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抱团读书”
消除“阅读惰性”

继西工、涧西、瀍河、老城等
区城市书房先后开放，洛龙区今
年也要建 5 座城市书房，城市书
房增多，为市民提供更多“抱团读
书”的机会。

读书是私事，也是“公事”。
一个人静静地用心读书，随时、随
意、随性，可通过感悟、思索独享
阅读的乐趣，一群人聚集起来读
书，通过情感交流、切磋学问，收
获的不只是阅读，还有远超阅读
本身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提振。

“抱团读书”自古有之，除了
书院，“文人雅集”“文人诗会”长
兴不衰，上至皇帝下到普通读书
人都是它们的拥趸。《学记》中说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文
友间携手共进的读书称得上人生
快意时光。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的
好处人人皆知，但读书也苦，青灯
孤影，枯燥、寂寞，既没有喝酒聊
天刺激，也没有看电视、听音乐、
刷手机轻松惬意，城市书房的出
现，有望让社会阅读消除人们的

“阅读惰性”，养成坚持阅读的好
习惯。

首先，城市书房赏心悦目的
阅读环境、专业配套的阅读设

施，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
就像看电影，一个人在家也可
以看，为什么要到电影院看？
除了新片先睹为快，也是为享
受专业的观影效果。读书也如
此，优美的读书环境能让人“读
好书、好读书”，这是用环境吸
引人读书。

其次，城市书房让人更心无
旁骛地读书。来城市书房的目的
是读书，看到大家都在读书，你总
不好意思聊天、打牌、下棋吧？这
是用环境“逼”人读书。

最后，“抱团读书”能消除人
的寂寞。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
读书，更容易成为朋友。书写时
代，我们有“笔友”，一个“笔友”就
是一个挚友，手机时代，无论线上

“读书群”还是线下“读书会”、城
市书房等，都让人倍感集体读书
的快乐，这是用人情互动消除寂
寞，鼓励人读书。

让“阅读惰性”成为“阅读惯
性”,实现“全民阅读”，需要城市
书房等更多公益读书机构、场所
发挥更大作用，多举办文化名人
讲座、学术研讨活动，让更多高层
次文化交流吸引大众阅读、提升
大众文化素养。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城市书房的出现，有望让社会阅读消除人们
的“阅读惰性”，养成坚持阅读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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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近日，上海一中学女教师缪某在高级教师资格评审公示期间，
网民对其师德质疑：她曾于2015年在医院与医生发生肢体冲突，将医生打至骨
折尿失禁，成为有名的“医闹”；2016年10月，她想申报落户，却遭网友举报，最
终“因个人原因，自愿撤销”落户申请。面对质疑，闵行区教育局12日作出回
应，认为该教师不存在师德问题。（1月14日《北京青年报》）

有人认为，这名女教师师德有问题，不能评高级职称；有人认为，她可以评高
级职称，毕竟两年前的事了，给她一个机会。孰是孰非？且看今天的《观点交锋》。

□孙嘉诚

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高级职称需
要全方面考查、全领域评价、全过程测评，
通过一系列的考核，教师才能获得这一
殊荣。要想成为一名高级教师，不仅需
要出色的工作业绩，更需要良好的师德。

老师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有着崇
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一直是古人祭
拜的对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师德本就
高于普通道德，教育部门规范了校园内
的师德，而校园外的师德就需要老师本
人加强自我修养。因为即便走出校门，
老师依然拥有令人尊敬的职业身份。

高级教师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

一种责任。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应有强
烈的慎独意识，尤其是高级教师。阻碍
高铁女教师之所以被停职，长江学者陈
小武之所以被撤销教师资格等，都是因
为他们做了不符合教师基本行为规范
的事情，踩到了师德红线。公众对这些
为人师者的批评就可想而知了。

去年，笔者在参加教师招聘考试
时发现，考试内容相比往年增加了对
师德师风的考查内容，可见师德建设
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素质教
育，其实素质教育的对象不只是学生，
更是老师，培养更多道德素养好、业务
能力强的老师，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

□白杨

批评，是为了纠错，纠错的目的是“治
病”：发现问题，改正问题，避免再犯，这才
是批评应该具备的态度，而非贴标签。因
有“医闹前科”，上海女教师在高级教师资
格评审公示中受到质疑，并无道理。

“医闹”事件发生在两年前，并且发
生后此女已经受到相应惩罚。高级教师
资格评审与此事是相对独立的两件事，
理应分开来对待。两年前的“昨天”，不
该完全复制到今天。我更愿意相信，通

过两年前的那件事，缪某已经充分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从此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品德修养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果因为两年前的一件事，人们就给她
贴上“失德”的标签，从此戴有色眼镜看她，这
样固然能时刻警示当事人，但纠错太过，就有
可能会引起当事人逆反心理或者破罐子破摔
的消极思想，这都违背了纠错的初衷。

每个人都可能犯错，对待犯错的
人，咱别急着贴标签，而是理性客观对
待，给其改正的机会。只要能够改正错
误，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为人师者，以德为先

可以批评，别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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