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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现在有些初中生个

子已经一米八几了，可

待人接物、生活自理方

面基本不懂。在写作

上，也存在这种现象——

眼高手低。看别人写

的文章觉得一般般，

甚至不屑一顾；可等

到 自 己 来 写 就 写 不

好，连一般般的文章

也写不出来。

眼高倒不是出于

傲慢，而是见得多，想

得深；手低呢，就是因

为平时操练得少，写起

来磕磕碰碰。“眼”是

一种知识与见解，它来

源于阅读和思考；“手”

则是一种能力与本领，

它依托于反复地训练

实践。

眼高手低的成因

可能是：眼越高越不敢

轻易下手，手就越来越

生疏，本领往往就越来

越低。

眼与手存在着这

样三种关系：眼高手

高、眼 高 手 低、眼 低

手低。

眼高手高的人，见

识广博，对别人的文章

评价入木三分；自己也

有两把刷子，写出来的

文章力透纸背，独树一

帜。教师当中不乏这

样的作者。

眼低手低，则刚刚

相反，两方面都欠缺。

有没有眼低手高呢？

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

笔者从事语文教

学实践与研究40余年，

据我观察，当下的语文

教师作者队伍中，比较普遍的是眼高

手低者。说实话，他们的理解能力和

鉴赏能力还可以，有些甚至相当不

错，可写作能力却不敢恭维。这样就

变成只能夸夸其谈了，就语文教学而

言，夸夸其谈也是一种本事。但如果

不能写，其影响力就有限，无法让人

从心里佩服。

教师如何走出这一困局，成为眼

高手也高的人呢？

首先，要提高对写作的思想认

识。想和做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想得

好，不等于做得好。理解能力是相对

抽象的，而写作能力是具体实在的，

需要有大量的实践。正如游泳，必须

下到水里，在一次次划呀蹬呀的过程

中，逐渐摸到门道。一个从来不肯下

水的人，肯定不会游泳，同样，一个只

是看人家文章，只学习写作理论却从

来不写的人，肯定写不出好文章。眼

高手低的本质，是认知与能力的悬

殊。眼高不代表就能手高，两者不是

同步的。

其次，要加强语言的实践训练。

手低的关键是语言表达弱，心里想

的，无法用笔如愿表达出来。明明有

一个观点，也有一些具体的材料，但

写出来之后，自己看了都要摇头，别

人自然更不忍卒读。

语文教学强调对学生进行“语

用”能力的培养，但如果教师自己也

想写文章，平时就加要强实践训练，

最好每周动动笔。语言运用的流畅

性、节奏感、生动性等，是很难从理

论上说出来的，只能凭感觉，经历一

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只有在亲身体

验中，在反复训练中才能生成好的

语感。

再次，要敢于献丑让人看。要想

提高写作水平，就要勇敢地把作品拿

出来让人挑刺，最好是在写作之初或

者写作过程中就听听别人的意见，或

者主动与人商量，共同探讨，以便少

走弯路。

有的人很不愿意把文章拿给别

人看。自己花了心血写成的，癞痢头

儿子自己的好，有点偏爱可以理解。

但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不要以为自

己一定写得非常完美了，别人往往会

从一个你想不到的视角看过来，说不

定能挑出一大堆毛病。

当然，对别人的意见，只能参考，

不能奉若神明。

文
章
写
不
好
怎
么
办
？
写
，才
能
越
写
越
好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甲景

基于“读图时代”的社会原因，德育

也被推向了“视觉主导时代”。电影这

样的艺术作品，学生们当然喜闻乐见，

电影课这样的新颖课堂，学生们更是满

怀好奇、期待和兴奋。每一次我们上完

课，都有学生把我们当作明星般地要签

名要电话，缠着我们问下一堂课是什么

时候、看什么电影。家长则围着我们拼

命聊电影里的教育问题，这就足见电影

课程是如何受学生们追捧了。

电影课程“看什么”是首要问题
我从2013年初开始在自己的学校

做“影视德育课程”，进而拓展到外校和

图书馆、电影院、企业做电影教育公益

至今。

我一直在表达一种观点：在已经是

视觉主导的时代，看什么电影比为什么

看电影、怎么看电影更加重要。我们既

然已经不可避免地和学生一起卷入了

这个影视作品铺天盖地的时代，“看什

么”的问题被无限地置前了。

基于中小学生学段特征和成长规

律，我按年级设计学校的电影教育课程

观影清单，设计学生喜闻乐见的电影课

专题，如“童年映像”“名著与改编电影

的比较阅读”“影往情深——亲情电影

系列”等，借力电影渗透德育，助推学生

的文化成长和可持续性发展。

不要小瞧了学生的艺术思考力
记得2014年1月24日，我走出自

己学校上的第一场电影课，是在温州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课题叫做《奇影共欣

赏，疑义相与析——由<暖>说开去》。

电影《暖》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

千架》。我把本片主题抛给学生们去探

讨，一位男生（我的电影课他几乎全勤）

联系阿富汗卡勒德·胡赛的小说《追风

筝的人》改编的同名电影说：“这两部电

影都讲了人性的反省。”

他说得不错，这部电影容易让人简

单地定义为爱情电影，而它的真正主题

是：人性、反省与觉醒。它旨在告诉我

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勇敢地反省和面对

自己曾经的过失，要真诚而严肃地对待

生命的每一个承诺。莫言的原作还渗

透了浓厚的赎罪意识，正如片尾的主人

公独白——“我的承诺就是我的忏

悔”。此外，本片反映了现代悲剧——

人与社会的对立。

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上课，我当时实

在以为，我问了一个超出学生解读力和

接受力的问题。我真是庆幸这堂课没

有砸掉，全拜这些解读力和接受力完全

超乎我们电影课导师想象的学生所赐。

当时，通过深度对话，竟有很多学生（大

多数是小学生）对本片都有了人性反思

的认知。就从那一次开始，我放开手脚

地去设计问题，我强烈地意识到学生们

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们的思维是没有

边界的，我们不要小瞧了他们，尤其是

那些从小就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学生。

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课堂——电

影课面前，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可以

说，电影课相对文化课更加充分地激发

了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思考力。

普遍认识未必经得起深入思考
这种创造力和思考力会进一步激

发学生的思考独立和人格独立，并在此

基础上呈现独立的个性化表达。

比如，2015年6月，2016年5、7、9

月，我4次上《汤姆·索亚历险记》电影

课，每次都有学生觉得汤姆·索亚通过

激将法指挥小伙伴们帮他刷篱笆还坐

收好礼，体现了他的聪明，也有眼尖的

学生看出其行为背后实乃“己所不欲，

施于人”。

我始终认为，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

行为现象背后的心理本质。我也始终

并不认为汤姆·索亚的这种“聪明”就值

得标榜，有学生担心连刷篱笆都不会

或不想干、懒得干、看不上的“汤姆·索

亚”，将来碰到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是不

是就有可能沦为了替人刷篱笆（而且还

不一定会刷）还给人贿赂的人？

丈人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的政治观、价值观问题暂且不论，今天

我们却不得不以此提醒我们自己和学

生：人纵然有些小聪明，切不可“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因为永远有比你更聪

明的人，我们要保证自己首先拥有基本

的生存技能，何况聪明人也总有“聪明

反被聪明误”的时候，电影就安排了汤

姆·索亚因为耍聪明在全班同学面前出

尽洋相的情节。

不再轻易区分“好人”“坏人”
再如，2016年4月17日，我上《城

南旧事》电影课，问道：“《城南旧事》里

的小偷和《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印第

安·乔是不是坏人，你们怎么看？”其实，

如果我们不去纠结这个问题，偷人钱

财、扰人生活的小偷和作恶多端、杀人

越货的印第安·乔似乎很容易就被我们

划入“坏人”的行列。

但仔细想一想，真的能如此轻易地

做道德判断吗？小偷难道不是走投无

路的社会性悲剧？印第安·乔难道不是

因为从小就处在种族歧视中而滋长了

仇恨？他们成为“坏人”的路上，社会应

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自己又是否恰

是“责任人”之一？他们身上还有哪些

尚未遗落的善良，比如小偷为了供弟弟

读书的义无反顾，和对待小英子的友好

温柔；比如印第安·乔在波利小姐道谢

后的回眸一笑。

课堂上，学生们把他们概括成“做

了坏事的人”。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

经历了数千年的“非此即彼”“非黑即

白”的二元悖论，终于有了改变的希望。

视觉主导时代下的德育突围
——我的电影课叙事（上）

指点迷津

师训专场

成长之路

近日，安吉县晓墅小学第十届校园足球联赛揭开战幕，全
校23支足球代表队按年级分组进行小组循环赛。比赛采用
5人制，使用4号球，比赛时间为30钟上下半场各15钟，中间
休息10分钟。每场比赛每队出场5名队员，以比赛积分进行
排名。每个年级组还评选出了金靴奖和最佳门将。图为小球
员们在绿茵场上驰骋。

（本报通讯员 蔡向前 丁国胜 摄）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教师要做好研究，是离不开阅读

的。然而，愿意做点研究的教师，往往

是教师中求上进的少数群体。因此，教

师阅读推动一直是区域教科研工作的

难点所在。近两年，宁波市镇海区依托

骨干、中坚、新苗“三位一体”的教科研

团队，在推动教师阅读上形成了“组织

者、先锋者、示范者”三结合的力量。

一、在教科研这一层面上，教师大
致可以分成三类

无论是推动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区

域的教师阅读，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读

书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建设包含两个

阶段：组建团队是很简单的，但让团队

持续发挥作用并不容易。笔者曾在中

国知网上专门检索过这方面的文章，只

有少数几篇，而且是以小学语文教师为

主体的，但区域教师阅读应该是涵盖所

有学科、所有学段的教师阅读。

于是，我们依托原有的区域教科研

团队，发展组建新的教师读书团队。

2016年9月，“研之乐”读书会正式成立

了。读书会要求学校教科室负责人（骨

干）参加，中青年名优教师（中坚）和优

秀年轻教师（新苗）自主报名。骨干教

师担着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责任，中坚

教师在教科研方面有考核要求，而新苗

教师有着较为迫切的成长愿望。

可以说，只要抓住这三股教师力

量，就能发挥出教师的区域整体实力，

同时推动教师阅读促进和教科研团队

建设两项工作。

二、有共同追求的读书之乐，也有
就在身边的读书榜样

读书团队组建后不能成为空架子，

教师阅读的热情要在阅读活动中点

燃。“研之乐”读书活动以“共读+选读”

为选书原则，为教师们推荐了《读书是

教师最好的修行》《教育的细节》《静悄

悄的革命》《回归教育常识》等书籍，多

次举办共读活动，和出版社合作开展

《简明生本学习策略》的主题读书活

动。通过读书会成员自主报名，举行多

形式的分享会。例如，在共读《简明生

本学习策略》后，大家约定一年的实践

探索时间，一年后再进行一次分享。

读书分享会还邀请专家一起参与。

比如《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分享会邀

请了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数字媒体中心

主任杨志刚，《教师花传书》分享会邀请

了对佐藤学很有研究的浙江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规划办常务副主任沈佳乐。

“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

是朱永新教授提出来的教师专业发展

模式。基于专业发展共同体基础上的

专业交往对教师的影响巨大，在读书团

队建设中，爱读书的教师会对其他成员

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确立了不同类

别的榜样教师，作为读书会成员学习的

参照对象。比如读书会有一位教龄近

30年的女教师，早已评上了高级职称，

仍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于是，我们安排

她在分享会上作典型发言，并授予读书

会年度人物的称号。

三、大家都在读书，你不读就落后了
原先，有些学校推动教师阅读缺乏

氛围或力量。有了区域层面的读书会，

各校教科负责人做起来就简单了，他们

会把“研之乐”读书会开展的活动，直接

迁移到自己的学校。比如，读书会曾经

把《苏菲的世界》作为共读书目，不少学

校、幼儿园也开展了《苏菲的世界》的共

读活动。“研之乐”读书会的区域辐射和

渗透作用不可小觑。

2017年暑期，读书会推荐了10本书，

不少学校就把这个书目推荐给本校教师，

或者按这个书目购书向全体教师发放。

今年年初，读书会发起“一年啃读

12本书”挑战活动倡议，不仅要读书，而

且要撰写读书心得文章，在外人看来带

有一点“自虐”性质，却得到了全区教师

的积极响应。甚至有即将休产假的教

师也申请加入，她保证，落下的作业会

在休完产假后补上。很明显，教师阅读

的热情被点燃了。

阅读是慢的艺术，教师阅读的成效

显现也会比较慢。教师给自己的激励，

一旦反馈时间过长，往往会坚持不下

去。因此，必须让教师在阅读中有获得

感，即时保持正向反馈。读书会每年组

织寒假读书征文比赛，并积极参与浙江

教育报社组织的浙江省教师读书征文

评选和浙江教育在线组织的“我的教育

理想”读书征文比赛，有的学校从来没

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参加以后，近两

年的教师读书热情逐渐高涨起来。

在读书分享会上，我们也有意安排

在推动教师阅读方面做得好的学校发

言。尤其是对获得组织奖的学校，均在

全区的会议上进行表彰，对教科研负责

人给予个人奖励，并发布在教育局官方

微信公众号上，这形成了学校之间相互

赶超的态势。

2017年，全区共有168篇读书心得

体会文章在浙江省第十二届教师读书

征文评选中获奖，有18家单位获得组

织奖。得奖情况不理想的学校，校长看

了心里着急，准备在今年进一步重视。

为优秀阅读者鼓劲的方式，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而教师也通过读写结合加快了

自己的成长。

让教师多读书成为一桩好事而非难事
——基于教科研团队推动区域教师阅读的实践

春季·赛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