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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改作为方法》是《中国教师报》

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教师报·现代课堂周

刊》主编褚清源老师的新作。细细阅读，书

中呈现的丰富案例、先进理念、对症良药、

鲜活语言，带我走进一个又一个课改话

题，很多话题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很多见

解令我醍醐灌顶。读着一页页的文字，作

者“热腾腾的课改情怀”和“直面问题的勇

气”扑面而来，让我认识到好的教育、好的

学校、好的课改、好的教学、好的课堂、好

的教师、好的学习究竟是什么样的。

谁改变了课堂，谁就改变了教育。

“双减”“双新”背景下，课改的主阵地在

课堂，课改的关键点在改课，已成为教育

人的共识。为此，我在通读全书的同时，

特别对其中的第三部分——“打破教学

的贫困”进行了反复阅读、品味与揣摩，

我渐渐认识到，作为每天身处课堂中的

教师，只有“打破教学的贫困”，追寻好课

堂的足迹，才能让教师和学生的生命变

得更加丰盈。

好的课堂有不同的样态，但其中一定

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作者在《当课堂形变

之后，质变如何变》一文中提到的“高效课

堂”，即为好课堂的样态之一。高效课堂的

核心理念是让学生向“学”而生，让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

为此，作者提出，高效课堂需要教师

遵守以下约定：想学是学习的起点；问，乃

好课之根；学习最大的敌人是包办；错误

是最大的学习资源；如果学生还没有充分

展示，教师的点拨就不能开始；不迷信顺

畅的课堂；没有反思就没有成长。关于好

课堂的特质还可以列出很多，但这些约

定，是作者针对当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一

些典型问题而提出来的。

我把这些约定归结为“有兴趣、有问

题、不包办、能化错、多展示、有生成、有反

思”7个关键词。如果我们能在遵守约定的

基础上，把其中某一个方面做得更好些，

这样的课堂无疑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好课

堂。

问，真的是好课之根。例如，我校致力

于探索“疑思导学”课堂教学模式，强调问

题是学习活动的驱动器。教学中，教师要

精心预设问题，把要讲的内容转化成学生

要学习（探究）的问题；要善于引导学生发

现并提出问题，；要重视在具体的学习情

境中生成问题，教师要特别善于“追问”或

者“挖坑”，挑起学生产生“认知冲突”与

“思维断裂”，将学生的认知引向深入；或

者“铺路”，针对学生的学习反馈进行追

问，层层“剥笋”，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

这样的课堂，把基于学生学习的“问题”作

为课堂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的逻辑起点，

把“问题意识”与“问题促学”贯穿在整个

教学活动中，把学生问题解决与思维品质

培养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

课堂，积极思考促进有效学习，产生新问

题走出课堂。

好课堂来自好老师，这是不言而喻

的。我认为，好教师需要的素养是多方面

的，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要读懂学

生，要像研究教材、教法一样研究学生。作

者在书中多次讲到，研究学生、读懂学生、

把握学情，应该成为教师的第一素养、第

一专业。

研究学生的途径和方法很多，书中引

用叶澜的观点，提出教师要善于在课堂上

研究学生，值得深思。是的，很多教师在课

堂上关注的不是学生，而是教材、教案、课

件等，这种现象亟待改变。教师在课堂上

要“心中有法”更要“目中有人”，要能从学

生的眼睛里读出愿望，要能听出学生在回

答中的创造，觉察出学生细微的进步和变

化，要能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和谐的欢

愉、发现的惊喜。只有这样，教师在课堂上

才不至于嘴长，说得过多；不至于心急，不

善于等待；不至于耳朵短，倾听得不够。读

懂学生，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时候要放手

让学生自主、什么情况要向学生示弱、什

么情况要利用学生的智慧。

总之，作者以媒体人的视角来审视课

改，既做“报喜鸟”，发现好经验，做课改的

“点灯人”；又做“啄木鸟”，见别人之所未

见，直击课改问题。这不愧是一本帮助一

线教师洞察课改流变、眺望课改趋势、改

变教育行为的“醒脑”之书。

符号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

中华文化有几千年的传统沉淀，凝

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诸多符号。了

解了这些符号，也就了解了古人的

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以及传统文

化对当今的影响。赵运涛所著的《符

号里的中国》，解锁了符号背后的文

化密码，给我们打开了了解中华文

化的一扇窗。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符号浩

若繁星，究竟从何讲起？赵运涛选

取了那些最“寻常”、几乎每个人都

耳熟能详的符号来讲。龙、凤、貔貅

等祥瑞神兽，王母娘娘、牛郎织女、

八仙过海等民间故事，春节、中秋

节等还在延续的传统节日，太极

图、八卦图、河图洛书等神奇图式，

孔子、老子、屈原等神圣人物，琴棋

书画等雅致生活，葫芦娃、孙悟空、

哪吒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神话人

物……看似“无所不包”，却又无一

事不“浅近”，很好地满足了不同读

者的需求。

除了取材讲究，在讲述方式

上，作者也别具匠心，将符号与文

学“嫁接”，从唐诗、宋词、四大名

著、《封神演义》等古典文学中取

材，既借文学传播符号文化，又结

合符号来谈论文学。《三国演义》

中，“龙”有什么样的作用？《水浒

传》中，龙帮过宋江什么忙？《红楼

梦》里，林黛玉初到荣国府见到的

三间兽头大门，是哪种神兽？宁国

府的石狮子有何寓意？《西游记》

里，“龙生九子”的“九子”都是谁？

《封神演义》中，有貔貅出场吗？读

者带着问题去阅读，阅读的欲望必

然更加强烈。读完《符号里的中国》

再品这些名著，便会觉得它们更有

“嚼劲”，以前未曾读出的味道、未

曾注意的细节，这下品出来了。

不脱离生活，才有趣味。年画是

春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符号里的

中国》专文解读了那些“谐音梗”式

的中国画。比如“马上封侯”：猴子骑

于马上。猴谐音“侯”，马上有“立刻”

之意；古代还常用猴子、蜜蜂、印章

构成“封侯挂印”等吉祥图案；“平安

知足”：菊花与瓶子的组合。读懂了

符号后，年画是不是很有意思？

图文互证是本书另一个特点。

书中选用了近 300 幅精美图片，帮

助我们直观地了解古代中国。每一

幅图像也是一个符号，一个个图注

就是一个个小故事、小知识。有些图

像不符合画中历史人物生活的朝

代，却符合图像产生时代的特征。比

如孔子像，校园里常见的“叉手礼”

孔子像，实际是到了唐代才出现的，

汉画像中都还没有这种礼仪，更别

说孔子的时代了；露着大板牙的孔

子像，是受“圣人异象”思想影响的

结果。这些小知识的科普，既增长了

读者的见识，也增强了本书的趣味

性。

近年来，文旅活动火爆出圈。有

专家表示，文博旅游与考古如果只

是走马观花地看，不求甚解地看，游

客只会疲惫不堪，探寻背后的文化

则让人乐此不疲。敦煌的风伯、雨

师、雷神、火神、四大天王、佛祖、菩

萨、罗汉等壁画，三星堆出土的大立

人像、黄金面具、金杖、神树，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帛书、帛画等，这些饱含

历史韵味的符号都可以在本书中找

到解读的密码。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100多个

流光溢彩的符号，虽然不过是冰山

一角，却宛如一面色彩斑斓的多棱

镜，真实、立体地反映出文明中国的

多彩样貌。

这是杨素秋记录“西安市碑林区

图书馆”建设过程的一本书，该书主旨

是作者如何利用有限资金谋划图书馆

的方方面面。她用“初到南院门”“两个

人的图书馆”“个人英雄主义”“为什么

要有图书馆”等28个小标题下的优美

文字，向我们传达了建设图书馆过程

中或幽默或心酸的故事……

读来颇感笑中有泪，心有戚戚。讲

述图书馆建设历程的同时，作为陕西

科技大学的一位文学副教授，杨素秋

怀着最初的文学情怀，以独到的幽默

方式，将陕西的风土、西安的文物、回

坊四季的小吃、碑林的文雅气韵、春天

的柳絮、高原上的民歌等，徐徐呈现于

我们眼前。

杨素秋曾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

旅游体育局挂职副局长一年，期间，她

接手了“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建设项

目”。困难摆在眼前，显而易见：图书馆

的工作人员只有小宁一个人。而且，时

间紧迫，满打满算，距离上级要求的建

馆期限也就半年多。同时，建设资金极

为有限，财政局拨给的装修经费是

180 万元，购书经费 100 万元，令杨素

秋感到捉襟见肘。另外，图书馆还要建

在商场地下，面积为3000平米。

杨素秋坦言，装修和招标方面，她

不懂，她是外行。她去询问一些亲朋好

友，几乎统统告诉她：你是‘甲方爸爸’，

怎么样都没错，弄得她哭笑不得。诸多

装修商第一时间获得信息，敲响了她

办公室的门。为节省经费，也为打造装

修一个她心中理想的图书馆格局，她

并未盲目听信那些装修商的报价，先

去购物网站查找同款报价，再充分利

用网络知识平台搜索测评文章和视

频，自己手绘草稿，感慨道：“搞装修就

像裁剪缝合衣裳，即将制作完成时得

尤其耐心，一处接缝和另一处接缝要

严格对齐，否则会七扭八歪。”

“两个人的图书馆”里，杨素秋写

到她和小宁的关系：“我用轻笑戳破商

人花招，她用愁容表明持家之难。”

与此同时，诸多书商纷至沓来。

她拒绝了 100 万元购 8 万册书的生

意；拒绝了某个书商的蛊惑：“领导来

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也坚决

杜绝了那些书名软糯可人的鸡汤言

情或一些所谓的学术书籍，她说：“作

为高校教师，我熟悉这样的名字，知道

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她由此恍然

大悟：书商提供的书单大都是书店里

卖不动的书、仓库里滞销的书或是明

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图书

馆不能只做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

我得把好第一关。”杨素秋如是说。

她亲自筹划书目，原则是，近三

年新书可参考各大网站销售榜单，古

典文学书籍可以参考上海古籍出版

社，外国文学书籍建议买上海译文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书籍。她也与中图网书商在

业务交流中达成互信，听取中图网书

商建议，增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和三联书店的新书，还加入企鹅经典

双语读物……作为读书人，她深知，

要用100万元选择一万种受读者欢迎

的书，没有现成的路径。她说：“如果

能让更多人读一些鲜为人知的好书，

为什么不做呢？”

杨素秋笑称的“地下室图书馆”用

半年时间建好了，她说道：“图书馆的

灵魂是书目，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在皮囊和灵魂之间我们选择灵魂。”

她和小宁馆长两个人协作配合，

使得图书馆做到了“一类二类出版社

占比必须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书

目细化，实为难能可贵。

杨素秋向所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她在书

中说，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每一个读

者读完这本书后，都会有属于自己的

答案。我想，图书馆存在的意义是保

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培养和提高公

众阅读兴趣和习惯。同为读书人，你

的答案呢？

“春秋时期的青铜鼎，我先找到了！”儿子

指着玻璃展柜里的文物眉飞色舞地说。在我

们俩的“博物馆寻宝”游戏中，他已率先找到

5件“宝贝”，比分遥遥领先。感受到“寻宝”胜

利的正反馈，6岁的儿子越来越爱逛博物馆，

俨然成为了我的博物馆“搭子”。漫步博物馆，

成了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城市的一种方式，也

造就了我们充实美好的亲子时光。

商量好逛某家博物馆后，我会提前预约，

买好入场门票，定好参观时间。通常，我们一

次只逛一家博物馆的某几个展厅，分好几次

才把一家博物馆逛完。逛哪里？如何逛？这就

需要儿子担任“行程规划师”，画出逛展攻略

和路线图了。儿子手拿画笔，在白纸上描画填

涂，不一会就勾勒出了“路线图”。我则根据他

的路线指示，找到区域内的重要展品，设计出

一个“寻宝游戏”。

逛博物馆那天，一般是个周末，馆内人流

密织，但是大家都刻意压低了声音，不愿影响

别人。儿子也有样学样，凑在我身边用气声

说：“妈妈，咱们开始寻宝吧？”我就从服务台

拿来一本展品图册，指出待寻之宝，方便儿子

“按图索骥”。一切准备就绪，儿子迫不及待地

溜进展厅，四下寻找起来。他趴在玻璃展柜

前，专注地浏览馆内的珍藏，视线一会在展柜

里逡巡，一会在图册上比对，简直就像个缩小

号的鉴宝师。

很快，儿子就找到了一件文物。他急吼吼

地把我拽过去，小脸写满了得意。一开始，我

会故意“放水”，让他感受胜利的欣喜。渐渐

地，儿子“寻宝”的速度见长，甚至连各个朝代

陈列的前后位置都摸清楚了。现在，他几分钟

就能找到“宝贝”的准确位置，有时候，看我输

得太惨，还会故意让让我。

找到“宝物”之后，我们先不看介绍的文

字，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理解，猜测那件器

物的材质和用途。这一环节总是笑料百出，儿

子把作为尿壶的虎子当成茶壶，而我则把祭

祀用的魂瓶说成腌菜坛子。等到揭晓答案的

那一刻，我们不禁哈哈大笑。更让我欣慰的

是，在一次次“寻宝”和“鉴宝”的过程中，儿子

学到了知识，练就了慧眼，还生出一颗向往历

史的心。

应儿子要求，我给他的书柜上添了几套

儿童版的中国历史书。每天晚上，他都会捧着

书册畅游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有了历史知识

做铺垫，逛博物馆的时候，吸引他的就不光是

“寻宝”的游戏了，而是那些文物背后的朝代、

事件和人物。我们静静伫立在一件件文物前，

怀想着从前风云激荡的岁月，感受着曾经金

戈铁马的气概，仿佛也经历了一次时空旅行。

现在，我的博物馆“搭子”三天两头喊我

去博物馆看展。逛博物馆也成了我们增长知

识、开阔眼界、亲子互动和丰富精神世界的幸

福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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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里的中国》

赵运涛 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ISBN: 9787101152364

追寻好课堂的足迹
■ 胡文东

《把课改作为方法》

褚清源 著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ISBN：978-7-5705-3608-5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1月
ISBN: 9787532794133

读书人建图书馆
■ 李庆林

解
码
符
号

了
解
传
统

■

徐
晟

我的
博物馆“搭子”

■ 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