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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青海的语文教育
王　宁

商务印书馆顾总从出版社“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说明了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出版这套书的立场和心意。我是这套书

的作者之一，也想说一说为什么参加这个行动。

这些年，青海的生态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除了很多仁人志士和

科学家的努力之外，地气北转，老天爷也给了一点面子。为了发展旅

游业，交通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多民族的存在，青海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全国备受关注。报刊和网络上，青海的信息一次又一次地出

现亮点。青海大美而稍富。虽然这些不一定都是为教育所做的，但对

教育的发展总是一种条件的改善。都说教育应当优先发展，那不过是

一种观念，实际上，教育是最难单独发展的一种事业，它要依靠的其

他东西太多了。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院出的这套给西部使用的教材，我是中途

介入的。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刺激了我。今年年初，全国高中语文骨

干教师国家培训在网上举行，我要来学员名单，看到有青海州县的极

少数高中老师，我的青海师大老学生微信群里也出现不少推荐介绍这

些老师的短信。我上完课后，和他们在网上聊天。从教材教法、课文

作文、评价和高考，到家事和琐事……到了最后，老师们特别是女老

师大多是这几句话：“谁会关注我们？”“有问题找谁去问？”“忙得

啥也顾不上，没有时间去问。”我忽然意识到，在青海，教育有自己

的特点，甚至和西北其他地区也是不一样的。青海处于西部高原的尽

端，全省实际所辖的面积是1047749.2539 平方千米，但地表表面积仅

有 729119.65 平方千米，五分之四以上的地区是山区，平均海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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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8.40 米。即使西宁，海拔都达到 2300 米，地势高、气压低，与黄

河中游平原地区比，缺氧24%。除多山外，峡谷、盆地遍布，湖泊众

多，青海的普通高中 101 所，分布在 72.3 万平方公里上，非农业区更

是少而又少。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学校分散，有些学校又不在公路、

铁路沿线，老师们聚合起来相当困难。很多教学问题、学生的生活和

成长问题，常常要由老师自作主张来解决。我深深地感到，西部的教

育需要关注，特别是西部的教育者需要关注。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下找

了董晓萍老师，把自己的一本书加了进去。

开始时我没有参与这项工作，是因为心里知道，像青海师范大学

这样的西部师范院校，缺的不是教材。当教材也可以作为高校个人和

单位评估的成果，以及全国大规模教材评奖活动实施以后，教材特别

是基础课的教材，编写的量其实不小，找一本适合人文学科的专业教

材并不困难。何况，我脱离西部教学几十年，真正写一部教材，也未

必适用。但我没有想到单独为西部教学编一套教材的另一方面的意义，

那就是，这是一种关注，一种精神的支援。

青海教育的发展要靠扎根在这里的老师，那些年富力强的老师和

那些把一生都奉献给青海教育的老师，还有像史培军校长那样在这里

一扎多少年担任实职的领导。更要靠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当成使命的

自治区领导。而我们，说是支教，确是使不上力气的。我们所能做的

不过是对青海教育者的关注。写一本教材，对青海老师们的关注的作

用，应当大于教材的实用作用吧！

今年的高考结束不久，我借工作的关系去查了青海全省的语文平

均分数和排名情况，老师们应当也是知道的。明年高考还要有些变动，

而语文的占比会更大，语文教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想到半世纪以前

我们在青海师院教书的时候，中文系还是全校最大的、最受关注的一

个系，而现在的中文系，只是人文学院下面的一个并不突出的小系。

同行老师们将要为之付出的辛苦，是更加令人关注的。

北京师范大学今年也开展了“启航计划”，一批毕业生选择到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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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郊区去教书，其中也有个别到青海的老师。我在送别他们的培训会

上说：“留在教育岗位上几十年，我对教育有一种理解：教育实际上是

使弱势群体能够变强的唯一渠道。一个国家总是会有一些弱势群体，

看起来他们很不起眼，论起发展他们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可是国家

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国家。一个国家一旦有了困难甚至灾难，其实他

们每一个人都在顶着。一个国家的发达，就要看它的弱势群体能不能

够更好地自强，而且真正的变强，这是教育赋予我们的一个历史使命。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他们身上，下去以后，你的感觉会不同。当你碰

到了困难，你不会很懊丧，你会想办法去克服。当你有了荣誉有了利

益，更上了一层楼，不会产生私欲，你不会从此就不择手段使劲地往

上爬。你不会这么做，因为你的工作本身带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利他的

使命，去帮助别人变强，特别是帮助我们国家的大众，帮助大家能够

在有知识有学历的基础上，去建设自己未来的生活。”我说这段话时想

到的，更多是扎根青海的同行老师们。这本教材不过是我能够尽到的

一点心意。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心意就好，真正工作的时候是否能够选

用这本书，在我的心里，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