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与读人 

张  巍 

1990 年，我 10 岁。一次不经意间，看到父亲打开他常年上锁的抽屉。我好奇地凑

过去，看到最上面放了一本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第一页是手抄的一首词，毛泽东的《咏

梅》，翻看后边，全部都是毛泽东诗词，一共 43 首。我清晰地记得从那一刻起，我开

始笨拙地模仿父亲苍劲有力的字，开始背诵毛泽东的所有诗词。多年以后，带儿子回老

家的第一个冬天，天上飘着雪花，我不自觉地背出“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

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儿子在旁边喃喃地重复，我意识到，一种磅礴的气势和乐观

的情怀是怎样植根并传承着，那年儿子 2岁，父亲 62 岁。 

1997 年，我读高中。一次上课时，我偷偷地把一本长篇小说压在桌子下面，正看

得入迷时，老师走过来悄悄地拿起来翻看，然后小声地说了句“一本很不错的书，可以

读”，便放下来，仍翻到我正在读的那一页。后来，老师要求每人出一本手写刊物，我

在自己的刊物里面连载过的读书笔记，便是关于那本书——《平凡的世界》。这是路遥

用生命成就的书，它苍凉中渗透的力量和在朴素中蕴藏的善良是我三年学习中坚实的陪

伴。那位老师是我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季同欣老师，3年前去世了。 

2001 年，我大三。在一门《教育哲学》的课上，老师问大家大学三年来读过多少

本教育著作，回答 5本以上的寥寥无几。老师当时说了一句：“不看教育家写的原著，

怎么能说自己是学教育的人呢？”后来，全班同学都开始写读书笔记。学期末时，每人

交了两大本。毕业多年后，搬了很多次家，我仍保留着自己的那两本，其中一本是关于

法国思想启蒙运动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作品——《爱弥儿》，我不知道卢梭的自

然主义的教育观对我是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那位老师我一直清晰地记着，他是

当时学校最年轻的博士，石中英老师。 

2013 年，我研究生毕业。班级聚会时，大家都纷纷围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拉

家常，我充满敬意和好奇地问她：“老师，您从 21 岁开始留校任教到现在，经常夜里

工作到 1、2点钟才睡觉，您是靠什么保持如此旺盛的工作热情呢？”她爽朗地说：“我

经常看到国际期刊上有那么棒的研究和论著，你说我这每天没啥事的老太太，是不是也

该做点啥呢？”她说得那么平平常常、理所应当。她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参

事、国际心理科学联盟副主席张厚粲先生，今年 88 岁。 

如今，自己也为人师，我开始形成一个习惯，在每次下课前一分钟，为学生介绍

一本书，因为我期冀着或许某个一分钟能够为某位学生打开一片天地。 



一生中，我们每认识一个人，就像读一本书。因为解读我们身边的人，会渐渐让

我们明白是什么的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誓言让我们守望，

是什么付出让我们成长。每一本书都有性格，当我们不为功利、不为炫耀，不伪装深刻

也不刻意浅薄，而是愿意安静地接纳、真诚地投入时；当我们愿意连接内在的自我，连

接每一个存在过的灵魂，连接古今、连接天地时，我想，那是真正的自由。 

 

 

 

 

 

 

 

美国大学教师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高菲 

2014 年 2 月底至 2015 年 2 月底，我有幸得到江苏省教育厅支助，作为高级访问学

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教育学院研修。在美国生活的一年，是我个人成长的一年。

在导师 Valli Linda 的帮助下，我积极联系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听课。其中有一堂名为《大

学教师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的课让我终生难忘。 

经过主讲教授 Steven Selden 的同意，我准时来到指定的教室。在我们的课桌上

摆放着几样“玩具”：一盆水、一块橡皮泥、一个玻璃珠及一只空心橡皮小鸭。就在我

非常好奇时，主讲教授介绍了本次课程的主题，即如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学生，而切

入点是要求我们现场完成一个实验。 

教授把我们分成三人一组，并且说明了实验规则，即最先将橡皮泥、玻璃珠及小

鸭一起浮在水中的为优胜组。我和其他两位美国学生一组，教授刚宣布实验开始，我们

三个人就开始积极讨论起来，一起动脑筋，第一个成功地按照要求完成了任务，大家都

十分高兴。待到实验时间结束时，仍有两组没有完成任务或实验失败了。我们满以为教

授会第一个表扬我们组，但意外的是，虽然教授给了我们 A，但其他没有完成任务或者

失败的小组也都获得教授的赞赏和鼓励。当时我虽然心里稍微觉得有些不平衡，但必须

承认这种教学方式很好地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每位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相

互合作，取长补短，这就是美国大学独特的课堂教学模式吧！ 



下 课 时 ，

Steven Selden 教

授还跟我特意强

调了两点：第一，

在课堂上引导学

生进行实验的教

学方式，不仅使学

生更加明确了学

习目标，而且能够

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不管学生的实验结果如何，只要有可取之处，就应多给他

们表扬和鼓励，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积极

引导学生讨论，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强调美国是个移民

国家，学生来自于世界各地，文化背景差异很大，因此合理的课堂教学方法对他们能力

的培养至关重要。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挖掘出学生的潜能和聪明才智，教

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展了引导学生互相讨论的试验。结果发现，在没有开展课堂讨论

的情况下，学生互不理睬，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作业答案正确率为 42%，信心水平仅为

38%；而开展课堂讨论后，学生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上课出勤率增加，课堂听课注意

力增强，作业答案正确率提高到 67%，信心水平提高到 56%，学生自己都说课堂上能学

到很多的东西。 

这堂课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国内大学课堂上实验和双向交流仍然较少，导致

学生听课不积极，对课程缺少兴趣，实践能力较差。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课堂

教学质量，培养出富有创造能力的学生，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美国大学的教学经验，真

正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将实验教学、课堂讨论更好地融入到课堂中去。 

 

 

 

 

 

 

 



 [青春故事] 

珍惜大学里的每一分钟 

                                         13 室内 1班 王正 

时光荏苒，我的大学生涯已经过去一半多了。在这段时间里有过欢笑，有过泪水，

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享受着我的大学生活，珍惜着每一分钟。 

还记得大一刚刚正式上课的那段时间，没有作业，课少，我一时很难适应这种有

别于高中的学习模式。后来，我对室内设计专业逐渐有了深刻的认知，尤其是专业老师

对本专业的行情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入剖析给了我学习的动力。江阴市有大小装潢公

司近 500 多家，室内设计专业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系部还专门邀请了设计师来学校

授课或做讲座，让我们见识了行业内流行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师的职业操守。曾经有一个

设计师告诉我们： “设计就是解决问题。”这句话将是我未来职业人生路上的导引。 

大一有计算机软件、理论知识、手绘等许多课程，其中最难的就是计算机软件了。

作为“电脑盲”的我，每次上课都详细记下

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知识重点，记着老师讲的

快捷键。下课以后，我就会复习笔记上的内

容。回到宿舍以后，我就开始不断地练习课

上老师讲的内容，每个知识点我都做好多

遍。当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就

会把作业截图下来发给老师，问老师问题出

在了哪里。等到老师回复了以后，我再继续

做下去。当遇到一些理论知识很难明白的时

候，我就会翻书查找资料，或是上百度搜索，

往往都能搜到专业的解释。平时我很注重与

老师的交流，无论是谈论专业学习还是大学

生活，老师总能给我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我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

师，有着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所以我必须

拥有高技能、强素质的职业综合能力。在认

真完成学习任务之余，我还加入了学生会，

后来竞选上了艺术系自律部部长。去年大一



新生入学时，我们部门在其他兄弟部门的帮助下举办了艺术系的“迎新晚会”。在这次

晚会的准备前期，我是总负责人，就在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有个社团临时退出，我的计

划全部被打乱了。节目要重排，音乐要重做，人员的安排都要更改，那个时候我感觉天

都要塌了下来。幸好有同事们支持我，我们熬夜把一切重新做了安排。第二天我们忙了

一天都没有吃饭，最终晚会圆满成功！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怎么更好地与他人沟通

交流，学会了冷静处理突发事件。我还懂得了，一个人能力再强，没有了团队合作也无

法成功。 

努力总是会有收获的。在 2014 年的社会实践工作中，我获得了学院的“最美劳动

者”的称号； 2014 年 10 月，我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同时被评为学院“三好学生”。

2015 年，我申报了江苏省“三好学生”。我觉得曾经付出的苦和累是都值得的，毕竟

青春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大学里的每一分钟！             

 

 

 

 

 

 

 

 

 

心的交汇   爱的感悟 

             “爱在成长中”大型公益培训活动体验 

                            13 电子商务 2班    宋雨晴 

   

前几天,我参加了博仁儒商行发起和组织的大型公益培训活动“爱在成长中”。从

小到大，我都比较任性。可是，当我经过活动三天的体验，和队友们携手共闯那一次次

难关后，我体会到了浓浓的温暖与爱，懂得了彼此信任、合作和鼓励的重要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关于互相信任的游戏。我和搭档协商好，我先被蒙上眼睛，

整个过程中两个人都不能说一句话。眼睛黑暗的那一刻，我变得好恐惧无助，可是，当

我的手被一只温暖的手紧紧握着的时候，我踏实了。门打开了，她牵着我的手，搂着我



的腰慢慢往前走，那么地小心翼翼。当我的一只脚被她慢慢抬起来又慢慢放下去的时候，

我知道我遇到了障碍，可是不能说话，又看不见，只能慢慢感受她带给我的力量，一点

点地往前移动，过了一个障碍，又一个……当我感觉自己在慢慢往高处爬的时候，非常

害怕自己一个踩不准会跌下来，可是，她拿着我的脚一点点地往前移，随后，我突然感

觉整个人被抱了起来，然后安全落地……那个时候我感觉这个怀抱好温暖，我放下了了

警惕，选择了完完全全地信任她，大胆地跟着她走。当我们互换角色时，我是抱着一种

“拼了命也要保证她安全走完”的态度完成了这项测试。背景音乐中，我们坐在中间，

看着下面一对对伙伴们的“游戏”，不禁湿了眼眶。是啊，从我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有

完全信任过身边的小伙伴，总觉得他们做得不如自己好。可是，有时候不信任别人，自

己就只能在黑暗中继续迷茫恐惧。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敞开心扉去接纳别

人。 

    另一个游戏名叫“鸟巢”。三个搭档为一组，其中一个人为小鸟，剩下的两个组建

成鸟巢，主持人会不停地变换口令，当口令为“小鸟”时，巢里的鸟儿便要离开原来的

巢，寻找其他巢；口令为“鸟巢”时，原本的巢便要拆分，重新换人；最令人惊心动魄

的便是口令为“狂风暴雨”时，所有的都要调换，原本的小鸟不能再当小鸟，原本的鸟

巢也要重新搭建。可是，往往在这时，主持人会迅速地把口令变成“抓鸟”，不幸落单

的小鸟被抓到后便失去了自由……面对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所有的“小鸟”都乱

作一团。看似极其平常的游戏，却成功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想想我们的爸爸妈妈，他

们每分每秒都在拼命为我们搭建一个温暖安全的“巢”，让我们在孤独无助时，可以体

会到心安。然而他们也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慢慢老去，皱纹渐渐爬满了整个脸颊。家里那

一桌桌好吃的饭菜，一件件漂亮的衣服，一本本印满自己照片的影集……无时无刻不提

醒着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是无私、伟大的。让我们多陪父母聊聊天，为他们干点活

吧……      

活动结束，我们心与心的交汇还在继续。我们要学会感恩、信任彼此、懂得换位

思考，最重要的是要付出实际的行动，把爱传播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那么多人对我们

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