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教师周刊·浙派教师责任编辑：黄莉萍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79
E-mail：zpjiaoshi@sina.com

声音

□童文兴

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有一座文化殿堂，曾经

想过这件事，也正在全市推动“走进经典”教育

家书院建设。近期偶然读到了一篇追忆陈嘉庚

先生的散文，让我更坚定了这个想法。

文章作者说，他中学就读于福建省国光中

学，是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创办的。这所学校

有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里有从亚里士多德、柏

拉图到康德的各类哲学书籍，有朱生豪译的《莎

士比亚全集》，有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

等的经典著作，有普希金、果戈里等俄国经典诗

歌和小说，还有上百样的文学刊物。这让来自

乡野的他一下子遇见了那么多的世界巨匠。作

者还谈到，当时福建的高考成绩全国领先，就是

得益于陈嘉庚先生的文化润泽。

不得不佩服陈嘉庚先生及其家人，他不但

捐资办学建了学校，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学校里

建起了一座文化殿堂。这份远见和深刻，即使

放在今天，也是十分难得。费孝通用他的社会

学对此作了最好的总结：我的祖父和更早的祖

先，他们生活的年代没有陈嘉庚，因此，他们的

生活跨度就只有原始的村落和传统的文化圈

子。是啊，正因为有了陈嘉庚，让他们一下子打

开了眼界，走出了小圈子，所以有了费孝通、陈

景润等学术大咖。我想这是因为陈嘉庚先生在

他们最最需要长身体，最最如饥似渴的青春岁

月里，给足了文化的营养。

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缺书的年代了。但今

天的学校是否都有如当年刘再复先生就读的国

光中学那样的文化殿堂呢？我是深感忧虑的。

我们的一些图书馆也只是叫图书馆这个名

而已。且不说一些学校图书馆的破落相，且不

说一些学校图书馆的“束之高阁”，关键是图书

馆里的书良莠不齐，很多书是滥竽充数，面目可

憎。进入一些学校的图书馆，感受不到文化的

气息，感受不到书香的扑鼻，难以让人产生仰慕

敬畏的情感。

据说有些学校图书馆的书都是新华书店帮助选择的。每

一本书都是教育，如此重大教育之事，怎么可以轻易交付他人

呢？！都说现在的学校没有文化，图书馆是最好的见证。曾经

一段时间，领导们去学校必看厕所，厕所固然重要，我倒建议

也要多看看学校的图书馆。厕所看的是管理的精度，图书馆

看的是学校文化的精度。我觉得图书馆才是校园文化的精神

地标，是学校之所以是学校的理由。

学校的文化殿堂应该是用经典铸就的。图书馆实在不能

仅仅当作是一个安放一堆印刷物的地方。图书馆安放的应该

是文化，是人类的思想精华。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出版商

业化和书籍泛滥成灾的年代，学校图书馆里的书，要像选择朋

友一样睁大眼睛，精挑细选，宁缺毋滥。刘向说过，书犹药也，

善读可以治愚。而学校里的孩子，特别是中小学生，还可能做

不到善读和选择，所以图书馆的书，事先就得由学校来选择，

免得放进毒药，长满杂草，造成精神毒害和污染。我想图书馆

里的每一本书，代表的是办学者的精神气质、文化高度和价值

取向，体现的是一所学校的精神长相，必然都是经过郑重其事

的选择请进来的良师益友。学校要拿出当年万圣之师孔子删

述六经的远见和劲头来，从教育的角度，慎之又慎，必须要有

误人子弟害莫大矣的小心，从经典中选择经典。如同对待自

家孩子一样百般用心，非得下一番深功夫不可。

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书也是最最平易近人的良师。一

所学校，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校，不可能都做到名师云集。但

我们完全可以请来大师，做到让大师们的思想、文化、精神在

这里交相辉映，即使身居僻野也可蓬荜生辉亲近大师。图书

馆的意义就在于此。

每一本经典都是大师高人。我们缺的是对大人言的敬

畏，缺的是走近他们理解他们，缺的是把他们请进来学而时习

之的虔诚。我们只是在空谈仰望大师，而不是静下心来学习

他们。其实，当我们捧起他们的经典著作时，不就是和大师面

对面了，不就是高人指点了？因此，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做到大

师云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只有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只有在

大师的文化滋润下，我们的教师才能登高望远，学校才能成为

参天大树的沃土，才可能有长出大师的机会。

从更深的意义讲，学校的教师应该是两个部分的有机组

合，躺在书籍里的大师和活在校园里的教师。越是落后的地

方，越要把图书馆建好，用经典的书籍来弥补学校师资的不足。

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有一座文化殿堂——图书馆。这是完

全可以做得到的，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我们教育本身缺乏

对文化的深刻理解，缺乏对“立德”“铸魂”的科学洞察，也缺乏

对经典著作的足够敬畏和认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图书馆，实在应该成为每一所学校源头活水的那座

文化殿堂。必须要有，必须

做好。

（作者系台州市教育局

党委副书记）□吕国飞

午餐时间到！今日小菜之一是红

烧藕。

吧唧，咬下一半，藕断丝连。我轻

轻拉长藕丝，用叉子叉住一半带丝的

藕。眼尖的学生已经盯着我看。

“小朋友们，看这藕，你能猜出关

于它的一个成语吗？”

“想不出来！”

“这就是藕断丝连。”

学生们纷纷念叨：“藕断丝连。”他

们要“吃”出“藕断丝连”的效果，这可

不太容易！不爱吃藕的学生们也因为

要“创作”，不自觉中吃下几片。

快嘴小陈说：“这就像一边吃饭，

一边上语文课。”学生们哈哈大笑。

从此，我们的午餐总带点语文风。

特意把上午第一节语文课调到了

第三节，因为今日要上的绘本故事是

《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以比较戏剧

化的方式呈现绘本，帮助学生了解整

个故事后，就接近午餐时间了。“小朋

友们，妹妹萝拉说她绝对绝对不吃番

茄。现在，老师扮演妹妹萝拉，你们来

当哥哥。你们可以从番茄的颜色、味

道、形状等方面大胆想象，想出好办

法，哄我这个妹妹尝试吃番茄吗？”

我“淘气地”说：“我绝对绝对不吃

番茄。”

小杰文质彬彬地说：“这不是番

茄，它是红红的大苹果。”

我委婉拒绝：“我绝对绝对不吃大

苹果。我喜欢尝试新奇的一切。”

小欣一副哥哥样：“萝拉，这不是

番茄，它是太阳的红色眼泪。”

我开心地接受：“给我吃一口啊，

我想尝尝红色眼泪的味道。”

“小朋友们，你们有不喜欢吃的水

果吗？请小朋友们像萝拉哥哥一样，

化腐朽为神奇，喜欢上曾经拒之口外

的水果。”

小棋举手：“我绝对绝对不吃火龙

果。”小田思维敏捷：“这不是火龙果，

它们是恐龙妈妈孵出来的火龙蛋。”小

棋快乐地想尝试：“给我来一份大的，

我喜欢吃火龙蛋。”

儿童天生是诗人啊！

时间掐得有点准。两个轮回后，

午学铃声响。学生们快速掀开饭盒，

今日午餐有戏，等着瞧——

小唐看着眼前雪白的山药片，长

叹：“我绝对绝对不吃山药啊。”

我发起挑战：“哪位小朋友能像萝

拉的哥哥一样帮助小唐？想象山药

片，关注它的颜色、形状。”

小轩安慰道：“小唐，这不是山药

片，这是山尖飘下来的白云。”

我问小唐：“你想尝尝白云的味道

吗？”小唐点头：“好的，我要来一朵大

的，我喜欢吃白云。”

诗意的山药来也，谁不愿意品尝

白云的味道呢？学生们大快朵颐，同

时又一节小诗创作而成！

小轩也有难题了：“老师，我不想

吃餐后的水果——香蕉。我绝对绝对

不吃香蕉。”

我趁热打铁：“来来来，谁来上‘诗

意小菜’一道，让小轩爱上香蕉。”

小陶说：“这不是香蕉，它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月亮。”小涵道：“这不是香

蕉，它是猴子水井里正在捞的月亮。”

小轩高兴地说：“给我来一根小的吧，

我想尝尝月亮的味道。”

……

此语文风午餐后，有段时间学

生们掀开饭盒后的第一句话必定是

“我绝对绝对不吃……”不出几秒，

就有同学支招助力：“这不是……它

是……”很快，教室里就只剩饭勺刮

餐盘的声音了。

我们的午餐带点语文风。端午节

食堂发个小巧玲珑的粽子，那就一起

聊聊端午为什么吃粽子的典故；小葱

炒豆腐，来学个歇后语；萝卜炒肉片，

给讲讲“卜”字的前世……

午餐，刮点语文风！有料，有味，

有趣！

（作者系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
心小学班主任）

□本报记者 黄莉萍

目前，语文学科承担的主要职责是教学生“学习

阅读”，远未实现“通过阅读学习”。

浙江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近日发布的“2019

初中监测—阅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时指出，通过监

测发现，“更多的阅读带来更好的整体学业水平”。

这是我省首次对学生阅读状况、教师阅读教学

状况的一次大调研，调查分析了全省11个设区市的

96个县区八年级学生的现代文阅读情况。

初中生阅读状况都有哪些问题

全省八年级学生中，25.1%的阅读能力达到了优秀

水平，89%的阅读能力达到了课程标准的要求。报告认

为，这反映了全省八年级语文教学质量总体水平较好。

信息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论述类文本

阅读，本次监测从3个领域全面调查学生核心知识

与技能的掌握状况，关注文本与文本、文本与生活间

的关联，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分析影响阅

读水平的原因，寻找改进教学的主要路径。

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全省八年级学生在信息类

文本阅读中的表现最好，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的表

现最薄弱，得分比例两者相差11个百分点。

各县区在各类文本阅读中的表现差异明显，3

个领域，表现最好的县区和最薄弱的县区相差了

17~19个百分点。

不同群体中，乡镇农村学校、民办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学校、微规模学校的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表现分别低

于相对应类型学校的学生，男生阅读水平整体上也弱

于女生。

而在全省八年级学生表现相对较弱的文学类文本阅

读和论述类文本阅读中，监测发现，学生能力层次差异

明显。数据显示，指向鉴赏、评价、探究、比较等高阶思

维能力的策略运用题中，学生的能力层次差异更为明显。

主题探究阅读是最高层级的阅读。如一道关于

“《西游记》《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红星照耀中国》

《傅雷家书》中，哪部作品人物间在‘交流’上发生令

你难忘的情景？结合这一情景，评价这次‘交流’产

生的意义”的名著拓展探究题，全省八年级学生的得

分率是53.4%，且不同水平学生的得分差距较大。

数据显示，全省八年级学生对名著阅读的探究、

评价等高阶能力尚不理想。

同样，在论述类文本阅读的监测中，基于信息筛

选推测能力的典型题，学生的得分率为45.7%；基于

考查整合与解释能力要素的典型题，得分率仅为

44.7%。总体看，全省八年级学生把握文本观点的

能力和论述类文本阅读的整合解释能力皆尚不理

想，且不同能力群体学生间差距明显。

影响学生阅读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监测将重点放在了对影响学生阅读水平因素的

分析上。

数据显示，全省八年级学生的阅读类型丰富，对

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明显高于非文学

作品。不同群体学生阅读小说、散文、科普作品的兴

趣排在前3位。而乡镇农村学校、民办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学校学生更喜欢阅读漫画。综合相关数据后

可以看出，阅读水平好的学生阅读散文、文史哲作品

兴趣高，阅读水平差的学生阅读漫画兴趣高。

另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数据表明，阅读水平

越好的学生，非功利目的阅读或非短期功利目的阅

读占比越高。阅读动机主要区别在是“养成阅读习

惯”，还是“为了应付考试”。

家庭阅读氛围是影响学生阅读水平的重要因

素。父母陪伴学生购书次数越多，家庭藏书越多，学

生的阅读水平越好。

监测显示，师生关系对学生阅读水平的影响为

正相关。但在全省八年级学生的主观感受中，师生

关系仍有提升空间。

同时，学生的阅读水平越高，相应地，教师采用

差异化教学、探究性教学、互动式教学和小组合作教

学的得分越高。学生的阅读水平与教师积极的教学

方式正相关。

监测还对影响学生阅读水平的4个关键能力进

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评价反思策略与文学类文本

的鉴赏能力正相关，关键语句策略与文学类文本的

意蕴理解能力正相关，迁移运用策略与非文学类文

本的问题解决能力正相关，重读策略与论述类文本

的关键语句理解能力正相关。综合说明，学生阅读

策略掌握得越好，阅读水平就越高。

监测还关注了影响阅读水平的重要因素：学教

方式。

经数据处理后，教师教学方式开放性指数越大，

表示越自主开放。而分析表明，教师教学方式开放

性程度与学生阅读策略掌握情况不完全呈正相关。

全省八年级学生阅读策略得分在教师教学方式开放

程度为一定教值时达到最高值，之后迅速回落到最

低，而后随教学方式开放程度增大缓慢增长并基本

持平。这就需要教师们去思考，如何恰如其分地发

挥从“教”到“扶”到“放”的指导作用。

监测数据还显示，因长期缺乏科学方法的教学，学

生阅读往往起步于原始感悟，止步于经验积累，缺乏系

统的阅读策略的指导。大多数教师没有基于学生的思

维特征和语言水平，提供多样化的策略学习和阅读路

径指导，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

报告还发布了两个为有困惑心理的教师指引方

向的分析：阅读水平越高的学生，自主性学习得分也

越高；课前预习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一环，全省超

过70%的教师会常常布置预习作业。

什么样的教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报告重点分析了影响学生阅读水平的重要因

素——教师素养。

教师对实用类文本特征的认知得分越高，学生

相应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得分就越高；

教师对文学类文本特征的认知得分越高，相关

学生文学类文本阅读水平就越高；

教师阅读类型与学生阅读水平呈正相关的是文

学类、历史哲学类和语文教学杂志；

教师阅读类型与学生阅读水平呈负相关的是网

络小说；

学生阅读水平越高，其对应教师的个人藏书量

越多，特别是教师藏书量在500本以上的对提高学

生的阅读水平会带来更大的正面影响；

……

几乎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教出什么样

阅读水平的学生。

报告还给出了一系列有喜有忧的数据和分析。

70%左右的教师能正确判定文学类文本的教学

目标，60%左右的教师能正确判定实用类文本的教

学目标。但整体而言，教师对不同类型文本的特点

及教学目标的认识依然模糊，严重影响教学效率。

在课型认知上，我省教师并不能准确辨析怎样的

教读课才能达成教方法的目标。如只有不足30%的

教师能正确判断活动探究单元是否“以阅读方法的教

学为中心”。

全省语文教师藏书量较低，将近80%的教师的

藏书量在500本以内；教师的阅读类型集中在文学

类，其次为语文教学杂志，其他类型占比都不高；对

于名著阅读的作品推荐，96%的教师局限于教科书

的内容；教师开展活动探究类的教学严重不足，教师

布置的活动探究类作业只占2%……

学校应重新认识阅读的价值

教师开展名著阅读专题探究、改写等实践活动

的，学生名著阅读成绩好；学生名著阅读练习做得多

的，名著阅读成绩反而差。

相关试题论述类文本的阅读对培养学生批判

性思维具有重要价值，而现状是初中生的相关阅读

不足。

数据显示，乡镇农村学生比城市和县城学生更

需要得到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的指导。更多的男生

认为，“得不到想读的书”“不知道读什么”。

所有学生为开展专题研究而阅读的比例普遍很

低，最高的也不超过6%。

……

对于这样的监测结果分析，本次阅读监测负责

人、省教育厅教研室初中部副主任章新其认为，教

师、学校乃至社会都应重新认识阅读的价值。

“阅读是实现个体目标的工具，应重视个体在与

文本的互动中建构意义，根据文本调整自己的认识

和行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是国际阅读测

试的要求，也是我们教育人应树立的正确阅读观。

阅读，并不只是为了语文成绩。”章新其说，阅读特别

是专题阅读常常出现在项目学习中，它是一种研究

方式，是强调基于问题解决的一种综合学习，既包括

各种学习方式的综合，也包括现实问题的综合，而问

题的解决往往是超越学科的。

监测结果显示，阅读越多的学生，有着更好的整

体学业水平。

而调查发现，学生阅读最大的困难是阅读时间

不足，全省仅60%的学生在语文课外能有专门的阅

读时间。

报告对此给出的建议是：政府投入阅读推广财

政专项资金，为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的阅读托底；学

校能设置专门的阅读时间，减少刷题考试，组织各学

科教师参与不同领域书籍的阅读推荐和指导中来。

“通过阅读开展学习，才是阅读真正的使命。”报

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图为不同水平学生对应的教师阅读类型。

图为全省学生及不同群体学生对阅读困难的归因。

每
一
所
学
校
都
可
以
有
很
多
的
大
师

近日，来自湖州市吴兴区和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
政史骨干教师齐聚湖州市轧村中学，一起开展以“教师
专业成长的突破口：教学技能的自我建构”为主题的教
研活动。图为轧村中学教师俞邱莹正在上道德与法治
公开课《爱在家人间》。 （本报通讯员 陈新根 摄）

近80%教师的藏书量不足，教师对不同类型文本的特点及教学目标的认识依然模糊，学生为开展项目专题研究而开展阅读的
比例普遍很低……

阅读价值彰显，需要教师素养的支撑
解析我省初中学生阅读密码

我们的午餐带点语文风

关关注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