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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
书好。”宋人翁森说四时皆宜读书，
而读书皆得其乐，在翁森那里，读书
是其乐无穷的，在教师这里，读书也
应该是必备的品质。诚哉斯言，腹
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教
师坚持阅读，能涵养书卷气质，提升
专业素养，正所谓，欲求教书好，先
做读书人。

“ 学 然 后 知 不 足 ，教 然 后 知
困”。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在教学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困惑，唯有不断读
书充电才能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
记得刚上班时，我自认为上课能完
成所有的教学目标就是一节好课，
可是总觉得学生对我的课缺乏浓厚
的兴趣。一次，一位有经验的老师
听完我的课后语重心长地讲道，语
文教学包罗万象，复杂深奥，上课应
该有优美的语言，丰富的内容，不能
照本宣科，这就需要多读书拓展知
识。这令我豁然开朗，找到了问题
的根源所在。此后，我便养成了每
日读书的习惯，不断丰富自我。尤
其在备课过程中大量查阅相关书
籍，力求让课堂语言更生动，拓展教
学内容。比如，有一次在备《林黛玉
进贾府》这一课时，我读到形容黛玉
眉眼的描写“两弯似蹙非蹙 烟眉，
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不禁心生疑
惑，黛玉刚进贾府，身世悲苦，寄人
篱下，再加上性格多愁善感，喜从何
来？宝黛第一次相见，林妹妹乃内
秀之人，为何多情？于是，我查阅了
大量资料，读了《周汝昌谈红楼梦》，

《蒋勋说红楼梦》等书，发现红学家
周汝昌曾验看过红楼梦的一个古抄
本，“似喜非喜含情目”可能不是曹
雪芹手笔，那个本子是这样描写的“一双似泣非泣含露
目。”究竟哪种描写更好？在上课时我便与同学们就此
展开了讨论，发现大家热情高涨，思维活跃，给出了丰富
多彩的答案，有的同学甚至下课后还意犹未尽，同我借
阅了相关书籍阅读。一些不喜欢读《红楼梦》的同学也
以此为契机开始了阅读，想与我进一步探讨红楼梦。可
见，读书是老师最好的备课，教师多读书才能和学生在
课堂上思想碰撞，才能让学生跟着老师的思维走向更广
阔的舞台。而教师以读书为乐，也会以此影响学生，教
他们从心而读，有悦而读，有获有悟而读。

“读书之妙，全在得法。”语文特级教师李卫东谈及
读书方法曾言“读书要广泛，只要知识面宽了，才能挖
深。”所言如是。一开始，我的阅读只是所谓的职业性阅
读，围绕课本的知识，读一些备课用的书，或者一些畅销
杂志，甚至是网上的碎片化阅读，久而久之，我发现，这
对于我教学和科研方面并没有大的提升。后来我拓宽
了阅读面，从语文课程教学论到教育学、心理学书籍，再
到一些名著作品，极大程度开阔了我的视野，在阅读中
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提升自我。有两本教育理论的书
令我爱不释手，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
议》，和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
蕴》，当你有职业倦怠感的时候，读一读，会窥见教育最
迷人的地方，会发现教育是一门艺术，会让你重新点燃
教学的激情。新课程下语文教学展开了整本书阅读，更
要求教师饱读名著作品，涵养精神气质，让教学闪耀睿
智的光彩，方可在课堂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引经据典，
兴味盎然。惟此，无声润泽学生，悄悄葱茂自己。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读书需笃志虚心，善于
坚持。作为一线教师虽然工作繁忙，但我们要把读书坚
持到底，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打造靓丽的人生底
色。古人云：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读书应成为一种
习惯。我们感慨著名主持人董卿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
仙，殊不知，她每日都坚持半小时阅读。虽然世事浮华，
但我们不难做到于书案、床头放着书，抓紧分秒阅读。
积跬步致千里，定会厚积而薄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
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我们还可以找一些读书的
朋友互相监督，相互鼓励。我们学校在教研时便有读书
分享会，为此，老师们精心挑选书籍，制定阅读计划，分
享、交流中碰撞思维的火花，让阅读饶有趣味，遇见更好
的自己。

古语云：“庸师误子弟，子弟可复胚乎？”不误人子弟
就必须读书，做一名读书型教师。教书的道路很长，必
有一盏叫读书的灯照路，且读且学，养书香正气，做书香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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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尽染英雄县
□ 张振明

红色是我党我国最鲜亮的底色，特别是在当年女英雄刘胡兰血
染的地方，近年来，这种底色显得尤为鲜艳、亮丽。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发生在刘胡兰家乡——山西省文水县
的红色故事。

红色歌曲，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
国的歌曲，它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
它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及革命初心，
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奋发向上
的工作热情。随着党中央发展红色文
化春风的吹拂，文水大地群众民间文艺
活动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文水县老干部艺术协会把唱红歌、
演红歌，当作一项使命和责任，制定了

“以红色的歌曲激励人，以优美的歌声

打动人”的办会宗旨，先后排练出了《幸
福中国一起走》《中国新时代》《歌唱祖
国》《祖国颂》《歌唱英雄刘胡兰》《党啊
亲爱的妈妈》等三十多首大合唱红色歌
曲，在全县进行了多次演出。

2020年以来，他们在张四平老师的
精心辅导下，还排练出了四个声部、难
度较大的大型声乐史诗《长征组歌》，并
请国家原战友文工团的武茂元老师给
会员们做了现场艺术指导，从而提升艺

术水平。在县专场演出后，观众掌声不
断。《长征组歌》的演出，使观众看到了
革命道路的曲折、艰难，加深了对今天
幸福生活的珍惜。

以退休妇女干部为主组织的红歌
会，是一支主题鲜明的团队，她们和群
众民间艺术协会、民乐队、合唱协会一
道，唱红歌、演红歌，先后下农村，入社
区，给群众送去了道道文艺精神大餐。

冉冉升起的红歌旋律、尤如一轮
初升的太阳，给文水大地带来了一种
清 新 、一 种 温 暖 、一 种 奋 发 向 上的感
觉……

文水是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在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文水军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奋战，
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积累了宝
贵的红色资源，为了充分利用红色文化
教育下一代，县关工委专门下设“红色
资源开发利用办公室”，“红色文化宣讲
报告团”，组织了一些热心红色文化公
益事业的老同志、志愿者，形成一支红
色文化资源挖掘、收集、宣传的志愿者
队伍。

为了深度挖掘抢救革命史料，县关
工委主任王忠彦亲自带领志愿者，先后
对县域内具有红色文化历史渊源的刘
胡兰村、康家堡村、西城村、北辛店村贯
家堡村进行了社会调查；拜访了抗战时
期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走访了革命
烈士的后人，以及 20多位抗美援朝烈士
亲属，收集过去的革命战斗故事。

原政法委书记刘五一编写了 25 万
字的《英雄故土》一书，王学礼局长撰写
了 40万字的《孙谦的如影人生》，白尚立
撰写了 15万字的《西城村红色沃土》，志
愿者张小明撰写了 40万字的《文水游击

队》等 史 料 ，供 人 们 了 解 文 水 革 命 历
史。文水籍在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成
学文，历时三年时间收集资料，编写了

《胡兰花：刘胡兰英雄民兵班纪实故事》
一书，共 25 万多字，以纪实文学的体裁
形式，记述了刘胡兰民兵班从 1964年成
立以来，刘胡兰民兵班一系列生动鲜活
的红色故事。这些红色书籍出版发行
后，深受人们的喜爱。

康家堡村是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
马 西 乡 的 一 个 边 远 小 山 村 ， 抗 战 时
期，这里是一条连接延安与太岳的红
色秘密交通线，革命战争年代是文水
县的一个红色根据地，也是文水县委
的驻地。刘少奇曾在村里住过，贺龙
司令员曾在这里指挥过战斗。这里现
存有八路军后方医院、后方织布厂、
八路军粮库、八路军烈士陵园等红色
文化遗址十多处。

文水县委、县政府将康家堡列入了
红色旅游开发项目，相关部门着力推动

鼓劲，修复了文水县委旧居、皮影屋、民
宿窑洞、教育研学会堂等，建起了康家
堡红色展览馆。县关工委将该村定为
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为 32名烈士竖碑
纪念，并设置遗址介绍和保护标牌，开
辟纪念室进行版面宣传。

县关工委与团县委、县妇联等单位
联办，分别在丽彬文化园、西山公园、体
育场、王家堡英雄精神传承研究会等场
所制作竖立了宣传文水 9 位女英烈、20
位著名抗战英烈，11 位解放战争英烈、
12 位抗美援朝英烈、10 位红嫂事迹橱
窗，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爱
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学习基地。

在此同时，在县丽彬文化园特邀红
色文化宣传研究志愿者分别做了“我说
刘胡兰”“文水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史实
介绍”的讲座，使大家对刘胡兰成长的
历史背景，环境熏陶，胡兰精神产生的
时代影响有了新的认识，对文水革命斗
争时期的历史脉络得到系统了解。

校园文化、校园教育，直接关系到
下一代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关系到培养
什么人的问题。

在过去只讲高分数，不讲德育的体
制下，出现了一些高学历却自私自利的
人。面对这个社会问题，曾获得吕梁市
道德模范的众成中学成绛卿校长同其
他校领导一道，首先从抓教师的素质入
手，要求教师要在立德固本上狠下功

夫，挺起“丹心育人”的精神脊梁，做有
情怀的教育工作者和服务者，做学史崇
德、“丹心育人”的模范实践者。

同时，在抓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全
面发展基础上，重点抓德育教育，让雷
锋进校园，进教室。在校园制作了学习
雷锋专栏，讲雷锋故事，制订了《学习规
划》《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众成中学
荣辱观》，并且，张贴在教室、校园版面

上，让孩子们耳闻目睹，内化于心，严以
律己。

校园内还利用广播喇叭表扬好人
好事，传播正能量；还办了校刊小报《众
成之光》，刊载励志名言、名篇，传承红
色基因；利用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引导
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增强全校
师生“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

校园红色教育，潜移默化地改变学
生的思想，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事迹层
出不穷，为全县的中小学教育树立了一
面鲜红的旗帜。

红色文化风行文水，它变为一股春
天的热流，涌向广袤的田野，流入人们
的心田。

县武装部贾锋耀，以雷锋精神为楷
模，见一家起火后，只身冲入火海，一口
气扛出六个发烫的氧气瓶，防止了一场
氧气瓶爆炸引起的更大灾难；他曾勇追
歹徒，为群众夺回了被抢的皮包；他一
个人爬上 30米高的铁架，解救下寻短见
的妇女……

贾锋耀曾因见义勇为，先后 4 次受
伤住院；曾自费掏出 8万余元，资助贫困
学生 126人，帮助群众处理涉法问题 15
次；参与救死扶伤 21 次，参加地方抢险
救灾 21 次；他发起组建了爱心接力团，
扶贫帮困，累计捐资 10 万余元，资助了
贫困户脱贫。

贾锋耀组织的 300多人的学雷锋爱
心接力团成立几年来，自筹资金 20 多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80余人，学习用

品超万件；帮助群众处理涉法问题 30
余起，参与救死扶伤 40 起，救助受伤
群众 68 人，参加地方抢险救灾 27 次，
为近 500多名困难群众捐赠棉衣、棉被
等慰问品等。深入到学校宣传雷锋精
神和胡兰精神 80 余次，直接听众 3 万
余人 （次）。

红色文化志愿者协会是一股具有
活力的新生力量，去年成立后，在会长
张小虎的带领下，会员发展到 190多人，
志愿者扩大到 600 余人，人员遍布到全
县各个乡村。会员们利用他（她）们自
己集资的钱和会费，给困难家庭送去了
粮油等食品。

特别是在抗疫期间，志愿者们奋
勇向前，轮流上阵，冒着夜晚 3 度左右
的寒冷气温，分布在全县胡兰大桥西

口、开栅高速路口、文水与平遥县交接
处三个偏远的检查站口，昼夜值勤，严
防死守，测量行人体温，检查行人行程
……

在当年女英雄刘胡兰等一批革命
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文水县这块土地上，
人们正用红色播撒种子，用红色感受初
心，用红色奉献青春，用红色净化着心
灵……

高唱红歌记初心

挖掘资源不忘本

伸出援手乐助人

红色文化进校园

吕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