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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清晰、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文章为word格式，在题目下边注明作者工作单位、姓名，在文章后附个人联系方式；字数在
800-2000字为宜；投稿邮箱：szqbyzx@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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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学校第六届读书节开幕，
照例在校园内摆开了“图书超市”，
我总是喜欢在书市里淘宝。早上下
雨学生不上操，我就去书摊前逛逛，
拿起一本熟悉又陌生的《三毛流浪
记》读起来。说熟悉，因为从小就听
说过“三毛”这个有趣的名字，知道
有本《三毛流浪记》的漫画书，还拍
成了电影。说陌生，据说《三毛流浪
记》很有趣，却从来都没有看过电
影，也没有读过这本漫画书，一直也
搞不清台湾作家三毛和《三毛流浪
记》中的三毛是否有某种联系。今
天随手翻翻，读到张乐平先生的序
《我怎样画三毛》和三毛女士的《三
毛之父与我》，决定买一套三毛系列
补补童年的课。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童年期读书
太少，甚至青年期读书也不多。学
生时代，老师只知教我们读课本，不
倡导读课外书。当然，农村学校和
家庭也常常无书可读，当时大人们
也总认为“好好学课本、读课文”才
是学童该做的正经事，看闲书不好，
上课、上自修看课外书往往被老师
视为大逆不道，不仅书要被收缴，更
要挨批评。于是，我一直做着遵规
守矩不看课外书的“好学生”。小学
时代，语文成绩考个六七十分也常
拿第一（不过乡村学校班上从没超
过20人），上初中以后语文成绩就经
常有不及格之忧了，语言的积累也
仅限课本上学的那点东西，而且常
常记不全面，阅读与作文很吃力，真
正是“一怕古文，二怕作文，三怕周
树人”。后来，以语文勉强及格（64.5
分，所有学科中分数最低）考进了师
范，尽管学校有图书馆、阅览室借阅
书报方便了，但因为没有养成读书
习惯，所以阅读量还是非常有限。

参加工作后，因为工作和学历
提升的需要，开始会多读些书了，但
是文学类的书读得少，中外名著读
得更少，阅读常以容易理解的书报
杂志、教学业务杂志书籍和考试用
的教材为主。这样的阅读经历，虽
然经典滋养少，但是，只要坚持，阅
读能力总会慢慢提升，思想也逐步

丰富了，更重要的是阅读习惯与兴
趣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读写不分
家，阅读多了，写点东西也不再费力
了。此外，书读多了，更感觉到自己
知识的贫乏、积累的缺少、见识的狭
隘与思想的肤浅，越发觉得要加强
学习。常常读别人的著书、听别人
的演说，发觉其旁征博引、引经据
典，顺手拈来，甚是羡慕、钦佩与渴
望，而我，说话写文章，总是平铺直
叙，缺少文采，对阅读的愿望也越发
强烈了。古人云“开卷有益”，我总
觉得，读书不要太功利，尤其是小孩
读书不要过多限制，不要非得让他
读经典，非得让他读后写笔记，非得
记住这记住那，只要健康的书，孩子
喜欢，让他读就是了，培养了兴趣，
多读书总是好的。

经典读得少，总感觉缺少积淀，
就有了一种“补课”的愿望——把儿
童时代、青年时代错过的经典补回
来。这些年，虽说有所行动，但还是
愿望强，买书多，阅读少。这“补课”
之路难行，一个借口是事多时间少，
还有就是有些“小儿科”的读物实在
读不起兴趣来。看来，学生时代，才
是真正的读书季，一是心无旁骛，不
必为工作、生活繁锁之事所扰，可以
一心读书；二是绘本、童话、寓言、神
话、侦探小说、少儿科普之类的书籍
还只是让涉事未深的孩童感兴趣，
有不少书就适合相应年龄段孩子阅
读，过期再读就显得缺少趣味了，缺
乏如饥似渴般的阅读动力。其实，
读书如种地，哪个季节适合哪种庄
稼，过了时令种出来的反季节蔬菜
就没有合时令蔬菜味道好，因而在
什么年龄段就要读什么样的书。老
家有一个传统经验，要让小牛养大
后就会耕地，必须在其一岁多的时
候就训练它拉犁耙耕田，过了这个
年龄，等牛长到三四岁再训练就非
常困难了。于是老家人常说，从小
没教养好的人，就是过了教的牛。
没把握好教育契机，再要教好就难
咯，学生时代要养成读书习惯也是
这个理吧。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深知：教育是一门艺术，
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教育是塑造人的工程，
这个工程将耗费我们巨大的心血。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做教师，又凭什么做教师
呢？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
中，重点提出了为师者必备的两个基本素质：一是
自身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懂得何为高尚的道德
品质；二是自身拥有渊博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传
授知识与技能。

一、做最美丽的教师，培养品德高尚的学生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之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忧也。

教书育人，教师的职业特殊性决定人类应有的
美好品质教师均应拥有，如“仁爱”“无私”“忠信”

“谦和”“奉献”等。“三流教师让学生获得知识，二流
教师让学生获得能力，一流教师让学生感悟做人的
道理。”大教育家孔子既向学生教授知识与能力，更
教会他们如何做人。他的做法是每个教师都应学
习的，教师任何时候都应充分理解教师的作用。

张丽莉成了最美丽的教师，不只是因为她外在
的美丽，更因为她内心的美丽。那情急之下的壮
举，是本能，更是责任、爱心、无私和崇高。她用行
动给我们诠释了做优秀教师应具备的高尚品质。

二、做学习型教师，培养智慧生存的学生

学习是我们的生存之本，高深的学养，是我们
成为优秀教师的基础。

当今时代的教育要培养的是能适应时代发展
的，能够“智慧生存”的人。核心素养中的“专家思
维”与“复杂交往”被视为核心中的核心，其基础是
学习，不会学习，便不会拥有生存的智慧。

“终身学习能力”是指学生一生都具备从阅读、
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学习别人的长
处以保持更好的生存状态的能力。就教育而言，教
师应重视学生的观察、记忆、思辨和实践等方面能
力的培养，而拥有这些能力的终极目的正是让学生
学会更智慧的生存，从而获取更有价值的人生。

三、做研究型教师，培养明辨求真的学生

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
要求我们成为一名研究者。

做一名研究型教师，需要我们经常反思自己教
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研究让自己感到困惑的问
题，养成对自己的教学与教育活动进行评价与反思
的习惯，并且通过教学日记与教育笔记记录教育反
思的成果。坚持写教育叙事，对一名教师的成长历
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有利于我们在学习、工作、生
活中提高自身素养及能力，并影响到学生，培养学
生思辨求真的能力。

四、做创新型教师，培养积极探索的学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所谓“新”可
理解为“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不会人才
辈出。由灌输型教师蜕变为创新型教师，是教师发
展的灵魂。

枯燥死板、没有创新的教学，会使学生的学习
也变得没有趣味、没有效率、没有生命力。要想创
新，就要抛开传统思维方式，否定自我，否定成规，
研究个体，研究未来，不以研究怎样教为重点，而应
以研究怎样学为中心。总之，能让学生“乐学、善
思、明辨、求真”的课就是一节好课，能让学生在思
考中不断求知、不断出新的教师就是优秀教师。

叶圣陶先生说：“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
表。”教师的人格魅力不可替代，其感召力胜过千万
句豪言壮语，它引导学生走向智慧的彼岸，激励学
生攀登自我完善的巅峰。“亲其师，则信其道。”人才
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成
为一个人格高尚，修养更高，学养更深，能力更强，
工作品质更完美的优秀教师，是一位成功教师应有
的一种境界。 （作者系龙岗区天誉实验学校校长） （作者系龙岗区吉祥小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