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执行主编：宋鸽 电话：010-82296728 投稿信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张宗子（1961—），河南光山人，现
居纽约，学者，作家。 他的《书时光》《一
池疏影落寒花》 等随笔集在读书人中
颇获称赏。

这篇文章原题 《回忆鲁迅先生》，
是关于萧红同题散文的读书随笔。

推荐这一篇当代的随笔，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
张宗子是一位好的读者， 真诚和认真的好的读者：对
作者萧红、对萧红笔下的文字，张宗子有足够的体贴、
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抚摸般的凝注。 此外，这篇文章
的文字有着一种可贵的端正、纯净和节制；在时下这
样一个书写泛滥的时代，这尤其值得珍视。

当然，编者也存有这样一份心思：希望大家都能
读读萧红，尤其是读读鲁迅。

（任余）

“什么声音？ ”我有些纳闷，教室里怎
么有嬉笑声，我正在窗外培训课代表和学
习小组长。

“老师，他们在讲笑话呢。 ”有学生提
示我。

哦 ，我明白了 。 原来 ，在开学初 ，我
在班上让全体学生自由报名组成以下
十个组 ：绘画小组 ，一周一幅作品 ；书法
小组 ，一周一幅作品 ；故事小组 ，每天中
午一个小故事 ；笑话小组 ，每天中午一
个小笑话 ；习作小组 ，每天一记 ，一周一
篇文章 ；新闻小组 ，每天中午一条新闻 ；
舞蹈小组 ，课间排练舞蹈 ，班队会或周
三下午第三节展示 ；唱歌小组 ，班队会
或周三下午第三节展示 ； 课本剧小组 ，
包括英文课本剧小组和语文课本剧小
组 ， 班队会或周三下午第三节展示 ；学
习研究小组 ， 研究学习策略和方法 ，班

队会或周三下午第三节展示交流。
我走进教室，看到孩子们正在吃午餐

配发的苹果，边吃边笑盈盈地欣赏着讲台
上讲故事、讲笑话的人，看来我的思路是
对的， 孩子们感兴趣的事不用我操心，自
己就行动起来，才四年级的孩子呀！ 我的
心中不免为他们骄傲和自豪。

正如知名班主任梅洪建所说，只有让

孩子时时刻刻动起来，孩子的心灵才会被
“动”填满，才会没有太多的空闲“惹是生
非”。 时时刻刻的活动， 可以是身体的活
动，但更多的是精神的活动、思维的活动、
心灵的活动。

我们更要清楚这一点：一手拿着胡萝
卜、另一只手拿着大棒管理的时代应该过
去了，一个人的行为动力更应该来自高贵
的东西———兴趣、爱、信仰，一个人一旦进
入自由、自主状态，他的潜能才会得到充
分发挥。 因此，我们应该让孩子快快乐乐
地动起来，让他们感到快乐的基本因素就
是分享，给别人带来欢乐；同时，孩子的成
就感、自信心、自尊心也会在无形中建立
起来。

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张家

楼镇中心小学）

让兴趣小组
在班里开花
□王志林

买过一本同时代人回忆鲁迅文章的选集 ，书在柜子深
处的纸箱子里 ，找不出来 ，忘了书名 。 如果挑一篇最喜欢
的 ，不用想 ，是萧红的 《回忆鲁迅先生 》。

写鲁迅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许寿裳 、郁达夫 、曹聚
仁 、孙伏园 ，更不用说和鲁迅关系最亲密的周作人和许广
平 ，还有其他人 ，都有上好的文字 。 萧红的长文如小儿女话
家常 ，把一个个亲切诗意的片段连缀在一起 ，初看都是琐
碎的细节 ，细味才能明白 ，那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 ，从记
忆中挑选出来的 ，对于一位敬爱的长辈最珍贵的怀念 。 萧
红的文字与 《世说新语 》不似 ，但颊上三毫 、睛中一点之妙 ，
神韵仿佛 。

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 ，都不配她的爱 ，无论才华 、气度
和心地的纯洁 。 唯有在鲁迅面前 ，她是快乐的 ，无拘束的 ，
天使和孩子一样的轻灵和顽皮 。 鲁迅可以细评她新买的衣
裳 ，说好看 ，说不好看 。 她也可以在鲁迅面前像女儿一样提
出种种要求 ，甚至撒娇一般 。 譬如这样的文字 ：

梅雨季 ，很少有晴天 ，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 ，我高兴极
了 ，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 ，跑得上楼还喘着 ，鲁迅先生说 ：
“来啦 ！ ”我说 ：“来啦 ！ ”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 鲁迅先生就问我 ：
“有什么事吗 ？ ”
我说 ：“天晴啦 ，太阳出来了 。 ”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

有些生活上的小事 ，日常来往时的细节 ，别人疏略了 ，
萧红记下来 ，在今天就成为难得的资料 。 “有一天鲁迅先生
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 ， 身穿紫裙子黄衣
裳 ，头戴花帽子 。 那女子临走时 ，鲁迅先生一看她 ，用眼瞪
着她 ，很生气地看了她半天 。 而后说 ：‘是做什么的呢 ？ ’鲁
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 、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
的 。 ”还有鲁迅看电影 ：“《人猿泰山 》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
类的影片 ，也常介绍给人的 。 鲁迅先生说 ：‘电影没有什么
好看的 ，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 ’”

这话和孔子说读诗多识鸟兽虫鱼之名是一样的 。 鲁迅
看 《夏伯阳 》《复仇艳遇 》，自然也是消遣和休息 。

萧红的长文里 ， 最令人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 ： “在病
中 ，鲁迅先生不看报 ，不看书 ，只是安静地躺着 。 但有一张
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看的 。 那张画 ，鲁迅先
生未生病时 ，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 ，小得和纸烟
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 。 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
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 ，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
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 ”

萧红自问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 ，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
在枕边 。 ”

没人知道答案 。 也许萧红后来是知道的 ，但她没有说 。
我觉得我大概也知道 ，因为此事悬于心 ，我花过工夫查考 。

萧红的照片 ， 有一幅是 1935 年在上海鲁迅家里照的 ，
梳辫子 ，坐着 ，双手抱腿 。 这是她最美的一张照片 ，不笑 ，没
有姿态 ，全然放松 ，安宁祥和 ，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 和鲁迅
来往的日子 ，我以为 ，是萧红短短一生中短暂的温馨时光 。
她有过激情 ，有过梦想 ，有过挣扎和奋斗 ，但更多的是忧
虑 、痛苦和失望 ，甚至屈辱 。 在别处 ，这个心比天高的女子 ，
不得不扮演着传统中国社会里一个女性最不幸的角色 。

《呼兰河传》里，萧红写她和祖父在一起的快乐日子，在后
园里玩耍，祖父给她烤小猪和鸭子，教她念诗。祖父是她最亲的
人。 鲁迅比萧红年长三十岁，在萧红心里，鲁迅是亲切的导师，
是疼爱她的父亲，而两心相映、亲密无间，又仿佛她的祖父。 鲁
迅喜欢萧红，萧红热爱鲁迅，这是无可置疑的。

萧红在爱情上是失败者 ， 但不要把她和别人相提并
论 。 这样比 ，对萧红不公平 ，是把别人的俗套强安在她身
上 。 民国女作家中 ，不要拿任何人和萧红并列 ，更别提那些
交际花和官太太 。 不要对比 ，哪怕是说萧红比谁更了不起 。
回忆萧红的文字 ，大多不很好看 。 我坚持读完那些文字 ，只
为了多知道一点萧红的故事 。 只有戴望舒写了一首四行的
诗 ，《萧红墓畔口占 》，算是难得 ：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

当别人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追念那些琐碎的甚至很不
堪的人物时 ，萧红带给我们的 ，是鲁迅先生 。

在萧红这里，鲁迅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真实，更亲切。从来没
有一个人和鲁迅在一起时间那么短，却靠得那么近。 别人看到
鲁迅的学问、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笔、鲁迅的批判精神，看到
鲁迅的傲骨、鲁迅的悲悯，也有人对鲁迅的所谓尖刻甚有微词，
萧红看到鲁迅这个人，看进他心里，看到他的喜悦、他的忧郁，
看到他的意气风发，也看到他的无限不如意。鲁迅友朋无数，其
中不乏名流，只有她是第一个知音。

（选自张宗子 《往书记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

萧红的鲁迅
张宗子每周推荐

教育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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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者：
从“挑战活动”到“成长团队”

□本报记者 宋 鸽

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想起我，但我却
经常想起你们！

当我的想象在漫无边际、天马行空漫
步时，当我在课堂上望着奋笔疾书的学生
时， 当我的眼睛从喧闹的操场上掠过时，
你们像一个个不期而遇的老朋友，悄然叩
响我的记忆之门。

总想起沉稳的董越昭。 上课时，你的
神情安静而专注 ， 带着灵性的目光追逐
着我的手势和板书 。 你是一个有思想的
学生，不是在被动听讲，总是冷静地分析
着、判断着每一个问题。 课堂上 ，只要看
到你在微微点头 ， 我的讲解就似乎得到
了认同与肯定。

总爱穿一件黄色 T 恤的李远翥 ，人
和衣服一样阳光灿烂 。 运动会女子 4×
100 米接力，我们班由于接棒时出现了一
点小意外，眼看就要与冠军失之交臂。 最
后一棒 ，接棒后 ，你像离弦的箭 ，短发被
高高扬起 ，像一面高展的旗帜 ，最终 ，我
们班夺得了冠军。

陈旭腾，一个在课堂上永远沉默的男
孩，据说在课间非常活跃。你爱看书，知识
面极宽 ，天文 、地理 、人文 、历史 ，张口就
来。 刚开学没多久，就用文言文洋洋洒洒
写了一篇 3 页多字的作文， 用词准确，文
脉通畅，当时你才是入学不久的七年级学
生啊！

“小不点”安新宇，聪颖而活泼 ，有着
金属般清亮圆润的嗓音。 元旦文艺会演，

你义不容辞成为领唱。 “锣鼓响来秧歌起
呀！ ”一亮嗓门，顿时征服了评委。 让人着
急的是，九年级毕业，你还是那么矮。可谁
知，上了高一没半年，再见你时已高出我
两头，真是“不长则已，一长惊人”呢。

最让我感慨的是郑欢， 在校时你可能
挨我的批评最多了，如今，你的素描就贴在
我的书桌对面， 其中有一幅法国思想家伏
尔泰石膏像的写生，构图准确，线条细腻而
有质感，这是你上了 40 多天美术班之后的
作品， 却让我这个上了 4 年美术专业的人
自叹弗如。 你是多么的聪颖而有悟性啊！
伏尔泰那深邃的目光审视着我， 我一直在
问自己，一个被我批评为粗心、浮躁、小动
作多、坐不住的人，能画出这样的画吗？

还有快人快语的李佳蔚 ， 顽强执着
的孙潇，质朴无私的路乐乐 ，幽默搞笑的
王芃 ，等等 ，你们是一群多么聪明活泼 、
善解人意的孩子啊 ， 老师工作的艰辛被
你们默默地看在眼里 ，写在周记作文里 ，
你们说：“老师也有孩子 ， 却为了我们一
直坚守在学校，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 ”

有一次，我感慨地说 ，现在的城里孩子竟
然不知道母鸡一天能生几个蛋 ， 调皮的
侯润春立刻接上了话茬 ：“老师 ， 我上五
年级以前一直认为西瓜是长在树上的。 ”
大家哄堂大笑，笑完了 ，又装出一副可怜
巴巴的模样说：“老师，看我们多可怜 ，就
带我们春游一回吧！ ”

3 年时光是那么的短暂，你们毕业了，
上高中了。 小小的毕业照就压在我的写字
台玻璃板下， 我时常会沏上一杯温热的清
茶，摩挲着茶杯，静静地看着你们，思念着
你们！

如今， 你们正坐在高三教室里为前途
和命运搏击。 当你们从书山题海中抬起疲
惫的目光时， 是否望见了城关中学那个让
你们梦想开始拔节的地方？ 是否想起我们
之间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 是否想起我们
之间那些或幼稚或激扬的青春故事？ 是否
想起那些具有穿透心灵力量的对话和歌
声？ 那些美好的记忆是属于我的， 也是属
于你们的。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镇原县城关初中）

经常想起你们
□许宏霞

师生之间

教学之乐，在于研究。 对于这一点，我
是有切身体会的。

1987 年，我记得非常清楚，文言文《柳
敬亭传》的教学中，课文里有一句话“之盱
眙市中为人说书”，这里有个词语“盱眙”，
我在讲解的时候，当时竟然就读了词语的
半边。 再后来，晚自习的时候，班里的一个
女生悄悄地对我说：“老师， 盱眙的读音，
注释上不是读词语的半边。 ”语文教师读
错了字音，丢人丢大了！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 从此，在教研
的田野上， 我除了精耕细作还是精耕细
作。 对教材，无论文本还是注释，无论练习
题还是参考书， 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当然，此后的收获也是巨大的。 我先后写

出对课文练习题纠正的文章、纠正课本注
释错误的文章、 纠正课本错别字的文章、
纠正新课标语文教材错误的文章以及纠
正《教师教学用书》文言文翻译错误的文
章，并发表在各级各类刊物上。

把这种研究的精神推而广之，在教法
研究上，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形成了
文字，先后发表了《〈孙子兵法〉对语文教
学的启发》、《电影让我的语文教学活了》
等文章。

古汉语学习，应该是中学生的学习难
点，但是，研究之后我发现，许多知识是有
规律的，只要告诉学生规律，学习就容易
多了。 于是，《“夫” 的意义和使用规律》、
《名词动用和名词活用做状语的区别方
法》、《状语后置中的被动 》、《名词活用做
状语的翻译方法》、《名句填空完胜策略 》
等文章先后发表。 这些文章的发表都是我
研究的结果， 当然可以指导学生学习，而
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09 年，我顺理成章地成为阜阳市兼
职教研员。

因为能够认真研究教学 ， 所以学生

们都说，听我的课是一种享受。 我也可以
非常负责任地说， 我有一千种方法让我
的语文教学生动有趣， 有一万种方式让
语文学习成为一种享受。 凡我任教的班
级，学习语文是学生们每天盼望的事情。

我可以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教学
中，使用流行歌曲《酒干倘卖无》，我可以
在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教学中，让学
生模仿别里科夫和科瓦连科惟妙惟肖的
对话 ，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报告文学《包
身工》的时候，通过填写表格得出与文章
主旨一样的结论。 古汉语的教学中，我可
以运用英语为我的教学服务：讲定语后置
的用法时， 我拿来了英语的定语从句；讲
古今异义，我用英语解释古汉语的“是 ”，
它是“this”不是“be”；作文教学中，我教给
学生材料作文拟题的通项公式，我教给学
生作文思维的联想方法，让大家都感到头
疼的作文课，成为学生争相展示自我写作
水平的平台。

从教 30 年，直到今天，我强烈地感受
到自己教研的甜蜜。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太和县太和中学）

童心绘师

教研的甜蜜
□张绍良

成长记录

1 月 23 日 13 时 41 分， 山东省临沂市
兰山区教体局教研员王维审在个人博客上
发布了一篇博文《寒假，你敢挑战吗？》。文章
中，他邀请教师们参与“叙事挑战”活动———
寒假 30 天， 坚持每天撰写一篇 500 字以上
的教育叙事，并且必须保证是当天的原创作
品。 30 天结束后，坚持到底的教师就算挑战
成功。

山东省日照市实验中学副校长马锋看
到这封挑战书，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参与挑
战。近几年，学校来了一批青年教师，为学校
注入了新鲜血液。但青年教师的成长十分缓
慢，中老年教师的职业倦怠也有明显加剧的
势头。作为管理者，马锋十分焦急。遇到这样
的活动，马锋既欣喜又胆怯，欣喜的是有这
样一个机会， 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耐力；胆
怯的是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特别是春节
这样的当口。 思之再三，马锋决定还是拾起
那颗“敢于挑战自己的心”，做一条“鲇鱼”，
希望能够搅动这池青年教师成长的活水。

今年寒假，是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义堂
中心小学青年教师朱虹雨成为教师后的第
一个假期， 正在思考假期该做些什么的时
候，她在新浪网上看到了王维审的博文。 面
对这封挑战书，朱虹雨迟疑了一下：自己教
学经验不足，也没有尝试过叙事写作，坚持
30 天，能做到吗？ 随即，她又想起放假那天，
曾与学生约定假期要同他们一起进步。孩子
们充满期待的眼神，让朱虹雨下决心要参与
这项活动。 “我想，有勇气参加，也是一种进
步。 ”朱虹雨鼓励自己。

挑战，最重要的是唤醒

博文发出后，王维审就一直关注着博客
的访问量。 晚上 10 点，这篇博文的阅读量突
破 1000 人次。 这些人中有多少人会参加呢？
看着评论中“说实话，我还真不敢挑战”之类
的话语，王维审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24 日
下午，挑战报名工作截止，负责统计工作的临
沂市第五中学教师陈晓燕和临沂市涑河实验
小学教师闫凡伟告诉王维审， 总共有 206 人
报名参加挑战。这一刻，王维审心里的那块石
头才落了地。206，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短短
一天有这么多人回应，他看到了希望。

1 月 25 日上午 9 点， 马锋推送了第一
篇挑战博文《成长的喜痛，我也去试一把》，
这标志着叙事者挑战活动正式开始。

挑战者的热情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挑
战越来越激烈，关注这项挑战活动的人也越
来越多， 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人申请进入
“挑战群”参加挑战。经过与群里其他管理员
商量，王维审作出了一个决定，在正式挑战
者之外另设“自我挑战者”。他们不在正式考
核范围之内，只是跟着挑战队伍自己考核自
己———从加入的那一天起， 进行持续 30 天
的写作挑战。 就这样，部分通过初试筛选的
“自考者”进入“挑战群”。 2 月 23 日，正式挑
战活动结束，仍有人继续走在挑战路上。 那
一天，挑战群的成员达到 452 人。 从挑战第
1 天的，到挑战第 24 天的，不同前进的脚步
同时在前进。

是什么力量吸引这么多教师在春节假
期间，如此“狂热”地投入到活动中？ 王维审
认为，因为“这次活动的召唤是有温度的，我
们的出发点是美丽的。我们的挑战书开启的
是每个人内心成长的愿望，而这种以人性温
度为背景色的开始，也就决定了一个团队持
续运行的动力。 ”

参与挑战的人， 无一不是被那封充满
温度的挑战书所打动。 王维审在挑战书中
写道：“你有多久没写作了/还记得在日记
本上写出的第一段话吗/可能你也动过笔/
可是没有坚持下去/毕竟一个人走路是很
容易懒惰的/但是 /如果有一群人陪着你

呢/也许会大不一样……” 这样的文字，恰
似一位老朋友的嘘寒问暖， 既轻轻叩敲了
许多人内心里已经蛰伏的过去， 又隐隐蕴
含了一点惋惜、一点暗示、一点提醒，可以
马上抵达人的内心。 到这里，挑战书对心灵
的呼唤还没有结束， 而仍在继续：“寒假是
修复心灵最好的时节/一个月的时间/或许
你收获的不仅是放松和休息/还能顺便捡
回不小心玩丢的那个自己……” 诚如叙事
者徐赟所说：“这里没有奖金的刺激， 也没
有必须参与的强制，只是一种召唤，一种情
怀，一种战胜自我的诱惑……”当战胜自我
成为一种诱惑， 叙事者就具有了行走的精
神力量。 事实上，在阅读叙事者的挑战博文
时， 许多叙事者就是因为被这样的文字击
中而斗志昂扬地参与了挑战。

叙事，一直是成长的力量

王维审是一个有叙事情结的人。 工作
20 年，他撰写了 700 多万字的教育叙事，个
人也在不断叙事、 不断反思中获得了成长。
从“教育叙事”到“叙事教育”，对“叙事”的执
着让他有了“叙事者”的雅号。

王维审一直希望能够与更多的人分享

自己的成长经历，让青年教师少走弯路。 为
此，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 最初，他为了
鼓励青年教师走上教育叙事写作之路，曾
经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帮他们修改文章，
并推荐发表， 以期激励青年教师有写下去
的动力；后来，他到处开讲座，不断地宣讲
教育叙事对教师成长的意义和价值， 呼吁
更多的人进入叙事研究的领域之中； 再后
来，他开始做团队，为许多学校的“官方”成
长团队做引领……但最终他发现收效甚
微。 他一度怀疑，难道自己的叙事研究并不
具备影响教师的力量吗？

“我发起这次活动，是想验证两个问题，
一是教师群体中到底有多少真正愿意读书
和写作的人，二是看看自己一直痴迷的叙事
研究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所以，我这次提出
的挑战就是进行持续的教育叙事写作，附加
阅读他人的叙事文章。 ”说这些话的时候，王
维审的神情是坦然的微笑，或许他已经从这
次挑战活动中得到了理想的答案。

除夕之夜，在举国上下共赏春节联欢晚
会的时候，挑战群里的博文发布依然持续不
断，甚至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这个时候，无论
是回家乡过年没有网络，只能蹲在村外的高
岗上用手机发博文的；还是远在异国他乡游
学未归，夜里到宾馆大堂寻找无线网络评论
博文的； 抑或守在家中一边陪家人看春晚，
一边不停地翻看挑战群聊天记录的……他
们的心都因彼此的温暖而沸腾着。

这里面， 有一个人让王维审钦佩不已，
他就是马锋校长。 此刻的马锋正守在病床
前，一边陪着妻子打吊瓶，一边用手机发博
文，还不时地在群里鼓励同行的挑战者坚持
挑战。 在整个挑战活动中，他发的博文数量
和质量都远远超过规定的标准。 30 天，他撰
写了整整 100 篇博文，大年初一那天，他就
写了 4 篇博文。

但是，马锋的挑战是失败的，因为 2月 11
日那天，他没有发博文。 而没发博文的原因，
是因为到市医院为妻子办理转院手续， 陪病
重的母亲在医院诊查， 为发烧原因不明的女
儿忙里忙外。 心力交瘁的他，在那一天没有发
博文。 当王维审通过网络联系他，表达了对他
挑战失败的遗憾时，马锋说：“第一，我尊重规
则，失败了肯定是我没有做好；第二，参与就

是成功，我与其他挑战者一样，最大的收获是
被‘叙事挑战’点燃了成长的力量。 ”

王维审说：“我很幸运，在我即将对自己
的叙事研究失去信心的时候，‘叙事挑战’活
动给了我希望和力量。我相信叙事的力量是
一直存在的， 这份力量就在于教师之间、师
生之间的彼此点燃。 ”

行走，从春天出发

2 月 22 日，元宵节。 记者见到叙事者管
理团队时，他们正在“春天咖啡”舒缓的音乐
背景下讨论得热火朝天。王维审说：“我们这
些骨干成员代表聚过两次，第一次也是在这
里，我喜欢这家店的名字。春天，总能给人一
种希望。 ”

管理团队的第一次相聚，是在 13 天前，
挑战时间过半的时候。 随着挑战活动的开
展，挑战者从“轻松写出第一篇博文”到几天
后“写到山穷水尽”时，再到挺住以后的“柳

暗花明”， 每个人的精神气质都开始朝向了
王维审所希望的那种“叙事味”。 他感觉，叙
事已经成为他们这群人的 “精神长相”，“叙
事者”逐渐成为他们的精神符号。 也就是在
那次相聚时，他们决定成立团队，团队的名
字就叫“叙事者”，并开始了从“活动”到“团
队”的艰难转型。

这一次，他们理顺了叙事者团队发展的
基本思路：以“共读、共写”为叙事者基本素
养提升手段，以“展示、交流”为叙事者发展
提升策略，以“专业研究、特色培育”为叙事
者成长目标，成就“叙事者”民间教师成长团
队。 这一次，他们梳理了挑战活动开展以来
逐渐形成的团队文化：提出了团队的基本理
念，确认了团队的形象徽标，修订了团队的
队歌。 这一次，他们明确提出了叙事者团队
行走的四种常态：悦读、共写、交流、研究。 这
一次，他们优化、开发了五种展示互动平台：
“叙事者群”、叙事者博客、叙事者微博、叙事
者微信公众号、叙事者电子杂志。这一次，他
们确认了叙事者团队四大动力支持系统：发
展项目部、读书项目部、写作项目部和推广
项目部。

看到他们对团队的整合做得如此系统，
那么这个团队与王维审之前所推动的 “官

方”团队有什么区别呢？ 王维审认为，叙事者
像其他教师团队一样，注重教师读、写、交流
三项基本素养的提升，但又不限于此。 他说：
“最终，叙事者将会走向专业研究，我们将根
据群内人员的专业流向，及时筹建系列研究
方向更为精细的专业团队，让每一位叙事者
成为叙事研究者。 ”当记者问及能不能谈谈
更为详细的行走方案时，王维审说：“我们将
利用挑战活动结束后的两周过渡期，精心准
备，到时候，一切都会看得到！ ”

3 月 1 日，叙事者微信公众号推出了王
维审的一篇文章《从三月出发：叙事者常态
行走提示》。 在里面，记者读到了他们 2016
年度的三大主题：写作主题———我的教育叙
事，阅读主题———深度拥有一本书，交流主
题———朝向心灵的交换。 在里面，记者听到
了他们阅读项目推出的第一期“有声导读”。

那声音，在三月的第一天，与叙事者前
行的号角一起共振！

从三月出发，那不也就是从春天出发吗？

王老师：
您好！ 我是李官中学教师王玉鹏。 2003

年，我就读于费县师范，属于“三二连读”五年
制大专。 2008 年参加专升本，考到山东师范
大学就读教育专业。 2010 年本科毕业，通过
教师招考被分配到李官中学任教。 7 年的师
范教育，让我对教育的热爱浸透到骨子里。

我是带着万分干劲和激情登上讲台的！
工作前 3年，我动力十足，跟得上、靠得紧，抓
得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近两年，我变得
越来越迷茫，被“量化管理”弄得斤斤计较，每
天过得提心吊胆， 总担心班里又因发生了什
么事而被扣分。于是，我常在班里大声斥责全

体同学，带着成绩的有色眼镜看学生。这些让
我很累，我甚至不知道怎样面对学生，开始变
得不会工作也不敢工作了。

2016 年寒假， 我参加了 “叙事挑战”活
动。 30 天的持续写作，让我彻底反思了我的
工作态度，我的班级管理工作。写着写着我不
再那么烦恼了，写着写着我的心里平静了，我
似乎找到了一条更好的教育路径。 虽然我对
您的“叙事教育”还是一知半解，但刚开学我
就尝试着运用到了实践中。

开学第二天，晨读有许多学生迟到。以
前我一定怒气冲天地在教室里大发雷霆，
但这次我没有这么做。 我打开电脑把这件

事写了下来， 并试图解释学生们迟到的原
因：可能他们想试探我说话是否算数（昨天
我说过迟到不再惩罚），也可能是第一天住
校作息时间没调整过来， 还可能是昨晚聊
天太兴奋了……写下这些， 我心里连一丝
涟漪也没有了。 当我把这篇文章贴到班里
时，学生们吃惊地看着我，似乎我是一个陌
生人。 也许，刚刚经过挑战洗礼的我，真的
就是全新的开始。之后，有学生在我的文章
下面写道：老师，我知道错了。

昨天， 我一口气读了十几篇您以前的博
文。 您的文章给我的最大感触是两个字：真
实。 看完后，我坐在椅子上对着电脑发呆。 我

在想我自己，我的教育充满了自私、功利、虚
伪。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就是因为我不敢面对
真实的自己，不愿接受不完美的学生，害怕出
问题。 那一刻我知道错了！ 我用了近 4 个小
时，写了一封向全体学生道歉的信，为我不完
美的教育道歉。 写完之后，我哭了，泪水洗涤
了我的心灵。 这次“叙事挑战”让我战胜了自
我，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 从此，我将不再害
怕一切困难！

2016 年寒假，我遇见了这场挑战，我的
教育思想乃至人生境界进入了新阶段！

再次衷心地感谢王老师！
挑战者 王玉鹏

写给王维审老师的一封信

随看
随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廖子言 陈赟霖 指导教师：王露

这个寒假，你在做什么？ 有这么一群教师，在寒假期间进行了 30 天不间断的
教育叙事挑战活动。 一个“叙事者”团队由此产生，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如此坚
持，本期关注———

王维审（右一）与叙事者管理团队第一次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