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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

党和国家有关教育改革的文

件密集出台，育人方式的改

革持续深化推进，彰显了“五

育融合”和文化育人、综合育

人、实践育人、协同育人的趋

势与方向。青年教师的职业

成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时

代机遇。

面对这样的趋势，青年

教师应该怎么做呢？我有两

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进行广泛

的阅读。全国政协副主席朱

永新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就是他的阅读史。”德国作家歌

德认为，读一本好书，就是与许

多高尚的人谈话。作为教师，

更应该做一个阅读者。

教 师 要 进 行 广 泛 的 阅

读。广泛阅读，不仅是专业领

域的阅读，更是跨越学科边

界、学校边界、职业边界的阅

读。专业领域的阅读是学科

专业著作、教材、教辅的阅读，

为教师专业发展奠定了重要

基础。跨学科阅读，则是青年

教师文化底蕴、心态品性、思

维方式等核心素养提升的重要途径。

有人认为“跨学科阅读是以各学科共

读一本书为基础的多角度开展阅读教学的

一种教学变革探索，是基于学科教学内容

的拓展阅读、延伸阅读……”我认为不仅如

此，跨学科阅读应当是教师对不同学科、不

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广泛阅读。不是“各学

科共读一本书”，而是一位教师基于一个问

题同步阅读多本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

领域的书，撷取其共同性、关联性观点和材

料进行学习或教学的阅读行为。这样的阅

读行为，支撑课堂教学的深化和拓展，从而

引起学生强烈的学习积极性，并使学生在

知识、思维、审美等方面得到拓展深化。

例如，我在听一位教师上《司马光》这

篇课文时，有学生提问：“请问老师，司马

光砸缸的石头从哪里来？”教师没想到学

生会提这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做足准备，

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没有回答。谁知

这个学生锲而不舍，再次提问，这位教师

还是没有回答。《司马光》是小学课本第一

篇文言短文，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知文言

文的特点，当然，如果能够让学生对文言

文阅读产生兴趣就更好了。这个学生的

问题正好是引导学生了解并感受课文故

事发生场景与现代生活环境存在差异的

好问题，与学生一起讨论既可以帮助他们

理解课文，也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这对教师的阅读积累和临场应变能力提

出了挑战。如果教师阅读过《中国古代建

筑与艺术》《去古人的庭院散步：古代社会

生活图记》等书籍，对古代建筑庭院和生

活常识有一定了解，就能很好地解答学生

的疑惑，激发学生阅读文言文的兴趣，为

学生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第二个建议，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

中运用。

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里写道：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青

年教师成长，读书是基础，但仅有阅读是

不够的，千万不要忽略了实践。“实践出真

知”，在实践中学习、运用、检验，阅读才能

更好地内化、转化、提升。

国家倡导研学旅行、劳动实践等综合

实践活动，就是综合育人、实践育人、协同

育人的重要举措。不仅学生需要研学旅

行，教师同样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

地之厚也；不到戈壁草原，不知道祖国的

疆域辽阔；登上万里长城，才感受到历经

千年的气势雄伟。教师在实践中有了切

身感受，教学中才能更好地引领学生。

例如，数学课《位置与方向》，除了在

课本上通过观察理解基本位置与方向之

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通过实地观察、

地图设计等方式养成方向意识，发展空间

观念，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林语堂说：“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

生。”因此，阅读与实践都是教师成长的重要

途径和重要方式。阅读，让心灵获得了理想

的种子；实践，将种子植根于思想的沃土。

阅读与实践，共育生命的参天大树。

（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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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让成长
走向清晰

为专业成长插上写作的翅膀
□ 陈冬平

特别策划

给青年教师的信·陆云

近期，我阅读了许多优秀教师

的年度生命叙事文章。阅读时，我

也在不断思考：为什么这些教师能

把一年来的关键事件书写得如此清

晰？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件的

生命意义挖掘得如此深刻？

反思自己30多年教育随笔书写

经验，我认为，从普通日记式、记录

式写作到年度生命叙事写作要经历

三个训练阶段，也是我们在叙事写

作中促进自我成长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记录式写作
让成长走向清晰

许多教师喜欢写日记，写日常

的工作与学习记录，写每天的工作

清单或教育备忘录，等等。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故

事，也有各自的书写习惯：在教育生

活中，我们可以把今天做了什么事、

计划要做哪些事以及参加活动的计

划、召开班会的提纲等，用三言两语

随手记下来。简单记录发生的事件

和点滴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一直有写

日记的习惯，晚上睡觉前把自己每

天所做的事像过电影一样回忆一

遍，把重要事件和内容记录下来，同

时把一些需要备份的数据留存起

来。以前的日记记录在纸上，容易

丢失，有了电脑后，我便把日记写在

电脑里，就这样保存下近 25 年的个

人工作与生活日记。

这种记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这种记录是不是真正的写作？它对

我们的专业成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大家可能会认为，这种日常记

录不是真正的写作。但我认为，这

种日常记录式写作对教师成长至少

有两个作用：一是让我们养成书写

和思考的习惯。记录事件的过程就

是梳理和思考的过程。经常撰写日

记的人对故事记录与思考的习惯同

不写日记的人是不一样的。在养成

书写习惯后，我会自动筛选出一天

的关键事件并对事件内容进行梳理

反思。教育专家李镇西说，不要小

看这些流水账式的文字，正是这些

文字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没有这些

文字，过往皆是空白。

二是这种记录也是让我们的工

作与生活走向清晰化的过程。《认知

觉醒》一书中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清

除模糊的比赛。这种日常记录可以

把我们每天的关键事件清晰记录下

来，即使没有细节，也对人生的成长

具有重要意义，至少能把已经做过

的事和应该做的事列出来，把没有

做的事或忘记的重要事情列出来，

及时提醒自己做完。

第二重境界：教育随笔让
成长走向专业

撰写教育随笔对教师形成反思

习惯、提升教育写作能力、促进专业

成长意义重大。随笔写作是记录教

育教学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最佳途

径。随笔的特点是一个“随”字：随

时、随地、随心、随意，只要与教育教

学有关即可，不需要写得那么严谨

规范，也不需要反复打磨。但是随

笔的作用很大，可以积累论文素材，

养成写作习惯，培养写作能力，更重

要的是通过随笔写作可以促进自身

的专业成长。

如何撰写教育随笔？我有两种

基本思路：一种是及时记录自己的

日常教育生活；一种是在自己原来

的每日记录中加入细节描写和反思

因素，这就是教育案例和教育叙

事。近年来，在撰写教育随笔的过

程中，我特别注意将每日反思的内

容简要记录下来。

《认知觉醒》一书认为，每日反

思，不是记流水账，而是留意每天最

触动自己的那件事，不管是好的启发

还是坏的体验，都写下来复盘，写得

越细越好。一个触动点若是能转化

成一个认知晶体，我们的生命质量和

密度将远远超过那些不反思的人。

反思的内容为什么要写下来？

因为写作是我们的思考走向清晰化和

明确化的标志。这样将自己的反思记

录下来后，再跟以前的反思进行联系，

并思考这样的收获原来是否经历过，

如何持续保持这些经验？出现的问题

是否以前发生过，为什么同样的问题

还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反思贵在

省察，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省察

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这样及时记录，定期思考，认真

复盘，将会极大改进和提升我们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质量。

那么，如何提高教师写作的积极

性，保持持续写作的兴趣？我的经验

有两点：一是坚持公开写作。为了公

开自己的教育随笔写作成果，2000年

我就建立了自己的读写工作室，2007

年开通了新浪博客，2016年申请了个

人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教育文章，

推送自己的读书原创和教育研究文

章；二是及时汇总整理。定期将自己

的教育随笔下载和整理出来，印刷后

进行总结，激励自己持续写作，到现

在我已经整理了 30 余本，每本内容

都在20万字以上。

实践证明，大多数教师的日常

教育生活是沿着一条“实践—实践

—实践”的单一重复之路成长着；而

具有反思习惯的教师，经由教育随

笔和叙事的书写，已经沿着一条“实

践—反思—提升”的多旋律交织之

路幸福地成长。

第三重境界：生命叙事让
我们体验到生命的意义

2021 年春季，我加入新教育实

验网络师范学院进行学习，在完成

每日打卡、课程作业等课程任务基

础上，我主动承担各项写作任务。

从课程综述到一日叙事，再到一周

观察，最后到年度生命叙事的撰写，

我都努力不断提升写作水平。

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学院倡导

教师人人撰写年度生命叙事。年度

生命叙事即讲述自己的年度成长故

事，以个人的真实生活经历为文本

素材，以个人的生命成长为核心，通

过精心选材和记录叙说，有意识地

与生活进行真诚对话，感悟生命成

长的意义。

在 2022 年度生命叙事中，我梳

理了一年来成长的三大关键事件，

重点书写了经历的种种困难，以及

克服困难、促进生命成长的过程，深

刻认识和体悟到突破困境走向觉醒

的历程。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感悟

到书写年度生命叙事对于人生的重

要意义。

认真书写，或许就是我生命成

长的意义，也是我在 54 岁年纪继续

努力前行的动力所在。

后来，我成为新教育实验网络师

范学院课程讲师，在 2022 年下半年

教师专业阅读与写作授课中，我重点

加强了对学员年度生命叙事书写的

理论指导与写作训练，并组织学员进

行专业写作教材研发活动。在指导

团队成员书写生命叙事的过程中，我

的专业成长得到了再次加速。

就这样，我与学员通过写作不

断总结学习收获，以此提升和改进

课堂教学与教育管理，收获了不一

样的成长。只有坚持做到一日学习

与精彩生活相结合，再经历365天的

卓越成长，才能写出精彩的年度生

命叙事。

要想写得精彩，就要做得精彩，

活得精彩！

（作者系山东省寿光市文家中

学高级教师）

教师叙事写作的三重境界
□ 郑建业

阅读是输入，写作
是输出。当教师有了
一定的积累和思考，就
可以将它们转化成文
字，巩固思考的成果并
运用在教学中。写作
让成长走向清晰，也让
生 命 走 向 更 高 的 觉
知。一线教师如何进
行专业写作？本期我
们邀请两位教师谈一
谈自己的写作故事。

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除了

通过阅读——经常阅读、广泛阅读、

深度阅读来开阔视野、汲取养分之

外，还有一个锻炼和提升自己的重

要途径，那就是：写作。

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当我

们有了积累，有了思考，将它们与教学、

生活结合起来转化成文字，就可以巩

固我们的思考成果并运用在教学中，

既能夯实基础，提升我们的综合素养，

又能给学生以例证和启示。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阅读和写作应该成为教师

专业成长的一对强劲有力的翅膀。

下面，我以自己的教学和写作

实践为例，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话题。

写教研论文

作为中小学教师，我们除了备课、

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等常规工作

之外，有必要深入研究教材、钻研课

文，把自己对于教材与课文的研究与

发现写出来并用于指导教学，这样不

仅能够增进学生对教材的理解，还能

丰富自身学识，促进专业成长。

比如，我写作《花木繁盛韵味浓》

一文，这篇小文主要讲关于写景及其

意义和作用。文章引用《红楼梦》第

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

院劫遇母蝗虫》中的一处描写：“当下

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

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见

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

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

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

这里面，有一句写景的句子“至

院中，见花木繁盛”。作者惜墨如

金，仅仅用了“花木繁盛”一语来描

写妙玉修行所在的栊翠庵环境。我

们在指导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或专

题阅读时，对于书中出现的看似简

单的环境描写不能轻易放过，而要

注意将其与人物性格、命运联系起

来，这对于我们更好理解小说主题

极有帮助。

“花木繁盛”一语，不仅点明妙

玉身处的小环境，而且暗示妙玉对

生活的热忱与爱恋。这对塑造人

物、揭示主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此，我们通过研究性阅读深

入分析文本，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景

物描写或者环境描写的作用与妙

处，这比我们只讲景物描写、环境描

写的效果好得多。

写教育故事

我们身处校园，整天与学生打交

道，对于学生的成长进步有着直接的

见证。我们还可以看见学校保安、清

洁工、食堂师傅等员工的辛勤劳动。

外出学习培训，有些现象也会触发我

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与探寻。

2003 年，我在深圳市松泉中学

任教。班级有个学生在中秋节这天

给我带了一盒月饼，我惊喜的不是

学生送了礼物，而是他敞开心扉跟

我说了知心话，让我真正理解了“有

教无类”的含义，更加意识到自己作

为人民教师肩负的责任。

文章《一盒月饼》，说的就是这

件事情的始末和我的感悟。这个学

生是那种“比较麻烦”的学生，基础

差不说，学习态度也不端正。我教

的语文课，他也没有什么“闪光”的

地方。我曾找过他几次，告诉他基

础差不要紧，关键是态度和方法，苦

口婆心的话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

那年中秋节早晨，我刚进办公

室，这个学生就进来了，他说自己知

道老师的批评和教育是为他好，他

也 想 把 成 绩 提 上

去，但是基础

实 在 太 差 又

管不住自己。我安慰他说，难得你

跟老师说了真心话，你认识到自己

的缺点和不足，这本身就是进步，老

师相信你能做好。

在文章末尾，我写道：这一天，

我想了很多、很久，不仅是学生给了

我一份节日的惊喜，更重要的是，学

生的一番话让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

作为教师所肩负的责任。

2015 年春末，我与同事在山东

参加教学观摩考察活动。三天时

间，听了两位校长的专题报告，并在

学校实地观摩，充分感受到山东教

育的蓬勃朝气与和谐生态。

当时，我们住在济南，每天乘坐

大巴车前往济南周边的学校参观学

习。暮春时节，齐鲁大地生机盎然，

此情此景让人想起生长与生命的意

义。庄稼犹如农民的孩子，麦子凝

聚了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以及对未来

的向往。而如何顺应天时节气，顺

应麦子生长天性，在适当时机、用恰

当方式帮助麦苗成长壮大，实现丰

产丰收，成为考量庄稼人智慧的重

要课题。

我从麦田想到学校，由农业想到

教育；通过有经验的农民种庄稼有所

为有所不为，联想到教师教育学生，

就此写出了《教育即生长》一文。

写散文随笔

散文随笔这种文体样式，跟我

们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社会世

态、人情，自然景观、万象，我们的生

活、工作，我们的发现、感悟等都是

写作散文随笔的好题材、好素材。

教师除了会写教育故事、教学感

悟之类的文章外，还应经常写一些散

文随笔，记录和表达我们对生活的热

情与观察、感悟与思考。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比较喜

欢写散文随笔。举凡生活万象，世

间百态；忆旧怀人，读书心得；自然

风物，人文景观等都可以写。熟悉

的人物，亲历的事情；生活的感悟，

阅读的心得，是我着墨比较多的。

这些方面，其实也是我们中小学写

作教学需要用心习练的。

写专题文章

不论阅读教学还是写作教学，

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可以对这些教

学重点、难点问题做一些专题研究

写作，突破了这些重点、难点，教学

会事半功倍。

一是写阅读能力培养专题文

章。我先后写了《阅读能力是如何炼

成的》《高效阅读，该从何处入手》《以

〈故乡〉为例，谈谈叙事类文本阅读技

巧》等，着重谈了如何在实践中培养

阅读理解能力。从自己的教学实践

中来，经过总结、归纳、提炼，形成“阅

读能力培养”系列文章，不仅对于学

生的学有较好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

自己的教也有促进和提升。

二是写写作水平提升专题文

章。我写了《小学中年级作文，如何

让孩子“有话可说”》《怎样写好记事

文章》《如何在写作实践中培养语言

表达和思维能力》等。

写作者要努力做到“四心”：一

是用心选择围绕主题的素材（素材

与主旨匹配）；二是细心比较（哪些

能够精准表达主题）；三是悉心挖掘

（找到和发现芜杂生活表面之下具

有打动人、激励人的闪光点）；四是

精心表达（写进作品的素材顺序、详

略和文字的锤炼等）。

三是写以读促写专题文章。我

写了《从“读”到“写”——能力如何转

化与生成》《如何将阅读所得转化为写

作素养》等。指导学生写作，首先要提

醒他们注意文章的完整性，注意起承

转合的基本要求。不论故事还是结

构，尽量体现得完整和美妙。其次是

注意故事的吸引力。有好的故事，但

也不要平铺直叙，而要力求有所变化，

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者是也。

四是写名著导读专题文章。近

年来，我阅读《红楼梦》，研究《红楼

梦》，将自己的阅读和研究所得写成

《红楼梦》品析与赏读系列文章，有

近20篇发表。

除了上述四大类文章外，业余

时间我还撰写新闻消息及综合材料

等，将写作向实用类文章延伸，不仅

与中小学语文教材上写作教学实践

相衔接，也能够进一步拓展自己的

写作领域，不断提升各类文体写作

水平。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桂园中

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