿好自己才能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学期，与学生一起探索未来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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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昔 与己更始
□ 温旭东

作为教育工作者，每年总是少不

了年终总结与来年计划。“顾辙思由”

中汲取经验，“扶轼瞻远”中展望未

来，以便成为“多能师者”——能读、

能写、能谈、能游、能教。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2023年阅读书籍共12本，包括

小说、历史、随笔、摄影集等。余华的

中篇小说集《战栗》包括三个故事，写

法颇具特色。这一年我再次精读《西

游记》，源于董明实老师组织的《西游

记》课程研发工作，我负责 74 回—95

回内容，其间做了大量的注释、赏析

与拓展延伸工作。

此外，当下正在阅读的是南宋文

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属于笔记小

说，洪迈既是逸美绝伦的文学家，又

是学贯古今的历史学家，“兼宗四部，

淹通赅博”，使人着迷叹服。

历史读物中，《天国之痒》是一部

有关太平天国的讲史著作，篇幅近60

万字，史料丰赡，见地犀利。《大汉帝

国在巴蜀》《布局天下》《大地中国》三

部皆为历史地理学著作，前两部重点

在于历史军事，后一部重点在于农

业。《后汉书》读至卷二，史料卷帙浩

繁，文笔富丽精工。

2024年，我计划阅读不少于15本

书，重点阅读文史类著作，挑战哲学

与诗词学著作。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写

作是阅读的升华。2023 年，我投稿 3

篇，分别为《天时不如地利》《漫谈西

游》《如何成为善教者》，2024 年仍遵

循读写投的路径，每月投稿一篇，做

到言之有物、有感而发。阅读之时，

遵循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之法，精

做读书笔记，构建知识体系，以备不

时之需。尝试旧体诗词的写作，每月

两三篇，以《史记》《三国志》等为主要

内容，并请明师点评指导。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切磋交流是思维的碰撞，经常得到意

想不到的收获。2023 年筹划组建教

师阅读小组，共读《古文观止》一书。

此事虽未成形，但几位老师也时常在

办公室交流，讨论假途灭虢之虢是哪

国，《辨奸论》的写作背景等。有的老

师旁征博引，有的老师妙语连珠，有

的老师一语中的，好不热闹，事外之

人颇受感染，亦书心萌动。2024 年，

读书小组还是要组建起来，发挥每个

人的智慧，为彼此的生活增光添彩。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

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古人壮游天

下，增长见闻，我等虽受制于新疆的

距离，但也心向往之。2023年6月，我

前往有“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之

称的北京，闲暇之时会高徒、访北大；

上长城、入798；游颐和园、览圆明园；

逛故宫、观美术馆……“多识于鸟兽

草木之名”，裨益良多。2024年，冀能

远游山河四塞，百二秦关的关中；山

川险固，天府之土的四川；枢纽江汉，

砥柱江南的荆襄。书籍上的知识是

静止的，路途中的知识是流动的，有

闲有情之时，多游多览，养浩然正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师

生 共 读 一 本 书 ，亦 是 一 大 盛 事 。

2023 年师生共读节选本《三国志》，

23 篇纪传已进入终章，大多数学生

颇为喜欢。阅读前，我精心制作幻

灯片亦是乐此不疲。阅读中，学生

因董卓残暴不仁而哀叹连连；因刘

禅面缚舆榇而扼腕叹息；因鲁肃指

囷相赠而拊掌赞叹……阅读后，学

生意犹未尽，时而翻阅书籍，时而三

五讨论。考试之后的图书奖励亦是

有关三国的读物，诸如李不白《透过

地理看历史》，宋杰《三国军事与攻

防战略》等。2024 年，师生将共读节

选本《史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君子不器”，教师不能囿于专

业领域的发展，健康的影视、动漫及

合理的运动，既能调剂生活又能带

来教学灵感，博观方能约取，愿我们

早日成为“多能教师”。

（作者单位系新疆巴州库尔勒市

实验中学）

寒假，给忙碌按下暂停键 ●推荐人：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 高云峰

《从一到无穷大》 〔美〕乔治·伽莫夫 著 台海出版社

本书从原子到宇宙，汇集了人类认识世界、探索宇宙的方方面面；书的副

标题是：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强调了什么是科学事实，什么是猜想臆测。对

于学生来说，本书可以开阔视野、增强基于事实与逻辑的批判性思维。

《爱的教育》 〔意大利〕亚米契斯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以小学生的眼光，记载了父母的劝诫、老师的关注等发人深省的小

故事。“爱”贯穿在整本书中，既有国家、民族、社会的“大爱”，也有父母、师

长、朋友的“小爱”，处处动人心弦、感人肺腑。

寒假·荐读

●推荐人：北京四中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 于鸿雁

《秋园》 杨本芬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秋园》的自序和代后序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前者是作者杨本芬讲述

自己写作状态和初衷的文章，后者是女儿章红对母亲写作的意义和价值的

阐述。两者有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普通人为何要记录个体生命故事。

寒假来临，我们开始启动“身边的陌生人”的采访写作活动，因为阅读了

这样的书籍，我特别期待青春勃发的少男少女更多地将自己身边的祖辈、太

祖辈列为采访对象，体味细碎生命故事折射出的时代光芒。

“北大通识核心课”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学校正在探索新课标、新教材、新中（高）考背景下如何通过校本特色课

程建设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那就且从高处着眼，学习借鉴一下高校这

些年的做法，以期获得一些启发。阅读“北大通识核心课”可以让我们更多

地了解本土经验，这套丛书共5册——中华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

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人文与艺术、自然与科技，对应的是北大通识核心课

程的五大模块，同时五大模块中的70多门课程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些身处基

础教育一线的教师拓宽视野，丰厚教学底蕴。

●推荐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数学教师、党总支书记 周卫东

《艺术的故事》 〔英〕E.H.贡布里希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这本书是英国伦敦大学古典传统史教授贡布里希所著。该书用朴素

的语言、相对简短的故事讲述了美术发展史，帮助读者鉴赏艺术作品。作

者不是诉之于热情奔放的叙述，而是力求用故事蕴含的原理补罅细节方

面的匮乏。这本书的贡献是对方法的修正，对伦理的、科学的乃至形而上

学的种种联系给予了更为细致的审视。

《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 张奠宙 等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由张奠宙、巩子坤等教授和多位优秀一线教师合作完成。该书

涉及到 28个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难点内容，提出了诸如“度量衡制与国际接

轨是历史大趋势”“文字代表数的作用要分类，不可一锅煮”等深刻的教学要

义。一线教师的教学往往存在对学科本质理解的浅表化、对数学教学的过

程功利化等倾向。这本书从专家的视角给一线教师的教学提出了许多中肯

的、实用的建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推荐人：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特级教师 王木春

《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 罗尔纲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该书上半部《师门五年记》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作者罗尔纲从上海

毕业后，受邀到胡适家中做助手，先后住了五年，亲炙胡适教诲。这段求学

问道的人生经历后来形成了《师门五年记》一书。诚如严耕望先生评价的，

这部小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下半部《胡适琐记》则

详细记录了胡适从事学术研究、社会活动以及人际交往的情景，让读者从另

一个角度了解胡适的一生。

《活在课堂里》 李政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是一本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备的教育随笔集。围绕课堂，作者提出

何谓“理想的课堂”，展望“未来的课堂”，又具体指出如何当好课堂的“总设

计师”。同时，围绕课堂作者还提醒读者，面对滚滚而来的数字化浪潮应如

何做足准备，以迎接“元宇宙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挑战。读完此书，

令我最感动的是，李政涛先生那种平等、谦和的学术态度，以及对课堂的热

爱与敬畏之情。书的封面有一行小字：“献给愿意把生命献给课堂的人”，这

是作者对读者的某种期许，也是作者的自我写照。

●推荐人：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地理教师、特级教师 郭迎霞

《景观·观景》 蔡明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景观·观景》是一位地理人献给大自然的深情。苏州中学地理特级教

师蔡明坚持30年行万里路，到达南极、北极、珠峰等地区，亲历无人区，以地

理视角欣赏世界，以天地信仰寻归自然。行万里路不仅让她积累了大量专

业教学素材，为学生种下探索自然的种子，旅途中的一切也成为她生命中丰

厚的财富。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去远方，去丈量世界、去荒野“观景”，读

自然物语，看自然伟力，感悟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海洋传》 〔美〕蕾切尔·卡森 著 译林出版社

海洋离我们那么近，甚至我们体内仍有海水的脉动；海洋又是那么遥远

模糊，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尚不足5%。自然文学家蕾切尔·卡森用充分的事

实、科学的论证、唯美的语言，从人与海洋共生共存的视角，带我们聆听大海

永恒的乐章。书中全面揭示了海洋从“混沌初始、岛屿诞生、古海洋遗存”的

形成过程，到“日夜生动、季节轮替”中海洋各种美丽的生命形态，从“风浪咆

哮、行星之流、潮来潮往”中雄浑壮美的风骨，到“世纪冷热、无尽宝藏”中悲

天悯人的情怀。

教师寒假生活的8个构想
□ 缪 徐

教师如何在寒假中处理好工作

与生活、学习与休闲、回顾与展望之

间的关系，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

期？在此，我仅提供一份活动构想，

供大家参考。

表达一下孝心。大家平日里忙

里忙外，问候、关心至亲长辈不够到

位，假期里要适当弥补。长辈在物质

方面不会有很高的要求，他们更在乎

精神上的抚慰。

策划一场聚会。春节是中国人

最重视的节日，因此寒假也就成了亲

朋聚会最为频繁的假期。在物质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聚会的形式

不再局限于饮食，还可以策划一场简

单雅致的聚会，以茶代酒，以静代闹，

或叙旧或忆情或探讨，这样的聚会也

许对我们的健康更有益。

制作一道美食。远有苏东坡，近

有汪曾祺，从古代至现代，爱吃美食、

会做美食、能写美食的文人比比皆

是。我们不妨也系上围裙一展厨艺，

来一回书生气与烟火气的完美融合。

欣赏一处景观。平日因为忙碌

遮眼，忽视了景观的存在。假日得宽

余，理应赏美景。至于是远游还是近

逛，可以通过家庭会议商定。

阅读一本书刊。屏幕浏览伤眼

睛，书刊阅读增智慧。只有手捧纸质

书刊，在墨香的氤氲中领悟文字的内

涵和神韵，才会产生陶冶性情、启智

增慧的功效。假期里，我们要力争阅

读一本书或一本期刊。阅读时可以

用手写的方式将读到的“金句”写下

来，以加深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同时

兼顾到硬笔字的规范书写；遇到读不

准的字词、不了解的历史、不熟悉的

诗词，可以用查阅或检索的方法消除

模糊、及时补短，这样阅读又有了填

补知识空白的延伸作用。

撰写一篇文章。写作能有效促

进教师的学习、思考、表达，促进教师

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这种

过程性的促进，对于教师管好班级、

站稳课堂，对于新课程理念的落地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

的考虑，我们要敲起键盘拿起笔，即

使寒假也不例外。至于写随笔还是

论文，写短稿还是长文，所写出的文

章是否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这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写作在假期里

依然得到了延续，学习、思考的习惯

在假期里依然得到了保持。

进行一轮盘点。盘点是对过去

进行总结和梳理的一种反思行为。

通过盘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自

己，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明确未

来的方向和路径。年根岁末的盘点，

要客观真实：可以盘成功，也可以盘

失败。年根岁末的盘点，要找准维

度：可以是一件事（班级管理、职称评

审、课题研究）；可以是一个人（学术

大咖、知名教师、所教学生）；还可以

是一种现象（教师发展、课堂生态、学

业负担）。年根岁末的盘点，要把握

关键：善于解剖自我（盘点成功时多

找客观原因、偶然因素，盘点失败时

多找主观原因、必然因素）；最好能够

成文（成文的盘点能留下总结反思的

痕迹，有助于后续的深度盘点）。有

了高质量的盘点，我们也就有了专业

成长的支点，因为波斯纳曾说过这样

一个成长公式：成功=反思+经验。

开展一次展望。展望就是登高

望远向前看，这种向前看能让我们有

方向、有信心、有动力。展望没有盘

点那么深刻，也没有计划那么具体，

但却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思维习惯和

思维能力。展望是多维的，对至亲长

辈的祝福，对孩子成长的期盼，对婚

姻爱情的期许，对自身短板的弥补，

对专业发展的突破，对工作倦态的克

服，对业余时间的规划等，都可以纳

入展望范畴。铭记和践行这些展望，

生活就有了甜味，工作就有了奔头。

上述8个构想，不一定完美，也不

一定适切，欢迎广大教师朋友指正、完

善，让我们共同期待美好假期的到来。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高新区

实验初级中学）

留一些独处思考的空间
□ 李 利

寒假眨眼间走到了眼前，一年的

时间好像一转身的工夫就到了尾声。

回顾这一年，似乎一直在忙，疫情三年

改变了很多。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

着大数据的推广和手机等移动终端工

具的普及，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频次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广，时间

也越来越长。手机，一端遥控着学生

和家长，一端也在自我束缚。

放假了，也许可以短暂“逃离”几

天吧。想想我的寒假生活，首先就是

想真正放下手机休息几天。

放下手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开始

全面进入我的生活，不仅是生活，就

连教学工作很多时候也需要利用手

机才能完成。从早晨闹铃响起到上

午手机打卡签到，从回复学校通知到

与家长进行交流，从放学布置作业到

收取各种信息等，离开手机人们似乎

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睡醒第一件

事看手机，睡前最后一件事看手机，

平时最怕手机突然没电。手机渐渐

成为控制人的移动中枢，不停地围绕

手机传播的各种信息打转。

放假了，我想关掉手机，拥有几

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闹钟，

没有提醒事项，没有回不完的信息，

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与家人一起吃

饭聊天、饭后散步，享受人间独有的

烟火气。

拿起书

放假了，我想真正拿起书阅读几

天，越来越感觉安静阅读是一种奢

侈。回想这一年，自己似乎一直被生

活工作所裹挟，很难再有大把的时间

静下心来读书。

年末，我在盘点2023年阅读书目

时发现，旧书占了一半，300页以内的

书占了一半。为什么呢？没有充足

的时间读下去。假期我要用几天时

间重读过去一年零碎读完的几本书：

去年 12 月底，囫囵吞枣读完的《罪与

罚》，被人名弄得头昏脑涨，想再重新

读一遍梳理清楚；潘新和教授的《破

执——治学知行录》真知满纸，灼见

迭出，想整理一下做的笔记和批注，

写几篇心得体会；如果还有时间，我

想再把下学期语文教材读几遍，酝酿

几篇教学设计。

动起来

寒假，我还想真正学习一项体育运

动，掌握一项体育技能。2023年，我一

直想学习游泳，健身卡、装备都置办好

了，却至今没有去过。听着教练的催

促，想到自己在学校也是天天催学生交

作业，这次终于体会到被老师催促的感

觉，不仅不交作业，连上课都要“一请再

请”，关键是教练情绪一直很稳定。想

一想，如果平时学生出现这种状况时，

倘若我也能有教练这样的好脾气，又会

减少多少情绪内耗，少伤多少学生的心

啊！假期里，我想好好上几节课，重新

做一回学生，重新感受接触新事物、学

习新技能的困难和心态。平时在学校

里、在学生面前，虽然自己竭力避免但

还是时有以权威自居，实际上离开固有

的知识区间，我与许多教师的学习能力

不一定比学生强。

寒假，职业生活按下了一个短短

的暂停键，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

休息一下，放下手机，阅读、锻炼，与

家人一起感受时间和成长的意义。

假期，也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

时间，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在生活

和工作之外留一些独处思考的空

间；调整日常倦怠的情绪，让自己可

以更加饱满稳定的情绪面对学生；

调整对学习和成长的认知，让自己

时刻保持一个学习者的心态不断接

触新事物，不断与学生一起探索未

来的每一天。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永城市第三

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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