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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是班主任工作的常态，

瞎忙是班主任的悲哀。之所以

瞎忙，是因为没做正确的事，没

正确地做事。

“正确的事”是什么？如何

正确地做事？如何才能让班主

任工作“效能最大化”？在《做

一个不再瞎忙的班主任》中，作

者梅洪建都作出了明确回答。

本书为班主任工作提供了系统

的理念与实践策略，努力帮班主

任找到一条轻松、高效的带班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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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芳

费曼是享誉全球的物理

学家，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他不仅在物理学方面学

识渊博，而且还精通几门外

语，在音乐上亦造诣颇深。之

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

了拥有一定的天赋之外，还离

不开他高效的学习法。

所谓费曼学习法，就是求

知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站

在传授者的角度，务必用最清

晰、最简洁和易于让人理解的

词汇，复述出所学的内容。如

果不能理解其涵义，那就要针

对疑难环节查漏补缺，直到学

通弄懂为止。它的精髓是把

复杂的知识尽可能简单化。

这种思维的跃升，能变被动为

主动，从而让人们的学习活动

变得更积极有效。

该书的作者尹红心、李

伟，系高校教师。在长期的教

学实践中，他们发现，一些学

生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学

东西，但却苦于都记不住，更

不会学以致用。两人因此觉

得，很有必要向学生诠释一些

好的学习方法。而大量的实

践证明，费曼学习法对广大学

生而言，不仅有效，而且还很

实用。

全书共二十四章，从“学

习的本质”“确立一个学习对

象”“理解我们要学习的知

识”“输出是最强大的学习

力”“回顾与反思”“简化与吸

收”六个维度，逐一剖析费曼

学习法的精神内核。通过阅

读可知，费曼学习法的基本

原则是：首先，明确学习的范

畴，确立每一步实施的目标；

其次，深入领会所学知识内

容，并系统总结出其中的要

点；再次，转换视角，以教代

学，力求用问题意识引导学

习步步深入。推进中，若无

法完整表述出所学内容，就

要反过头来，有针对性地重

点攻关；最后，也是最为重要

的一步，就是要学会把书由

“厚”读“薄”，让知识变成一

种能力，并用之于实践。

在讲解中，作者传递出这

样的旨义——学习和应用是

互为一体的，无法对外输出的

“学习”就不能被称为学习。

而掌握了费曼学习法，就能有

效避免这种仅停留在纸面上

的空头学习，让我们的求知活

动更具现实意义。

作者在讲授费曼学习法

的同时，还从生理学的角度分

析了大脑的特性：一是喜欢熟

悉的概念；二是善于在不同概

念间强行建立起联系。作者

因此启发我们，要善于利用大

脑这一特性，以“输出”倒逼

“输入”，把我们所学的知识，

有逻辑有结构地传达出来，

“知识输出得越多，我们对于

陌生事物的联想就越丰富，学

习的创新性就越强，越是能突

破旧知识的框架，得出有价值

的新知识。”可以说，这是费曼

学习法最令人推崇的一面。

总之，全书以创新为导引，不

但向我们阐述了该学习法的

核心要素、思维模式和实施步

骤，还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

介绍了一系列费曼学习法的

技巧和技能，从而使这种创意

学习法能被更多人理解和接

受。

通过深入浅出的解析，作

者认为，通过运用费曼学习

法，能帮助我们提高三种能

力：一是在接收和研判大量信

息的过程中，可以拓宽视野，

培养我们的远见能力；二是在

处理碎片化知识的过程中，能

逐渐提高我们洞悉事物的能

力；三是借助输出知识，可以

调整思维模式，让人学会从多

重视角看待问题，进而增进我

们的创新能力。

费曼学习法就像是一把

思维的利器，在学习与求知之

间，在求知与创新之间，搭起

了一座便捷的“桥梁”，使人们

逐渐告别传统的学习方法，进

而迈向高质量的学习之路。

《做一个不再瞎忙的班主任》（2022版）
作者：梅洪建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林颐

生活在城市、城镇里的

人，住在各种各样的小区里。

小区是我们最切近、最基层的

行政区域。徐前进选取的书

写主体是自己所居住的一个

小区。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

小区有些年头了，早期的居民

里有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批

名人，多在大学任教。到了现

在，小区的居民已经变得复杂

了，在这里短期或长期居住的

有个体户、公务员、私企员工、

国企人员、教师、网络从业者，

以及离别家乡、跟随儿女、说

着方言、照看小孩或安度晚年

的老人，等等。

这个被作者作为样本的

小区，与我们身处的小区区别

不大。该书讲述的、呈现的现

象与事实，也都是一些司空见

惯、重复性极高的场景。比

如，居民争吵，公用绿地被个

人占用，随处张贴的小广告，

垃圾处理，养狗与遛狗，广场

舞现象……比起现象描述，我

更感兴趣的是，作为居民和学

者，徐前进所感受、所思考的

结果，以及日常景观叙事进入

研究领域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项实践写作。徐

前进说，当下的日常生活的

丰富性让他着迷。“当下”一

般很难归入历史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日常生活的现在

时状态被部分地或完全地排

斥在宏观历史逻辑之外，后

一个时代的人只能以间接的

角度想象前一个时代的日常

生活，并据此构建一种缺少

日常生活基础的历史叙事。

徐前进的实践写作的目的，

就是弥补这种空缺。

所以，徐前进的观察与分

析具有即时性，我认为，一个

点一个点的即时性，在时间的

推移中，会逐渐形成为一条连

贯的线，逐渐构建成为通常认

为的“过去的历史”。

徐前进在书中强调了小

区频繁的流动性背后，以匿

名和失序为特征的现代陌生

人社会带来的无根感。无限

度流动性的一个后果是关联

性的断裂，小区带给我们的

家园之感并不强烈，很难产

生落叶归根的感觉。

在现代都市文明里，“流

动的丰盈”或许也意味着“流

动的匮乏”，而我们都在努力

学习接纳与被接纳。这部作

品促使我们对此进行反思。

Reading Notes 读书札记

用日常叙事构建当下生活史
—— 读徐前进《流动的丰盈》有感

在求知与创新间
搭起“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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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学习法：用输出倒逼输入》

作者：尹红心 李伟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黄油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

是咸的，就像人生，交杂着各种

复杂而美好的味道。

——汪曾祺

《食事》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在书

店里，沿着墙壁排列的并不是书

本，而是一个个人，他们都是书

本的读者，而书本呢，则在书店

里走来走去，找寻读者。它们到

处走，听听这个人的呼吸，看看

那个人的眼睛鼻子，打量一下这

个人的高矮肥瘦，敲敲这个人的

脑袋。书本会怎样选择它的读

者呢？我会是书本选择的读者

吗？

——西西

《胡子有脸》

真是怪事，认为美就是善，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一个

漂亮的女人说了一句蠢话，你听

了不觉得蠢，反而觉得很聪明。

她出言粗俗，你却觉得颇为可

爱。而当她既不说蠢话，出言也

不粗俗，只是显得很漂亮的时

候，你又会立刻相信，她是惊人

的聪明和贤淑。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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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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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学
习时都曾有过因
为遇到一点瓶颈
而耽搁了整个进
程的情况。想要
冲破瓶颈期，不仅
要改进学习方法，
还要改变思维方
式。《费曼学习法：
用 输 出 倒 逼 输
入》，在学用相长
中，引入著名的费
曼学习法，力求以
全新的方法和手
段提升学习功效。

日常历史学
已经成为显学，大
多以地方或区域
为书写主体。但
是浓缩到“一个小
区的日常景观”
的，我之前尚未读
到过。历史学家
徐前进所著的这
本《流动的丰盈》，
是极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