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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外国语学校 李 芳

读好作品对写好文章有莫大的作
用，但好作品的“好”很难说尽，鉴赏经典

小说中“看客”形象的塑造，可以让学生

感受文学语言的微妙之处。

先看鲁迅《祝福》中的看客：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

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

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

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

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

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

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

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

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眼泪何以停在眼角？因为，它是“老

女人”硬生生挤出的眼泪，装装样子，表

表同情，泪不由衷，自然只有一星半点。

她们围拢来，意在刺探祥林嫂之不幸，拥

有新鲜谈资，给无聊生活以刺激。意大

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把

木桶内聚在一起的蜗牛形容为“饶舌女

人”，看着腻味；英国作家毛姆在《月亮与

六便士》中将这种“善良”泛滥者形容为

“食尸鬼”，见者悚然。鲁迅《祝福》中的

文字，将祥林嫂被消费、被耻笑、被迫害

的境遇含蓄精妙地刻画出来。

再看鲁彦《黄金》中的看客：

陈四桥虽然是一个偏僻冷静的乡

村，四面围着山，不通轮船，不通火车，村

里的人不大往城里去，城里的人也不大

到村里来。但每一家人家却是设着无线

电话的，关于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无

论大小，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而且，这样

的详细，这样的清楚，仿佛是他们自己做

的一般。……不到半天，这消息便会由

他们自设的无线电话传遍陈四桥，由家

家户户的门缝里窗隙里钻了进去，仿佛

阳光似的，风似的。

《黄金》的名气虽不及《祝福》，但对

人们麻木空虚、自私庸俗本性的披露却

毫不逊色。“无线电话”不是由电话线串

联起来的，而是由无数口耳自觉而精密

地串联起来的，一传十，十传百，每个人

都可以是一台电话机，陈四桥村百年前

已创建极为发达的“无线网络”。人们在

“冷笑你，诽谤你，尽力地欺侮你，没有一

点人心”，如此揭示，真是入木三分。

再看萧红《呼兰河传》中的看客：

大神说，洗澡必得连洗三次，还有两

次要洗的。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

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

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

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

了，洗两次又该怎样呢？洗上三次，那可

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热闹的人的心

里，都满怀着秘密。

哪样的“秘密”呢？是光明正大地看

这个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

媳妇赤身裸体，是兴致盎然地看滚水怎

样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烫死，是看浑

身像火炭那般热的身体怎么在冷水的刺

激下醒来，是看她各种挣扎的样子各种

无效的哀求，是看其婆婆如何郑重殷勤

地配合着这项神圣的“驱鬼”盛举，是看

人群中还有哪些患瘫病的挣扎前来赶这

热闹集市，是看热闹不凡的呼兰河镇怎

样创造奇闻趣事……“所以看热闹的人

的心里，都满怀着秘密。”这一句简直力

透纸背。正像莫言在《檀香刑》中的一句

“土黄草绿的脸上，绽开了辉煌的微

笑”。细思恐极，触目即痛，各怀秘密的

看客哪个不是屠夫？

再看马尔克斯《巨翅老人》中的看客：

当残废人拔下他的羽毛去触摸他的

残废处时；当缺乏同情心的人向他投掷

石头想让他站起来，以便看看他的全身

的时候，他都显到很有耐心。唯一使他

不安的一次是有人用在牛身上烙印记的

铁铲去烫他，他呆了那么长的时间动也

不动一下，人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却突

然醒过来，用一种费解的语言表示愤怒，

他眼里噙着泪水，扇动了两下翅膀，那翅

膀带起的一阵旋风把鸡笼里的粪便和尘

土卷起来，这恐怖的大风简直不像是这

个世界上的。

“残疾人”本就肢体不全，对生活不

便和人生苦痛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应该

对同样残疾的巨翅老人同病相怜，而事

实却完全相反，残疾人偏偏带给巨翅老

人新的伤痛。为何？残疾并没有让他善

良，反而令其凶恶，想从更不幸的人身上

寻求一种满足感。一个冷漠的社会扭曲

了人的本性，仁意不存，爱已消亡。“有人

用在牛身上烙印记的铁铲去烫他”这一

细节，则是血气淋漓。巨翅老人只是一

个被暴风雨吹落到人间的落难者，无端

遭此炮烙酷刑，天理何在？

孔子曾言：“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

不复也。”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经典作品，

学生对看客心理的揣摩渐渐深入，感受

到看客的愚昧、粗鄙、冷漠、盲目和迷信，

感受到看客所在的社会闭塞、死寂和无

望。读着这一群又一群的看客，干的是

“吃人”的行径，森然可怖，令人警醒。

学习要善于由此及彼，跳出死读书

的泥淖，融会贯通，迁移创造，从而具有

自省力和生产力，成为灵魂独立的个

体。在深入理解看客形象之后，学生自

然推及现实生活，评述如今的看客行径：

人肉搜索、消费弱者、践踏尊严、道德绑

架……然后反观自身，如何摒除看客心

理，把良好语感化入笔端。

2015年，在第九届浙江省文学之星

征文比赛中，我的学生王敏学荣膺高中

组“文学之星”称号，在她的获奖作品《归

来》中有如下描写：

而今天和往日不同，人们从阴暗的

房间里倾巢而出，涌向镇上与大陆深处

相连的那条公路。女人们像一群刚吃饱

的麻雀，眼神却像饥肠辘辘的秃鹫——

未婚年轻女性为显示自己的矜持，不断

挺起白花花的胸脯，忍住不管在皮肤上

蜿蜒爬行的热汗，只是用浸了过多香油

而发硬的手帕遮住自己血红的嘴；已婚

妇人聚在另一边，用自己才懂的逻辑将

在场的每一只雏鸟议论个遍。男人们一

边叫骂一边给自己扇风，时不时往欢闹

的雏鸟那里瞟一眼，然后立马将视线飘

到公路尽头，继续口中的脏话和诅咒。

偶尔，人们会向她的屋子这里看一眼，企

图从那毫无遮拦的窗中窥探到些不可告

人的秘密。她安然端坐在阴影里，人们

看不到她，因为外面的阳光太亮太刺眼，

他们看不清清凉影子里昭然若揭的真

相，于是每个人都在心里臆测，每一个都

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散发着豆蔻和咸鱼

的味道。

《归来》全文共3173字，是一个关于

等待的悲剧，此段为第4段，是为整个故事

创设环境的关键部分。短短300余字，通

过一个又一个细节，揭示一群以他人苦痛

为乐的典型看客，冷漠和悲哀在文字间流

淌。在这样一个小镇上，弱者势必得不到

任何同情、任何救助，只会被踩踏入更深

更黑的洞穴。敏学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广

泛阅读、举一反三和灵动创造。

南京大学教授、作家毕飞宇说：“什

么叫学习写作？说到底，就是学习阅

读。你读明白了，你自然就写出来了。

阅读的能力越强，写作的能力就越强。”

语言环境对学生的语感形成至关重要，

这要求教师首先是一个阅读者、一个语

境建设者，才可能克服时空局限，引导学

生潜心品读优秀作品，在不知不觉中生

成语感，形成言说的内在驱动力，在语言

实践中建构自己的语言。

不只出现在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

本报讯（通讯员 张龙富 应红丽）
12月17日下午，以“书香宁波，教育先行”

为主题的宁波市教育系统第七届读书节

闭幕，共有20个校园阅读推广优秀案例

和32位读书征文比赛中获奖的教师得到

表彰。读书节历时7个月，围绕“我和我

的祖国”主题，共收到征文2.5万余篇。

此外，宁波市启动了“乡村儿童阅读

发展计划”，建立乡村儿童指导教师读书

团队，累计举办讲座40余场，与贵州省

黔西南州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千里牵手

阅读”合作协议书》，捐赠图书2500余

册，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指导。

在“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宁波，中

小学很早就意识到，教师应成为全民阅

读的领跑者。2013年，宁波市教育局举

办第一届读书节，以“悦读人生，圆梦中

国”为主题。从此，每年举办一届读书节

成为常态，堪称是宁波市教育系统的“阅

读嘉年华”。

据具体承办方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届读书节都吸引数

十万师生、家长参与，有讲座、沙龙、征

文、诵读、书目推荐、案例评选、共读一本

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

只有爱阅读的教师，才能培养爱阅

读的学生。

作为读书节的特色项目，宁波教育

大讲堂邀请《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

衡、心理教育专家李玫瑾、家庭教育专家

赵石屏、教育专家成尚荣和钟启泉、儿童

文学作家郑渊洁和杨红樱等一大批名家

来甬作讲座。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与学生零距离

接触，每年近50场科普讲座进校园，在

传递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为青少年树立

了探索科学、追求真理的榜样。

读书节期间，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为师生提供多样化的便利。2016年，推

出“师生阅读卡”，中小学师生可到12家

指定新华书店，直接将新书“借”回家；

2017年，推出网上升级版，实现一键下

单，线下邮书到家，被誉为教育版“一次

也不用跑”阅读至尊服务；2018年，又增

“网上选书、快递到家”服务，甬城27万名

师生将图书馆搬到家。

校园阅读推广优秀案例评选是一项

重头戏，6月申报，10月20个优秀案例进

入决赛。每个案例选派一名代表进行6

分钟介绍，评委现场打分，当场唱分。镇

海区教育科学研究所《啃读挑战：让教师

走出成长舒适区》等9个案例获得一等

奖，另外11个案例获得二等奖。现场评

选案例，相当于是全市阅读经验观摩学

习现场会。二等奖以上的优秀案例汇编

成册，供全市教师学习使用。

此外，中小学生古诗词大赛、经典课

本剧表演、“甬经典·咏流传”童谣传唱大

赛、阳明思想演讲比赛、“好家风”演讲比

赛等契合宁波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吸

引了广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其中。

宁波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胡

赤弟认为，目前宁波市的校园阅读推广

已跳出学科阅读教学范畴，实现学科之

间、平台之间、媒介之间、功能之间及课

程之间的多重融合，塑造集学科教学、课

程建设、校园文化和综合育人为一体的

全新教育模式。

宁波市教育系统持续七年大力推广阅读

□杨芷欣

不在越读馆那儿上课已有两年多了，
总觉得人和人的距离应该有些远了，以至

于拿到童老师寄来的书时有一丝惊讶。

翻开书读了一篇序言后，这种感觉却是一

扫而空，她还是童蓓蓓，还是能在一瞬间

把我拉进课堂的人。她依然是我的光。

我读书认真看序言的情况不多，以

前甚至不看。长得越大，越发意识到序

言对于一本书的重要性，写的像是一本

书的前世今生，告诉读者作者是如何创

造了这本书。

读完序言的时候双眼已经模糊了。

我看到了一个教育者探索的过程，看到她

的挣扎和迷茫，看到她如何去坚定地开拓

自己的路。那是一个普通的住校的夜晚，

我的胸口仿佛有各种感情的精灵在横冲

直撞，打电话给了爸爸：“爸，我好像看到

了我向往的教育的样子。”

于我而言，童老师是第一个为我打开

窗的人。那时我读小学五六年级，不再是

老师说什么都没有意见的乖孩子，也开始

不满于学校教育中的死板，会对老师的一

些言行有所质疑。

正当我被学校里的一些东西压得透

不过气来时，我找到了越读馆，遇见了一

个叫童蓓蓓的人。上了几节课后，仿佛

摘除了枷锁，大脑中的细胞都恢复了生

机活力。

读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时，那些课堂

实录简直就是我记忆中越读馆课堂的

样子。童老师富有活力，积极风趣，又

善于观察，给我们留足了自行思考讨论

的时间。

我至今记得有一篇关于穿越的写作

练习，我笔下的角色刚穿越过去就掉进了

粪坑。她在文章旁边写了一句，“又一个

为了文章好看不要命的”。

那节当堂写作课结束时，她问我有没

有全身发热、完全享受写作的感觉，我重

重地点了头。那是我第一次有那种快感，

将我从写作套路中解救了出来。在越读

馆的写作、阅读于我而言就是救赎。

人总是这样的，如果安心待在那个小

小的房间里，也许不会有什么额外的烦

恼。可一旦开了一扇窗，或是门开了一条

缝，就会控制不住地去追逐那光，尽管知

道光的背后也会有阴影。童老师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铃声一响”的课堂实录部分确实让

我极有亲切感，但真正感染我的是“书桌

一摆”的书评部分。课堂上的风采都是那

台上一分钟，而阅读却是那台下十年功。

读了几篇书评，才觉得是真正看到了一个

教育者的样子。

在评论郭初阳的书时，童老师写道：

“清醒者的疼痛最为显著，因为他拒绝盲

目，然我有清醒，方有突围的可能。”这简

直就是追随着光的教育者们的真实写照，

是我憧憬的人们的模样。

前几个星期在准备学校里的语文演

讲，不知怎么的，脑中就浮现出了童老师，

还有所有给我带来巨大影响的老师们的

面容，然后就决定“聊聊教育的目的吧”。

几乎是满怀着激动打下了提纲中的每一

个字，身体又找回了写作时发热的感觉。

我觉得我在向那道光靠近，跌跌撞

撞，依然迷茫，却步履坚定。打完最后一

张PPT上的文字，仍有些意犹未尽。翻开

书，拍了书的前页，把童老师写给我的几

句话放了上去。当我站在讲台上演讲时，

无比希望能通过我的言语传递那几句话

的力量。那是每读一遍都给我力量的一

句话：

“带上光明的兵器，穿上自由的牛仔

裤，为爱征战。”

写这篇文章时，耳机里单曲循环着米

津玄师的歌曲Lemon，脑海中只剩下这句

话——

“时至如今，你依然是我的光啊。”

书 名：《一张桌子一本书：在阅读课

上遇见你》

作 者：童蓓蓓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义乌市福田小学 倪婉如

语文教师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学生
爱上阅读。

学生对阅读的热爱，应该是因热爱

而热爱，无需教师布置任务，无需过多奖

励，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乐在其中，孜孜

不倦，成为生活中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教师要做

出许多努力。本学期，笔者接任二年级

语文教学，开学第一天，就对学生整体

阅读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学生阅读兴

趣不大，主动阅读的学生仅16人，每天

阅读时间在半小时以内，阅读书目种类

比较单一，仅限于童话类读物。

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宽学

生的阅读视野，我尝试了许多方法，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一、正面暗示，哄着读
常听家长这样说：“孩子不爱读书，

我怎么逼他都没用。”正面管教理论告诉

我们，要不断强化孩子的优秀特质，对于

阅读这件事也一样。

比如，一位家长发微信说：“每次让

孩子读书，他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我的处理方式是说：“他每天睡觉

前都要读书，说明他非常热爱阅读。

他每天枕着书香入睡，一定是一幅非

常美好的画面。”大张旗鼓地表扬学

生，让学生得到正面暗示——“我就是

一个爱阅读的孩子。”事实证明，在这

样一次又一次的激励中，这名学生真

的爱上了阅读。

对于不爱阅读的学生，更要给他们

戴上一顶又一顶“爱阅读”的高帽子。比

如学生偶尔早上读书，就说：“我家孩子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

学生偶尔带上一本书，就说：“每次

外出聚餐，孩子总要带上一本书；别人玩

手机，他就在那儿读书。”

二、榜样引路，带着读
榜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教师

要在班里树阅读典型，让一部分人先

读起来。

为此，我们班连续三周开展“我与书

的故事”一分钟说书比赛。根据学生自

己的喜好，选择“说书人”，加入相应的读

书小队。小队成员一月轮换一次，由“说

书人”对队员进行评价推荐，让新的“说

书人”冒出来。由此，班里形成了较好的

读书氛围。

三、分层推荐，比着读
我按识字水平、阅读能力将学生分

为三个层级，并推荐相应程度的书目。

在全班共读书目之外，第一层级（最

高层级）书目如下：历史类，《人类简史》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中国上下五千年》

（听书）等；哲学类，《思考世界的孩子》《智

慧的人在思考什么？儿童哲学简史》等；

数学类，《数学故事专辑》；故事类，《唐代

大诗人故事集》《窗边的小豆豆》等。

我为阅读能力较弱的学生选择的是

比较有趣、浅近的绘本类图书。

阅读水平低层级的学生，只要读完

一定的书目，通过考核，就可以申请高一

层级的阅读。

四、别样展示，晒着读
我和家长有个约定：走到哪里，把孩

子爱读书的事“炫耀”到哪里，而且要当

着孩子的面炫耀。尤其把孩子的阅读情

况在微信朋友圈晒一晒，更能激发孩子

的阅读内驱力。

“最近孩子的阅读习惯很好，等姐姐

放学的时间也不忘读书。”“在网上买了

书，天天问我书到了没，晚上说不和我们

出去逛，要先读书。”每天都能在家长的

朋友圈看到这些令人鼓舞的场景。

尽管我并没有要求，仍有不少家长

会晒晒孩子阅读的样子，表现出一种发

自内心的欣赏。

“老师要来捉‘书虫’啦！”我每天都

会用相机记录学生阅读的样子，发在朋

友圈。结果，“书虫”越来越多，明亮的教

室里，热闹的走廊上，碧绿的草地上，到

处都能捉到“书虫”。

班级每月评选“读书人物”，在颁

奖仪式上，让学生走一走红地毯，享受

读书的荣耀。爱读书的学生总能成为

“网红”。

低年级阅读的四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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