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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书斋未必就是读书人
凌宗伟

有人认为“开卷有益”，我看未必。有些书是毒药、迷药，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迷上它，慢慢中毒而不自知。

有些书尽管是解药，甚至可以疗毒，但读不进，或者读进去了，没有批判，没有内化，说不定也会转而成毒。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说，开卷不仅未必有益，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在开卷吸毒的，中小学生尤其如此。

我常常反思的是，给中小学生开书单，应该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搞不好就是误导，再说，阅读的事情恐怕不

是按图索骥的事情，读什么、什么时候读、怎么读，远不是我们这些好为人师的人能把握的。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是

走近他们，看看他们的兴趣所在，适时援手，给予一点儿参考性的建议。关键是要率先垂范，自己读起来，想起来

用所读诊断和指导所教，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读书的环境与氛围。自己不读书，何以劝人读书？自己读书太浅、太

窄，何以指导他人读书？再说，佩索阿有言：“有些人环游了四大洋，却走不出自己的单调。”看看许多读书人的

状况有多少不是如此？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有本书叫《学习的方法：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生忠告》，其中关于“嗜书狂和夸夸

其谈者”这节，颇合我意。许多读书人的毛病大致不外乎这两方面，我的毛病就是以嗜书者自居，还给自己的书斋

起了个“嗜书斋”的名号。读书人的毛病大抵如此，坐拥书斋以为自己就是读书人了，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无所

不知了，殊不知所读不能变现，就白白浪费了时光。另一方面，天下可读的东西太多了，穷其一生，也就读个皮毛，

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所读不能改变所为，莫如不读，进一步说，多读不能提升认知，与没读其实并没有什么区

别，这世上抱着满腹经纶睡大觉的大有人在。知识固然重要，如果不能转化为个人知识，不能改善自己的认知与行

为，至多不过可以让自己成为夸夸其谈者。

阅读，并不等于学习，只有在阅读中将自己的思考、疑惑、审视融入其中，才可以说是学习。我们常常会问，

某人为什么读了那么多书，竟然毫无长进？不就因为仅仅为读而读，没有参与的缘故吗？更为普遍的问题恐怕还在

于许多教师几乎不读书，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那些读了那么多书的人，不一样不会教书吗，甚至有读

了很多书的人，教学成绩还不如某些不读书的。

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二）》中的《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第四篇对话》中，记录了克列奥门尼斯这样

一段文字：有些人博览群书，记忆力也非常好，但对事物的判断力却很差，或很少能准确恰当地谈论事物，或说出

来时已经为时太晚。在读书过量者当中有些可怜的书虫，读起书来胃口无边，却食而不化。

读书不过为了弥补认知的缺陷，提升认知的境界，在认同或者反对的思辨中，一步步趋于内心敞亮的状态。我

们一方面要用自己的判断对文本还原、去伪、求证、寻理（讲究理据），另一方面还要用自己的生活去践行、去论

证。读、想、行动、记录、分享……一个都不能少。读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筛选、没有判断、没有问题，

你就变成了一块海绵，你就只有吸收，管不好还要漏掉。读了想了，不付诸行动，最多只可能成为理论的巨人。当

你付诸行动了，理论才可能成为你的认知和经验。有了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不仅可以与人分享，还可以帮助自

己对问题的再思考、再认识。写的过程会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甚至驱使我们去读更多的书籍。这就是“完整的

阅读”。读书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时候，成为一个人生命的需要的时候，读书就是我们应有的生活状态，幸福的

状态。每天在别人和自己的思想中死去，又在有所改变和创新中活来。我们发现，阅读，不需要什么引领，它带来

的快感，使我们欲罢不能。

书，是给人读的，更是启发人思考的，如果再进一步，就是供人批判的。读书固然关乎一个人的认知，但如果

读书成为一种门面了，不读也罢。读书这个事情就如品茶，不同的茶叶需要不同的水温，也要考虑器皿，但关键在

冲泡的功夫，不会冲泡，再好的茶叶也会被糟蹋了。冲泡的功夫即便不错，喝茶的不会品，同样是糟蹋。如果想读

书，不妨翻翻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的忠告。

关键不在读多读少，而在于能否读透，想通，能不能联系具体的问题打开另一扇门。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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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进校园 科技促成长

——全市小学强镇筑基科普专家进校园暨学生核心素养展示现场会举行

为进一步推进强镇筑基行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

科学知识，拓宽学生的科学视野，激发学生爱科学，学

科学的热情，提升学生核心素养，3 月 17 日上午，西岗

镇“强镇筑基 学在西岗”科普专家进校园暨学生核心素养

展示现场会在西岗镇中心小学举行。全国科普教育专家田如

森教授，枣庄市关工委副主任王亚，国杰研究院航空航天咨

询部办公室主任刘朝新，中国关工委健体中心核心素养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王娟，枣庄市电视台青少年中心主任刘勇，滕

州市关工委副主任侯斌，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延

军，西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颜景宁等领导出席活动。全市

各镇街局管小学校长、市直民办小学校长和西岗镇各小学校长等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会议由西岗镇副镇长宋成玉主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颜景宁代表镇党委政府致欢迎辞。他提出，西岗镇

将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为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搭建优越的发展平台。坚持继

续扩大教育资源，结合小城镇建设和村居搬迁整合，加快推进教育发展，努力创办与西岗镇经济社会相匹配的

优质教育，让西岗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延军做了重要讲话，王主任站在全市教育高度评价了本次活动，结合当前

“双减”“项目化学习”等新形势、新要求，对下一步学校科技创新工作做了安排和部署。他强调，要提高站

位，力推校园科技普及；要高端引领，广施科学创新火种；要创新载体，厚植科技创新精神，形成滕州样板，

贡献滕州经验。

与会领导和老师们参观了学校精品社团课程的学生成果展示，观看了学生的才艺表演，感受到了西小学子

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科普报告环节，全国航天科普首席传播专家田如森教授做了题为《太空家园——空间站》的专题讲座。讲

座中，田教授深入浅出地从一些珍贵的照片、视频资料和实物，

展示了中国阅兵导弹的震撼场面，讲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历史，介绍了航天员的日常训练和太空生活的实际画面。报告

不仅对我们进行了一场很好的科普教育，也为学校开展科学活

动、上好科学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全市小学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持续巩固“强镇筑基”成

果，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继续打造特色学科，研发精品课程，

提升育人效果，点亮“学在滕州”品牌，为全市教育质量的提

升贡献力量。（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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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根据工作计划，3月 2日至 5日，教研室马培函主任带领部分高中校长、业务校长、教科室主任、高三

级部主任和高中教研员一行 25 人赴潍坊考察学习。3 月 20 日，在教体局周一例会上教研室高中部副主任张洪旭

作了考察汇报，特推介于此供大家借鉴学习。

关于赴潍坊考察学习的汇报

滕州市教研室 张洪旭
一、整体情况

考察组先后到了潍坊临朐一中、寿光现代中学、寿光一中等学校，走进级部，深入教研组，进入课堂，进行

实地考察、座谈交流，考察组还参加了在寿光一中举行的以“破局·创变”为主题的高中高质量发展校长百人峰

会，共听专家、校长专题报告八场。本次考察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值得借鉴的经验

1.教育教学管理方面

一是办学定位清晰，文化育人特色鲜明。各学校办学格局新，育人情怀浓，专业能力强，视野开放，擅长学

校美誉度宣讲和品牌形象推广。

二是高度重视阅读，构建多元育人格局。临朐一中配备专职教师指导社团活动，林州一中重视心理学科建设，

鼓励心理教师专业化发展，积极推进校本课程建设，形成德育课程、社团课程、学生荣誉课程等多元育人格局。

三是构建运用课堂模式，强化目标提升教学质量。践行“上课就是组织学生学习”理念，强调情境、问题和

目标意识。寿光一中实行目标上墙，上班牌，比学赶帮超意识强，高考目标意识的树立和强化值得借鉴和学习。

2.特长生培养方面

一是前伸初中拔尖，一体化教学有效实施。打破制度瓶颈，强化顶层设计，均成立尖子生教学部，统一负责

管理，提前半年招入初三优秀学生，强化深度阅读，夯实发展根基，与强基培养、奥赛培养整体设计，协调推进。

二是找准立足支点，创新培养模式。尖子班教师适当拓展强基水平，学科竞赛安排专职教练，锚定省一等奖。

临朐一中购买网课、委托培养，破解专职教练缺乏瓶颈，用绣花功夫精细化培养，分包教师“私人订制”错题集，

定期与学生共进午餐，制定详实帮扶计划。

三是健全奖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寿光现代中学尖子班任课教师均享受教研组长待遇。市教育局年度教学

工作会创造性设置多个奖项，加大表彰力度，如市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团队管理奖、校长课程领导力创新研究奖、

奥赛教学成果奖、拔尖创新学生培养优秀团队教学成果奖、教书育人楷模奖等六项。

3.高三后期复习备考

一是以活动为载体，扎实复习备考。寿光现代中学开展“师生同考”、教师书写能力大赛、“高效课堂”导

学案设计比赛、原创题命题能力大赛，积极推进 “三新”研究，提振备考士气，增加备考底气。

二是科学设置自习时间，注重使用自编资料。临朐一中早晚饭后设有自习课，第 3、4 节晚自习均为公共自

习；临朐一中和现代中学均开设新闻课，课间和饭后时间设置答疑点，分工明确及时解决学生问题。寿光一中要

求每一个学生都有典型例题本；临朐一中预习作业前置化，自编导学案，资料使用校本化颇有借鉴意义。

三、学习思考及措施落地

一是积极推进滕州一中特长生培养系统化。推进一中腾云部管理升级独立成部。实施精细化管理措施，精准

分包，包弱学科、包弱项提升、包身心健康、分包导师具体指导错题集整理，陪学生一周一次共进午餐，按需要

按教育规律供给，与学生进行心灵沟通交流；设立定点答疑区任课教师开展定时现场办公。实验班实施双一流托

底培养工程。普通班全面实施特型线上线工程和本科一段线过线率 100%任务目标托底培养工程。

二是推动滕州二中管理上台阶。缩小班额进行小班化精准教学管理。努力提高一段线上线率，让滕州高中教

育的腰杆挺起来。积极开展暖心工程，用爱教师做二中爱的教育。努力突破 2022 级职普融通工作。

三是推动其他高中学校特色发展。继续实现特色化精品化办学之路，不断探索小语种教学的科学性和可持续

性。积极推进一段线临界生上线新途径，为滕州一段线提高上线率作贡献。推广实验高中今年 131 人职普融通经

验，大力推进职普融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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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中考研学情 规范检测巧指导
——市教研室初中部巡查第一次模拟考试
为备战中考，研判学生的学情和老师的教情，全面检测学生开学以来的学习

质量，我市初中学校于 3 月 23-24 日两天，依托北辛中学教学共同体举行了第一

次模拟考试，考试涵盖八年级地理、生物和九年级全部中考科目。

3月 23 日市教研室初中部分别在程明进主任和刘念殿主任的带领下，对基层

学校进行了巡查，巡查发现：各校都能按照要求规范办考，考场秩序良好，考场

卫生清洁，教师规范监考，学生认真答卷。同时就个别学校个别环节存在的问题

及时进行了指导和纠正，提升了办考的水平，规范了办考的环节，确保今后的办

考工作更加科学、规范、高效。（张俊刚）

把脉教学 引领方向

——市教研室到龙泉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教学视导活动
3 月 22 日，市教研室一行 6 人在小学部齐国艳主任的带领下，深入到龙

泉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教学视导活动。龙泉联区主任张峰全程参加活动。活动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各学科教研员深入课堂，随堂调研了课堂教学；

第二个阶段是各学科教研员与上课教师、观课教师进行了评课反馈和专题讲

座。评课结束后，张桂新校长汇报了“双驱动三循环”教学模式的实施情况和“一
课一研”工作开展情况，齐主任给予了肯定，对下一步教学教研工作提出合理

化建议。

本次教学视导活动，是对学校小学课堂教学的诊断、指导与引领，更是“双
新”理念落地的“强心剂”，为学校的课堂建模和一课一研活动注入了新的思想！ （杜光）

全市小学语文专家报告会暨兼职教研员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西关小学举行

为贯彻落实《枣庄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做好枣庄市第二批义务教育、

学前教育兼职教研员工作室组建工作的通知》（[2023]3 号）文件精神，进一

步发挥名师的示范与引领作用，3 月 24 日，在荆河街道西关小学举行“滕州

市小学语文专家报告会暨枣庄市第二批小学语文兼职教研员工作室授牌仪

式”活动。

本次活动共分为四个议程：第一由西关小学王其敏校长致欢迎辞；第二

由西关小学郭晓芬老师执教一堂研讨课；第三由枣庄教研室高旗主任、滕州

教研室马培函主任、齐国艳主任、王晓静老师为“枣庄市第二批小学语文兼

职教研员工作室”授牌；第四由高旗主任做题为《小学语文教师教与评的素养修炼》报告。整场活动在热烈、

有序、务实的氛围中进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必定会引领滕州教研走的更高，研的更深，推动滕州教育教研

再上新台阶。

1.转发市科协第十届淮海科学技术奖启动提名的通知。

2.小学组织参加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十四五” 课题说明会。

3.初中赴西岗镇、小学赴姜屯镇开展“强镇筑基·送教助研”活动。

4.高中赴一中腾云部、教科所赴姜屯中学、小学赴书院小学调研。

5.收交全市家长学校优质课材料，并组织评选上报。

6.高中进行期中考试试题校稿。

7.组织召开中高考备考专家报告会。

8.部分学科组织参加枣庄学科中心团队研讨活动。

9.初中指导基层学校命制期中考试试题。

10.小学筹备第二批新优质学校创建现场会和小学生学科核心素养评价。

11.筹备并调度枣庄兼职教研员中心团队活动及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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