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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郑 美 林日正/文
林元贴/摄

近日，全国首届中小学电影课程论坛

在温州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12个省（区、

市）的200多位影视教育爱好者，以儿童视

角与立场去解读电影，就“什么样的课才是

好的电影课”和“电影课程对学生意味着什

么”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什么样的课才是好的电影课？
对于电影课程这个新生事物，目前真

正以课程对待的情况很少，大多数教师的

做法是将电影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素材，

比如剪辑电影中的一些片段，根据需要插

入到教学内容中。

而在此次论坛中，教师们以电影为教

材、以电影为核心内容，上了6节电影课。

学生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温州附属学校，

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三年级都有。电影在

这里不再是附属品，而是课堂主角。

全人之美课程研究院院长干国祥认

为，电影课程需要有意识地把电影的美妙

展示出来，让学生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电

影，并引导学生学会看电影。

但遗憾的是，一节课的时间只有40分

钟，不可能放映整部电影，甚至播放电影片

段的时间也很少。

电影课怎样才能上得更立体？干国祥

指出，教师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授课系统，否

则电影课如同旧瓶装新酒，从传统课堂来

看都是好课，但未必有电影本身的感觉。

另外，电影课堂不一定只注重文本分

析，电影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比如温州市

第二十一中学副校长林甲景上的《雾都孤

儿》，就很好地引导学生欣赏电影的光影元

素，通过镜头来读懂电影。

江苏省特级教师王开东却有着另外的

思考，他觉得上电影课与单纯的看电影不

一样，电影在电影课上只是一种媒介，一种

工具。电影课仍然是以课堂为中心，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在于课上得

精不精彩，而在于带给学生怎样的思考。

王开东举例高中电影课可以和写作课

相结合，一次学习一个手法，一次解决一个

问题。比如，在选定一部电影之后，引导学

生思考：电影为什么选择这几个人物出

场？导演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比如《我不

是药神》中的老吕、思慧、小黄毛，还有牧

师，导演想在这些角色身上表达什么？

可以把班级分成若干组，尝试站在导

演角度对电影进行再创作，从不同角度选

择主题。这样更有助于学生把电影看懂。

西北大学教师、儿童电影编导张忠华

指出：教师要会选电影，要提高学生的

电影审美能力。一部经典电影可以上

3节课，比如《卧虎藏龙》，可以从故事

情节、音乐、台词三个方面去赏析，这

样就可以很立体地把电影课上好。

张忠华还介绍了一件“很好玩的事

情”，把一部电影重新拆分成若干镜头，

给出一个主题或者干脆不给主题，让学生

去拼接，像搭积木一样，可以把情节剪辑得

五花八门，然后再让学生讲一讲思路。

接着张忠华对5G时代的电影课程进

一步畅想：电影课程提供给学生一个平台，

一个自由创作的机会。具体实施方案如

下：1.上一节光影制作课；2.学生进行微电

影拍摄；3.邀请师生来参演。

二、电影课程对学生意味着什么？
干国祥以“药物”和“美食”来比喻电

影。他说把电影当美食看待的教师，坚信

把好电影带给学生就是把美好带给学生，

同时也在无形中把思辨、创造、觉悟带给学

生。这种浪漫赠予就是电影的意义。

而把电影当作药物，心理治疗或思想

教育药物，用电影来治疗，用电影来激励，

确实能够看到效果，但也会有问题，这种

“刻意”既可能破坏教育的长远性，也可能

损伤电影的艺术性。因为电影本身就具有

天然的治愈作用，越是在观影的不经意间

得到，效果就越好。而当你把它们从电影

中提取出来，就像把糖从水果中提取出来

一样，纯度确实很高，但那种天然的味道却

丧失了。

作为电影课程的实施者，瑞安市虹桥

路小学教师姚锦燕感到：有了电影的陪伴，

学生的生活会更有格调。好电影在学生成

长中犹如一剂精神疫苗。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教师沈翔提醒各

位不能因为讨论电影，就无限夸大电影的

教育作用：先看电影还是先看书？学生自

己会作出选择。如果学生认为书比电影好

看，一定会选择先看书。

本次论坛主持、儿童文学作家王钢表

示赞同，他说电影有时像是一个谎言，它是

滤镜下的生活。教育者在给儿童选择电影

时，要向园丁学习，既要手捧玫瑰花，又要

除去杂草。

论坛由全人之美课程研究院、半书

房文化空间主办，温州大学基础教育发

展中心、温州市民办教育协会联合主

办。会场气氛热烈，理念冲击强烈，对于

刚开始萌芽还显得非常稚嫩的电影课

程，与会者们提出了多项有益的建议，让

走过百年历史的电影，像一道光照射在

学生的成长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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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华君

在很多学校，班级图书角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物，但图书角里的书是学生喜欢读、应该读的吗？

很少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在江山实验小学，阅读在

学生的学习活动中有着核心地位，为了能让学生自

然而然走进书本，随时随地开展阅读，学校致力于

打造书香校园，尤其注重班级图书角在质和量两方

面的建设。

该校的班级图书角除了满架好书，还有几盆绿

植、几个靠枕，别有风味。有的图书角设置在走廊、

过道、楼梯口等空闲角落。每当课间或午休，学生

三三两两或坐或卧，尽情享受书香，有的甚至废寝

忘食。学校还定期组织优秀图书角评选活动，有了

竞争，班级创设图书角的热情更高了。

英国哲学家考尔登曾说过：“仅次于选择益友

的，就是选择好书了。”图书角不是建起来了就好，

最重要的是里面摆放的是什么书。学生“好读书”

的前提是“读好书”，书籍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阅

读兴趣和阅读效果。

每一位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认

知、兴趣、情感，当然对书的选择也会有不同。所

以，在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的时候，学校一定会让学

生参与进来，填写课外阅读书目调查表。问题包

括：1.你印象最深的书；2.你觉得最有趣的书；3.对

你帮助最大的书；4.你最喜欢的书，说说理由。每

一项的书名最多可写3个。

同样，家长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对孩子的教

育和未来发展有着不同的需求。家长的心声也是

需要听取的。在家长填写的调查表中，包括3个问

题：1.你的孩子最喜欢读哪类书；2.你希望自己的

孩子读哪类书；3.你推荐孩子读的3本书。

在班级召开的家长会上，每位家长可以在图书

清单上选购两本书。

班级购书还参考班主任、各科教师、家委会成

员的意见，尤其是要参考语文教师的意见。语文教

师是学生课外阅读书目的主要推荐者，选书主要依

据是《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教学要求，根

据各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每学期、每单元课

外阅读具体目标，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阅读，有针对

性地获取知识，防止盲目性和随意性。

一些儿童心理学调查成果也成为选书的依

据。例如，台湾省的一项研究对儿童阅读兴趣发展

做了具体区分：4~6岁是神话传说期，儿童对万物

起源的故事感兴趣；6~8岁是寓言故事期，儿童开始明白故事中的道

理；8~10岁是童话故事期，儿童能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对故事生发想

象；10~13岁是传记故事期，儿童关注表现人类开拓生存的冒险故事。

不同年级或年龄的学生，其阅读能力、接受能力也存在着差异性，

因此教师必须制订相应的阅读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课外阅读活动。

各方意见经过汇总，基于量和质的考虑，最终确定图书角里的图

书种类。

图书角建起来了，如何让学生有序借阅，是一个棘手的管理问

题。教师们将书柜标出1~9格，给每一本书都贴上标签，如：1柜1号，

1柜2号，以此类推。学生只需在借阅册中写上学号和书的编号，就可

快速借阅。

有班级的还规定了细则：每人一次限借图书1本，借书期限为7

天，如果没看完，要办理续借手续。如果发生图书损坏、丢失、逾期未

还等情况，要进行修补、重买或按原价格两倍赔偿、催还。未完成赔偿

者暂停借书。

除了一般使用借书卡，有借有还以外，还有各种个性化的借阅方

式。有的班级采用阅读银行积分卡，每月对积分进行奖励和兑换。有

的班级设计了“读书温度计”，学生每看完一本书，就在“温度计”上填

写姓名和书名。还有的班级举行了阅读马拉松比赛，给学生读书带来

了无穷的乐趣。

□诸暨市大唐街道文昌小学 黄铭钢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小学语

文教学类书籍的阅读中，看王崧舟在百家

讲坛的讲演录《爱上语文》，读浙江省特级

教师蒋军晶的《瞧！这样的语文有意思》，

思考着浙江省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曹爱卫

《低段语文这样教》一书的课程理念，但要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线索并非易事。好久

没看电影的我，在看了《银河补习班》后，突

然眼前一亮：影片传达的智、勇、趣和真、

善、美，不正是我寻找的语文教学应有的品

质吗？

片中主人公马皓文作为高级工程师，

当一批建筑工人对于安置爆破点感到束手

无策时，他利用连通器原理帮忙轻松搞

定。在儿子马飞的教育上，马皓文也始终

强调独立思考和坚持思考。我想语文教师

仅有教学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教学智慧

以及智慧造就的巧妙的教学方法，善于抓

住学生的学习心理。一旦智慧缺席，成功

就会擦肩而过。

教学需要勇气，学习也需要勇气。有

时，我们不是被困苦绊倒，而是被懦弱所围

困。马皓文经济再困难，也要用血汗钱兑

现承诺——给儿子买一台电脑，作为学习

进步的奖励。“缺根弦”的儿子只要有了勇

气，那么内心就会升起信心的火焰，困难荆

棘必定会变成一堆灰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马皓文深谙这条

教育定律，他带着儿子四处旅行，在航空展

上，马飞想当飞行员的梦想悄悄发芽。学

生对无聊有一种先天的厌恶，语文生活应

该是生动有趣的，语文教师要跟学生们一

起向枯燥机械的学习方式说再见。

为了让儿子学会写作文，马皓文把马

飞带到草地上，告诉他：作文要写内心真实

的想法。在大自然中，感受鸟语花香和草

长莺飞，积累生活经验和写作素材，少一些

无病呻吟的虚假，多一些感动心灵的真

诚。我想，那些还在让学生编故事的作文

教学可以休矣。此外，当学生好不容易鼓

起勇气回答问题时，教师能否高抬贵手，用

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学生呢？孩子是上天派

来的天使，仔细观察，往往会发现他们的一

言一行都是那么可爱天真。

影片里的人形形色色，有的善良可爱，

有的随波逐流，有的见利忘义，构成了一幅

风俗人情画。被马皓文用智慧、勇气、幽

默、真诚培育出来的马飞，在一步步实现自

己的梦想，但因为父亲的污点没有洗刷掉，

竟没有邀请父亲参加航天出征仪式，甚至

奉劝父亲不要再想着平反，不要再纠结于

过去。马皓文对儿子说，也是对自己说：

“这么多年，我的教育是失败的。”

善良是舵，关爱是灯，正如语文课程标

准对三维目标的阐释，语文教育的核心是

三观的教育。如果这个核心没有把握好，

那么即使教会了学生熟练掌握字词句章，

语文教育也是失败的。

《银河补习班》带给我许许多多美好的

东西，让我深受感动。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我想把影片中传达的美好情愫带给学生。

如果让我把“智、勇、趣、真、善、美”这6个字

浓缩成一个字的话，我会用“爱”这个字。

没有爱，语文教师绝对弹奏不出悦耳动听

的教育乐章。

没有爱，教育何止“缺根弦”？
——《银河补习班》对语文教学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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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了不起的我：自我发展的心理学》
作 者：陈海贤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书 名：《乖，摸摸头2.0》
作 者：大 冰

出版者：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书 名：《妈妈总是有办法：张丹丹育儿早教启蒙》
作 者：张丹丹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书 名：《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世界史》
作 者：陈 磊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书 名：《半小时漫画唐诗2》
作 者：陈 磊

出版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书 名：《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任正非传》
作 者：林超华

出版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书 名：《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升级版》（全四册）
作 者：高春香 邵 敏

出版者：海豚出版社

电影是一道光，照亮孩子的路
——关于电影课程的一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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