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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 晨
实习记者 谭晓洋

远听书声琅琅，近观“悦”读景象，

四月春风吹入浙江省中小学校园，染

得一身书香。

这书香弥漫在不同地方——班级

内部设置的图书角、学生演绎书中角

色的讲台、学校评选的“书香家庭”书

房内……从构建阅读环境到形成阅读

制度，从随性自由阅读到养成阅读习

惯，新学期以来，不少中小学生开启了

自己的“阅读副本”。

恰逢第27个“世界读书日”，浙江

省内各地学校的“阅读活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增长学生阅读兴趣，培养阅

读能力”这一美好期盼，也在这些实践

中逐步实现。

创造阅读新天地
在4月1日开展的“最美图书角建

设”评比中，杭州锦绣育才中学附属学

校103班制作的图画让特级教师倪宗

红印象深刻。“这个月我们的主题是

‘我和图书有个约定’。任务布置下去

后，每个班都可以自由发挥，丰富图书

角建设。”每个学期，倪宗红都会策划

一些读书活动。“最美图书角建设”是

这个学期她主推的活动之一。

“开学后，我就把活动通知发到了

教师群，并规定每月1日进行评选。3

月的主要任务是创造阅读环境，让每

个班把图书角建起来。4月，班级不

仅要完善图书角环境布置，还要重点

关注制度建设。到了5月就要让学生

们讲一讲自己与图书角的故事。”倪宗

红说，阅读空间的建设要不断发展变

化，她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看到师

生们的创新。

记者看到，501班的图书角也很特

别，它设置在班级外的走廊上。一个旋

转书架加一个小沙发，班级外壁还贴了

各式各样的手抄报。

“这些是我们从3月份开始准备

的。手抄报是经过了全班评选后贴起

来的，书架、书籍也是大家一起挑选

的。”介绍起自己班的图书角，宣传委

员梁恪琛言语中带着一些小骄傲。他

说，有了图书角后，班上同学都很喜欢

在下课时间过来看书。每看完一本，

他们就会在阅读记录册上写上自己的

学号。“你看，我是11号，这上面的书

我基本都看过了。”翻开记录册，梁恪

琛笑着说。

在嵊州市谷来镇中学，学生们养

成了午饭或晚饭后前往校内新建的

“雏鹰·阅读书屋”看书的习惯。在这

里，每个人都可以挑一本有趣的书，度

过一段静谧的时光。

“去年九月，阅读书屋投入使用。

学校对接了嵊州市城市书房资源，实现

了借阅服务与城市书房联网互通。此

外，书屋内还摆放了20多台由绍兴市

政协‘爱心社’捐赠的可供学生掌上阅

读的电子书，里面储存了2000多册图

书，资源很丰富。”教务主任求开章介

绍，嵊州市图书馆也为书屋提供了资

源，目前书屋内大概有4000册图书。

由于书屋很新，资源丰富，其逐渐

成为谷来镇中学的一张“新名片”。来

校参与教研活动的教师到此参观后，

“你们的阅读书屋好漂亮啊，真羡慕你

们的学生”成为他们一致的赞叹。“我

们学校是农村学校，有80%的学生是

留守儿童。书屋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拓

展知识面，还能够提升他们的阅读能

力、写作能力。”负责管理书屋的石彩

芸察觉到，有了书屋之后，学生阅读的

兴趣和自主性都发生了变化，阅读氛

围正日渐浓郁。

激发阅读新活力
接手新班级后，宁海县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杨晓东就格外注重学生的阅

读训练。创建班级图书角、开展图书

漂流活动、分享阅读心得……在杨晓

东看来，学生的阅读活力正是从这些

活动中慢慢激发出来的。

“我最近在看《哈利·波特》系列

小说。在图书漂流活动里，我推出的

书也是《哈利·波特》。”学生陈瑀帆年

纪小小阅读兴趣却十分广泛，除了教

材要求的书目，他还喜欢看文学类、科

幻类和军事类书籍。班级图书活动开

展起来后，他兴奋地发现，大家都变得

爱看书了，氛围特别好。

“我们班有个规定，学生每周至少

要读一本书。为此，我们每周都会开

展图书漂流活动，学生以自己的学号

来编码贴标签，按学号进行漂流，并在

‘漂流卡’上填写阅读时间。”杨晓东

说，每周一早读课或者周五班会课时

间，他会组织学生进行阅读抽检，以检

验阅读效果。这样一来，学生们的阅

读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这样的变化，嵊州市鹿山小学教

育集团副校长李琼也在学生们身上看

到了，在她看来，这与学校教师创新阅

读方式密切相关。“五（3）班的吕雅老

师从自己在研学、旅行中吟诵古诗时

获得灵感，创新了‘读拍’的阅读新模

式。学生们可以通过扮演课文中的角

色来体会内容。通过表演，他们能更

快融入所学内容，理解力也得到了提

升。”李琼说。

叶沛烜是吕雅班上的学生，此

前，他在吕雅带领下来到老街，拍摄

了一个名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西

绣衣坊”的小视频。视频中，他作为

领读人，用一口嵊州方言带着另外7

名学生读童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

非常有趣，说嵊州话也很有意思，而

且从边读边拍中获得了不一样的体

验。”叶沛烜说，除了童谣，吕雅还会

带他们领略教材里的片段，比如学到

《西游记》中关于蟠桃的文字时，带着

他们去农场找蟠桃树，然后在树下朗

读、演绎情节。

除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

教师的阅读活力也被纳入了台州市黄

岩区新前街道中心小学的考虑范围。

打造一支“书香教师”队伍，成为今年

该校的目标之一。“学校不仅设置了

‘教师书吧’，还组建了‘新小书虫’阅

读小组，负责策划一些活动，如读书论

坛、读书沙龙等。此外，学校还要求教

师每学期制订个人读书计划，并上交

心得体会。”学校教师周丹红告诉记

者，目前学校有近140名教师，知道要

组建这样一支队伍后，大家都觉得很

有意义，“以前午饭后大家会休息娱乐

一下，现在很多教师都会利用这段时

间阅读”。

培养阅读内驱力
如何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湖州市吴兴

区织里镇晟舍小学想到了“阅读考

级”。“我们每周三至周五的中午时段

都会开放计算机教室。学生读完一本

书后，就可以在电脑上输入书目名称，

参与答题。”教科处副主任慎秀峰说，

考级制度采用“一次固定考级+一次

自由考级”模式。对于阅读考级优秀

的学生，学校还会给予一定的奖学金，

同时，学校后台还会形成数据分析，以

便学生了解自己的阅读情况。

记者了解到，在推行阅读考级前，

晟舍小学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调

研。其中，“电子产品的使用挤压了阅

读时间”成为学生阅读效果不好的重

要原因。于是，在开展阅读课的同时，

学校推出考级评价制度，借助一定的

奖励机制和宣传报道，形成“尚读”氛

围。502班学生蒋博亚这样描述考级

机制带给自己的影响：“在老师的鼓励

下，上个学期我参加了阅读考级还拿

到了阅读奖学金，我渐渐觉得阅读是

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对学习也变得更

有信心。”

前段时间，平湖市东湖小学506

班的徐顾远完成了第12本书的阅读

打卡，他读的是《汤姆·索亚历险记》，

阅读能力评价得分为90分。“我很喜

欢致远阅读平台。我可以在看完一本

书后去这个平台检测，看看自己到底

读得怎么样。”打完卡后，徐顾远有感

而发。

“去年我们学校作为试点校，应用

了致远阅读平台。平台已经上线了

‘课后精读’模块，设置了选择书目、任

务导读、线下阅读、四维评价和分析调

控五大功能。教师可查阅学生的阅读

画像，分析学生的阅读能力，及时调整

阅读教学方法及书目推荐方向。”东湖

小学副校长谢好望说，平台的题库由

平湖市的专家名师命制，每一本书都

会出50题，检测时从中随机抽取15

题让学生作答，然后得出评分。得分

较低也没关系，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得

两周的再读时间，阅读后还可以重新

答题。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江寺小学也

是如此。2005年，学校就建立并推行

起“七彩阅读考级制度”。“从一年级进

校开始，教师就会告诉学生和家长学校

有七阶阅读考试，所以学生的阅读意识

很强。”副校长项方丽说。

“作为一名四年级学生，阅读考级

已经陪伴我4年有余了。我觉得与其

说是考试，不如说是对自己阅读之后

的总结。”403班学生瞿诗涵对此深有

体会，她表示，考级助她更加认真地对

待阅读。

“现阶段我们还在试点大数据推

进阅读，我们希望借助大数据实现阅

读活动的精准化发展。”项方丽期待，

在学校阅读已成常态化的基础上，未

来，学生们的阅读内驱力可以更足，阅

读效果可以进一步提升。

□胡欣红

前不久，杭州育才中学一

名教师晚上下班路过校门口

时拍下的一幕，打动了许多

人：一名陌生男子从校门口的

开放书架上取了书，正在埋头

阅读。这名教师在朋友圈里

分享道：“学校门口最棒的设

计：给所有人读书的机会。”

书 籍 是 人 类 进 步 的 阶

梯。人的心灵就如同身体一

样，也需要摄取营养，而书籍

就是供给心灵的最重要的精

神养料。在注重打造书香校

园的当下，每一所学校都有图

书馆，但把图书馆开到校门口

的却鲜有所闻。

据悉，杭州育才中学从建

校开始，图书馆就是开放型设

计，这让原本不爱读书的学生

也逐渐走到书架前，慢慢感受

到阅读的乐趣。2019年，学校

在校门口家长接送等候区设

立了一个开放式图书馆。无

论是校内师生，还是学生家长，甚至路人都能在

这里看书，所以称作“共读会”。

图书馆从校内开到校门口，看起来只是空间

上的一点变化，但其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近水楼台先得月，学生和家长当然是直接

受益者。据教师观察，最常来“共读会”看书的，

是等候孩子放学的家长和等父母来接的学生。

开卷有益。学生固然可以从书籍中汲取很多课

外知识，开阔眼界，提升素养；平时忙忙碌碌几

乎难以静下心来读书的家长，不仅以此填补了

在校门口等待的碎片时间，有时也有意外的收

获。比如，这些书都来自学校图书馆，不少书学

生都看过，家长翻阅之后，与孩子聊天的话题也

多了不少。又比如，那些家庭教育类图书，对亲

子关系处理得不太理想的家长，起到了一定的

“指点迷津”作用，有助于形成家校合力，给学生

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帮助。

在一个倡导全民阅读的时代，校门口设立

“开放式图书馆”，其所衍生的社会效应同样不

容忽视。据悉，有不少附近的居民尤其是退休

老人来看书。此外，还常常能看到外卖员和清

洁工来这里边休息边读书。

人类的阅读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

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里，重视阅读是源远流长

的优良传统。但当下，碎片化阅读带来的“浅阅

读”现象，使我们越来越远离书香、墨香。据第

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0 年我国成

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 4.70 本，成年

国民人均每天读纸质书时间为20.04分钟。

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

更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径。为

此，2020年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

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多读书、

读好书，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

建设书香社会，当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作为社会的精神高地，学校责无旁贷。开

设在校门口的“开放式图书馆”，不仅给所有人

提供了读书的机会，更是在默默涵养社会读书

氛围，为建设书香社会提供坚实助力。据悉，杭

州育才中学校门口“共读会”设立的3年多时间

里，不但一本书没有少，还多了不少宝贝——教

师、毕业生、在校生会把自己心爱的图书放到这

里，和大家分享；周围的居民也会把家里的书拿

来，形成了小型的“图书漂流”。最是“书香”能

育人。这样的美好画面，不正是书香社会的精

神长相吗？这样的开放式图书馆，多多益善。

□本报记者 童抒雯

“咚咚咚”，颂钵敲响，伴随着轻柔

舒缓的音乐，全班学生闭上双眼，盘腿

而坐。此时此刻，教室里的一切都静

了下来。

4月18日中午12点半，在杭州市

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四（5）班的教室

里，一段特殊的冥想旅程开始了。“假

设现在你是一株植物，每吸一口气，

这株植物就会长一寸，每呼一口气，

这株植物的叶子会变得更加茂密。”

跟随着引导词，学生们的神情变得平

静、专注……

5分钟很快过去了。“刚才冥想时，

大家都有什么感受？”每次冥想结束后

班主任蔡文辉都会问这个问题。“感觉

身边的空气都凝固了，自己沉浸在一

个安静的世界里。”“说到太阳照在我

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很轻松，所有烦恼

都烟消云散了。”……学生们迫不及待

地分享着自己的感受。对他们来说，5

分钟的“冥想放空”是每天最期待的一

件事。

冥想，“找回”专注力的第一站
蔡文辉至今都记得第一次上课时

的感受：“好像‘打地鼠’，这边的注意

力抓起来了，那边又开始走神，一节

课下来光是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就花

了大半时间，课程进度也打乱了。”两

年前，蔡文辉成了该班的班主任和语

文教师，一节“疙疙瘩瘩”的语文课让

她下定决心帮学生找回“丢掉”的专

注力。

“我平时会做一些冥想训练放松，

后来我了解到冥想可以帮助提升专注

力，就决定在班里试一试。”于是，课前

5分钟、午间休息、放学前……这些零

碎的时间段都成了蔡文辉与学生们分

秒必争的冥想时间。泡泡、森林、海

边、降落伞……每次冥想时，蔡文辉都

会选择不同的主题，而这些都是她有

意设计的：“上课前我会选择一些轻松

快乐的主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午休

的时候我会选择一些安静愉悦的主

题，让他们平心静气。”

这个学期，蔡文辉惊喜地发现学

生们有了变化：“有个学生以前上课不

喜欢发言，但是最近他在上课时变得

愿意举手，状态也更积极了。”跟班教

师邵雨迪也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冥想

后的课堂都变得活跃了。”

擦地板，在家务中提升专注力
“小许妈妈，小许这几天擦地板了

吗？”“蔡老师，今天晚上就让他擦！”在

班级的钉钉群里，蔡文辉每天都会进

行“家务巡查”。上学期，学生的家庭

作业里多了一项必做作业：擦地板。

擦地板对提升专注力有帮助是蔡

文辉在一次专家讲座中偶然听到的。

“蹲下身子，双手去擦”是蔡文辉对擦

地板提出的要求，“其实蹲着擦地板

时，人眼到地面的距离和孩子坐着时

眼睛到书本的距离差不多。擦地板

时，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布上，

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在看书或做

作业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

这学期，学生的“家务清单”里还

多了不少新任务：刷马桶、盛饭、整理

房间、给爸爸妈妈做一次早饭……

朱书仪妈妈慢慢感受到了孩子的

变化：“原先她很依赖我们，总觉得家长

都会给她做好。现在我们会分一些家务

给她，不管做成什么样，都希望她能在这

个过程中收获一种担当和责任意识。”

鼓励家长组成“跑跑团”，周末时

组团“拉练”，因为运动可以刺激大

脑，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要求学生

晚上必须9点半之前上床睡觉，因为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提高注意力；作业

计时完成，并记下完成的时长，改掉

做作业拖拉的毛病……在帮学生找

回“专注力”这件事情上，蔡文辉还有

不少“小机灵”。

“能够按照说好的约定执行。”“热

爱阅读，速度快起来可以分秒必争。”

在《家庭学校联系手册》上，这样的留

言越来越多。蔡文辉认为：“专注力的

训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越是一

些小习惯越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

在家长眼中，蔡文辉是一个有着

“无限激情和创意”的老师；在学生眼

里，蔡文辉是一个像“哆啦A梦”一样

的宝藏老师。帮孩子们“找回”专注

力，蔡文辉的探索仍在继续……

春风入校园 满园书香味
——浙江中小学推进学生高质量阅读侧记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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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
能
育
人

“找回”学生的专注力：杭州教师蔡文辉的探索之旅

背靠李宅古民居，以红艳茶花为伴，东阳市城东街道李宅小学学生坐在校
园一角的石阶上，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本报通讯员 赵书婷 摄）

40名家长志愿者就位

义乌绣湖小学
推进劳动教育家校社一体化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接下来我会和学校、社区

配合联动，引导孩子们尊重劳动、体验劳动、热爱劳

动。”4月14日下午，义乌市绣湖小学学生吴一祎的家

长从校领导手中接过聘书，正式成为该校劳动教育家

长志愿者委员会的一员。

“每个班推举一名家长担任志愿者委员会委员，每

个年级推举一名副会长，秘书长由分管劳动教育的校

领导担任。”校长朱向阳告诉记者，首批聘任的40名家

长志愿者，将协助学校开发社会劳动教育资源，开展劳

模、工匠精神进校活动，参与学校劳动教育周等活动，

做好家校社一体化劳动教育。

在朱向阳看来，借助家长力量，不仅有利于推动该

校开足开好劳动必修课，将劳动教育渗透进一系列课

程，形成稳定的劳动教育生态圈；还有利于用好社会资

源，加快推进劳动教育家校社一体化。对此，毗邻该校

的绣湖社区也表示将进一步盘活资源，拓展劳动实践

的内涵，为家校社联动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优质的校外

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