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孙建顺，江苏省常州市孟河实验小学副校长，正高级教师，江苏省

特级教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对象，常州市教育领军人才，常州市十佳乡村教师，常州市优秀共

产党员，常州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江苏省第五期、第六期乡村骨干教

师培育站主持人，常州市第三批、第四批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常州市特

级教师支持乡村教师牵手行动导师，常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督导专家；主持省级课题 4项，出版专著 3部，在《上海教育科研》《教学

与管理》《中国学校体育》《体育教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80余篇。

·讲述·

让阅读融入生命
孙建顺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

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朱永新说：

“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诸

如此类强调阅读重要性的名人名言还有很多，

而我也在阅读中实现了专业发展。近年来，我

在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了 180余篇文章，投稿

不可能百发百中，所以被退回的文章自然很

多。那我究竟写了多少篇文章呢？其实，我没

有统计过。但每写一篇论文，我都要阅读许多

相关文献。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

阅读已经融入我的生命，阅读让我赢得很多珍

贵的机会。

一、阅读+育人，让我转型育人方式

19岁的我，中师毕业后进入常州西北边的

一所村小工作，教数学和体育。这所村小只有

7名教师，由于我是“科班出身”，不管遇到什么

事，校长和同事总喜欢找我商量，俨然把我当成

了“专家”。那时的我，坦然享受着这份独宠，继

续着我的阅读生活，但那时的阅读范围局限在

小说、散文等方面，而将教育理论书籍束之高

阁。直到 2004年，学校推荐我申报“常州市教

学能手”，我的阅读方向才有了转变。常州作为

全国新课改的先行区，将新课改相关理论作为

教师晋级理论考试的必考内容。由于缺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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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积淀，突然学习新理念、升级新理论，着

实费时又费脑，因为新的理论体系难以融入原

有的知识体系中。为了应付考试，我不得不冲

了咖啡，将阅读任务单贴在案头醒目处，逼着自

己挑灯夜读各种和新课改相关的书籍，尤其是

朱慕菊主编的《走进新课程》一书。在一遍又一

遍的阅读中，我慢慢地理解新理念，细细地品味

新理论，尝试用新的理论去解决教学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小烦恼”。

一年一度的镇长跑比赛，最让我头疼。为了

激发学生的运动激情，我亲自上阵，陪着学生一

起练习长跑，但最终收效甚微，这让我开始了反

思。村小大课间一直存在“三多三少”现象——

学生人数多而活动空间少，学生等待时间多而

活动时间少，学生需要多而活动器材少。针对

这种现象，我广泛征求意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允许学生不受场地和器材的限制，进行自由

跑步。为了方便管理，我将“运动特长生”安排

在田径场上跑步，每天跑步 5圈，共计 1000米。

其他人看着这些“自由跑步”的同学，眼里充满

了羡慕。但几天后，学生们便觉得乏味，不肯再

跑了。《走进新课程》一书给予我灵感：小学生对

新鲜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长时间的单调刺

激很容易引起生理、心理疲劳。于是，我不断丰

富运动内容，如计时跑（在限定时间内跑完规定

路程，不达标的学生淘汰出局）、跑图形（用标志

物摆出各种图案，学生绕着图形的边沿跑）等，

以激发他们的运动热情。一年一度的冬季运动

会到了，运动场上，愉悦、兴奋、自信等表情写在

每个运动员的脸上。

之后，我撰写成《考核：从困境到动力——

考核方式改革的叙事研究》一文并成功发表，这

是我的处女作。这个故事发生在 10多年前，那

时的课改才刚刚起步，我却拥有新课改的前沿

理念，皆源于我所阅读的《走进新课程》这本书。

长期阅读，让我的育人方式实现了转型——从

只关注知识传授，升级到学科育人。以此为契

机，我把遇到的每一个“困难点”，当成我新的“生

长点”，并将这些想法凝练成文字，然后投稿发

表。这让我在育人领域发出了“独特的声音”。

二、阅读+教学，让我建构课堂范式

很多教师都认为体育课难上，因为体育课

是在全开放的户外进行，学生的基础差异大，动

态生成多，课堂充满着未知与挑战。为了上好

体育课，我既学儿童心理学，又学教材教法，还

精心设计教案与课件，力求运用朴实的教学方

式，打造灵动的教学过程，帮助学生实现身心的

和谐发展。

近年来，我执教了 60余节区级及以上公开

课，曾获常州市评优课一等奖，多次受邀赴上

海、包头、长沙、宁波、西安、青岛等地开展示范

教学活动或专题讲座。课堂教学中，我努力抓

住本真，超越教材、超越预设、超越学生，开放结

构，重视互动，以张扬学生的个性，生成教学的

精彩。江苏省特级教师王渺一这样评价我：“孙

建顺对他的体育课充满了敬畏之情，他把课上

得充满了文化的意味和深度，用无穷的魅力紧

紧吸引着学生不愿意下课。”这几年，让我满意

的，不是获得了很多公开课证书，而是为了执教

这些公开课所拥有的各种磨课经历。因为每磨

一次课，我的教学设计与学情越来越近，教学特

色与我追求的“朴实·灵动·和谐”的教学风格渐

渐接近。

“立足课堂，多维反思”，这是我坚持的磨课

原则。为了执教常州市同课异构活动的《立定

跳远》一课，我一遍又一遍地磨课，形成了课堂

教学各个维度的感悟。上完课，我将教案整理

成论文《妙用彩绳趣学立定跳远》，发表在《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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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上。以这节课为例，我还撰写了《例析学

习目标具体化评价》《例谈器材使用的几个问

题》《体育教学高效讲解六结合案例与分析》等

文章。一位身处农村偏远地区的老师观课后这

样评价：“一直受孙老师的教学风格的熏陶。他

的教学语言自然，师生关系和谐，教学手段新颖

多样，特别是在处理课堂突发事件、利用资源方

面很有教学智慧。”同行的认可，让我多了一份

学习的动力。

不断地阅读与实践，让我的课堂教学也逐

渐提档升级。刚入职时的课堂教学，是 1.0版
本，那时只关注动作教学。后来通过阅读，升级

为 2.0版本，因为我除了关注动作教学，还更多

地研究学情，追求贴近学情的动作教学。现在

又升级为 3.0版本，即“育人+教学”，我试图通

过润心、砺行、创境、启思和导法等教学法，让学

生在体育文化中树立正确目标，在运动项目中

培养坚韧毅力，在归因分析中养成逆境思维，在

方法指导中释放心理压力。目前，我已初步形

成了以“激趣引学、自主探索、合作解难、个性评

价”为基本环节的“自主合作教学范式”，而“朴

实·灵动·和谐”的课堂教学风格也日趋成形。

三、阅读+笔耕，让我形成思维模式

阅读是快速获取间接教育经验的有效途

径。阅读专业期刊，其实质就是与专家和名师

进行间接交流和学习。专家和名师往往站在理

论的前沿，或在较为深刻的实践层面上解读教

育教学问题，通过与专家或名师“对话”，可以激

发我们的写作灵感。阅读其他领域的书籍，可

以开阔我们的眼界，而宽阔的眼界将为灵感的

到来开拓更宽的道路。

只读不思，或者只读不写，都不是完整的阅

读，阅读还需要与反思相结合。这些年来，我坚

持将阅读与研究相结合，将阅读与专题相结合，

将阅读与反思相结合，将阅读与写作相结合，将

阅读与批判相结合。细读了里尔登的《职业生

涯发展与规划》一书，我被规划思想“撞了一下

腰”，一篇题为“成长规划，让教师的专业发展更

给力”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2月的《中国学校体

育》上，继而撰写的《学校体育发展规划难点之

破解》一文又被该杂志录用；研读林乐波的《教

育心理效应解密》一书，我被神奇的心理效应

“洗了一下脑”，据此撰写的《例析心理效应在体

育教研组管理中的运用》和《学生评价中的负效

应与对策》两篇文章都在《中国学校体育》上发

表；品读《中国学校体育》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武

术教学策略的系列文章获得灵感，抓住已刊登

策略，补充自己新的见解，《武术教学基本功激

趣九妙招》一文最终得以发表。

“带着烦恼来阅读”是我阅读时坚持的一项

原则。烦恼源于实践，我喜欢将烦恼转变成课

题，通过阅读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又通过课

题研究来佐证阅读获得的灵感。近年来，我先

后主持 4项省级课题、3项市级课题。其中，省

级课题“基于 SPARK理念改善小学生体育行为

习惯的研究”获得原省教育规划办彭钢主任“选

题新，研究实，成果多”的评价，也在课题评估时

获得稀有的“优秀级”，研究成果获 2020年常州

市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除课题之外，我还出版《科研路上的跋涉

者》《体育游戏的创编与案例》《个性化体育教

学策略》3部专著，参编江苏省教育厅主编的

《江苏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设计与实

施》一书。

早期阅读，我主要是向他人学习，学习先

进的方法，然后运用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中。现

在的阅读，变成检验与挑战。每拿到一本杂

志，我会先看目录，找到感兴趣的文章标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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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正文前，我会进行换位思考：如果我写，我

会怎么写？写哪些内容与策略？思考完毕，我

才打开文章细看，如果发现我的想法比他人文

章更深刻，我就会动笔写下来并投稿。如果发

现人家策略更优，我会将其应用于实践中，用

实践检验与拓展，待发现其中不足之处再进行

思考，形成文章。

近年来，《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共刊登了我

55篇论文，聘任我担任该杂志《教师教研》栏目

的外审专家。这样的经历与需要，倒逼着我学

习更多的参考文献著录方法，也开始接触更多

的概念、术语。就这样，我一边阅读，一边研究，

形成了“问题+阅读+实践+反思”的思维模式，

这让我在学科教研之路上越走越自信。

四、阅读+辐射，让我凝练教育主张

一直以来，我对教研组建设、名师培养、团

队建设等话题关注较多，所以在 2012年常州市

名师工作室换届竞聘时，我撰写了方案，以唯一

一个市级学科带头人的身份，侥幸当选了领衔

人。那时的我，举步维艰——一位年轻的学科

带头人，竟然要带领 10位青年教师走向专业发

展，真的没有底气。好在我们选择了阅读这一

正确的途径，变着法儿开展各类阅读，如“阅

读+分享”“阅读+沙龙”“阅读+辩论”“阅读+报
告”“阅读+反思”“阅读+写作”“阅读+修改”“阅

读+研究”等。我们一起读文学名著，读教育专

著，读教育期刊，谈笑教海，激扬文字。

在我领衔常州市体育名师工作室的三年

里，10位成员共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 90多篇，

所有成员“五级梯队”专业称号提升一级，张小

瑜、范德举、何宇亮、徐涛、张崴等 5位教师获全

国教师基本功或评优课一等奖，工作室中期评

估获市级优秀级，终期评估获得良好级，工作室

研究成果《个性化体育教学策略》获得市级优秀

成果奖。在常州市第六届特级教师后备人才推

评活动中，工作室成员李源、蒋小春喜获提名。

在担任江苏省第五期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主持

人期间，我主持省级课题 2项，站内学员共发表

论文 49篇，吕娟、范奕婷两位教师的论文在省

培育站优秀论文评选中均获一等奖。同时，由

我领衔的常州市新北区优秀教师培育室也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80%的成员专业称号有了

提升，我也因此被新北区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

培育室先进领衔人”。除此之外，我还努力发挥

专业示范与辐射作用，开展“常州市特级教师支

持乡村教师牵手行动”，连续 4年都获市级优秀

奖。现在，我又担任江苏省第六期乡村骨干教

师培育站主持人，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广泛、深度阅读后，我不断凝练思想，形

成了“童心育体”的教育主张。所谓“童心育

体”，就是体育教师应该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

点与规律，既要教给他们体育健康基础知识和

基本身体运动技术，发展他们的技能与体能，也

要站在学科育人的高度，培养他们良好的体育

道德与体育品格，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教

学思想。其中，儿童立场是基础，身体练习是载

体，学科育人是目标。

这些年来，我的岗位经常调整，职务也不断

变化，但变的是岗位，变的是职务，不变的是基

于问题的探索方式，不变的还有对阅读的敬畏

与感恩。所有的荣誉与感悟，都是阅读给予我

的馈赠。

李希贵说：“我真正的学习生活是从读书开

始的，我真正的教育人生也是从读书开始的。”

生命因读书而充实，人生因读书而精彩。一路

走来，阅读让我收获了思想，收获了自信，收获

了精彩，也收获了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会

激励着我继续阅读，修炼自己，走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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