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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活·阅读

《书中漫步》
这是一本以书为主题，展现阅读带给我们的广

阔世界的书：书可以是飞机的机翼、横条纹的天花

板、流光溢彩的水池，一个梦幻的国度、一个可以探

险的乐园、一个可以钓星星的河塘。书可以变成你

的天空，或者只是一个安静的小小角落。书还像一

盏温暖的明灯，在深夜等候你归家……这本书开启

了一段奇妙的旅程，让我们走进神奇的书中世界，看

看书的无限可能。

怎样才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

教师？这样的困惑年轻教师有，已

经不怎么年轻但依然不怎么优秀

的教师也会有。纳特·盖奇就有着

这样的困惑。在成为一名教师之

前，纳特已经在其他领域获得了成

功，出版了专著，申请了专利。之

后，他选择了教职，然后发现自己

的课堂就是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他的课就是缺少某种吸引人

的东西”。于是他决心改变这种状

况，转向学术文献中寻求答案——

结果令人意外，他发现，在现有的

文献中，关于教与学的研究根本就

不存在，至少研究结论不存在。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也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老师，也经

常会对这些老师进行评判：这是个

好老师，这个老师在哪些方面还有

欠缺，这个老师不行等等。但，你

可以用语言清晰地描述出为什么

这个老师是好老师，为什么另一个

老师不如前一个老师优秀的原因

吗？又比如，一个不怎么优秀的老

师，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明确的习得

方法，让自己变得优秀呢？即便是

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要素，其实也

不是看起来那样理所当然，比如在

我们的习惯认知中，一个好教师必

须要拥有过硬的专业功底，可一些

游泳教练自己不会游泳，却偏偏教

出游泳世界冠军，这又如何理解

呢？

带着类似的疑问，纳特开始了

他的教学研究之旅。纳特坚信教

学是一种科学，既然是科学，那就

应该是可以实验的，可以研究的

——他把他的研究方法定义为“过

程——结果”范式，通过比较过程

（教学）和结果（习得），研究人员

可以总结出哪些教学行为是有效

的，哪些是无效的。

通过实验过程对外扰变量的

控制，纳特关于教学的研究取得了

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大量使

用手势能帮助学生理解教师的意

图，教师经常在教室里走动可以达

到相似的目的，经常使用含糊词的

课堂，学生的理解程度极低等等

——纳特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

了发表，那本书的官方名称是《教

育研究手册》，这书成为了新一代

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目。

纳特成为了教学科学的开山

鼻祖，然后更多的人沿着纳特开辟

的新天地，从不同的路径去研究教

与学。比如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

的访问学者李·舒尔曼撇开了纳特

的行为主义路径而运用认知主义去

研究教学过程中人的脑部运动，即

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规律：教师

们不光需要思考，还要思考别人是

如何思考的。从麻省理工研究生毕

业的哈努谢克则试图从影响教学的

众多要素（比如政府投入、硬件环境

等）中弄清任课教师这个变量对学

生所产生的影响，他将研究结果收

在了一本叫《教育与种族》的书中

……

这就是我所阅读的《做更好的

教师》一书的部分内容，该书的副标

题是“教育怎样发挥作用”。这本书

不是一本教育理论专著，而是一本

关于美国教育的新闻写作优秀之

作。作者伊丽莎白·格林通过对好

教师的走访，试图去挖掘教学艺术

的真相，以及明确最好教师的做法

与教师评价标准之间的鸿沟。更关

键的是，它介绍了教学作为一门学

科，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正因此，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分散在伊丽莎白

对众多的案例的描述中，所有案例，

最终指向的一个结论反倒显得平常

了：我们的孩子踏进教室，决定他们

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原籍、出

身或金钱，而是教师。

我在阅读过程中，急切地想知

道结论，或者是具体的方法，那就

是，怎样才可以做更好的教师，明确

的，简明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如何

才可做到教与学的最大效益……

阅读此书，如果没有作者的后

记，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会感到

失望。在后记中，伊丽莎白说：“在

完成《做更好的教师》的写作之后，

我的角色发生了大逆转，作为一名

记者，我是经常问问题的那个，但是

现在，我变成了要回答问题的人。”

本着这样的精神，伊丽莎白列出了

五个辨别良师的要点，分别是：

1. 对于错误答案和正确答案一

样好奇，并且鼓励学生犯错；

2.推陈出新；

3.通过提问鼓励学生推理论证，

而非重复旧识；

4.让想法可视化；

5. 有强大的教育基础设施做后

盾。

这五点，或许是结论，但更可能

是我们关于教学、关于成为一名优

秀教师的新的思考和行动的起点。

做更好的教师，应该是每一名教师

的目标所在，更应该是动力所在，关

于它的思考，没有终点，我们永远在

路上。

市直 吕驾宇

更好的教师那些吸引人的东西
——读《做更好的教师》有感

文明被创造出来做什么？就是为了
摆脱蒙昧、粗野和荒蛮。这种荒昧和野
蛮本身源于自然，人类想变得优雅体面，
从粗犷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社会就是顺
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时问题也就来
了，人类摆脱原始的自然状态之后，真的
就算步入了“文明优雅有序和谐”的时
代？

经济飞速发展，科技高度发达，物质
极大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快捷。可是，这也基
本上是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要问
一句，我们真的就比古代人活得更快乐
更幸福？恐怕很少有人能不假思索地就
给出回答吧。

很多人在物质财富增长、生活方式改
善了之后，仍然感到不快乐不幸福，甚至
那种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希望还远不如物
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是为什么，为什
么面对都市的喧嚣、工作的繁忙、人潮的
拥挤，我们有时会萌生出一种想要逃离
的冲动？

悖论有时候像是一种讽刺。人类原
本是想逃开自然，从蒙昧和荒蛮中解脱
出来的，可事情并没有依照人们想象的
轨迹那样去发展，反而出现了有趣的倒
转。过度开采和浪费资源，难道不是一
种野蛮？恣意污染和破坏环境，难道不
是一种昏昧？追名逐利，明争暗斗，道德
防线一再被击溃，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
疏离，怎会不让脆弱的心灵受到戕害？

人类正在拿绳索束缚自己。多么不
堪的真相，我们走出自然，就是为了要走
进藩篱和牢笼？显然这不是我们的初
衷。我们创造出的宏伟建筑，并不是我
们的家园。我们的家园在被遗忘冷落的
自然，它一直在远处深情地观望着，呼唤
着。是的，返璞才能归真。工业越发达，
城市越先进，财富越增多，人们越发渴望
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根，人类从自
然中来，应该也要回归到自然中去。

谁不需索温暖阳光，谁不希求洁净空
气，谁不欣赏鸟语花香，谁不渴望风轻云
淡。回到自然，你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
世界的一部分。只要你想，只要你愿
意。不管我们长多么大，有多么老，自然
永远都是母亲，投奔她的怀抱，我们永远
有资格做孩子。

遂昌 左军

在自然面前
人类永远是孩子
——读余秋雨《文化苦旅》

《冰淇淋当早餐也不错 》
这是一本改善成年人僵化思维模式的心理励志书，其中包含作

者从孩子那里得出的 40条人生经验。作者本是一位成功的专栏作

家，却隐瞒身份去一个家庭当保姆，通过和三个孩子打交道，她发现

相比孩子，自己的生活是那么糟糕，原本很多事情会有更好的答案，

生活也可以更加简单美好。孩子的思维直接，内心纯粹，而且没有

太多的顾虑，往往更能直击问题根本。很多成年人难以找到答案的

问题，小孩都能轻松解决。比如再大的挫折，睡一觉后重新开始；比

如为平常的日子赋予仪式感，让生活中普通的小事也变生动……

■ 新书速递

■ 读后有感

伊丽莎白·格林通

过对好教师的走访，试

图去挖掘教学艺术的真

相，以及明确最好教师

的做法与教师评价标准

之间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