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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善本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 朱胜阳

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有一张书桌，是

父母结婚时请当木匠的大舅舅打造的。我

们农村学生基本上都没有书房。

我把洋片、香烟盒、玻璃弹珠等，包括最

爱的小人书，全都放进书桌。记得当时父亲

外出打工回来，给我买了一套连环画《罗

成》，共6本，每一本我都把它当成宝贝，就锁

在书桌中间的大抽屉里。

一直到初中毕业，这张书桌就是我的

“书房”。

1995年初中毕业进入师范，我自己设计

草图，又请大舅舅给我打造了一个书架，再

把小舅舅读书时买的《唐诗鉴赏辞典》《唐宋

词鉴赏辞典》和《古文观止》等书拿回家装点

门面，再加上外婆家的一个青花瓷花瓶，让

书架显得更加典雅。

为什么书这么少？为什么要这么“装”？

无非是自己从小到大没有阅读的习惯，因此

也很少读书、买书，等到师范毕业时，才后

悔书读得太少，连那些课本都觉得没有好好

读过。

每当书放不下的时候，我就添置一个简

易书架，但仍然没有书房。

我真正拥有书房，是在2004年因结婚

进行房屋装修的时候。那时经济实力有限，

买不起城区的商品房，只能将乡下的老房子

改造一下，作为婚房。

房子是1990年父亲造的二层楼房，我

重新规划房子的格局，终于把书房设计进

去了。

无论是书房的整体布局，还是书架、书

桌的造型等，我全都自己设计，再请木匠做

出来。

书房打开窗就是夏履江，这一段形成九

个河湾，老辈人叫“九曲望娘湾”。传说是一

个男孩化龙升天之前，母亲叫他一声，他就

回头望一眼母亲，洒泪成湾。

夏日的傍晚，开窗可见天边火红的晚霞

与岸边黛绿的树丛倒映在水里，颇有莫纳油

画的意味。

记得我七八岁时，父亲工作的单位还叫

“九曲渔场”。所以我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

“九曲轩”。

那年，是我从教第7个春秋，专业水平却没

有提升多少，业务成果更是少得可怜——最引

以为傲的成绩是班主任论文获镇级优秀奖。

身处农村完小，信息闭塞又无人引

领，想要开始发愤图强，却不知从何入手，

怎么办？

那就从读书开始吧！于是，每天早上5

点起床后，我就走进书房；晚饭后，继续挑灯

夜读。《三字经》言：“苏老泉，二十七。始发

愤，读书籍。”我当时也正好27岁，为了立业，

马上行动起来。

2005年暑假，我写了一首小诗《以书为

伴》，发表在《语文报·教师版》——这是我发

表的第一篇文字。

这首小诗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读书

生活，从此开始，我在九曲轩中一边阅读，一

边写作，行走至今，已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

章近20万字。

2012年，城区商品房装修完后入住，我

的书房也随之搬迁。

这次我把书房安排在阁楼——“人”字

形屋顶朝南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南边是一

排储物柜，东边、北边靠墙是“L”形的书架。

空间与老家的书房相比没有变大，但可

以容纳更多的书。

没多久，两堵墙的书架都放满了。2016

年，我在网上一口气买了4个简易书架。

但一段时间之后，书又放不下了。我

跟妻子商量，可不可以把客厅的电视机拆

下，在电视墙的位置定制一个大书架。妻

子很是支持，因为她也不想看到家里的书

乱堆乱放。

于是，在2019年，我成功将书房扩张到

客厅。能坐拥20多平方米的“大书房”，感觉

真好。

这一时期我在教育教学方面正着手“跟

着名家学写作”与“走读绍兴”两个课程的

实践研究。在这个书房里我起草了许多课

程纲要、课题方案等，还编写出版了《跟着

名家学语文》（四年级上、下册）、《文化寻

根·研学旅行在绍兴》《一本·小学语文暑假

阅读》（四升五）和《一本·小学语文寒假阅

读》（五年级）。

2020年疫情期间，书房成了我的教学现

场。我在书房里录制微课，并通过之江汇教

育广场，推送给整个绍兴市柯桥区甚至全省

的小学生。

小古文同步课程中，2020年上线的“山

海经”、2021年上线的“世说新语”都被评为省

级微课程。今年，“跟着唐诗游绍兴”同步课

程又上线。书房继续成为我的教学现场。

今年4月，我的第一本个人教育专著《写

作照亮教育之路——一个草根语文教师的

突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的稿酬还

没到手，我已经提前预支买了一台新电脑。

在我不断改进扩张书房的同时，想不到

书房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

□温岭市文化馆
李剑峰

《世界上第二个

最爱你的人》2014

年即已写成，是作家

杨邪43岁时写给13

岁儿子杨渡的一本

书，只是到 2022 年

才出版。

杨邪1972年出

生于浙江温岭，诗

歌、小说、散文、评论

作品共 200余万字

散见于《人民文学》

《当代》《诗刊》《中国

作家》等。

2001年出生的

杨渡，2013 年即出

版长篇小说，其诗

歌、中短篇小说散见

于《人民日报》《儿童

文学》《少年文艺》

《青年作家》等，被称

为00后作家的领军

人物。

人类从没停止

过繁衍，繁衍是本

能，但养育却不是。

首先，对于小生

命的身体构造、生理

需求，年轻的父母知

之甚少，甚至是一片

空白。

其次，在培养和

引导上，亲子关系从

来 存 在 很 大 的 问

题。鲁迅先生写过

一篇《现在我们怎样

做父亲》的文章，引

人思索。

我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

两个极端：一是过于紧密，无论是

身体上、身份上，还是经济上，作

为强势一方的父母，凌驾于子女

之上，说一不二，让子女的自由成

长受到压抑；二是过于疏远，父母

对子女不管不问，不负责任，或子

女我行我素，不听教诲，家人之间

形同路人。

在这本书中所呈现的亲子关

系，可以说是每个家庭都向往的状

态：父慈子爱，和谐相处，父亲在生

活、学习、做人各方面用心地关爱、

指导儿子。

杨邪从身边的一物一事说起，

讲述自己的经历，信手拈来。如

《旧衣服》《一个橘子皮》《原木之

美》《你的东西在哪里》……从生活

常识出发，既揭示了知识，也蕴含

着人文，记录着他与儿子相处的点

点滴滴。在每篇的最后，他会把对

生活的理解和经验，以及对儿子的

期待告诉儿子。

全书共96篇，每篇仅1000多

字，却能体现一位父亲的用心。

故事是外衣，最后的归纳是智

慧，但结果却可能是“你对于我的

教导无动于衷，你只是一笑置之。

你的表情告诉我一切”。

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上演的教

育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故

事，作为大作家和小作家上演的故

事也摆脱不了这种家庭困局。

上一代人往往极其郑重地要

把自己生活所得，甚至是付出血一

样代价获得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

下一代却往往表现出心不在焉，甚

至是排斥。

正因为这样，这本书才有嚼

头，才有存在的意义。

□项勇义

从1951年创办《浙江文教》杂志起

步，浙江教育报刊总社至今已走过71年

的历程。回顾过去，我们坚守着一个重

要的使命，那就是阅读育人。

适逢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本文着重探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报

刊总社在促进少年儿童阅读方面都做了

哪些工作，中小学、幼儿园阅读指导教师

有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一起参与；二是

分享几个观点，期望进一步形成阅读育

人的共识和合力，更深入地选好、读好、

用好优秀的少儿报刊。

一、围绕阅读育人，促进优秀少儿报
刊进校园、进课堂、进书包

先分享几个观点：其一，阅读是少年

儿童获取精神养料的重要渠道。在“双

减”的背景下，广大少年儿童将会有更多

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以此来丰盈他们

的精神成长史。

其二，纸质阅读仍旧是少年儿童最主

要的阅读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纸质阅读

的习惯更是需要从小培养。在少年儿童

的书包中，仍需要有纸质的优秀少儿报刊

的一席之地，这是一种精神的陪伴。

其三，国家十分重视发挥优秀少儿报

刊的“育新人”的作用。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

门连续开展了9届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

优秀报刊活动。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的《中学

生天地》和《小学生时代》每每名列其中。

从2016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主管

部门每年在全国组织开展“少儿报刊阅

读季”活动，促进优秀少儿报刊进校园。

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认为，优

秀的少儿报刊思想精深、内容精美、制作

精良。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少儿报刊与

小读者的贴近性、陪伴性、互动性强，能

够助力青少年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以上这些观点是我们办好少儿报

刊，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致力于少年

儿童阅读的逻辑起点。进一步扩大优秀

少儿报刊的覆盖面，让更多的学生和幼

儿从阅读这些报刊中受益，正是导读工

作的基本任务。

浙江教育总社主管主办的《中学生

天地》《小学生时代》《幼儿教育》等少儿

期刊创办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陪伴

了几代人的精神成长。

这些刊物业已成为少年儿童的人生

启蒙者、阅读习惯的培养者、校园文化建

设的推动者、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者，期

刊本身和期刊组织的活动都成为十分重

要的育人阵地和载体。

这些报刊每年都会邀请教育、文化、

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名家一起研讨办刊工

作。在讨论办刊和栏目设置的过程中，

大家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办刊会开成素质

教育的育人会，这是因为办刊和育人之

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为谁办刊，为何办刊？答案是十分

明确的，就是要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

务。也正因为如此，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在办刊历程中，始终坚持教育工作的初

心使命，始终没有把追逐经济效益定为

办刊目标，始终坚持走办为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服务的综合性期刊的路子。

二、围绕阅读育人，构建“三位一体”
的少年儿童阅读指导体系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紧紧抓住国家开

展全民阅读、少儿报刊阅读季等活动，建

设书香中国、书香校园的契机，融阅读基

地建设、导读活动推进和社属期刊特色

品牌活动的创建于一体，着力构建“三位

一体”的少年儿童阅读指导体系。

（一）共建阅读基地，推进导读活动

实施“千百工程”，从2018年至2022

年，由总社出资1000万元，用5年时间与

全省100所中小学校共建100个校园阅

读基地，改善学校的阅览室，添置合适的

图书。此项目按年度实施，总社每年选

择20所左右的学校，提供给每所学校10

万元资金，一次性完成共建任务。

总社下属的中学生天地杂志社、小

学生时代杂志社在中小学建立真人图书

馆、小记者站、魔豆悦读基地、英语教学

实践基地和美术教育实践基地等，期刊

采编人员不断深入基地学校，上好导读

示范课。

总社以“一个评比、三个窗口”为抓

手，依靠广大中小学教师，调动教师的导

读促读积极性。

“一个评比”是总社每年面向浙江全

省中小学开展课外阅读先进集体、导读先

进工作者和优秀导读员的评选活动。

“三个窗口”分别是为导读工作推出

的专版（《浙江教育报》）、专辑（内部资料

《浙江教育宣传通讯》）、专著（优秀阅读

指导案例集）。

（二）创建品牌活动，实现IP价值

我们每年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

促进少儿阅读，逐步形成了特色和品牌。

总社先后承办省委宣传部、省教育

厅等部门主办的“感知文化、爱我浙江”

主题征文和摄影作品征集活动，省新闻

出版局、省教育厅主办的“我的报刊·我

的童年”征文活动。

经省教育厅批准，近年来，总社主办

浙江省中学生（高中）作文赛、浙江省中

小学美术作品大赛等赛事。中学生天地

杂志社、小学生时代杂志社是这些活动

的实际承办者。

此外，浙江省新锐写手作文大赛、新

青年真人图书馆、漂流的绘本馆、大嘴好

声音、“呦呦的故事盒子”等活动，吸引了

广大中小学生、幼儿园学生踊跃参与。

《小学生时代》绘本馆项目，自2016

年9月正式启动，至今共筹集2000多册

绘本，通过漂流共读的方式，到2021年

已为114所城乡学校提供了阅读服务。

再如《小学生时代》M豆IP的创建和系

列活动。M豆是《小学生时代》的Logo，形

象为一颗拟人化的种子，象征着小学生

成长的无限可能性。杂志社与浙江师范

大学动画系合作，由此创意生发出“M豆

一家人”“M豆小镇”和“M豆世界”，演绎

出无数动人的故事。

M豆系列表情包、三维动漫形象、动

漫视频短片实现了M豆IP形象从平面

到立体、从静态向动态的跨越。2020年

6月，《M豆世界》电子绘本在咔嗒App

上线，实现自动翻页和语音配读功能，为

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万名读

者提供免费阅读。

（三）强化内容导向，坚持育人为本

办刊就是办教育。社办期刊坚持强

化重大主题宣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传达给未成年人，自觉承担起

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

职责使命。

2020年《小学生时代》刊出的系列文

章《一只长毛兔》《一片叶子》《我们都掉

进“福窝窝”》《种出幸福新生活》《稻花依

然香》《缪家村的“甜蜜之路”》又入选第5

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名单。

2021年《中学生天地》杂志荣获第30届

浙江省树人出版奖（期刊出版物首次列

入该奖项）。

坚持原创作品、原创策划是我们的

办刊原则。在内容创新上，我们着力做

到“四个更”：一是更广阔的视野，包括

科学视野、人文视野、历史视野、现实视

野、国际视野等；二是更加温暖的情怀，

努力做有温度的人生的指引者；三是更

深刻的时光印记，把握新时代少年儿童

的心理和思考特点；四是更有勇气的探

索，在媒体融合、跨界资源整合上做更

多的尝试。

（作者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副社长、
副总编）

阅读育人，不忘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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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世界上第二个最爱你

的人》

作 者：杨 邪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九曲轩

青田县伯温中学开设有丰富的劳动实践课程，如割稻、采茶、果蔬种植、制作绿豆腐
等。学校劳动实践基地还种植了2亩油菜。学生将参与油菜收割、晾晒、收籽和榨油的
全过程，从书本知识走向鲜活的大自然。图为学生们奔跑在油菜花间。

（本报通讯员 程泽燕 向梨萍 摄）

简牍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