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是肢体语言，因此是可以阅读的。
当我欣赏杨丽萍的《雀之灵》的时候，我是
用阅读的方式去欣赏的。 在如水的乐曲
里，一只美丽的孔雀翩翩起舞。 那灵动的
魔幻的手指， 幻化出万千美丽的倩影，在
动与静， 虚和实之间展现了极致的惊艳。
那一瞬，我感动了，热泪盈眶。

杨丽萍的舞蹈是真正原生态的。她所
舞出的纯净柔美的舞蹈，是特殊的艺术形
象、特殊的灵慧气质、在自然原始的人文
风貌里孕育出的艺术瑰宝，处处展现出天
人合一的默契。它使人不得不信服法国雕
塑大师罗丹的名言：“生活中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 ”

我在《千手观音》的舞蹈中读到了佛
的悲悯，读到了佛即众生，众生即佛的宗
教情怀。 当它由残疾人艺术团演绎时，残
缺的躯体对比出艺术的完美， 怎能不让
人深深震撼！

我在《小城雨巷》的舞姿中，读到戴望
舒的诗意。 那江南雨巷中袅袅婷婷的女
子，独自撑着油纸伞的蒙眬和忧郁，时时
刻刻叩击我的心弦。提醒着我一定要走入
悠长悠长的雨巷中，去邂逅一个丁香般结
着愁怨的似曾相识的姑娘。

阅读舞蹈，会使你灵魂安静，在城市
的喧哗和躁动中，逐步去掉浮躁之气，使
你挣脱生活里麻木和重复的桎梏， 去接
触真善美。

阅读舞蹈
筅 另类阅读

□ 周平松

喜欢春天，理由颇多。 对我而言，春天
的“魅力”还缘于一道菜：腊肉。

腊肉，顾名思义是腊月腌制的肉。 腊月
里，买来农家猪肉，切成条状，打上花刀，抹
上一层一层的盐， 把它们整整齐齐地码在
钵里。 静静地腌上一个星期，等到一个艳阳
天，起卤，沥干盐水，用细铁丝穿了，挂在树
干上，晒上几个日头，一直把这些肉晒得渗
油，颜色也变成“红加黑”，人走到旁边就想
吸鼻子。 这时的腊肉，所有的“工序”全部完
工，就像作家最终润色好文章，把稿子放进
了抽屉，只等出版。

有了腊肉， 春天就不仅仅为眼睛奉献
美丽，还要为味蕾奉献“美味”。 来了客人，
也不用谦虚地说“没有好菜招待”，挂在门
梁上那一刀刀的肉，取下来，切成樟树叶一
样的薄片，贴于碗沿，在饭锅里蒸熟，就是
一碗好菜。

腊肉除了蒸了吃， 还可以与大蒜、菜
薹、冬笋、藜蒿等一起混炒，有了腊肉这个
“万人迷”，蔬菜也好，野菜也好，有什么炒
什么，无论与什么菜“搭档”，都是一碗绝妙
的好菜。

腊肉炒菜薹或蒜苗的做法很简单。 先
将腊肉切好， 倒入烧红的铁锅， 一会儿就
“吱吱”冒油，再将洗净的菜薹或蒜苗倒入，
大火爆炒，用锅铲快速翻扒。 需要注意的事
项有两点：一要加点水，不让它粘锅；二要
掌握起锅的时机，不能生，生了有青涩味；
也不能过于烂熟，太烂了，如同吃稀泥。

菜炒好了，盛入洁白的瓷碟，在晶莹剔
透的腊肉映衬下，菜薹、蒜苗油亮清新，色
泽夺目， 这样的腊肉炒菜，“燕瘦环肥”，油
而不腻，各有其美，令人食欲大增。 腊肉中
富含人体需要的磷、钾、钠等微量元素以及
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元素；菜薹里
富含钙 、磷 、铁 、胡萝卜素 、抗坏血酸等成
分。 这碗小菜，素中有荤，荤中有素，吃起来
真的是“可口可乐”。

比较起来，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 “蒸腊
肉”。 每天下班，人还没到家，蒸腊肉的香味
就在楼梯间热烈地“欢迎”我，刺激我的味
蕾，把我的食欲“引诱”得蓬蓬勃勃。 我直奔
厨房，掀开锅盖，一股令人迷醉的香味，如
下凡的仙女，飘然而来，我不禁口舌生津，
跃跃欲“吃”。

我笑着对妻子说：“因为这碗腊肉，我
爱上了有滋有味的春天……”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唐
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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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因梦想而多彩
□ 尚文花

“真爱梦想”行动 60

2013 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
到杭州参加《梦想与团队》课程培
训。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提前翻看
了教案，感觉这门课程对于小学生
来说，不太容易被接受，心中不免
产生疑问：3 天的培训真能让我胜
任这项工作吗？

但是，培训彻底打消了我的顾
虑，尤其是培训中的“游戏”环节，
团队之间，你一个点子，我一个建
议，那种自发热烈的场面，仿佛让
我回到了童年，还找到了自信。 在
梦想课程的培训课堂上，教师们尽
管年龄各异， 但每个人都是平等
的，并且互相尊重。 梦想课程，让每
一位教师充分表达自己对课程的
理解和认识，在教师的全员参与中
推动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正是有了
这些良好的互动与交流，在每次的
教师试讲中，大家都能展示出不同
的教学风格：有的声情并茂，有的
充满理性……每位教师都在演绎
着不同的梦想课程，引领每一个参
培教师思考不同的教学思路与教
学视角。

在梦想课程中，所教的内容丰
富，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能力息息相
关。 因此，学生的表现会有别于传
统课堂，他们在一些连成人都感到
陌生的领域，居然能发表自己不同
的见解。 在发言的同时，学生因为
挖掘了自己的小才能，变得更有朝
气与活力。 在游戏或竞赛时间，孩
子们就更加活泼可爱了。 他们的动
作虽然不是那样熟练和精准，但他
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影响和带动了
所有参培教师的情绪，使课堂气氛
热烈而和谐。

在培训的过程中，我们既是学
生，又是教师，在一次次的角色互
换中，我们深切地体会了学生在课
堂中的学习感受，从而学会了怎样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

以前， 我一直在忙忙碌碌，每
每与人谈话始终都是围绕着工作
的苦与累。 但是参加了梦想课程之
后，我重新发现了教学和生活的美
好， 尽管现在每天还是一样的忙
碌，但我总能从一个个以前被忽略
的细节中发现生命的美好。

我想，这可能就是梦想课程给
我带来的变化。 有了梦想，我们的
日子就有了目标，有了意义；也正
是因为有了梦想，我们的生活才更
加充满活力，充满动力，我们的日
子才会变得多姿多彩。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市湖
岛小学）

誗人生只要有梦想相伴，
一路都是风景。你是否好奇这
样的“人生实景课”呢，下期带
你体会梦想课程中 “缤纷喜
剧”的魅力。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116）

雕琢特殊孩子生命的殿堂（十三）

筅 专 栏

春醒了，以其独有的方式舞蹈，绚烂，翩然。
在一个心情爽朗的早晨， 受了友情的召引，我

和友人，一路前行，赶赴一场奢华魅惑的约会。
风，微漾。 调皮地挑逗，嬉戏，轻抚于发际，于脸

庞，于手罅，于衣裾。 前与后，温柔而妩媚；左与右，
舒展而惬意。 我们沉醉于风的陪伴，但跃动的春意
终是诱惑了我们的心，迷了我们的眼。 许是风也倦
了这单一的相恋，于是向天空抛去媚眼，唤出多情
的云，凝望，爱慕，浮沉，缱绻，终致幻化，沉陷。

最先惹人眼的， 一定是俗世的繁花。 缤纷，灿
烂，婆娑，迷离。 怒放是这个季节最有生命力的符
号，是对爱与向上的最好诠释。

看那一簇群芳的聚会，挨挨挤挤地推搡、喧语，
羞涩地掩面、啼笑，抑或大方地展露明眸、皓齿，全
不顾他人异样的目光。

再看那旁逸的一枝，避开俗世的喧嚣，躲进一
隅，独享一份清静和恬淡。 喧闹，是别人的笙箫；寂
寥，是她的妖娆。

同在尘埃里，她选择远离红尘，优雅地绽放，任

自己微弱的香，洒下一地的清凉。
纯美的向往总是伴着纯美的想象。 对天空和

阳光的眷恋使她摒弃一切杂念，向上，释放 ，再向
上，再释放。 执着地坚持，孤独地厮守，每一朵花，
仿佛都带了前世的宿缘， 在竭力找寻灵魂深处的
际遇。 它的枝丫，似一串串风铃，在生命与生命的
相逢里，摇动，呐喊，挣扎，绽放，为一世的倾情，燃
一世的热情。

遇见，是人生最美的境遇。 凝视与守望，成了最
美好的生存方式。渴盼，蕴蓄，含苞，睁开眼的一瞬，
涌来一阵惊喜：原来是你！ 原来你在这里！ 绽放，炫
动，摇曳，诗意地栖居，相见与想念，在白与昼的交
叠中更替。兀自地，深刻的相知与孤独，成了今生难
逃的宿命，飞蛾扑火般地奔赴，改变与靠近，仰望与
尊崇，终致，沦陷成灾。

眼界下移，我们惊喜地看到 ，荒芜的草里 ，竟
然倔强地生长着一小抔一小抔的白色野花， 仰望
与歌唱，都在纵情里。 她们与那些妖冶无缘，但在
生命必经的路上，爱着，恨着，走着，唱着，做最好

的自己 ，盛与衰 ，荣与败 ，都在自己 ，与脚下的土
地，没有关系。

花语示人，爱恨今生。 树色愀然，亦诚亦真。 含
蓄也罢，羞赧也罢，吐露也罢，都在自然的过往里，
通过自己的努力，表达自己的愿望，成就自己的魂。
生不能为花，不是树的错，活不能精彩 ，却是树的
蠢。既然造物赐来生命，那就潇洒地享受和给予，快
乐自己，快乐他人。

柳，永是喧嚣季节里喧喧闹语的忠实听众。 默
然里，远观，静听，欣喜，赞赏。 枝上努力挣开的芽
儿，就是它观视界的眼，听声界的耳。 它一任张扬与
纷争在身边肆意，却慎守宽容与博大，谨言谨行；它
以倾听与垂落的姿态，柔软了别人，悠然了自己。

我们的目光跋山涉水，逾越时空，一个季节的
沉香，恍入梦中。红黄粉绿蓝白紫的画板上，花开花
凋的故事总会演绎成昨，而我与你、与他、与她的相
会，却在流淌芳华的老歌里，成为心上珍藏的朱砂，
多年后想起，潸然泪下。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调兵山市教师进修学校）

赴一场春的约会
□ 汪秀艳

筅 味 道

最近翻阅赵新芳先生的新书 《教育
生活禅》，让我感触颇深。 在书中，作者摈
弃了宏大的教育命题，而是客观、冷静地
检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并怀着极大的
热情去参与教育实践， 把教育的主体放
在生活中去思考，考虑人如何在与自然、
社会的活动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从而
使“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得到合理
的融通。

从生活的视阈阐释教育的真谛，作
者从 3 个方面表达对教育生活的关注之
情，令人耳目一新。

教育生活的关怀。 教育是培养人、发
展人的活动，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关注人
的生活。 作者对教育生活有着深切的关
怀，每一次督学考察，接待来访，甚至是
发生在身边的小事， 都会触发作者的研
究情怀。 农村生活中的 “放羊”、“腌咸
菜”、“等死队”；参加教育会议时“一瓶精
盐做嫁妆” 的故事， 都会让作者由此起
兴，联想到教育生活的发生机制、改革思
路与完善措施。

作者深入到教育一线， 用真情实感
去体察教育生活。 他深切关注学生的学
习状态、教师的教育行为、校长的教育诉
求、家长的教育期待，并如实反映他们在
教育生活中所经历的快乐、痛苦、焦灼。
作者感同身受， 既为他们的教育成果欢
呼喝彩， 也为教育困境的存在而痛心疾
首。 作者投入极大精力去实地调查，笔下
所描述的都是教育生活中最朴实、 最本

真的状态，事实上，生活本身也正是教育
研究生生不息的源泉。

教育生活的批判。 感怀于目前的教
育生活现状，作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剖
析教育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原因。 如开篇
《教育“十一问”》，作者从方便办学还是

方便就学、是方便教还是方便学、是一味
迎合还是主动引领等方面， 总结目前教
育亟须解决的 11 个问题，行文充满浓厚
的思辨色彩， 不仅仅是对当下教育的拷
问质疑，更多的是给予一种解答，解读这
种现象背后的“推手”、动因到底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解析在书中随处可见，
对教育标准化、超级中学、教育产业化、
教育行政化与功利化等问题的探讨，同
样引人深思。 作者批判教育生活时从多
维度切入，肯定与否定、解构与建构，从
纷繁的教育现象中， 剥离出有意义的现
象和问题，并为读者拨开重重迷雾，让人
们看到教育监管者应有的姿态、 教育的
出路与希望。

教育生活的救赎。 在教育生活关怀
和批判的基础上， 如何去建构教育与生
活相融通的教育模式， 作者运用叙事研
究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首先，回归本真的教育生活。 生活是
教育的起点和归宿，唯有考虑了生活，教
育才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 但是在现实
中，教育生活被严重异化，教育与生活脱
节，教育者乃至受教育者舍本逐末，只关
注考试、分数，教育被工具化、功利化，并
不注重“人”的发展。 在《教育随想》一文
中，作者提出“教育元素中应当有‘享受
生命’，为‘享受生命’奠基的肯定是一个
完美的、现代的、注重人的终身发展的学
校教育”的命题。 而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
胡家营小学以“生态教育”为主题的校本

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 紧密地将教育活
动与社会、与生活深度地结合到了一起，
很好地解答了作者提出的命题。

其次，重构教育参与者的关系。 在教
育实践中， 存在教师与学生、 教师与教
师、校长与教师、教育监管者与校长等各
种复杂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处理中，如果
双方都能站在“关注生活”这样一个层面
上去处理问题， 很多教育难题都会迎刃
而解。 如果教师能将教育向学生的生活
世界回归，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帮助学
生参与生活，让学生体验生活的快乐，学
生就能建立新的学习生活状态； 如果学
校能够丰富教育的内容， 给学生以各种
有益的教育影响， 学生就会有新的成长
与发展。 如果教师不再被考试分数所困
扰，周而复始超负荷地工作，能够享受生
活的意义，从生活中寻找教育的灵感，教
育的生活意义就会实现； 如果校长不再
整天忙着应付各种会议， 不再为 “挖生
源”奔波，将更多时间用到教学理念的研
究中， 他们就能体会到教育生活中的成
就感……在书中， 作者通过叙事方式描
述的教育生活故事， 让我们分享到很多
教育成功的鲜活案例，师生之间、教师之
间保持着生活之中最质朴， 最单纯的关
系，在这里“留守儿童”不是问题，学生有
“当老师”的生活体验、“喜报”让学生充
满信心，每个人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邢台市职业技
术学院）

□ 黄卫静

筅 季节遐思

不一样的孟子
———读《吴小如讲〈孟子〉》

教育生活的审思与救赎
———读赵新芳《教育生活禅》

筅 深度阅读

春天的“腊”味
□ 俞东升

“娘子”两个字，好清凉。
读起来， 如有一缕汉魏年代的风， 细细地吹

来，经过苇丛，经过开满蓝色野花的阡阡陌陌。
又觉得端然。像供在高几上的一件青瓷，里面

插了一枝梅。
不知是今人谦逊，还是俗常，管相伴一生的那

个女子，叫“老婆”。在成为老婆婆之前，先叫她“老
婆”，叫得灰暗陈旧，叫老了芳菲的女人心。

叫“娘子”多好啊！ 这一生，山长水远的，细细
碎碎的日子里，娘子，娘子，就这么一路芬芳地叫
下去。叫到寒霜从石阶铺到了枕边，铺到了她的发
上，她依然是娘子，娇小玲珑。

坐过很多间茶楼，与女友闺蜜闲话日常。 总想
自己也开一间茶馆，很别致的茶馆，这茶馆的名字
就叫“娘子”———是啊，去“娘子”家喝茶。想想，心里
先就溢出了茶的清香。 那娘子茶馆，要有娘子的韵
味：窗外，青青竹篱绕，细细流水淌。屋里，木格子隔
开陶红的泥墙，墙上挂斗笠、蓑衣，墙角置纺车、石
磨。 还要让檐下滴雨，庭前杏花开过莲花开……

这是娘子的茶。
秋夜读书，落地台灯的光，杏花似的，覆盖一

书一枕。 身边的人已经睡下，我听着他的鼾声，听
着窗外虫子长一句短一句的鸣声，忽然感叹：啊，
我是人间的小娘子！

是啊，在这深深的凉夜，一个女子，将自己融
化在一个极具古意的词里：她是娘子！

此夜，此灯下，此衾中，我的脚趾头勾着他的脚
趾头，像两只蜗牛的触角，在软泥里相遇，相偎，默
然无须多语。此刻，我不是满身烟火的老婆，不是房
贷重压下张牙舞爪的母夜叉。 我只是一个娘子，温
婉，安静。 不那么强大，不那么孤傲，不那么凌厉。

千百年前有过这样的夜晚，千百年后，就是每
一个今夜，女人都是这样，又美又静，又柔软，像一
片月光下的杏花。 我和时间之河里的每个女人一
样，在深夜，听虫声鼾声，和一个普通的男人相伴，
在一片淡淡的光里。

娘子，是比娘更年轻的一个女子，像娘一样地
去爱一个男人，一程又一程。 娘子的爱，比娘更丰
富，更深厚，像母亲，像恋人，像女儿。 娘子和他的
男人，搭起人间的巢，种柳种桃，繁衍子嗣。有娘子
的地方，就是家，后来成了许多人的家乡。

从前看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时，最喜欢看
许仙拖着青色长衫，老远迎着喊：娘子！娘子！那么
漂亮的女人， 法术那么高深的妖精， 一旦做了娘
子，就滤掉了江湖野性。 相公面前，她低眉，拈花，
微笑，成了观音一样的女子。 帮他，救他，恕他，寻
他，万劫不复，全为了他———娘子呀！

做白素贞那样的大娘子，太辛苦，我们不做。
我们要做小娘子，不那么能，不那么总是被人惦记
到算计。 做小娘子，就是做做家务生生气，买买衣
服欢欢喜。 常逛淘宝网店，裙子呀丝巾呀旗袍呀，
乱花照眼。 最喜逛一个店，店名叫“娘子写”，主打
旗袍、大衣，尽是文艺女中青年的口味。想象，穿着
那传统做工的斜襟旗袍， 再披一件大衣， 干什么
呢？ 去赴一场约会。

叫一声娘子， 那墨便在纸上洇开了， 漫漶一
片，是春雨江南的蒙眬。 娘子，就是那朵明媚的桃
花呀，照亮了一纸江南。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高沟中学）

筅 心香一瓣

娘 子
□ 许冬林

筅 教师书架

“阳光教师”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zgjsbjssh@vip.163.com

筅 阳光教师

刘晓乾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第三
中学教师 ，步入讲台 18 载 ，耕耘农村教育 15
个春秋。 他在读书画画中充实人生，后游走网
络论坛，担任网刊编辑，在思想碰撞中追随新
课改，以生为本，用心育人，做孩子的益友，让
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 他倾情教育科研，热衷
教育写作， 用笔墨书写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和
思考，立足课堂革新，让课堂成为孩子快乐的
大本营。

爱好：读书、写作、画画
教育信念：让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
喜欢的人物：赵云
喜欢的书籍：《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教育生活禅》
赵新芳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在河北省邢台市特教学校，6 对教师伉俪由于
工作突出，且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均被大家
善意地冠以不同的“雅号”，如：最早的双职工赵运
昌、程海莉夫妇；年龄最大的特教家庭王金岩、陈江
红夫妇；郎才女貌式组合贾少峰、刘晓燕夫妇；小有
名气的特教专家沙延秋、田晓琳夫妇；最具才艺的
搭档黄巨鹏、姜秋艳夫妇；年龄最小的郭省伟、王开
琦夫妇。

据了解，“伉俪现象” 不仅在邢台市特教学校，
而且在整个特教界都带有普遍性。 为了了解这一
现象形成的原因，我饶有兴趣地从多个角度对他们
进行了访谈，并将了解到的情况梳理归纳，最后和
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特殊的学生成就了特
教行业的特殊姻缘”。

几十年来， 邢台市特教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就是新来的教师除了担任业务课之外，还至少要

担任一年的生活教师。 生活教师，顾名思义就是负责
学生的生活。天冷了，叮嘱穿衣；教授洗脸、刷牙；指导
学生洗衣、打扫宿舍卫生；辅导学生晚自习的作业；节
假日还要帮着食堂给学生包包子、 包饺子改善生活
等。 而这些日常生活琐事对于正常学生来说基本都
是能自理的，但对于那些有着不同残疾的学生来说，
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了，甚至是难上加难。

我曾几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早晚“交接班”活动
（即早晨由生活教师把学生交接给任课教师， 晚自
习之后再由任课教师将学生交接给生活教师，其间
还有 3 次打饭、就餐）就见证了这一点，而且感悟颇
深。 我觉得，特教学校的校级领导、中层干部、生活
及任课教师、家长以及义工们，与其说做着的是最
平凡的一日常规工作，倒不如说他们是在不间断地
传递着“爱”的接力棒！

校长杨密婷如是说：“我们对学生的管理底线
就是保人数，也就是每时每刻都不能让一个学生离
开我们的视线，离开了视线就有丢失的可能，因为
这些残疾学生自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太差了，太需
要我们呵护了！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求学校的
每一个成员在学生吃饭、睡觉、上课、文体活动等每
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无缝隙监管和全方位交接。 ”

我观察到，每个晚自习后，学生都是先走出教
室排队，然后再按照盲班、智障、聋班的顺序，由小
到大到操场排队，班主任和值班教师按照花名册一
一清点人数，之后，列队进入宿舍楼。 进入宿舍楼

后，值班教师和宿管员又一次清点人数，此时每一
个班主任还要和宿管教师针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
学生叮嘱交代一番。

能让 100 多个不同残疾的学生及时就餐也是
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每当看到那个场面，我的心
灵都会受到冲击。

盲班、 智障的学生是需要教师特殊照顾的，经
常要有两位教师站在打饭窗口，一一向学生介绍饭
菜种类，询问学生吃什么？吃多少？还要帮助学生刷
饭卡（多数低龄、智障学生的饭卡还需教师保管），
最后又把端着饭菜的学生送到饭桌前。 学生们也
在互相帮助、自我管理着，学生会的干部一刻不停
地维持着秩序，听障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不仅吃
在最后，还不时地护送、帮扶着行动不便的小弟弟、
小妹妹们……“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气候！

或许就是这种爱的元素成就了特教学校的“伉
俪现象”。

贾少峰、刘晓燕夫妇的恋爱经历就印证了这一
点。他们做生活教师时，很少在一个组，往往是你上
班、我下班，沟通的媒介就是值班本，在本上常常会
看到他们这样的交接记录：“贾： 已带某某去看病，
早上吃药了， 剩下的药放在盒子里，（一天三顿）要
记得吃啊；刘：好的，某某着凉了，拉了一床，已收拾
完，记得让她先打饭吃热的；贾：知道了，某某的耳
机丢了，帮忙找一下……”

如此这般，两颗爱心自然就交汇到了一起。

《战略的胜利：初中崛起的秘密》
郑 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对学校

变革路径做出解释的
书。 郑杰选取了 4 所
学校， 详细分析了它
们 是 如 何 通 过 校 长
“战略思维” 的选择，
从薄弱走向振兴的 。
郑杰用干净利落的言
辞表达了他鲜明的观
点：在普遍被教育界喻为“软肋”的初中学段，只
有校长具备良好的决策能力，才能使资源和能
量有限的初中学校振兴和发展。

《教师意味着什么？ 》
[美] 唐娜·沃克·泰勒斯通 著
吴燕飞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集中探讨教

师在政策环境中的角
色地位。 一个国家的
教育政策通常反映着
整个社会对教育的综
合需求。 身处一个正
在经历巨变的时代 ，
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更加清楚 ：社
会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未来需要我们做些什
么？唯有站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理解教育，才能
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工作的意义与价值。 本书
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这种身份的确认， 对于每
一位初任教师来说，这都是极为重要和宝贵的。

《做朴素的教育》
汤 勇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当前的教育处于

迷失状态，功利性和目
的性越来越强，离朴素
的本质也越来越远。教
师和学生生活在对考
试、 升学的焦虑之中。
教师不爱读书，学校向
各种模式看齐，公开课成了表演课……面对教育
界的种种“怪现状”，作者强调重返“朴素的教育”
的需求和重要性。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两年与四川省阆中市的
教师和校长们倾心交流、畅谈教育与人生的 10
个精彩演讲稿， 谈及教育者的使命与担当、幸
福教师成长的 11 个关键词、做“派往明天的教
师”、做无愧于良知的教育等内容，相信能给读
者带来启发。

《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钟 杰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个关于

后进生转化的个案 ，
更是一部班级叙事的
杰作。 全书由“师生故
事连连看”和“师生心
灵对对碰” 两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叙述了善良、真诚的钟杰老师与后
进生卓新民之间的精彩故事，第二部分是钟杰
与卓新民的 11 封来往书信。 本书的叙事笔法
清新活泼，案例真实鲜活，饱含着对后进生的真
切关心和殷殷叮嘱，充满着教育智慧，在转化后
进生的教育理念上，对广大一线教师尤其是班
主任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筅 阅读札记

□ 方 麟

桃花雨里
□ 赵玉亮
桃花雨里
带着鲜艳的色彩
洒向高高山顶
悬崖便一下梦中苏醒
转眼返绿还青
洒向深深峡谷
峭壁便一下露出笑容
转眼姹紫嫣红

桃花雨里
带着清新的气息
洒向长长田埂
草芽便一下打开期冀
摇起蓬勃舒展的身影
洒向宽宽地垄
禾苗便一下举起希望
荡成一望无际的绿屏

桃花雨里
带着欢快的音符
洒向弯弯河水
鱼虾便一下注入活力
你追我赶喜讯奔涌
洒向茫茫苇丛
蛙鼓便一下擂响豪情
白天黑夜涨满欢腾

桃花雨里
带着美丽的憧憬
洒向片片天空
燕翅便一下擦亮剪刀
裁出比去年更新颖的图形
洒向密密树林
百鸟便一下润宽嗓门
唱出比去年更动人的歌声

筅 诗 歌

时代早已不是战国， 但人们仍然
在读《孟子》。 现在由吴小如先生来讲
《孟子》，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总是正
襟危坐使人望而生畏的孟子。

孟子出现在圣人孔子殁后百余
年， 距离圣人的时代并不遥远。 孟子
与圣人的居处毗邻，他感叹夫子之道
无人继承 ， 不断念叨 ：“然而无有乎
尔，则亦无有乎尔。 ”可以看出孟子以
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后人也认可了孟
子所维系的道统 。 宋神宗时期 ，《孟
子》由子部升入经部，变成官方教材；
孟子本人也被追封爵号 ， 入孔庙配
享，成为名副其实的“亚圣”。 孔孟之
道逐渐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规
范了中国人的个性和精神生活，甚至
被用来压抑人的天性和欲望———存
天理，灭人欲。

这个时候， 孟子似乎远离了世俗
的人间烟火， 成了一个冷冰冰硬邦邦
的符号，最终在“五四”以后成为被打
倒的对象。

真实历史的孟子， 其实过得也不
怎么好。 他空有一身本事， 向君王游
说施仁义行王道。 但是，战国时代的

君主大多急于事功， 认为孟子的学说
迂阔远于实践， 所以孟子只是获得礼
遇与尊显，难以施展拳脚。 然而就是
这个孟子， 假如我们褪去他政治的包
装，经学的迷彩，我们会发现孟子实在
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现实主义的孟子。 孟子在齐国贵
为客卿，感觉不受重用，辞却万钟的高
薪， 毅然离开齐国。 孟子走到齐国边
境昼地，却拖拖拉拉停留了三宿，希望
齐宣王回心转意。别人笑他行动迟缓，
孟子申辩道：“王如用予， 则岂徒齐民
安，天下之民举安。 王庶几改之，予日
望之。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 ”

浪漫主义的孟子。 倒是有个小国
君主滕文公，因为身处齐楚之间，无力
称霸，愿意拿滕国做儒学的试验田，但
是在那样的乱世， 又怎么可能像汤武
那样凭借百里地起家， 孟子也只好安
慰滕文公 ：“子力行之 ， 亦以新子之
国！ ”

理想主义的孟子。 孟子一生注定
漂泊， 如他的精神导师孔子一般风尘
仆仆、灰头土脸 ，先后游历了邹 、齐 、
鲁、宋、滕、魏等国，晚年退与万章之徒

著书立说。按照韩愈的标准，孟子达到
了“君子不器”的境界，他已经超越了
“用”与“不用”的界限，“用则施诸人，
舍则传诸其徒， 垂诸文而为后世法”。
孟子的一生行止出处，大率如此，他远
远超前于自己的时代。他的民本思想、
仁政学说， 在汉代以后终于为统治者
所采用。他是一个脾气大的倔老头，对
于自己不愿教导的学生， 孟子说：“教
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
诲之而已矣。 ”他以天下为己任，希望
修齐治平， 其价值取向成为后世人们
汲取力量的精神源泉。他奋发蹈厉，生
命力旺盛，善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这种正气沛然塞于天地之间， 鼓舞了
多少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
道德高尚， 告诉我们人人都有向善的
可能， 只要扩充我们自身的恻隐、羞
恶、辞让、是非之心，人人皆可以为尧
舜。他的精神世界完满自足，充实而有
光辉，有大美存焉。

孟子的学说当然不是放之四海皆
准的真理，但是他告诉我们如何做人，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将我们从蝇营狗
苟的灰色生活中救拔出来。 在吴小如
的笔下， 孟子不再是那么让人肃然起
敬战战兢兢的人， 而是被还原为一个
亲切可爱的人。

其实，孟子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
这就是孟子在我们当代的意义。 任何
时代的当代史，都会有当代的新问题，
我想，除了异域文明之外，我们仍然会
从《孟子》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特种警察学院）

首届 “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书画邀请赛
为给广大热爱书画艺术的教师提供广阔的发展

空间与全方位的发展策划和包装，为海内外文化艺
术市场推出教育界的书画艺术名家、培养扶植艺术
界的后起之秀，中国教师书画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举办“首届‘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书画邀请赛”。特
向全国热爱书画艺术的教师征集评选作品，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 活动宗旨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大力弘扬发展文
化事业的精神，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书画创作热
情，通过书画艺术作品展现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更
好地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书画艺术传统。

二、 活动目的

1. 为教育界的书画艺术爱好者搭建更好的展
示平台，为基层书画教育工作者提供与书画名家交
流和学习的机会，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书画艺术；

2. 增强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
感，培养民族自尊心；

3. 提升艺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丰富教育
工作者的艺术修养；

三、 征集评选对象

全国教育系统书画艺术爱好者

四、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书画院
承办单位：北京翰逸九州书画院
指导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五、活动组委会专家团队（排名不分先后）

蒋采苹、唐秀玲、崔晓东、胡宝利、邓远坡、郑培
亮、余润德、蔡梦霞、尤德民

六、书画征集评选日程安排

第一阶段：2014年6月15日前，全国范围内征
集作品。

第二阶段：2014年6月30日前，专家评审作品。
第三阶段：2014年7月12-14日，拟在北京举

办“‘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全国教育系统获奖书画
作品展。邀请获奖者参加“‘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书
画展———暨首届全国教育系统书画创作研讨会”。

七、征稿要求

（一）内容：
1. 书法作品：以“教育情怀”为主题，健康向上

的诗词、楹联、歌赋、自作诗词联赋等。
2. 绘画作品：以“教育情怀”为主题，可通过祖

国河山、自然、社会、风土人情等来展现，切合活动主
题即可。
（二）规格：
1. 书法作品：书体不限，作品尺寸不超过6尺

宣纸，书法作品草书、篆书须附释文。篆刻作品在12
方以内，附边款 2-4方，拓印在 4尺斗方或条幅宣
纸上，作品请勿装裱。

2. 绘画作品：画种不限，作品尺寸不限，作品请
勿装裱。
（三）作品标注：
参评作品请用铅笔在作品背面右上角注明作者

真实姓名、年龄、性别、所在单位、身份证号码、联系
电话、详细通讯地址及邮编（请务必使用正楷书写）。

（四）参评作品恕不退稿，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
动组委会拥有参评作品的版权和所有权。

八、 作品评奖、作者待遇

评委会将制定评审细则、评审工作流程和评委
守则，力求公平、公正、公开。评委会将从所有来稿中
评选出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5名，二等奖15名，
三等奖30名。一等奖奖金3000元 / 人，二等奖奖金
800元 / 人，三等奖奖金300/ 人。

获奖者由“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书画院”颁发
获奖证书和奖杯，获奖者自然成为中国教师书画院
会员，获奖名单在《中国教师报》和中国教师书画院
官网公布。具体获奖待遇如下：

誗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书
画展———暨首届全国教育系统书画创作研讨会”

誗获奖作品将在《中国教师报》发表
誗近距离与名家交流、作品点评及合影留念

（注：参会者携带自己作品）
誗与名家共同参加笔会
誗赠送画册10本 / 人

九、作品寄送至组委会秘书处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号中国教育
报刊社中国教师报 703室

邮 编：100082
联系人：魏春林
电 话：13366612008 010-56181658
邮 箱：zgjsshy@163.com
网 站：中国教师书画院 www.zgjsshy.com

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书画院
2014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