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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梁

近年来，全民阅读的氛围

逐渐形成，特别是在中小学校，

阅读的重要性和推广得到更高

程度的显现，广大师生都在阅

读中汲取了专业发展或心智成

长的营养，热爱阅读蔚然成风。

读书自然需要专注、勤奋，

耗时耗力，方能有所收获。但

这里面也必定有个方法、效率

及效益的问题，一味“见书就

读”，认定“开卷有益”，也很容

易步入“低水平勤奋”的陷阱。

笔者认为师生读书要重视解决

好两个关键点。

首先要做到知行合一。要

使得读书能真正提升阅读者的

行为、修养、气质、德行、境界，

阅读者才能与书融为一体，正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很多

观众对《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冠军、上海复旦附中学生武亦

姝的评价是“满足了自己对古

代才女的所有想象”，而同为诗

词达人的另一位女性选手却因

为咄咄逼人、恃才傲物等言行

举止而被网友诟病吐槽，她们

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就是书籍与

个人心性的融合问题。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些人尽

管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满嘴仁

义道德，却性情乖张、内心阴暗。因此，要知

行合一，用书中蕴含的做人道理武装自己。

其次要学以致用。读书除了修身养性之

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师生提高综合素

质，有效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曾听一大学同

学说起他现在所在高校学院招聘心理咨询治

疗师，录用了一名海归硕士，这年轻人经过系

统的高等教育培养，还接受过不少于十项各

种理论取向的专业培训，就知识储备而言，学

院里无人可与其相比，但令人可笑可叹的是，

面对求助者，这名海归硕士束手无策，磕磕绊

绊。倒是我大学同学这些年逐渐成长为首席

咨询师，他的强项在于能活学活用，迅速建立

起自己的知识网络和能力体系，直切问题。

这样一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读书如果

不能实现转化，不能解决问题，某种意义上就

是死读书、读死书，至多成为知识的故纸堆、

思想的跑马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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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视点第

本报讯（通讯员 王林慧）“童

年忆，最忆是天长，孝女路上书生

朗，天鹅园里长翅膀……”5 月 21

日，周日的早晨，本应安静的杭州

市天长小学东坡校区校园里却传

来了琅琅书声。令人称奇的是，端

坐在座位上，跟着省特级教师杨明

明一起大声朗读的“学生”，大多

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有一些中年

人。他们都是杨老师当年在天长

小学任教时的学生。

杨明明是从天长小学走出来

的省语文特级教师。今年，天长小

学迎来了90年办学生涯的历史时

刻，和杨明明一样，这所90岁的小

学至今已经走出了16位各学科省

级特级教师。当天，就有罗云仙、

张化万、杨薇华、杜小芳、孙迪如、

王莺、曹晓红、施民贵等老一辈天

长人、特级教师重回当年的校园，

为重返母校的校友和孩子们上起

了课，还有一些特级教师则做起了

现场公益教育咨询。

闻讯赶来的家长围绕在不同

的咨询点前，就孩子的教育问题与

特级教师开展了互动。各科特级

教师不顾天热，耐心倾听家长们的

困惑，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教育

经验给出了见解与建议。张化万

针对学生阅读的听和看权衡比重

的问题，强调了看的重要性，提出

了保证每天20分钟阅读时间的建

议；曹晓红劝导焦虑的家长要尊重

小朋友的个性，实施差异化教育，

让孩子玩出花样、玩出能力；施民

贵邀请家长朋友们加入作文好好

玩微信群，希望带领迷茫的家长学

会引导孩子阅读与写作，让童话体

作文成为孩子的兴趣。

□本报记者 叶青云

近期，网上一组“最牛课间操”视

频火了，又是瑜伽又是街舞的，形式

丰富多样，学生乐在其中。自从教育

部明确指出要全面实行阳光体育大

课间制度以来，各地学校纷纷在课间

操上做起了文章。那么，课间操究竟

可以怎么玩？孩子们在锻炼身体的

同时，又能学到些什么呢？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我省的各中小学对于课间

操的设计，创意也是层出不穷。

一项运动带动多项运动
算起来，课间操的存在已经有近

百年的历史。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它

和全国性的广播体操是同义词，但是

几届学生同做一套操，每天重复“闭

着眼睛都能完成”的动作，显然已满

足不了活泼好动的孩子。于是，学校

教师们开始尝试着把课间操变得不

那么单调，尽可能地融入一些新的运

动元素。

Fitnow是当下比较热门的健身

运动，宁海县胡陈中学的新型课间操

就来源于此。体育教师陈雅轩是设

计者。她说，Fitnow作为科学严谨

的健身运动，不仅能够强健学生体

魄，让学生通过体育实践体验成功感

和收益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和保

健素养，还可以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

意志品质。

诸暨市新世纪小学一直将篮球

文化作为学校的办学亮点和教学特

色，因此课间操也顺理成章地被设计

成“动感篮球操”。“初学篮球的小学

生由于身体弱小、力量单薄，对高大

的篮架和宽阔的场地不适应，所以体

育教研组就想办法在篮球运球、接

球、传球等基本技能中加入轻快奔放

的舞蹈，再配上动感的音乐，将篮球

动作技能汇编成一套韵律操来激发

学生对篮球的兴趣。”校长金国永说。

“课间操时间是孩子们的hap-

py hour，所以，课间操的设计理念一

定是欢快和谐与特色健身相结合

的。”安吉县晓墅小学校长董希军的

观点说出了广大中小学校课间操设

计者的共同想法。该校的课间操是

足球操，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手

上动作，主要练习伸展身体、活动胯

部和腰部；第二部分为足部动作，由

三个基本动作（踩球、绕球、运球）组

成，目的是训练基本功。“我们本着

‘快乐足球、师生共享、全面参与’的

宗旨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从而

达到快乐健身的和谐理念！”

目前，有不少学校会在课间操中

巧妙地加入足球、篮球、健美操、花样

跳绳、花式跑步等元素，以期学生在

做一项运动的同时，也能掌握和复习

其他运动的基础动作，激发他们对多

类体育项目的兴趣和求知热情。

一种文化承载多种文化
“我太喜欢这套戏曲操了，不但

可以锻炼身体，还让我了解了戏曲的

招式，我想把这套戏曲操教给爸爸妈

妈，这样我们全家就可以一起锻炼身

体，一起学习戏曲了。”浦江县实验小学

302班学生王藤雄兴奋地说。“你看，这

是腕花小云手，这是单拉山膀……”王

藤雄和他的小伙伴们把每一招、每一

式都做得有板有眼。这套戏曲操将

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和现代流行乐融

合得恰到好处，不仅孩子们学起来觉

得很有意思，连教师们也都饶有兴趣

地跟着一块儿学。校长徐双莲说，戏

曲融入课间操后，让师生们感受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和博大精深，增

强了他们的自豪感和对国家、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为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宣

传和推动的作用。

浦江县实验小学的戏曲操“唱念

做打健康中国”是沿用了央视戏曲频

道推出的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而更

多的学校选择自己创作相应的特色

课间操，来传播不同的文化理念。

“相信自己，这土地永远属于你，

无论你到哪里，目光都会牵挂你……”

每天早操时间，这首成龙演唱的《相信

自己》都会回荡在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的操场上，数千名学子在激昂的旋律

下认真地做着手语操。“近年来，我校

致力于构建激励型校园文化，力图通

过多种途径激发学生的自信心，从而

增强学生学习的内驱力。而途径之

一，就是改变传统的课间操为激励学

生的手语操。”校长陈仕恩介绍，自

2013年秋季开始，该校就对课间操进

行了改革。由学校的专职舞蹈教师王

飘萍指导学生跳自编的手语操。

安吉县良朋小学武术操选取岳

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编排而成，并将

学校校训“责任为本，求知为真，拼搏

为行”与之结合。学生在锻炼身体的

同时诵读十二字校训，潜移默化中熏

陶学生的责任意识和爱国情怀。校长

叶远长表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重在

学生主体意识的养成，“‘精忠报国’

这一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故事

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符合本

校德育课程‘榜样教育’理念；而武术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由这两

者结合而成的武术操，一招一式都充

满阳光，尽显刚毅，有助于学生养成

果断、勇敢的品质”。

磐安县实验小学则有一套独特

的文明礼仪操，以该校师生自己编写

的《好习惯 益终身：一日常规口袋

书》三字歌为内容，加上原创的背景

音乐和动作编排而成，涵盖进校礼

仪、升旗礼仪、学习礼仪、课间游戏规

范、劳动礼仪、就寝礼仪等多方面。

说到编制该套操的初衷，校长陈日伟

坦言：“小学阶段作为行为规范的养

成阶段，对一个人的终身发展起着奠

基作用。而我们的小学教育，应该在

孩子心中播下文明礼仪的种子，和之

以礼，悦之以仪，我们的礼仪之邦才

能永固。”

□本报通讯员 邵佩玲

一米八几的大高个，金华一中国

际部中美班高三学生倪嘉诚，人称时

尚“奶茶小哥”。这几天，他正在自己

刚开张的“文喜TEA”奶茶店里，忙碌

地招呼客人，小小吧台前挤满了前来

尝鲜的顾客。

今年 3月底，倪嘉诚已被美国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录取，而 9月才能

入学。热爱创业的他，就想着利用这

半年时间销售奶茶，也为今后的创业

积累经验。倪嘉诚大学申请的专业是

社会学，未来研究生还想继续就读商

科专业。“美国大学注重学生的实践能

力。”半年多的假期，不正是磨炼自己

的好时机吗？倪嘉诚决定开奶茶店。

很多人对奶茶有误解，觉得就是

奶粉兑开水，非奶又非茶不健康。倪

嘉诚说，他想做的就是改变大家对奶

茶的看法，奶茶可以用茶叶直接煮，用

鲜奶打出来的奶盖，其实是很健康的

东西。

现在奶茶店比比皆是，要在饱和

的市场分一杯羹不容易。最快捷的方

法就是加盟已有的品牌，不过倪嘉诚

觉得，直接加盟，什么都是人家帮你安

排好，失去了锻炼的意义。创业就是

从无到有做成一件事，在过程中吸取

成功经验，还是自己开店最理想，这

不，店还没开，他已想好了名字“文

喜”，有些文雅又有些小清新，正好迎

合了时下年轻人的口味。

奶茶店有70多平方米，里面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机器，加茶、放糖、打杯……

店员操作的每个步骤，客人都可以看得

一清二楚。这些都是倪嘉诚有意为之

的。“开放式的操作台，专人专职，流水

线加工，就是想让客人看了放心。”

在倪嘉诚看来，要在奶茶界立足

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他苦

苦寻觅奶茶配方，把最多的心思花在

了奶茶的研发之上。为寻找一款合适

的茶叶，他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茶叶市

场，最后从台湾买回了一款高山茶。

“高山茶口感清爽，和奶搭配起来，好

喝不腻。”接下来，便是反复实验，不同

的奶兑不同的茶，组合成不同的产品，

研发了15款自己的特色茶。“试了很

久，对比过别家店的产品，也在小范围

征求过意见，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大家

都比较认可，心里一下踏实了。”没想

到，店里两款果味奶茶，很受年轻人的

喜欢，成了网红产品。

与此同时，招募员工、培训也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些都是倪嘉诚自

己负责。对社会经验不足的高三学生

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以前觉

得做生意不难，有钱、有人、有地方就

可以了。”倪嘉诚发现，真的去做了，才

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做管理，真的

要全盘考虑，还要把各种可能想到前

面。”倪嘉诚说，创业过程很艰辛，扛下

来就是收获。

因为创业，他对未来的学习更充

满了期待：“有了实践经验和现实中遇

到的困境，接下来专业知识的学习会

更有体会并活学活用。”

本报讯（通讯员 薛丛川
邬雪琴）“小潘，你的心律已经超

标，请先在旁边观战3分钟。”从

本月开始，在宁波鄞州区江东中

心小学，学生开始佩戴运动手环

上体育课。以往该校体育教师

只能通过学生的出汗情况、脸色

判定运动量，现在他们可以通过

运动手环判断了。

“运动手环可以实时采集心

率、身体质量指数（BMI）、肺活

量等数据。一旦学生心率数值

出现大幅波动，强度超出自己身

体水平时，后台就会发出预警，

教师可以及时应对，避免学生发

生运动损伤，保护他们的安全。”

体育教师贾思磊说。

运动手环还能精准测出

体育课每个环节的教学强度、

密度，验证教师教学安排是否

合理。体育教师通过数据分

析作出及时调整，对教学帮助

很大。

“虽然小米手环、苹果手表

等穿戴设备已经越来越普及，但

是在体育教学中还鲜有涉及。”

该校校长胡震珍说，“我们希望

借助智慧教学手段，帮助教师的

教学从以往主观、经验判断走向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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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竹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嵊州市剡
山小学竹编工艺传承班已开设了两年。学校不仅开
发了校本教材《剡编竹艺》，还聘请了当地民间老艺
人为学生授课。图为近日，学生在竹编工艺课堂上
编织的情景。 （本报通讯员 黄泽明 摄）

为特殊学生就业
提供更多可能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昊斐 毛淑珍）5月21日是

第27个全国助残日，衢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第16届学

生艺能周也拉开了帷幕。

“我们的孩子虽然身体残缺，但其实他们只是缺

一个机会而已。”该校职教处副主任郑水珍说，为了

让这些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学校不仅为他们举办

艺能周，展示学生的各种特长和技能，还在2014年

创建了“圆梦”校外培训创业基地，并在校内成立各

种职业社团。

目前，学校有汽车美容、西点烘焙、皮饰制作等9

个社团，同时与校外的企业合作，为学生将来就业提

供更多可能性。不仅如此，一些过去的毕业生因为

种种原因事业受挫，也会选择回母校“回炉”后再就

业。该校毕业生钱峰，2013年从浙江特殊教育职业

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的一家玻雕厂工作，后因

玻雕厂经营不善，辞职回到衢州寻求母校的帮助，衢

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为他联系了车行。学校与

车行协商建立了实习点，汽车美容社团的学生们每

周都会来这里学习，他也成了学弟学妹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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