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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第六中学 汪敏红

这是我做的一个名著导读写作

教学实验。

我在研读曹文轩小说语言风

格和特点的基础上，为学生总结出

一系列仿写方法，如“以美写丑”法、

“以乐写哀”法、“句式模仿”法等，这

是其中一堂课。

多媒体出示曹文轩《草房子》第

一章第一节的一段：

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

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

后，那枫树一树一树地红起来，红得

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

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

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油麻

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了脚步，在一

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

微微泛着红光，遇到枫叶密集，偶尔

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

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小村子、红

枫、草房子组成的画面，美不胜收，

是一处天然的宜居之地，至少能吸

引文艺青年一批批前往采风。

但是作者话锋一转，秃子出现，

而且有许多。我很想问问曹文轩，

油麻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秃子，是

缺少某种营养元素，还是不讲究卫

生引起的？

许多枫树，许多秃子。曹文轩用两个“许多”形成强

烈对比，是为突出枫树的美还是为衬出秃子的丑？显然

都不是。或许作者是想告诉我们，美和丑是可以和谐共

存，甚至是不可分割的。

秃子和小学教师，又是丑和美的对比。小学教师不

出声，静静地看，这固然是涵养，但我以为，写的还是人

性之美。

把枫树下的秃顶比喻成沙里的瓷片，就像把呕血

比成桃花，这绝对是曹文轩以美喻丑的一个独创。

作者曹文轩说过：“这个世界上，除了思想，还有审

美，这两者都很重要。充满美感的力量绝不亚于思

想的力量。”曹文轩试图引导读者透过事物丑陋的表

象，咀嚼生活中的温馨和诗意，借助他“化丑为美”的

刻刀，在读者的心灵上留下印记。在他笔下，秃顶也

能成一道美丽风景，因为它们是油麻地真实的环境

组成部分。

让学生明确“美”和“丑”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

丑也是一种美，就如悲剧也是一种美。

多媒体显示本次仿写目标：学习“以美写丑”“化丑

为美”的写法，选择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仿照出示语段写

一个片段，体会语段中比喻的作用。

在明确仿写目的和解读的基础上，我开始引导学生

如何选材、组织材料、语言表达。

首先让学生根据个体体验，筛选记忆中“丑”的人

或事。

学生纷纷回答：乞丐、跛子、卖菜农妇、村里的断墙、

奶奶的旧梳妆台……

接着我引导：“这些‘丑’的人或物，为什么又是

美的？”

学生回答：这个乞丐会拉二胡，跛子为救人才落下

的残疾，卖菜的农妇非常勤劳，因为旧房子和断墙记载

着一段历史，旧梳妆台带着奶奶的记忆……

眼看水到渠成，我接着引导：“是啊。你之所以能看

到残缺和丑陋的背后有温情和美丽，是因为你不仅有悲

天悯人的情怀，还有一颗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也就是说，

你已经具备了审美能力，这非常重要。”

“那么又该如何将这种情怀表达出来，以致能达

到以美写丑、化丑为美的效果呢？首先我们可以给

这些‘丑’的事物创设一个美的环境，就像油麻地的

枫林一样……”学生们在我的步步引导下开始构思、

写作……

多媒体出示学生仿写片段：

枇杷树下的“母狼”

我所在的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枇杷树的小村

子。五六月份的时候，枇杷成熟，漫山遍野挂着一串

串金黄，让人垂涎三尺。但是，这个村里，总有一群群

的小毛贼，他们爬树本领特别高，从一棵果树到另一

棵果树只需嗖的一下便蹿过去，然后坐在树杈上，一

边嚼一边扔。这种场景我已经司空见惯。因为，我也

是小毛贼之一。

不过，也有遇险的时候。

这枇杷山上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个老太婆。她

常常在枇杷树下转悠，活像只懒猫在散步。但是，一旦

发现有人偷摘她的果子，她马上变成一只“母狼”，瞪大

眼睛，拿起一条长长的竹竿去追打小毛贼。

小毛贼们飞也似的逃跑。“母狼”却不追远，见小毛

贼不见踪影，就扔掉竹竿，回到枇杷树下，一会儿又变回

一只懒猫。

我带学生分析这段仿写中的美和丑：“偷枇杷的行

为是丑的，但儿童的天性是美的，哪怕他们顽皮捣蛋；

‘母狼’也是丑的，毕竟凶残是狼的本性，但她尽心尽力

管好这片枇杷林，面对一群偷吃枇杷的孩子，也只是假

装凶狠吓吓他们而已。”

此仿写片段中，无论是漫山遍野的枇杷树、像猴子一

样野小毛贼，还是枇杷树下忠于职守的“母狼”，都是浑然

天成的一道风景。“小毛贼”并不是存心偷吃，或许只是为

了好玩；“母狼”并非真恶，或许“猫”才是她的本性。

小作者用直觉细腻地感知到这种美的存在，并用

巧妙的对比和比喻呈现出来，文风上有点曹文轩的意

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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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文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学校在

线教育逼上前台，其在特殊时期发挥

了特殊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一

些教育部门和学校对在线教育认识

不足、准备也不充分，特别是师生返

校后，在线教育极有可能被打入冷

宫。如何在新技术背景下继续发挥

在线教育的作用，真正让技术赋能教

育，乃至引领和改变教育，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关键是要在树立新思维上

有实质性突破。

一、破短线思维，树常态思维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教育部

门、一些学校、一些教师对在线教育

在思想上明显表现出应急短线思维，

在行动上也出现短期行为，很少有学

校专门对在线教育进行深度研究。

尽管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

方方面面，深刻地改变着生产生活方

式，但在学校教育方面，教育技术的

应用显然不够，教师普遍对现代技术

的发展与应用缺乏敏感性。

就像在线购物、在线支付一样，

在线教育可以预见是未来学校教育

的日常。高质量在线教育不但可以

解决师生不能到校的应急之需，而且

可以化解当下学校乃至区域优质师

资资源不足、教师结构性缺编及教师

外出学习难等老大难问题。

为此，我们必须破除短线思维，

树立在线教育的常态思维，深刻领会

新技术在教育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

和现实迫切性。

当然，这不是说在线教育要完全取

代传统学校教育，而是改变我们的教育

习惯，用先进教育工具来改变和提升教

育，使新技术应用成为教育常态。

二、破习惯思维，树创新思维
疫情期间，尽管我们迫不得已开

展了在线教育，但很多时候只是把课

堂从传统教室搬到网上而已，依然以

“传统的教、传统的学”为主导，换汤

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比如，按照原来的作息时间来安

排教学，小学低段开展线上新课教

学，有的甚至用在线教育的便利突破

双休日不允许补课的禁令。

不研究课程、不研究学生、不研

究在线教育的适用性，学校在线教育

就没法脱离传统学校教育的窠臼。

创新思维迫在眉睫。学校要不

断研究在线教育新问题、新特点、新

规律，要以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来

思考和谋划学校在线教育；要意识到

在线教育一方面为学校教育创新提

供了空间和机会，另一方面对教育教

学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新要求。

在学习方式上，探索给学生和家

长以更大的选择权，利用在线教育可

以重复学习的特点，允许学生按自己

的节奏来进行，也可以探索分层在线

小组合作学习、同伴互助学习和项目

学习。

又比如，可以创造性开展以生活为

主题的劳动教育、以沟通为核心的亲子

教育。对低段学生可以设计一些“做

事”的项目，开展居家阅读及分享等。

三、破技术思维，树教育思维
所谓技术思维，主要就是从技术

角度来思考学校在线教育，把关注重

点放在硬件建设上，认为在线教育主

要是技术问题，比如平台支撑问题、

技术掌握及熟练程度问题。在疫情

背景下，在线教育运行初期，也确实

暴露出硬件和技术硬伤问题，比如使

用平台多且杂、标准不一、网络信号

差容易卡等问题。

必要的硬件和技术是学校正常

开展在线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但也要

看到，在线教育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

思维上是远远不够的。在线教育不

是解决了技术问题就万事大吉，我们

经过调研发现，其实技术问题可以比

较快地得到解决，而一些深层次问题

却很难解决。

在线教育把传统学校学习隐藏

或被抑制的一些教育问题显性化、扩

大化。比如，一些自主能力相对不足

的学生，在线学习效果不好；随着在

线教育的推进，存在后期不如前期的

边际效益递减现象。

树立教育思维，就是要求学校和

教师要透过看不见的网络，去看见、

去研究网络另一头那些有血有肉的

生命状态，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内驱力、身

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在看不见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更

加注重人、研究人，研究非监管状态

下学生自控力培养的问题，研究非集

体环境下学习氛围营造的问题，研究

在校学习常态下如何加强学生自主

学习的问题。

技术改变教育，但技术是服务教

育的工具，只有从教育角度去研究和

思考在线教育问题，才能让技术更好

地造福教育。

四、破表面思维，树战略思维
表面思维是人为设限，就在线教

育讲在线教育，把在线教育的内涵和

外延限定在课堂教学范畴，没有认识

到在线教育之于教育的意义。

新技术转变了学校的功能、组织

架构和文化使命，也转变了教师的职

责和定位。树立在线教育的战略思

维，就是要把思维触角深入到未来学

校的构建这个内核上去思考。一方

面要按照未来学校的思维做好必要

准备，另一方面要从技术层面来转变

学校场景。比如以班为主的课堂向

精准分层的教学转变，比如个体竞争

为主向分工合作的教师团队转变，比

如从课堂教学者向优质在线课程开

发者的教师角色转变等。

未来学校一定是以新技术最大

化运用为前提，以全景式全开放为

特点的新型学校。运用技术打通校

内外资源融通，打破传统的时间、空

间界限，实现教与学关系重构，促进

教师职业专业化分工，尤其是对于

一些资源相对贫乏的落后学校，在

线教育为他们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

性机遇。

（作者为台州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平阳县教育局 易永煌

“妈妈过来看，蚕宝宝蜕皮了。”

小学三年级女生周可喻掀开放在客

厅角落的大纸盒盖子。她的妈妈谢

女士赶紧跑过来，半小时里，两人都

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只长约8厘米、又

白又胖的大虫子，并不失时机地拍下

视频。

每年3月下旬到5月初，平阳县

三年级的小学生都会上一堂特殊的

课——养蚕。

一娃养蚕，全家动员。在男生王

修的家里，爸爸负责解决蚕宝宝的

“住房”问题，妈妈负责喂养和清理蚕

沙，王修则完成记录作业。

学生们很想包揽清理蚕沙的工

作，但大部分家长不同意，担心孩子

力道不稳，威胁到蚕宝宝安全。

采摘新鲜桑叶是非常重要的任

务。“有的去邻居院子里摘，有的去乡

下外婆家摘，也有的去淘宝网上买。”

鳌江小学科学教师陈国伟说，“往年，

山门镇桑叶基地会定时提供桑叶，今

年由于疫情的缘故未能送达，蚕宝宝

存活率受到一定影响。”

每到养蚕季，语文教师发现，学

生们交上来的日记，很多写的是蚕宝

宝。昆阳镇实验小学科学教师应小

敏说，在长达近20年的科学课程设

置中，教材几度更新，养蚕内容却始

终保留。

养蚕课一年比一年受重视，从一

开始教师在PPT上展示图片，到蚕宝

宝实物出现在课堂上，最后发展为学

生们将蚕带回家饲养。

这对多数学生而言意义非凡，养

蚕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一堂生命课。

春寒料峭那几日，蚕孵化不了，

鳌江镇第一小学有个学生想出一个

绝妙主意：把蚕放在睡衣口袋里，用

体温孵出来。这让科学教师林佳佳

对学生有了新认识。去年，有好几个

学生别出心裁地给蚕搭建“城堡”或

“豪华别墅”，还标出房间号。

在长达50多天的养蚕周期里，

学生们展现出的变化让人惊喜。

郑女士带儿子出门游玩两天，蚕

宝宝被寄养在邻居阿婆家。儿子晚

上睡不着，缠着妈妈要给阿婆打电

话，直到电话那头阿婆回答“蚕宝宝

非常好”，他才安心睡觉。

雨岑妈妈徐女士说，平日较为佛

系的儿子，在养蚕这件事上却尤为留

心，每隔两三天就找尺子给蚕宝宝量

长度，还时不时地关注蚕盒温度。

几乎每个学生都会经历蚕的意

外死亡。原因多种多样：桑叶不够新

鲜、盒子不够干燥、温度骤降等等。

“有个男生养了七八十条蚕，有天吃

了路边摘的桑叶，全死光了，第二天

哭着来找我。”林佳佳说，公路边的桑

叶污染严重，上面有粉尘、农药、尾

气，即便雨水冲刷仍残留大量有害

物质，不少学生的蚕宝宝都中招了，

她平时会备一些桑叶及时施援。

重获养蚕机会能减轻学生们的

失落，但为生命逝去而经历的遗憾和

悲伤，却将永远留在学生们的记忆

里。“有段时间昼夜温差大，盒子里的

蚕估计半夜受了冻，颜色都变了，这

一场病死了二三十条，十分可惜。”女

生彦卿的妈妈说，这场发生在半个月

前的“大规模死亡”，直到现在再次提

起，女儿还是非常难过。

“以前，在大多数学生的观念里，

蚕就是虫子，甚至碰都不敢碰。但现

在，蚕和学生之间建立了联系，学生

与自然拉近了距离。”陈国伟说，学生

看到蚕是如何一步步走完整个生命

周期的，并由此了解何为生命循环。

“如果学生觉得，蚕死就死了，丢

就丢了，就失去了生命课程的意义。”

应小敏教师介绍，每当养蚕课程结

束，教师会建议学生妥善处理蚕蛾尸

体，并将蚕卵存放冰箱中，等来年再

次孵化。有些学生特别有仪式感，把

蚕尸小心埋在土里，还插上一支小木

棍，作为蚕蛾墓。

但教师们也指出，实际教学中，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收获这门课程

所承载的积极内容。要上好这门课，

少不了家长的支持。对于家长们来

说，这也不失为一门参与度极高的亲

子课程。因此，从中受益的人越多，

这门生命课程才会越有生命力。

营造法式

教无定法

课例展板

发展在线教育需要树立新思维

绍兴市秀水小学校园的竹林边有块空
地，两年前热心的家长志愿者和学生一起，
翻地、做篱笆、树班牌，建设了一个蔬菜基
地——沃园。课余时间，经常可以看到学
生们在这里浇水、治虫的身影。学生们也
会欣喜地发现地里的豌豆发芽了，芹菜、青
菜、蒿菜长势喜人……图为近日，在沃园边
的大土灶台上，六（1）班学生徐正灏和同学
们在食堂阿姨的指导下，用自己种的青菜炒
年糕。 （本报通讯员 胡建成 摄）

养蚕：春天课程、生命课程、亲子课程

自己种的菜
自己炒来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