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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打开教师专业成长大门阅读打开教师专业成长大门
□ 本报记者 李 鹏

看着来自学区内不同学

校的师生在台上或朗读或表

演或演讲，举手投足间是那

么自信、阳光，坐在台下的河

北省承德县甲山学区中心校

校长邢书洋难掩内心的激

动，原本还担心乡村孩子会

在聚集了全县校长的读书沙

龙上露怯，顿时充满了感动

与钦佩，不由得对每个上台

亮相的节目充满了期待。

甲山学区下辖“两镇一

乡”6所小学和11个教学点，

由于地处山区，学生课外阅

读量严重不足，11 年前有的

学生六年级毕业习作还不能

文从字顺。为了改变这样的

窘境，甲山学区在原校长宋

彦国的带领下，于 2013 年开

始实施海量阅读工程。

上午第一节上课前走在

上谷镇良杖子中心小学校园

里，学生有的慢悠悠走向教

室、有的在卫生区做值日、有

的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一切

井然有序又充满活力。“农忙时节，许多家长

很早就把孩子送到校园，我们就组织学生自

由读书。”看似无奈，但良杖子中心小学校长

王国芳还是组织教师把学生安顿好，“乡村

学校有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看似家长里

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家长有需要，我们就

要想办法把教育融入乡村的实际中”。

开展海量阅读同样要考虑乡村学校的

实际，针对学区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的现状，

各学校培养学生阅读习惯都必须把学生在

校时间用好用满。为此，甲山学区根据读

书内容调整课时安排，每天开展晨诵、午

读、暮醒，保证学生在校有一小时读书时

间。同时，学区还自行编制“梦系列”阅读

读本，每个年级分上下两册，分年级从名言

积累、诗文赏析、名言归类等维度为学生做

好字词句段篇的积累。

“乡村孩子在家里缺失的，学校尽量弥

补；在校园里缺失的，让读书声填满。”自

2021年担任甲山学区中心校校长后，无论

走进哪所学校，邢书洋总是鼓励教师多探

索、勤尝试。

虽然学区地域广、经费短缺，但甲山学区

想尽办法确保师生有书可读。先后集中购置

图书500余套，每套书按照最大班额40本配

置，固定时间在校际漂流，每生每年可阅读图

书20余本。同时，各学校还开展“我的好书分

享”、创办“书籍跳蚤街”等活动，分享好书、共

享资源，让一本好书的价值最大化。

海量阅读打破了教师只教一本教科书

的传统，增加了工作量。实行之初虽然进行

了多次培训，但教师观念一时无法转变。为

此，甲山学区相继出台《海量阅读工作制度》

《图书漂流制度》等。有了制度的支撑，甲山

学区采用“深入学习、分层实施、严细督查、

跟进指导、典型带动、结对帮扶”的六步策

略，全力推进海量阅读。同时，学区定时逐

校检查指导，指导薄弱校开展结对帮扶、梳

理经验、树立典型、扩大影响。11年来，学区

始终坚持固定时间、固定书目、固定形式的

师生共读，营造了浓厚的阅读氛围。

教师是带动乡村孩子阅读的重要他

人，每学期学区会制定一份详细的阅读规

划，其中明确每个年级读哪些书、目标是

什么、教法是什么，既给教师指明方向、提

供方法，又让教师做到心中有数、稳扎稳

打。不仅如此，学区研训室组建了由各校

教学领导和骨干教师参与的海量阅读课

堂教学研修团队，经过多年实践，现已生

成阅读、读写、国学三个系列 9 种课堂教

学模式，强化了海量阅读的深度实施。“阅

读是完整教育生活的必由之路。”京承山

希望小学教师王静蕾说。

在 4 月 12 日的承德县 2024 年青少年

读书沙龙系列活动上，邢书洋在发言环节

即兴背诵《滕王阁序》全篇，赢得台下阵阵

掌声。“他是我们阅读的榜样，一直鼓励我

们多读、多背、多写。”学区研训员张丽新

说，“让我们时刻保持在阅读‘场’中，带动

影响更多学生、家长。”

与此同时，承德县教育局为各学校、各

学区推进阅读提供政策、经费、策略等支持，

除了推进整本书阅读、落实好读书“三课”

（启动课、跟进课、分享课）外，从2022年起在

全县开展思维导图绘制行动。“当看到学生

把整本书按照人物、情节、时间等维度变魔

术般画在纸上时，梳理、概括、细分的能力便

跃然纸上。”看到6所学校学生关于《三国演

义》《小英雄雨来》等思维导图的成果展时，

承德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志全如是说。

“11年，两位校长的接力传承与创新，

甲山学区以校长带教师、教师带学生、学生

带家长的形式层层推动，通过阅读让乡村

孩子的眼里有了光。”承德县教育局局长陈

英春说，“结合学校实际推进阅读，让阅读

为学校发展打好底色，甲山学区为承德县

整体推进阅读打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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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自发组织的线下共读活动

区域观察

区域教育地理·山西省武乡县

2024年3月，山西省武乡县教育

局收到一份“喜报”。教育部公示了

2023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优

秀案例名单，64个区域优秀案例中，

武乡县赫然在列。

看着这份名单，武乡县教育局

副局长李大俊不禁回想起2021年那

个与读书有关的春天……

教师“读”起来了

“我发现她们正在悄然改变”。

当时还是山西省武乡中学校副

校长的李大俊发现，刘静、李玲几位

教师自发参加了线上“云共读”活动

后，身上似乎少了些东西，又多了些

东西。

“少了些焦虑和疲惫感，多了些

平和与信念感”，这些在李玲身上体

现得尤为明显。

李玲是年级副主任，人到中年，

工作、生活的压力让她时常焦虑。

特别是在教育子女时，她总是忍不

住唠叨、催促、训斥甚至逼迫，结果

常常与孩子闹得身心俱疲、不欢而

散。有时焦虑情绪还会传导到课堂

上。作为教师，她深知这样做不对，

但情绪一上来总是控制不住，让她

十分困扰。

2021 年春，在同事的带动下李

玲参加了线上共读活动。她接触的

第一本共读书是《教育中的积极心

理学》。在接孩子上学、放学途中母

子便一起听课。当听到“尝试把情

绪放在副驾位上”一节时，孩子有感

而发：“妈妈如果也能学着管理一下

情绪，我们就不会总是‘两败俱伤’

了。”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李玲。她意

识到自己的“坏情绪”正在伤害孩

子，也在伤害自己。

作为母亲，她需要作出改变。

自此之后，李玲按照书中的方

法尝试主动知觉、管理自己的情

绪。慢慢地，她变了。在与孩子的

相处中，她能有意识地营造积极的

情绪氛围，让沟通变得顺畅。在这

种融洽关系的滋养下，孩子也积极

起来，行为习惯大为改观，学习自主

性也提高了。

“我实实在在体会到了阅读的

益处”。打这儿起，李玲开始主动阅

读，本不善于写作的她还尝试写起

了读书心得。从一开始的下笔无言

到能写 300 字，再到 1000 字、3000

字、5000 字……随着阅读的深入，

“所见所闻越来越广、所思所想越来

越多，对工作和生活的反思也越来

越深。我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教师

看得远，学生才能看得更远。”李玲

在读书心得里这样写道。

学生也觉察到了李玲的变化，

“她现在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习

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处世心态、

一种对生活的情怀”。在李玲的影

响下，学生的行为模式也逐渐变得

积极向上，班级整体成绩有了大幅

提升。

其他教师也察觉到了李玲等几

位同事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是比以

前爱笑了，班里的成绩提高了……”在

李玲等人的带动下，许多教师也加入

了阅读的行列，还自发组织线下共读

活动。“最近读了什么好书，分享一下”

成为教师聊天时的高频话题。

“通过读书，教师的教学理念更

新了、教学水平提高了、精神状态变

好了，有的教师通过读书处理好了

‘久治不愈’的婆媳关系。教师好

了，教育才能好。”李大俊从心底为

同事的改变喝彩，他邀请参加“云共

读”的教师为全校教师做读书分

享。他们对于阅读的热情和真实的

成长打动了许多人，先后有 60 多名

教师加入到共读的行列中，教师的

精神风貌为之一新。

不久之后，李大俊调任武乡县教

育局副局长，履新第一件事就是积极

推广武乡中学校的教师读书经验，他

想让武乡县的教师全都“读”起来。

教师“动”起来了

武乡县藏在太行山深处，之前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内

教育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教育资源

匮乏、家长焦虑、生源外流、教师“躺

平”等问题不断积压，形成恶性循

环，几乎成“死结”。

“培养好老师、办好学校、发展好

教育，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更是全县人民的共同心声。”武乡县

教育局局长李世萍深知群众对优质

教育的渴望，但要解开这个“死结”并

非易事——对于欠发展县域来说，教

师专业发展往往面临着工学矛盾突

出、教师培训缺乏实效、“小学科”教

师专业发展受限、优质教师发展资源

需要付费等问题和困境。

如何在县委、县政府支持能力

范围内，尽可能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进而提升全县教育质量，满足人民

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是困

扰武乡县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

问题千头万绪，如何破局？李

大俊给李世萍带来了新思路：尝试

以阅读“小切口”打开教师专业发展

不足的困局。

“二李”一拍即合。“这是件好

事，咱们要把好事办好。”这是李世

萍当时说的话，李大俊至今不忘。

“把好事办好”需要坚定不移之

心。2023 年，在县委教育工委的支

持下，县教育局以“新教育实验”为

支点，相继推出一系列鼓励教师阅

读、激发教师活力、撬动教师专业发

展的举措。县教育局邀请新网师执

行主任郝晓东等专家到武乡作专题

报告，郝晓东鼓励家乡教师翻开书、

睁开眼、拿起笔、打开心，拓宽专业

成长路径。“请进来”的同时，县教育

局也鼓励“走出去”，常态化组织校

长、骨干教师赴江苏海门、广东广州

等教育发达地区取经。

在充分宣导的基础上，县教育

局动员各学校全面开展教师共读活

动，并将工作成效纳入校长考核。

推进中，县教育局承担教师线上阅

读学习费用，学校负责图书采买，解

决教师读书经济负担问题；各学校

建立独立学员阅读室，解决活动场

地问题；成立名师工作室，解决专业

交往和素养提升问题；成立线下学

习中心，每所学校、幼儿园设立一名

工作负责人，组成工作专班，定期召

开工作推进会，通过公众号发布教

师读书心得。

在倡导“读起来”的同时，县教

育局更关注教师的阅读品质。“读起

来很重要，读什么更重要。”李大俊

说，“在‘新教育实验’专家团的专业

指导下，县教育局把教师阅读视野

引向专业化阅读，鼓励教师进行专

业化写作与专业化交流。”

武乡县教师专业化阅读体现在

两方面。

一是选择阅读“根本书籍”，即

奠定教师精神及学术根基，影响和

形成专业思维的经典书籍，包括反

映人类文明的书籍，如《论语》等；学

科奠基之作、代表作和集大成者，这

类书籍蕴含了本学科的框架，对本

学科的根本概念有透彻的解释或梳

理，其中包括陈望道的《修辞学发

凡》、王荣生的《语文科课程论基

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概论》、

莫纳什维利的《孩子们，你们好》等；

反映教育思想的“大家小书”，如杜

维明的《儒教》、佐藤学的《静悄悄的

革命》等，这些书往往是专业阅读入

门首选。

二是选择专业阅读方法。县

教育局提倡教师进行“知性阅读”，

即开展带有钻研性质的理解性阅

读，教师凭借逻辑和已有经验理解

书中的观点，以书中的思想对自身

经验进行反思和改进，并将反思以

专业化写作的方式深化，以专业化

交流的方式拓展，“鼓励教师努力

与书籍对话，与好书进行交流。”李

大俊说。

在各方合力下，全县教师阅读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到 2023 年底，

全县 1800名教师中有超过 60%的教

师常态化参加学校组织的共读活

动，每周撰写读书笔记，分享读书

心得。

监漳镇中学青年教师郭永萍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撰写了超过10万

字的读书笔记。捧起笔记本她说：

“从前比较迷茫，对教学只是一个模

糊的认识，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

只好‘躺平’。参加教师共读活动

‘结识’了许多‘名师’，他们给了我

方向、方法，让我对教师职业有了新

的憧憬，我再也‘躺’不住了……”

教师被专业化阅读激活，“动”

起来了。

教师“活”起来了

“嘿，李局长给咱点赞了！”

最近，武乡二中教师苏慧在刷

朋友圈时，发现自己的读书心得《成

长的拔节之痛与蜕变之苦》不但被

李局长点了赞，还被她转发到了朋

友圈。李世萍还特意把文中的“金

句”摘录出来，方便读者“抓取”重

点，这给了苏慧莫大鼓励。

“把好事办好”除了不移之心，

还需要得当之法。翻看李世萍近两

年的微信朋友圈，你会发现她每天

都会分享教师的优秀读书心得，且

每天如此，不曾间断。

“这是对他们坚持阅读的积极

回 应 。 教 师 需 要 这 样 的 正 向 反

馈，需要被鼓励、被看见。”李世萍

说，“‘动动大拇指’比行政强推还

有力量。”

为解决工学矛盾，县教育局积

极为教师减负减压，保障教师有时

间、有精力读书学习，在扎实推进

“双减”政策的同时，取消全县小学

阶段统一考试，一二年级按照国家

规定进行无纸笔测评，三至六年级

采取随机抽测方式，测评学生的读、

写、用等综合素养。

为激励教师专业发展，县教育

局给积极参与共读的教师在评优晋

级中加分，对表现优异者在教师节

庆祝大会上隆重表彰，并设置教学

比武平台等，激励教师主动学习。

有多名教师在长治市级教学比武中

脱颖而出。

这些柔性激励举措激活了教师

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让教师活跃

起来，也让武乡县的教育发展充满

生机。

教师专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在

于促进学生发展。武乡县积极促进

教师阅读的成效也传导到学生身

上。蟠龙小学教师张鹏英带领学生

共读，“我尽量不给学生留作业，让

学生把更多时间腾出来用于读书，

学生已经从原先‘教师哄着读’变成

如今的‘学生抢着读’”。语文教师

董鸿飞发挥写作特长，带领学生“以

读促写，以写促读”，并将学生的读

书心得结集成册，调动学生读书

热情。

2024 年 3 月，县教育局对教师

共读活动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表彰

了荣获“武乡县第一届教师十佳生

命叙事”的 10 位教师和“武乡县第

一届教师优秀生命叙事”的 31 位

教师。

“之所以将主题定为‘生命叙

事’，因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升教

师素养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最

终实现师生幸福、家长不再焦虑，共

同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李

世萍如是说。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

南北”。这是流传在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的一副对联，而下联有很多

版本，其中这样一则为许多教师所

喜欢，“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

春秋”。这也成为通州教育人推进

书香校园建设的共识。但书香校园

建设要做得实、做得好还是有一定

难度的，通州区在整体推进阅读中

形成的问题解决方法，也许对其他

地区有启示意义。

优质图书从哪里来？教学楼走

廊的尽头有一两间教室，里面摆放

着十几排书柜，新新旧旧的书籍高

低错落地码放着，翻开书偶尔会扬

起些许浮灰，而相当一部分书籍品

类陈旧……这是许多学校，尤其是

乡村学校图书馆、图书室的典型问

题。由于经费紧张，图书馆很难得

到及时更新，学生喜闻乐见、呼应时

代的优质图书、新书相对较少。

针对这一难题，通州区启动了

在中小学建设区图书馆学校分馆计

划。每年，区图书馆向学校征集优

秀书目，并邀请部分教师参与集中

采购。这些新书有序分到区图书馆

学校分馆，学生可以在这些分馆办

理区图书馆借书证，实现在学校借

阅和归还。每隔一段时间，各学校、

各分馆间有计划组织图书漂流，让

藏书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确保每所

学校都有相当数量的新书、热门书、

优质书。

这样的举措缓解了学校的经费

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图书

质量，师生的阅读资源得到了保

障。但对于一些个性化的图书需

求，尤其是一些小众、内容上有纵深

的图书，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

为此，区图书馆推出了“你读

书、我买单”行动。师生如果需要某

一本图书可以凭借书证到区图书馆

查阅，如果这本书在区图书馆馆藏

数量少于3本，就可以凭借书证到新

华书店“借阅”，无须支付费用。附

加条件是在一个借书周期后直接归

还区图书馆。新华书店暂时没有的

还可以预订，到货后同样可以到新

华书店“借阅”，凭借书证归还区图

书馆。购书款项由区图书馆与新华

书店直接结算。

这样，师生购书压力降低了，而

大家迫切需要的真正好书能进入区

图书馆的馆藏系列，书籍的利用率、

流动率大大提高。

读书兴趣如何培养？在短视频

泛滥的当下，如何让孩子对阅读真

正产生兴趣？通州区教体局局长严

巍有自己的见解：培养阅读兴趣需

要氛围、榜样、领读的力量。

通州区五接小学没有学生阅览

室，但每一间教室总有一张窗下的

桌子被擦拭得特别干净，上面码放

着来自学校图书馆的各种书籍；在

条件不是很好的乡村初中——兴仁

中学，略显陈旧的阅览室内整面墙

的书架顶到了天花板，天花板上悬

挂下来的阅读灯高高低低点亮一处

处光圈，书架前摆放着梯子，图书、

期刊、画报等变得触手可及。

类似的读书空间散落在通州区

中小学的校园里，算不上豪华，但总

是做足氛围感，成为学生最喜欢的

地方。

通州高级中学教师从晓总喜欢

挎着一个背包走进教室，她戏称自

己是背着图书馆上课的人。课上她

时不时从电子书中摘取一段投屏出

来，在与学生共同欣赏、批判的过程

中享受酣畅淋漓的课堂快乐；平潮

小学教师金霞热心阅读推广，她组

建了新教育萤火虫亲子共读平潮分

站，从亲子阅读开始引导家长做孩

子阅读的榜样。

这样的教师在通州区还有很

多。多年来，通州区每年评选一批

最美阅读推广人、一批书香家庭，让

更多人的阅读热情被点燃。还组建

领读者讲师团进行公益阅读推广，

讲师团每个月安排一场“领读讲

坛”。在学校开展领读活动的同时，

讲师团还联合其他文化团体开展阅

读分享会、诗文吟诵等活动，从学校

走向街道社区、农家书屋，触角逐步

伸向通州区的各个角落。

怎样让阅读发挥育人价值？为

了深入推进阅读，让阅读真正作用

于学生成长，2023 年 4 月 23 日通州

区教体局启动了青少年“涟漪讲书”

行动。用“涟漪”命名有两层含义：

一是书籍本是读者内心涟漪的激发

点。读到一本好书常常会在读者心

中激荡起情感、思维、认知的涟漪，

激起涟漪才会真正有收获；二是讲

书的学生是阅读氛围涟漪的激发

点。讲书者对书本理解的深度、表

达的力度、呈现形式的丰富度可以

荡开一圈一圈涟漪式的阅读势能，

影响更多人爱上阅读。

“涟漪讲书”行动得到了学校的

响应。通州区古沙小学每周三上午

大课间有学生在学校小广场支起话

筒讲书；实验小学开展优秀讲书人

走班巡讲活动……

通过组织灵活、因校制宜的讲

书活动，不但营造了浓郁的读书氛

围，也培养了一大批领读讲师，还衍

生出许多创意活动。一些学校举办

图书绘画展、读书游艺会、图书批注

展览，构建了多层级、多样态的校园

读书生态；一些学校师生参与省级、

省际的读书竞赛，在长三角阅读马

拉松竞赛、苏教国际杯作文大赛等

活动中摘金夺银，尽展风采。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

州区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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