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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A3_E6_95_99_E5_c38_617703.htm 编者按： “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无涯。”教师整天忙于教育教学工作，读书的时

间可谓少之又少。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提高阅读效率

呢？本期我们选登了三位老师的文章，看看他们是如何读书

的，各自有什么好的方法。 无意读书是佳境 潘启雯 读书，最

好是读那些经典的史学之作，那些经历时光流年沉淀下来的

有丰厚历史底蕴的书。这种书，往往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和你

进行一种从灵魂到意识的交流，这样的感觉不是每一个读书

人都会有。经典的好书总是需要你用一种最为纯净的心态来

品读。和这样的好书对话，其实是一种使你更加睿智的过程

。那些文字背后的东西，即使你一辈子没有完全领悟，可是

，沾染了那些经典的一丝灵性也就足够了。 《诗经》、《九

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穿越时光隧道，给了我

们一种仰望人类文明的机会。然而，对于那些名存于当世的

大家作品，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阅读呢？随着电视技术

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的日渐成熟，人们了解世界认知自我的能

力也越来越得以强化。网络文学的功用已经使文学创作变得

更加得心应手，不再清苦和寂寞的文学，使文字的创作者们

找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环境。 所以，读当代的作品

时，你要有一种“无意读书”的精神。它是你珍惜生命尊重

艺术的明智选择。无意读书，其实是用最平和的心态来认真

读书的过程。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你的心中永远不会存在

一种偏袒和成见。无论是言情的琼瑶、三毛、张曼娟，还是



武侠的金庸或是理想主义的张炜或是文化的余秋雨，他们的

作品都值得你读，只是借鉴的成分不同。最好不要抱一种功

利目的去阅读。文学的价值有时候不是一两篇评论所能阐述

得清的。金庸的作品，尽管侠义的成分煽动得人眼热，但是

，对于那种集儒学、佛学、社会道德伦理为一体的“金学思

想”又有多少人在意呢？一种无意的读书，往往总是需要等

待你用一种成长的历程来品尝：无意读书，是一种大智若愚

式的认知积累。它是读书人在书里书外最奢求的财富。 不要

理会那些满纸铜臭和陋俗的文字，不要用一种功利目光来审

视书面的人生。书味的感觉除去散发的书香之外，它的清淡

至少也会让我们过得泰然。 教师读书之我见 李赵云 读书要有

选择，更应讲求方法。如距离我们较远的书，可以采取泛读

的方法，大致浏览即可。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提及的

“不求甚解”就是此种方法。 而有些文章，则需要我们精读

。什么叫精读？就是集中读，认真读，仔细品味。古人云：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认为这个“破”字，可以

理解为认真读，反复读的意思。对需要掌握的要点，细心、

深入地阅读研究，然后融会贯通，形成整体的认识。还可以

进行联想、质疑，写出心得体会。著名语言学家夏尊就提倡

这种读书方法。当然，读书的目的就是从书中悟出更多的思

想真谛，启迪我们的事业和人生。 鲁迅在《读书杂谈》中提

到“专读书也有弊病”。读书时，必须和现实社会联系、与

个人经验衔接，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许多名人都是在这样“

活”读书的过程中，悟出了旁人所不及的独到思想，最终取

得成就。一味地读死书，虽将书中的内容牢牢记在心上，却

不能“活”学“活”用，那样的读书，不读也罢。 当然，由



于个人兴趣、需求、性情、爱好不同，读书方法也会有所不

同。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总结出“一总、二分、三合”

的读书方法；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读书法是“由薄到厚”与

“由厚到薄”⋯⋯作为教师，可以借鉴先进、实用的读书方

法，但贵在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实际，寻求一个最适宜自己、

最有效率的读书方法。 工作十余年来，我一直徜徉于书海中

，吮吸着知识的营养，丰富着自身的内涵，不亦乐乎！我追

求“体验式”的读书方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忘却心

情的浮躁，使自己沉浸于其中，切己体察，虚心涵泳，品味

其中的文字美，艺术美，思想美⋯⋯遇到精辟深刻的教育理

论，内涵丰富的语句，及时摘抄下来，并把自己的所感、所

思付诸教育教学实践。用“体验法”去读书，由读书去体验

，体验中，玩味着读书的乐趣，阅读间，享受着体验的幸福

。我学习着，思考着，成长着，幸福着⋯⋯. 人生有涯，学海

无涯。教师要做“杂家”，在阅读教育教学理论书籍的同时

，还可适当阅读文史类、人物传记类书籍，丰富我们的生活

情趣，提高自身的知识品位，对我们的教学也不无裨益。 （

江苏如皋市九华镇郑甸小学） 我的读书“选择” 刘秀艳 作为

一名教师，除了学习必备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外，应选择一些

关于教育、教学方面的书籍来阅读。从中学习先进的教育理

念、育人之法。阅读时与自身实际相结合，随时记好笔记、

心得，用于教学实践，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甚是受益，所

以每每捧读此类书籍如获至宝，精心品读、思考、反复研究

。 我喜欢文学类的书籍，如《古代文学作品选》、《现代文

学作品选》、《唐诗三百首》等我会细细品读，反复揣摩、

吟诵。《读者》、《特别关注》这些书籍则是我的“休闲食



品”，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上几页，给自己疲惫的身心补充

些“营养”。而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虽然我极渴望彻头彻

尾地精读一番，可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时间有限，我只

能选择看内容简要和一些精选片断。此类书籍可丰富我的情

感世界，提高我的文化底蕴。 报纸是我选择的另一类“书籍

”。它内容丰富、时效性强。包括新闻资讯、广告信息、热

门焦点、文摘等。对于非专业类报纸主要是获取信息，选择

粗读。最近在读《中国教师报》，栏目内容非常适合我们，

每栏每篇必精读，消化多多，受益多多。 此种方法读书，一

段时间下来，可以说是“书盈四壁”。因此获取信息多多、

感想多多。在阅读的同时写出了大量教学案例、随笔、反思

，还有心情日记、散文、诗歌等。读书的渴望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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