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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不能只“混个脸熟”
凤舞九天（楼主）
新学期，李老师新任教务处副主任，分

管工作中有一项是安排出差（请假）教师课

务。每每收到教师请假单，李老师就调出

该教师相应课务，抄到“代课通知单”上，报

送各个年级组长。往往一份代课单刚送

走，一份新请假单又来了。一个月下来，学

校有近400节课需要安排。李老师每天送

代课单就能运动步数破万。如果每天忙这

一件事情还好说，但李老师还兼任教学，教

学任务也并不轻松。

令人烦恼的还不仅仅是课务安排量

大，很多教师明明有空也不愿意给别人代

课，年级组长常常要“求爷爷告奶奶”。特

别是碰到90学时培训，教师要长时间、大批

次出差，这更让年级组长头痛不已。

在向省内其他优秀学校取经之后，经过与

校长室沟通，李老师决定改革出差审批制度如

下：出差（请假）教师主动联系好代课教师，或

先行调换一些课务，并把这些安排记录到审批

单，将单子拿到校长室待批。如果碰到有课务

确实安排不了，再由教务处出面协商。特殊情

况如生病住院等则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新要求出台，在教师中引起骚动。有

教师质问：“课务都由教师自己安排了，那

还要你们教务处干什么？

还有教师半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官僚

主义作风。”

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天心月圆
一样的，让教师自己调整安排，实在不

行才由教务处调课。

吴笔建
能够自己调换最好，教务处安排次

之。大多数学校是采取这种方法。

zhou0141
说实话，如果教务处的教师情商高、会说话，我一般

会配合；如果他们不注意言辞，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那

从一线教师的角度来说，拒绝也无可厚非。

悠 闲
教务处教师至少承担一个班的教学任务。像我们

学校110位在职教师，几乎每天有人请假，如果都由教

务处来排课，会影响教务处教师任教班级的正常教学。

所以我认为，规模较大的学校，非紧急事情请短期假，由

请假教师自行安排课务为宜。

小新妈
安排调课是一个大工程，特别是在大学校，有时一

天出去的人数较多。我们学校专门建了一个临时代课

微信群，便于大家及时沟通。

陈可英_W9ssZ
我们学校也是教师自行调整，假如解决不了，报由

教务处安排，但代课费一般由教师自己支出。

向阳花
安排代课是教务处的职责，这在10多年前是毫无

异议的事。但随着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它已成为教务处

的一项沉重负担。于是，有的教导主任便开始将代课安

排工作分解，让年段长或各办公室主任自行安排。但新

问题也随之产生，诸如劳动纪律松散、代（调）课随意、同

年级请假人多难以协调等。

我校目前的课务安排是分解与综合相结合。平时

由年段长或办公室主任落实，遇到大型活动和外出教师

多的情况，由教务处统一安排。以办公室为单位登记，

每月由教务处核实、考核。

龙泉大喇叭
乡镇学校人数少，人情味浓，不管私事和公事，只要相互

找一下，基本上都会帮忙代，然后填好单子，交给教务处。而

大一点的城区学校，同事较多，不同年级段的教师交情不是

很深，自己去找代课的话很难，这就要教务处协调。作为教

务处人员，这是职责所在，也是应尽义务。作为学校中层干

部要有服务意识，要有吃苦准备，也要有工作方法。遇到教

师确实有困难，教务处要主动担当，解决好教师代课问题。

代课事情说得大一点，是学校向心力、凝聚力的问

题。如一所学校内部团结，不管是教师自己找代课还是

教务处协调，一下子就能解决。如果一所学校同事间关

系不融洽，事情就会变成烫手山芋。这样，代课问题就

模糊了——到底是教师的事情，还是教务处的工作？

原动力_wr8rY
第一天课务由教师本人协调，第二天开始由年级组

负责安排，代课者学校给予代课补贴。鼓励教师严格按

照日课表，代上同一学科每节补贴25元，不同学科每节

补贴50元（如语文教师代上体育课）。请假一周以上则

统一由教务处提前安排代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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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兴宁中学 徐赛儿

师道尊严让教师在讲台上总是觉得

自己就是真理，要表现出像上帝一样全

知全能，无知无能的部分要尽力掩盖。

但事实上，强势的教师往往会压制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抑制他们思维的活跃

度。课堂成为教师唱独角戏的舞台，或

者师生之间的对话呈线性特征，没法形

成辐射和交融。相反，教师有时适时示

弱，师生会更融洽，课堂会更和谐，教学

会更有效。

这是一节初一语文课，我说：“按教

学进程，今天我们该上贾平凹的散文《风

雨》了，但老师研读了一个上午，都不知

道这篇文章该怎么教。上课铃响了，我

只能慌兮兮地来教室了。现在咋办呢？”

这时，一个男生大声说道：“没事，就

让我们七嘴八舌说一说好了。”

前排的一个女生举手了。她平时很

少举手，每次举手发言质量都很高。她

站起来说：“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发

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题目是‘风雨’，但文

中找不到一个‘风’字或‘雨’字。”

“啊？还有这事？”大家都低下头查

证，果然。

我赶紧说：“你读书真是仔细，谁

也没有发现的事让你发现了。可是，

真的好奇怪，没有出现“风雨”，怎么写

风雨啊？”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

她又说道：“所以，这节课我们是不

是就顺着这个思路，看看作者到底是怎

样来写风雨的。”

对此，学生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

情。我趁机说：“那太好了，感谢你，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方向。那接下去，咱就听

她的。”

课堂上有20多位学生参与发言，精

彩纷呈，让我惊叹不已。如仅第1段，就

有6位学生谈了他们的精彩发现，下面是

第6位学生的发言。

生：老师，就这段话，我还有话要说。

师：哦？还有？太好了。今天真是

惊喜不断啊。

生：大家请看这句：“然后一切都在

旋，树林子往一处挤，绿似乎被拉长了许

多，上扭，往上扭，落叶冲起一个偌大的

蘑菇长在了空中。哗地一声，乱了满天

黑点，绿全然又压扁开来，清清楚楚看见

了里边的房舍，墙头。”大家有没有注意

到这里有两个“绿”字？我从“绿”字里也

看到了风的猛烈。

师：我想继续听你说。

生：大家想想看，这里的“绿”其实是

什么？

全体：树林子、树。

生：是的，但是，作者为什么不说是

树似乎被拉长了许多，树全然又压扁开

来呢？因为风吹得整个树林子变了形，

根本分辨不出一棵棵树了，看上去就是

混沌一片的绿色。

师：哎呀，你的语言感觉真是太棒了，

我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两个

“绿”字呢？大家注意到了吗？（全体摇头）

我佩服贾平凹，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体验，

可惜我们很多人都缺少这种敏锐感觉。

在我的眼中，也是看“树”是“树”，看“绿”

是“绿”。我现在更佩服馨雨，她竟然能捕

捉到作品中的语言细节，太了不起了。针

对一段文字，我们就谈了这么多，接下去

的发现会更精彩。我已经等不及了。

在这节课中，教师不是夸夸其谈，而

是不停地示弱，不停地把问题抛给学生，

不停地表扬和抬高学生……学生思维的

活跃度大大激发，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

对话呈现出网状结构，课堂生成更是精

彩不断，教学效果超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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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楼下邻居有个读初中一年级的男孩，他的

父母知道我是语文教研员之后，时不时来串个

门，问些题目什么的。那天，他和母亲又来了，

走进我的书房。男孩抬头往书架上望，指着贾

平凹的《禅思美文》说：“这本我看过。老师推荐

的，班级图书室里有。”

我问他对贾平凹的感觉。他摇头：“不知道。”

过了一会，他见我桌上有本《杂文选刊》，就

翻了起来，指着其中梁晓声的《上一碗米饭的时

间》说：“这篇文章我们刚刚学过。”

我又一阵惊喜。

他说：“是老师在大屏幕上要我们快速浏览的。”

“你读的书还不少嘛。”

他解释说：“在群文阅读呀，每学一篇课文

都要读三四篇其他文章。”

我问：“你觉得梁晓声的这篇写得好不好？”

他点点头。

“好在哪里？”

他没吭声。

我又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被《杂文选刊》

选了进去？”

他一脸茫然。

他走后，我开始思考。

群文阅读是眼下中小学相当流行的一种阅

读教学方法，有关教研部门和教育媒体也在积

极倡导。群文阅读让学生多读书，这是从广度

上说的，但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应该兼顾，既不能

为了深度而只是钻探教材中的那几篇课文，同

时也不能为了广度而漫无边际地给学生推荐课

外文章。

对于“群文”，学生可能只是蜻蜓点水地浏

览、扫视。

阅读的真正意义有四个层次：了解、吸收、

消化、运用。了解是最低层次的，把书本中的营

养吸收并转换成自己的能力，然后运用，这才是

高层次的。浮光掠影、一目十行地浏览，只是粗

略地了解，只是混个面熟，其意义肯定不大。弄

得不好，还可能促使学生滋长这样的心理：哦，

原来阅读可以这么潦草、轻松、快速。我可以算

“读书破万卷”了吧。这无疑是一种浮躁的心

态，对阅读习惯的培养有害无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假如面熟的人有许

多，但没有一个是知心知己的，在紧要关头，面

熟的朋友也不会帮到你。读书也是这样，对许

多书都只知道个皮毛，没有几本是细读而有所

领悟的，结果肯定是“书到用时方恨浮”。

有些书确实识个皮毛也就够了，但有些书，

必须静静地、深深地研读，甚至必须艰难地啃。

轻松地读，得到的可能轻薄如烟；艰难地啃，相

应的收获则厚重如玉。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而对读书来说，

应该是泛读与精读并重，既要伤其十指百指，也

要断其三指五指。

我不反对群文阅读，我只是反对那种只讲

形式不求实效的群文阅读。群文阅读之“群”怎

么组建？其实是大有讲究的。这个群，不是拉

郎配，不是大杂烩，不是乌合之众。否则，就不

会有1+1﹥2的效果，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

现在流行的群文阅读，通常着眼于阅读的

广度，比如学习毕淑敏的《学会看病》时，就出示

毕淑敏的其他散文两三篇，这是着眼于作家的

群文；再比如学了《桥》这篇微型小说时，再选择

另外两三篇微型小说，这是着眼于文体的群文；

还有着眼于同一风格的，或是相同时代背景的，

等等。着眼于广度的群文是量的累积，但毕竟

课堂时间有限，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免浅尝辄

止，难免泛泛而读。

如果要从质的深度上来考虑群文阅读，就

要选择一些文本，来着重探讨某一个主题；或是

通过比较，深入研究某一问题。这不仅能让学

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还能启发学生用不同的角

度去思考。

这个社会最缺少的，是沉静与深潜之心。

阅读本来是培养这一心态的最佳途径，可是草

率的群文阅读适得其反，在向浮躁与功利的方

向上越走越远了。

情感便利贴
□龙游县詹家小学 王 磊

说起这个卢某，所有教师都摇头：打架、不做作业，随
你怎么好说歹说、软硬兼施，他总是无动于衷。家长这一
边也帮不上忙，父母在外打工，鞭长莫及；只有一位七十几
岁的爷爷，普通话也讲不好，交流起来很困难。

这真是个令人头痛的学生。对于他，我真的是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

你看，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低着头，问他十几句也没有
反应。别看他这么沉默寡言，却又十分好斗，班里什么纷
争总少不了他。最后，我只能在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之
后，让他回了教室。

教育完他，我接着批阅班里学生交上来的随笔《给爸
爸妈妈的一封信》，批着批着，我看见了他写一段话：“爸爸
妈妈，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们这儿不是也有许多工作
可做吗？你们为什么不管我？我觉得自己已经被大家抛
弃了，没有人喜欢我，我恨所有人……”

这段话令我心头一震，他的父母只顾打工赚钱，爷爷
又管不了他。于是，他形成了孤傲的性格，看不惯谁就打
谁。我想了又想，给作文写了评语，又随手撕下一张便利
贴，粘在作文上，上面写下这样的话语：“父母在外打工是
维持生计，他们也想陪在你身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
们必须离开你。如果你有什么忧伤烦恼，我愿意与你一起
分担，你愿意让我成为你的大朋友吗？”

随笔发下去了，我特别关注了他，他正在认真地读着
那张黄色的便利贴，眼睛里闪烁着亮光，似乎有所触动，还
偷偷地瞄了我一眼。

更没想到的是放学前，他竟塞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
写着：“是真的吗？我能告诉你我的秘密吗？你会在班上
讲吗？”一连三个大大的问号，深深地牵动了我的心，看着
这张小小的纸条，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让它成为
我们交流的天使呢？

我又给他回了一张便利贴：“就用这个来倾诉你的秘
密吧。”附赠一本便利贴，还有一个可爱的笑脸。

就这样，我们开始在一张张便利贴上分享着他的快
乐、他的烦恼。渐渐地，他不再像一只刺猬，变得温和起
来，变得愿意说话了。当他见到我时，也会抛给我一个会
心的微笑。

但这还远远不够，我必须让他觉得大家都喜欢他、关
心他，让他融入班级这个大集体中。恰好，这次品社课的
内容是《生活在集体中》。在课上，我让大家夸夸他的优
点，开始全班学生都不以为然——“他有什么优点？”

我一边发便利贴一边说：“再好好找找，把他的优点写
在便利贴上，写好贴在他的品社书上，好不好？”

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有的。你力气大，为班级出了
很多力气。”“语文老师说你爱发言了。”“你的声音响亮，特
别好听。”……

慢慢地，他书上的便利贴越来越多，看见同学们对他
的肯定，他激动无比，快乐地写道：“我只觉得今天的天是
那么蓝，风是那么可爱。看见这么多便利贴，我的心里充
满了幸福感。原来，老师、同学们都喜欢我。”

他因此变得谦虚了，也学会礼让同学了。
心病还需心药医。我还经

常联系他的父母，让他们多打
电话回家，多关心和鼓励孩
子。他的变化越来越大，阴郁
的脸上也开始出现了灿烂的阳
光。在最近一次他递给我的便
利贴上，他写道：“我喜欢和大
家在一起，那种感觉真好。”

在课堂上学会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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