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读书心得体
会常生龙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读后

感(大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
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读书心得体会常生龙篇一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这本书是我在无意中看到的一本
书，他的作者是常生龙，--人，上海市物理特级教师，上海
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曾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管理贡献
奖”、《中国教师报》“--年度全国十大最具思想力的教育
局长”、《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等荣
誉称号。《中国教育报》《上海教育》等报刊专栏作者，
《教师博览》签约作者。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里，作为教师的我
们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让自己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少走很
多的弯路。和作者一起用阅读来增添教育智慧，享受幸福的
阅读时光。身为特级教师的作者以的阅读功底，分享了50本
对教师自我提升有助益的教育类图书。让学生喜欢你的诀窍，
转变问题生的各种“法宝”。杜威、佐藤学等经典著作的精
华，慕课、微课、反转课堂的前沿的教育理论和发展趋势等
一并展示给你。好老师始于读书的那一刻。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如何让学生喜欢你作者给出三个诀
窍：其一自己先变成孩子，其二遵循教育的规律，第三要时
刻以身示范。



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也读过好多书，我怎么就
没达到常生龙老师所说的读书境界：“每当在工作和生活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和难题时，总有一本书在那里等着我，
给我启迪，让我豁然开朗。”看完了常老师的《读书是教师
最好的修行》一书，我豁然开朗了，原来常老师读书是这样
的。

一、善于找书

常老师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中50篇文章就是50本书，
在5个专辑后面还罗列了本辑延伸阅读书目》共71本，纵观
其121本书。紧跟国际教育，用国际眼光看我国的教育、引领
我国的教育改革方向，因此他对教育、教学，已经达到
了“游于艺”的程度，游刃有余，自由游走于教育领域之中。

二、善于联想

“读书的秘诀无非是联想与思考。联想是读出自己的共鸣，
与生活、经历、情怀、时代接通;思考是读出问题，思考、质
疑、不轻易相信。”

三、善于思考

常老师对于阅读而得来的知识，能够结合我国教育实践，提
出某些理论该怎样应用于我国教育实践的具体想法。

四、善于总结

“支撑教师每天在教学领域发挥创意和创造性的是以下三点：
给每个孩子学习的尊严、专注教材(学问)的发展性、我们自
己的教育哲学”

最后，我将《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这本书中的后记送给
大家：我选择读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期望通过阅



读来为自己增添智慧，厚实精神底色。读书是一个方面，读
后要领会作者的意图，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写写感受，也
是必要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读书的美妙。每
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的时候，总有一本书就在那里等着我。

敢问教师成长的路在何方?路在我们的阅读中!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读书心得体会常生龙篇二

打开《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这本书时，在作者亲切
的“让我们读书吧”的自序中，浏览了被作者精心架构的五
个小专辑，分别是“教学即创造”、“教育即生活”、“学
校即社会”、“理论即支点”、“变革即未来”，既有课堂
教学和学生成长的研讨，也有教育名家教育启迪与唤醒，更
有世界顶级国家教育成功的秘诀，足见作者的用心。现分享
我的阅读感受与心得：

杜威说："从教育产生之日起，人受教育不是为了别的，而是
为了生活。没有人及人的生活，教育又从何谈起。”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亲子关系、家校关系、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等，
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
些关系，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

如何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这是应当是我们所有当教师最
美的梦想，当师生融为一体时，教育真的是一种幸福，教育
真的会变得简单、轻松而有效。陶行知先生也说过：“我们
必得会变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老师”。

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也曾有过像于永正老师那样，在自己
或长或短的教学生涯内，有过留给学生串串珍珠版精彩活动
的难忘痕迹，也曾有过充当童心未泯教师的幸福体验。教育
生活原来可以这么幸福的过，沉淀许久的教育梦想再阅读的
体验中再次被点燃！



教学是一门充满艺术的创新科学，对教学技术的研究，对教
学方法的探讨，对学困生的转化，对提升教学质量策略，都
能在这里找到答案。给我启发最大的是教学技巧中“按部就
班技巧”和“走动技巧”。

在三尺讲台耕耘，支点在哪里？如何再能让教室里每一个学
生真切的感受到你拥有整个教室？让我时常把讲台作为支点，
视野的限制让教室里学生的动态不能及时尽收眼底。每次转
身板书或低头伏案写字，总听到台下窃窃私语声，抬头凝视
或刚做迈下脚步的动作，顿时鸦雀无声。我在心暗暗发
誓：“看我逮着机会怎么收拾你们！”困惑了许久，问题依
旧没有解决。直到我阅读到《阅读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书中
道格。莱莫夫的《教无不胜：卓越教师的49个秘诀》中提到的
“走动技巧”，才恍然大悟：“教师要在上课开始的前五分
钟内，让学生意识到你已经拥有了整个教室的任何位置。”
接下来的课堂上，我拉开了教室的座位，从讲台的踱步到台
下的关注，不时在后排座位处停留，俯下身子点点学生的书
写，鼓励的伸伸大拇指，做一个加油的鼓励！或在想要开口
说话的男生旁边做一个禁止说话的暗示。随着关注度的提升，
教室里窃窃私语声消失了，我心里掠过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用柔软的眼睛看待孩子，愿意为了孩子而改变，找出任何
一种和他深层对话的可能，那么您会发现您身边的孩子，正
在开始学会微笑，那潜藏在内心的热情，也即将会大大地发
光，大大地发热。”

没有了解，就没有有效沟通，没有有效沟通，就没有理解，
没有理解，就没有教育。教师和学生是一对互相依赖是相影
响的伙伴，是共同成长的朋友。教师蹲下身子，就像一堵墙，
为学生遮挡风雨；教师弯下腰来，就像一座桥，引领学生走
向智慧彼岸；教师挺直腰板儿，就像一把梯子，引导学生攀
登科学高峰。

带给学生“润物细无声”的感动与激励的点点滴滴自己也许



做的还太少太少。也正如郭振先生所言：“教师有没有文化
主要不在于教师的职称、职位，而在于教师有没有高尚的师
德、丰富的学识、生动的个性、感人的故事在学校流传。”

费尔巴哈曾经说过：“你的第一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一个
使自己幸福的人，也就能使别人幸福。”阅读之美，美在感
悟；阅读之美，美在积累；阅读之美，美在常读常新。阅读
能够促使教师的自身成长，丰富教师的教育智慧，使教师享
受教育成功带来的幸福。做一个幸福乐教的园丁，做一个自
己幸福，也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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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我阅读了常生龙先生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
一书，读后收获颇多。常生龙老师这本书是汲取了50部教育
专著的精华，是教育智慧的结晶。这本书分五章分别阐述了
教学即创造、教学即生活、教学即社会、理论及支点和变革
即未来。且在每一章后都列出了一些相关的延伸阅读书目，
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所阐述的观点。这种方式就好像星
星之火，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的燎原之势。下面我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感受与体会。

一、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辑的第一篇文章时，这个标题“让学生喜
欢的诀窍”便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尤其当我看到这段
话“一个孩子在默写的时候将诉字的最后一个点给弄丢了，
老师让他抄写八遍。抄写时该生写的前面四个字是有最后一
个点的，可后面的四个又没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
是因为这样的作业违背了学生的记忆规律。”我开始对照自
己，深深反思。在我们身边，甚至于自己平时都会这么逼迫
孩子，而且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我们所想的便是“肯定
是这孩子不够用心”所以会指责辱骂这个孩子。这就是我们
在平时的教学中常常以成人的思考方式、观察物体的视角、



处理事务的方法强加于学生，没有站在学生的视角进行思考，
也就是不了解学生，以至于出现师生互相不理解的现象。其
实，这也很好的认证了第一个诀窍“自己先变成孩子”。如
果每位老师都能够变成“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和
宽容学生，想学生之所想，做学生之所做，这样才能真正走
进学生内心，成为学生的朋友。学生们也才会真正信服老师，
效仿老师的做法，接受老师的建议。

二、做一个底气十足的教师

看到这里，我就在想，如果作为一名教师都是一个不善于独
立思考，没有健全情感的人，那教出来的学生会是怎样呢？
教师，是学生最信赖的人，尤其是小学生，他们总希望从老
师那里得到帮助，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这时候，你对学
生的请求置之不理，甚至于是麻木不仁，没有丝毫同情之心，
那学生在学校的安全感就会慢慢降低，他会变得不想读书，
不想来学校，因为学校，老师，不能让他心神安宁。如果你
想成为一把伞，为学生遮风挡雨，如果你想成为一座桥，引
领学生走向智慧的彼岸，那么你必须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做一个底气十足的老师。而我能想到的最快的方式就是阅读，
只有自己多阅读，多思考，吸取书中的养分，窃取智慧的结
晶，才能让自己成长。而且，我觉得一个爱阅读的老师一定
能够培养出一批爱阅读的孩子。

三、做一个让学生变聪明的老师

有时候想想，作为一名教师，我们目前做的这些真的能让学
生变得越来越聪明吗？看完这本书，我得到了答案，如果我
们再按照以往的方式来教孩子们，他们真的会越来越笨！在
小学阶段，孩子们才刚开始慢慢健全自己的自我意识，但是
往往在这个时候，老师们会加以干涉，会对他们说“你必须
这样写，这样子你考试才不会丢分”就是在这样子一次次的
扼杀中，学生开始失去自我，开始变笨。他们变得不会思考，
也不敢思考，只是等着老师给答案。看书之余，回想现实，



真的觉得自己应当转变观念，书中说得好“我们应该相信对
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有一扇成长的门虚掩着，教师的任务就
是要想方设法地找到这扇门，然后温柔地将它推开”。

四、做一个会给人治病的教师

医生只有了解病人，才能给病人治病，教师也只有了解学生，
才能启迪学生智慧。所以，教师应当去真正全面的了解学生。
要了解一个学生，应当从家长入手，平时多跟家长沟通，从
家长那里获取信息。还有平时要注意观察学生，从学生们的
日常小事中了解学生。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是有很多原因
的，有些生理因素是不可逆的，如果你了解到这个状况，就
不会去逼迫孩子做不可能完成的事了。总之，教师要像医生
那样，善于从多种渠道收集学生的各类信息，善于从这些信
息中揭示本质性的规律。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自有自己的
独特感悟。这就是我的感悟，这就是我满满的收获。很幸运与
《读书是最好的修行》一书及书作者的相遇，如在茫茫书海
中，看见了一盏温暖的航标灯，照亮我前方漫漫修行路。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读书心得体会常生龙篇四

有一本书，你读了后，会有读过50本书的收获，那就是这本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有一个人，你了解后，会不由
自主地从他身上汲取力量，让你找到前进的方向，那就是此
书的作者常生龙。很多年前，偶然的机会，在新浪博客读到
了他的文章，知道了他是一位日理万机的教育局局长，却每
天更新博客，每周读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每月做个总结，
每年做个回顾。博友们都尊称他为船长，觉得是他在引领着
大家航行。船长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将书放在自己的
手提包里，将旅途、会议间隙、饭前饭后、睡觉之前等各种
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见缝插针就读上几页。



有一次到韩国出访，一整天的任务都安排得满满的，等回到
房间放下行李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可一本书的读后感还没
有完成，怎么办？简单地洗漱后，坐在地板上，将电脑放在
腿上，熬夜赶写文章。我心里明白，只要对自己放松一下要
求，所有的坚持都会泡汤。就这样，十年下来，我阅读了500
多本书，为每一本书都写了读后感，这些读书随想累积起来
已超过200万字。”相信读到这段文字的每一个人都会对船长
的这份坚持和毅力而肃然起敬！那么，这本书，就是从500多
篇读后感、200多万字中挑选出来的50篇读后感、20万字！这
是怎样的精选，怎样的精华？做为读者，能读到这本书，是
多么的幸运，多么的幸福！尤其是教师，因为船长就是以一
名老师的身份去读书，去思考，去撰写。

他把这本书分为五个专辑：教学即创造、教育即生活、学校
即社会、理论即支点、变革即未来。还没真正走进书本，我
就被这五个观点吸引：正如船长所说，“教师是改变课堂、
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所以，教学，靠我们老师去研究，
去探讨，去探索，必定是创造；教育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美
好，是要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日常生活中的亲子关
系、家校关系、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等”，让人们“过上快乐、
幸福的生活”，所以教育即生活；一所学校就是孩子的社会，
“让学生爱上学校，在其中健康、快乐地成长”，所以学校
即社会；做为教育的实践者，我们需要掌握教育原则，需要
归纳教育策略，我们需要理论做支撑，所以，理论是我们的
支点；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教育的变革，一股脑儿地
冲刷着我们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去接受。

这本书中呈现的太多方面我都非常喜欢和认同，比如：第2
至5页于永正老师写的《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
之道》中的诀窍一“自己先变成孩子”；第27至30页道格・
莱莫夫著的《教无不胜：卓越教师的49个秘诀》中的“设定
高的学习期望”和“有效组织课堂教学”；第31至34页海姆・
吉诺特著的《老师怎样和学生说话》中的“防止暴
力”、“善用鼓励”、“学会倾听”、“拒绝伪善”；第67



至70页张贵勇著的《读书成就名师――12位杰出教师的故事》
中的“成长无捷径，读书很重要”、“阅读有方法，成效见
课堂”、第79至82页蔡兴蓉著的《下辈子还教书》中的“语
文教师的使命”；第105至108页罗恩・克拉克著的《罗恩老
师的奇迹教育：点燃孩子的学习激情》中的“给予高期待，
收获大进步”、“信任添力量，细节显功夫”；第138至141
页苏霍姆林斯基著的“把了解学生的工作落在实处”、“像
医生了解病人那样去了解学生”；第142至145页金林祥等著的
《陶行知教育名著：教师读本》中的“新教育”、“新学
校”、“新学生”、“新教师”等等。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船长在第52至55页苏珊・佩罗著的《故事
知道怎么办：如何让孩子有令人惊喜的改变》一书中的观点：
要善于讲故事。我记得在几年前和科组老师备课时，老师们
都反映这届五年级学生属虎，调皮得很，学习习惯差，语言
不文明，行为习惯也不好，想要针对这些问题开个级会教育
学生。我想到了一个关于苏东坡和佛印大师的故事，于是，
这次级会，全级五百多学生就听我讲故事，学生们专注的眼
神，我至今都无法忘记，他们被故事中苏东坡的暗自得意和
被苏小妹点醒后的哑然深深吸引，在他们的心中，苏东坡是
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个大文学家，居然也会有语言不文明的
时候。

另外，我还想特别说明的是120至123页高万祥著的《学校里
没有讲的教育》中，船长告诉我们“学校教育要关注的三个
方面”：一是阅读习惯；二是满腔热忱；三是人文关
怀。“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而
要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必须要求老师自身拥有阅读的习惯。
一是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二是通过阅读，能“让老师拥有
思想”，“获得更多的爱心、良心和责任心”，“收获诗意
和创造情怀”。作者还告诉我们，老师要“像写情书那样写
日记、随笔”。热忱，也是我一贯推崇的思想。我认为，一
个老师，必须热爱自己的事业，将自己满腔的热忱投入到教
育当中来，才会不知疲倦、不计较得失、全心全意、发自内



心的去爱学生，爱教学。船长在此文中，也强烈地表达他的
观点：“热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热忱是行动的动
力”，“一个充满热忱的人，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都会认
为自己的工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并有着浓厚的工作兴趣；
不论工作有多么艰辛，历经多少磨难，或者需要多少训练，
都会用一种不急不躁的态度去认真执行”。

“让我们都来读书吧！”船长在自序中向大家呼吁。感谢船
长付出的辛勤劳动，让老师们拥有了一本智慧书――教学中
发现了问题可以随时到书中找到答案；让老师们拥有了一本
动力书――每天可以翻翻，洗涤自己心中的尘埃。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读书心得体会常生龙篇五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是一本夫子自道的好书――作者
本身就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专家教师，由这样读书成癖的专家
教师谈读书，没有比他更有说服力的了。作者把自己从读书
的身体力行中所引发的思考，得到的好处，毫无保留地奉献
出来，同时也为他所读的书作了最适切的推荐和导读。对于
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份难得的文化“福利”。

我于这本读书之书，最为动心处多在《名师成长之路》《阅
读，是为了活着》《教师要挺直腰板儿》以及《学校教育要
关注的三个方面》等篇什。仅为完成这篇读书笔记之目的计，
这三五篇文字大抵也足以用来作为引发议论的凭藉了――当
然若为更多的收益之目的计，则还是老老实实地逐篇阅读为
好。何况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其所开出的书单，为我们阅读的
进一步延伸省下了太多搜寻之苦和选择的彷徨，实在应该报
以最诚恳的谢意。

与作者相比，阅读的怠惰和偏狭令我汗颜――尤其对于一名
语文教师来说，怠惰和偏狭实在是致命得很。下面言归正题，
结合本书阅读体会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阅读生活，兼及读
书与语文教师成长的关系，读书于教育的意义等话题。



一、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是句老掉牙的老话，其真理属性却偏偏为我们每时每刻的
工作和生活实践所不断证明。在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我有
过太多这样的尴尬时刻。

作者在《名师成长之路》中所谓“大量地、广泛地、坚持不
懈地阅读，是教师成长为名师的秘诀”，是一句为无数名师
的成长与成功证明了的大实话。他转述王崧舟老师的话
说，“教师专业成长的历程实际上是两个转化的过程，
即‘读书――底蕴――教学’，从读书到底蕴的转化，是积
淀的过程；从底蕴到教学的转化，是创生的过程”。从理论
的角度看，这样的认知本该为所有的教师所具备，但是从实
践的角度看，却未被所有的教师自觉践行。于是，教学中源
自读书少、底子薄的捉襟见肘成为了常态。我们不读书或少
读书，就只能依赖于教学参考书；我们过分依赖于教学参考
书，自然就受制于教学参考书，教学就缺乏自信和开放心态。
于是，束手束脚，亦步亦趋，功利化教学日益严重。阅读的
匮乏必然导致思考匮乏。思考匮乏，从大处看，必然导致对
教学本质的认知匮乏；从小处看，必然导致对教材深入解读
和分析能力的匮乏。在教学实践中，阅读和思考的匮乏则必
然导致教学的浮泛化、无根化。因为教学常常处于无根状态，
诸如浅尝辄止，语焉不详，或王顾左右等种种教学的尴尬局
面就层出不穷。自己所读不多，所思不深，能够给予学生的
自然就更少更浅了。长此以往，教师的教学自信就会渐渐丧
失，教师离职业倦怠甚至职业恐惧也就不远了。

作者在自序中描述了自己成长历程中的两件小事，以说明工
作和生活中“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并且
已经被别人进行了总结，发表在各类著作、报刊或新媒体
中”；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力挺下站得更高，
行得更远”。事实就是如此。任何无视“前人的力挺”而懒
于和前人对话，惰于向前人汲取营养的后来者，都必然地要
多走弯路，甚至无路可走。



二、功夫在诗外

像常老师这样专注于阅读教育教学书籍，借书籍之力开拓自
己的教育人生，应该是一条专业化成长的必由之路，某种意
义上还是一条捷径。循此捷径，努力实践，我想大部分教师
都能有所收获，其中胼手胝足、不遗余力者必有大收获。作
为语文教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觉的认识。

在教育的意义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
教育准备的事；“功夫在诗外”，说的也是教育准备的事。
教育的准备，我认为“利其思想”比“利其器”更为重
要，“利其思维”比“利其器”更为重要。我们常说“厚积
薄发”，“厚积”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就是读书。当然读书之
要害，绝不是为了把自己弄成“两脚书柜”，而是为了培养
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不能满足于和学生形成
“知识落差”，应该追求和学生形成“思想落差”、“思维
落差”和“视野落差”。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掌握比
学生更多的知识，而应该追求站在更高的思想和思维海拔，
拓展更广的人文视野。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教育的意义上
做一名教师，而不仅仅在职业的意义上。退一步，即使是做
一名职业意义上的教师，我们也还是需要与学生保持相当的
思想/思维/视野落差，才不会早早地陷入职业危机。

作者援引吴非老师的话强调，“一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
他能否独立思考”，只有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才不会轻易
相信任何东西。而读书，正是为了培养教师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认为，“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在“道”的高度诠释了“功
夫在诗外”的意义，而在“术”的层面，读书当然也是实
践“功夫在诗外”的主要途径。读书在“术”“道”两个层
面对教学起到的巨大支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我个人的成
长经历来说，我应该感谢长期的文学阅读，特别是诗歌阅读
（包括实践）。最起码，阅读让我不会轻易相信教学参考书，
更不会满足和受制于教学参考书，我更愿意尝试在教学中发
挥独立思考的优势。长期的诗歌阅读和写作（包括旧诗和书



评写作）本来是作为一项业外的爱好而占据了我生活中重要
的一部分，当它还在自发期的时候，并不显见其对职业的助
力，但是当它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并愈见成熟，其不计后果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就产生了意外的收益――至少，它让我的教
学因为更多的左右逢源而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加不
受一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教学规定性的制约。

但是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我不计后果地把大量时间和精力
用在相对狭窄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上，忽略了与教学相关度更
高的专业阅读，我的教学也常常缺乏来自专业阅读的有益营
养，因而常常是感性的自由发挥有余，理性的规律寻找和整
合不足。现在看来，这是我亟需改进的地方。

当然就算如此，我仍然无意于过分强调读教育教学专著对于
教学的功利意义，事实上也不会因为多读了几本教育教学专
著就能立竿见影地改善教学。读书对教学的作用正如食物对
人的作用一样，是一个长期浸润、兼收并蓄和潜移默化的过
程，是一个从“积淀”到“创生”的转化过程。正像人们不
会过分迷信来自某一类“食物”的营养，我希望自己能够有
更加庞杂的、去功利心的阅读；我希望做一个阅读上的“杂
食”者，并收获阅读本来意义上的快乐。我希望自己的阅读
和教学建立起一种类似“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理想关系。

另外我想强调，教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首先是离不开
教师的发展。教师作为教学发展的前提之一，其自身的发展
多么重要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读书于教师，又不是充充
电那么简单，它应该是一个源源不断持续给力的自我完善和
自我升华的生命运行过程，这个过程依然是以自觉地兼收并
蓄为本质特征，而这个过程本身也具有教育的影响力――我
希望以身体力行去引领学生的阅读兴趣，去影响学生的阅读
行为。

三、读书即生活



作者引用高万祥老师的话认为，“人类最优美的姿态就是阅
读”，“人类生活中一切的丑陋都和这个姿态的缺失有关”，
“没有真正的阅读就没有教育”，可谓至理名言。

作一点简单的逻辑推理：教育是为了培养“优美”（完善）
的人，但是如果教育缺失了“真正的阅读”，这个“为了”
就难以实现；没有“真正的阅读”，人类生活中就会不可避
免地产生各种“丑陋”。由此可见，作为主要承担实现这
个“为了”的责任的教师，其阅读的意义有多大。教师以自
己的阅读影响学生的阅读，以自己的转化促进学生的'转化，
从而完成教育培养“优美”（完善）的人的终极目标。这就
是阅读于教育的意义。愿以此与我的同仁共勉。

作者转述的高万祥老师关于阅读的另一个阐述是，真正对人
的精神成长有重要作用的阅读是经典阅读；而没有经典阅读
的语文教师，就没有真正的语文底气。他还强调，“不会写
作的语文教师，他的职业竞争力就减弱了一半”。

我非常认同这些阐述，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经典阅读方面为学
生作出应有的示范，特别希望能够继续自觉地投身于文学写
作，并更多地重视学术写作，既为强化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更为真正成为能够引领学生阅读成长的导师。基于这样的自
我期许，我很乐于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