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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和军（楼主）
学校为了完成每年上级

下达的订阅任务，都会为每

个班级订阅一定数量的报

刊，有的学生不一定爱看，很

多班级干脆不去领取。这些

报刊积累到一定数量，就统

一当废品卖了。请问大家是

怎样利用这些报刊的呢？

有一段时间，我会把班

级里订阅的报纸里的科技新

闻或与科学有关的内容剪下

来，每节科学课利用课前5分

钟时间设置一个专栏《新闻

中的科学知识》加以讲述，效

果不错。

杨铁金
留出读报时间，开展读

报知识竞赛等活动。

吴笔建
班级订阅报刊，意义大

吗？这会不会是资源的一种

浪费呢？现在学校图书馆、

云图书馆也罕有学生光顾

了。如果真要阅读，也可以

以班级为单位直接到图书馆

借阅，放置于班级图书柜。

一统江湖
要读书的人千方百计，

不读的人视书如垃圾。

绍兴董海
学生并不喜欢这些报刊，喜欢的是随

同杂志一起赠送的玩具，报刊对学生没有

多大用处。

yanwang_yw
最好是能杜绝强制摊派订阅，摊派本

身是反教育的。语文教师负担太重，向学

生推荐的报刊很少有学生订。

龙泉大喇叭
教师教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报刊

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素养，

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等，都是非常好

的。按道理，能够进教室的报刊是经过

审核了的，对学生是大大有益的。学生

不读报刊，说明他们的教师不能影响学

生的阅读。

教师带头读、引导学生读、班干部组

织读、学生带学生读、组织报刊评论活动、

读报刊先进评选活动……表彰一批，带动

全班，加大投稿力度，对发表的稿件大力

宣传，以投稿的成果刺激学生读报刊。

阿 辉
学生对学校所订报刊弃之不用，主要

是因为学业负担太重，没时间阅读，也因

为对报刊登载的内容不太感兴趣。

wx_vTpbEtWf
报刊阅读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很有

用。我时常利用午读时间组织学生进行5

至10分钟的专栏朗读，让感兴趣的学生议

一议。如果挤不出时间，就让学生们自主

阅读，在读后心语栏里写感兴趣的话题，

观点可长可短，效果还是不错的。

李恒良
我校每周二中午为读报时间，对于

《小学生世界》《小学生时代》等都有专人

导读，引导学生揣摩、比较、理解文章内

容，扩大视野，提高写作水平。除了读报

读杂志，我校还组织学生参与书香阅读计

划，每月向不同的年级段推荐一本书，根

据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评出最佳阅读者。

龙泉大喇叭
素养是多方面的，读书看报就是一种

很好的素养。学生没时间读书，时间哪里

去了？被学习课本知识占用了，这是非常

糟糕的。作为教师，我们虽然不能把天下

知识全部教给学生，但可以引导学生，传

授方法，让学生自己阅读报刊，学会思考，

从而读好有字书，也会读无字书，升华思

想，健康、快乐地成长。

如
何
利
用
好
班
级
里
订
阅
的
报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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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如何让学生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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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莫国夫

人类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方式有

二：一个是逻辑的、理性的；另一个是审

美的、诗性的。审美是儿童的天性，是儿

童把握世界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方式之

一，理解和感受美是儿童“自我教育的强

大源泉”。

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

的增长，理性与逻辑会逐渐发育成熟，占

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性与审

美在成人的精神版图中无足轻重。相

反，在杰出的人类个体中，理性与诗性往

往能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比如一些杰出

的科学家，往往有着极高的文学和艺术

修养。

诗歌是人类语言艺术的结晶。诗歌

阅读本质上就是审美的历程。让儿童进

入诗歌，就是要让儿童享受诗歌带来的

心灵自由的愉悦，这既是诗歌本身的审

美性决定的，也是由儿童心灵发展的需

要决定的。

一年级的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阅

读诗歌《春风吹》中的第一节诗“春风

吹，春风吹，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

时，顺势拿出一枝盛开的桃花问学生：

“小朋友，桃花为什么会开？”有的说，因

为柳树绿了，桃花想和柳树说说悄悄

话；有的说，桃花开了，那是因为它睁开

了眼睛想看看春天有多么美丽；还有的

说，桃花睡了一个冬天，伸了个懒腰，把

花骨朵顶开了……小朋友的回答多种

多样，充满了想象和诗意。

但令教师惊讶的是，小朋友的回答

的众多答案中，就是没有教师预设的、期

待的那个“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

包括整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可是教师在课

前精心准备的——让一年级小朋友明白

季节转换规律：春天到了，天气暖和了，

所以桃花开了。

面对着学生的恣意表达，好在教师

从容镇定，及时调整了教学目标，说：“桃

花觉得小朋友们太可爱了，都说得那么

好，很开心，就朝我们笑了。于是，它就

开了。”小朋友们听了教师的话语，露出

了灿烂的笑脸，整个课堂沉浸在欢乐中。

儿童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思维。幼小

的儿童有着充沛的“泛灵心理”，是他们

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和认知。这也决定了

儿童认知的方式是一种诗意的审美。教

师只有对此有足够的认识，才不至于在

儿童面前失态。

维斯特根斯坦在论及“逻辑”时说：

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就是逻辑

的界限。儿童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

开始以自己特有的逻辑方式展开了与这

个世界的双向互动。这种逻辑是一种充

盈着鲜明而强烈的感性色彩和审美意蕴

的诗性逻辑。

在一堂语文活动课上，一位学生朗

诵了一首台湾小姑娘张金妹写的小诗

《梦》：“梦像一条小鱼，来回地游着，想去

捉它，它已经溜走了；梦像一朵白云，来

回飘着，想去摘它，它已经被风吹走了。”

听完后，台下的小朋友全都高兴地拍起

手来。

教师利用这个契机，说：“这首诗的

作者和同学们一样大，也才8岁呢！你

瞧，她把梦写得多有趣呀。你们敢和她

比一比吗?”学生的眼睛霎时亮起了来，

灵感的火花被激发出来了：

“梦像一个魔术师，你想要什么，他

就给你什么。”

“梦像一片雪花，你想去捧捧它，亲

亲它，它已经在你的手心里融化了。”

“梦像一部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可是

你想看的时候，它却演完了。”

“梦是影子的好朋友，影子白天陪着

我，梦晚上陪着我。”

“有没有跟他们都不一样的?”教师

按捺住心头的激动，还想让他们把思路

再拓宽些。

这时，一位习惯于逆向思维的男孩

缓缓站了起来说：“我想说噩梦。噩梦像

一枚定对炸弹，你想把它丢远一点，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另一个男孩说：“梦就像我，是一个

不长记性的孩子。”

这就是学生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

的认识。他们没有思维的围墙，有的只

是天马行空的审美想象。从认知的过程

看，儿童的认知更多的是处于“浪漫阶

段”（怀特海），让浪漫充分展开，让审美

和感性充分展开，就是肥沃儿童认知和

精神发育的土壤。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如果没有

美，没有艺术，那是不可思议的。”诗歌阅

读教学更是如此，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

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体验，既生

长能力，又享受审美乐趣。

再如一位教师在教学《村居》一诗。

师：读读诗，你最喜欢哪一句？

生：我喜欢“拂堤杨柳醉春烟”这一句。

师：这句诗和前面学的哪几首诗描

写的同是春天的景物？

生：《咏柳》。

师：是呀。《咏柳》写了柳树的绿，这

句诗写出了柳树的什么？

生：柳树醉了。

师：柳树为什么醉？

生：春天里的柳树抽出了新绿，美丽

极了，她感到满足，所以醉了。

师：还有那些景物也醉了？

生：风筝也醉了，因为它飞得高，看

到春天的景物也最多。

生：蜻蜓也醉了。蜻蜓看到花呀，草

呀，连忙飞过去，跳起舞来，跳着跳着就

醉了。

生：诗人也醉了，因为诗人看到这么

美的景色，他忍不住写下了这首诗，他被春

天的景物陶醉了，也被自己的诗打动了。

一“醉”有多美。这种美的发现源于

儿童自然的本能，它与自然有关，与心灵

的自由有关。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体验

和创造性的联系，是儿童在诗歌意象被

叠加之后的灵感式顿悟。

在康德那里，诗是想象的游戏；在华

兹华斯那里，诗是强烈情感自然而然地流

露。在席勒那里，诗歌是审美游戏。

儿童文化本质上是缪斯性文化。让

学生多一些和诗歌的亲近，就是让学生

回到人类言语和精神的故乡，打开个体

的言语生命潜能和审美天性，点亮儿童

生命深处诗意的灯火。

我非常相信，经历过充分的诗歌滋

养的学生，未来会更加纯粹、更加悲悯，

对这个世界会抱有更多的善意。

儿童诗歌阅读的审美逻辑

□衢州市新星学校 王志兰

期末复习课，我根据备课组既定的
复习教案，先罗列单元知识要点，下发一
张讲义让学生练习。抬头看见教室后面
墙上那一张张精美的读书节手抄报，一
个念头冒出来。

我组织了一次“最美作业”评比活
动，让学生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自己
的课堂收获进行梳理。要求内容具体、
板块清晰、色彩丰富；各自完成，全班筛
选；最后是评比和展览。

学生们高兴地采纳了我的提议，因
为这意味着不用每天对付试卷了。

于是，在我的语文课堂上，学生们认
真倾听，积极思考，勇于发表观点，还不
停地记着什么。在简要的知识梳理后，
学生们迫不及待地将准备好的纸张、各
色彩笔拿了出来，有的与同桌悄悄商量，
有的独自一人精心设计着每个版块的小
标题——词语在线、好句鉴赏、写作技
法、错题纠正、牛刀小试……个个都指向
明确。看得出，学生们都沉浸在自己构
建知识的乐趣中，纸上的每一个字、每一
句话、每一个细节、每一处空白，都充分
展现着设计者的智慧和风采。

小组成员很自然地进行合作，你帮
我美工，我帮你把关，互相商量，互相评
价。学生们各尽其能，把作业做得有声
有色，不得不让我惊讶叹服。在此过程
中，学生们体悟着课文言语的秘妙，达成
单元的学习目标。

学生最关注的是评比环节。我放
手让学生自己来评，让评比小组成员分
别对作业的内容（是否涵盖该单元重要
内容）、版面设计、有效性等逐一打分。
评出的“最美作业”在我的教育博客上
展出。

期末复习一周多的时间里，每天完
成自己的“课堂小报”成了学生们心驰神
往的幸福时刻，他们自主复习单元内容，
自我纠正练习中的错误，自己编制测试
题，发挥团队智
慧，演绎着学习
生涯的精彩。没
想到，当语文作
业以一种有趣的
方式呈现出来的
时候，竟可以这
样洒脱。

最美作业

语文教师也要读好“三本书”
□嘉兴市秀洲区教育研究

和培训中心 徐如松

今年浙江新高考的作文题“人要

读三本书”引发众议。这个“三本书主

义”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卢新华提出

来的。他认为，“有字之书”主要是指

书本知识，“无字之书”是向自然和社

会学习，而“心灵之书”是正确处理“人

与自我”的试金石。三本书并不相互

孤立，它们是“一体三面”，约等于人生

的“长宽高”。

由此，我想到了，要想成为优秀的

小学语文教师，也必须读好“三本书”。

第一本“有字之书”，就是小学语

文教材教法。要想成为优秀的小学语

文教师，必须通读、钻研一至六年级的

12册教材，不仅要掌握全套教材的编

写意图、编排体系、语文知识与能力的

呈现结构与体例，还要弄懂学段的特

点和重点。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每一篇课

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点，选准

“语用点”，此谓“备教材”。为了更好

地把握教材，还要阅读有关参考书，

包括小学语文教学专业期刊、专家的

课程与教学论、名师的优秀教学案例

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开展几套教材

之间的比较学习，比如同一个“祖国

大好河山”主题，执教人教版的，可以

参阅苏教版、北师大版是怎样安排选

文的；同一篇经典散文《桂花雨》，在

人教版、苏教版中的课后思考题有何

异同。

第二本“无字之书”，就是驾驭课

堂教学的艺术。如果说“有字之书”侧

重于积淀、预设，那么“无字之书”则更

多关注机智、生成。

课堂教学是科学，更是艺术，教师

不仅要遵循教育学、心理学的一般原

理，更要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破译学

生的学习密码。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

体，每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这一个”，

都是无法替代的。教师只有调动自身

的优势资源，因材施教，相机而动，才

能驾驭课堂教学，提高教学的效率。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写

道一位物理教师上一节公开课备课时

间只花了15分钟，但她说自己是在

“用一生来备课”。这“用一生来备课”

就是读“无字之书”的最好体现。

第三本“心灵之书”，就是语文教

师要有热爱语文、热爱学生、热爱生活

的情怀。

曾经有一种对学生的评价——

“成绩不好是次品，思想不好是危险

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小学语文教

师，没有一颗爱语文、爱学生的心，专

业发展要想取得长足进步是不可想象

的。态度决定一切，只有爱语文、爱学

生，教师才能爱课堂、爱学校，处理好

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进而热爱语文工

作和教研，这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

和基石。

除此之外，语文教师还要具有热

爱生活的情怀。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

外延相等，语文教师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做生活的有心人，才有可能“笑到

最后”。

“我要和校长共进午餐。”“我要这本《蓝色海豚湾》，还有《小王子》。”“我要一本印有学校标志的便笺。”……近日，
江山文溪实验学校的学生们用“德育积分奖励券”兑换自己喜欢的奖品。该校推行“德育课程积分制”管理，每名学生
每周总计25星，折合德育币5分，每月进行统计，兑换相应的奖励。 （本报通讯员 王灵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