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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爱德小学 吕群芳

一棵树，独自挺拔；一片林，众树共舞。

早在2017年，我所在的嵊州市爱德

小学入选首批“浙江省少儿阅读基地”。

这个好消息就像“一番花信风”，吹开埋在

我心底的一粒种子——做一名领读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成立一个领读人团

队，让师生和家长共同参与，让阅读成为

所有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都是“小仓颉”
“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块活的化石，每

一个汉字都用它那形象的外貌，向人们

讲述着一个个动听而有趣的故事……”

站在讲台上的是四（8）班的陶语熙，她

是汉字学习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正在

为一年级的小朋友讲汉字里包含的神

话故事。

通过《字若星辰：最受小学生欢迎的

99堂汉字课》一书的阅读，“小仓颉”汉字

学习小组的20名成员对汉字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成为学校最早的领读人。

学校的汉字长廊和农事园成为奇妙

的汉字课堂，“小仓颉”们在长廊里为大

家讲解汉字，重现汉字最初的样子。

在农事园，他们以二十四节气为线

索，通过学习“春、禾、秀、芒、麦、秦”等汉

字，带领大家解读汉字背后的故事；从春

播、夏长、秋收、冬藏中了解一粒米的生

命旅程，领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深刻内涵。

去年2月开始，我和“小仓颉”们走出

校门，将“字若星辰”汉字课带到图书馆、

新华书店、社区，并开展“汉字里的家风家

训”“汉字里的家国志”“汉字里的粮食课”

等主题活动，让更多的学生领略到汉字之

美、汉字之奇，更好地传承祖国文化。

帮助学生们愉悦地习得一些汉字，

让他们懂得汉字的一笔一画皆有意味，

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力量，是我

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身边有这

群“小仓颉”，我的心里感到特别欣慰与

自豪。

最美家长领读人
“我是四（3）班的陈锦妮，欢迎大

家参加故事分享会。下面，我要请出这

次活动的主讲人，也就是我最最亲爱的

妈妈——盛丽萍女士。”

金秋十月，四年级举行第二场故事

分享会，“最美家长领读人”盛丽萍带领

学生们走进湖南作家邓湘子的山野故

事中。

分享会上，学生们阅读了《树上的女

孩》《摘臭皮柑的孩子》等故事，从中认识

故事里的人，感悟爱和温暖，领悟生命，

获得心灵力量。

邓湘子还特意录制了视频，向学生

们讲述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初心，鼓励学

生们带着问题阅读，主动思考答案。

“家长领读”活动是我于2020年 1

月在“精灵之夜”少儿公益读书会上首先

发起的。

一个家长开始领读，慢慢地，更多家

长参与进来。

为进一步推广“家长领读”，学校定

期评选出“最美家长领读人”。

3年来，学校涌现出许多注重家庭教

育和亲子阅读的优秀家长。斯晗妈妈带

来了西安古城的故事，周静涵妈妈和操

宜成妈妈带着学生们去田野间阅读大自

然，黄玥雯爸爸坚持和女儿一起诵读古

诗词……

语文组教师和“家长领读人”共同组

建“微笑阅读群”，每天在群里开展“早安

书语”阅读指导分享活动，每周开展一次

好书推荐活动，每年评选“微笑家长”，家

庭阅读蔚成风气。

青年教师领读人
朱永新：“阅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和

寻找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和伟

大对话、相遇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成就

自我的过程。”

年轻教师的优势在于：一旦有梦想、

有勇气，就会不断突破自己，学会自我成

长，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2020年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

发起成立了青年教师“四季阅读会”，以

此为基引领教师阅读。

春阅——春季阅读散文，以文学滋

养心灵；夏舞——夏季阅读童话故事、儿

童小说，保持对儿童文学的热爱；秋歌——

秋季阅读古今诗词，让诗带着我们去远

方；冬读——冬季阅读教育教学著作，让

书香浸润专业成长之路。

3年来，我们持续开展“读同一本

书”活动，读《给教师的信》《打造最美的

教室》《师匠之美》《优秀教师的成长逻

辑》《我的老师乘诗而来》《教师最当有

情怀》《故乡和布谷的歌》等书籍；参加

大夏书系的领读活动，领读《儿童立场》

《给教师的信》《如何让孩子身体好、性格

好、学习好》；组织新入职教师参加2021

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获得嵊州赛区

一等奖……

阅读应和实践相结合，理论学习应

与教育工作紧密配合。

暑假里，我们读了《打造最美教室》，

学期初就开展“优化成长环境，打造最美

教室”活动。

新学期，新入职教师读了《一间暖

暖的教室》《师匠之美》，就开展“一日

行”记录，于是我们看到了教师王萍“拥

抱阳光的一天”、教师陈懿文“充实的一

天”，教师周佳耘说自己的一天是“普通

又特别的”，教师钟娅芳则体会到“每一

天的工作是一样的，每一天的工作又是

不一样的”……

在一个个领读人的带领下，我们与

学生们一起坚守，一起行走在阅读路上，

欣赏阅读之美，建设书香家庭，打造书香

校园，讲述永恒的书香故事。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秦书琰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需要一个清静自然的环境。

在书房装修之初，我就定下了以简约实用为核心的设

计理念，在软装上偏向于欧式复古风格。

雨天，听到雨水落在窗外的芭蕉叶上，令人身心放松，

故名听雨轩。

书架内部模块采用白色松木胶合板，由此达到一种饱

满的“白”的状态。在我的构思中，书房空间应接近纯净状

态，由此产生了“白”的主题。

白色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白色可以包容万物，继往

开来。

家具材质以樱桃木、胡桃木为主，木质材料给房间提

供了新鲜气息。

清晨，书房收着新一天的阳光；正午，暖阳落在窗外的

绿叶上；傍晚，清爽的微风从窗户吹入……一年四季，春夏

秋冬，阴晴雨雪，书房能带给我不同的快乐，虽然它的功用

价值不过是为我的工作与学习提供一处场所，但我发现自

己早就已经离不开它。

□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沈仁红

“我是你庭院中的一盏香茗，

往事飞扬，岁月留香。

我是你灵隐的香火，

岁经多年，绵延永旺。

我是你竹荫的小径，幽静

的禅房，

是虔诚的僧侣，

把古老的钟磬敲响。

……”

这是一首中学生描写杭

州的诗歌，题为《杭州啊，我亲

爱的杭州》，来自杭州市文海

实验学校教师张占营的课堂。

十一长假，拜见师长、会

面故友之余，我集中阅读了

张占营的这本《初中写作教

学探索》。

当一堂课走完所有环节，

学生发展出对家乡杭州的独

特理解，张占营就让学生仿写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完

成从“形式到内容，从内容到

情感，从情感到意向，从意向

到升华”的深沉转身，学生交

上来的习作已然是起于模仿

而高于模仿。

记述仿写教学的著作不

少，但能够从实践深入到美学

理论，走向“立美”教育目标，

并有实操指引的，恐怕这是为

数不多的一部。

我有10多年初中一线语文教学的经历，

始终不放弃的是对作文教学的研究，心里种

下的是让“让作文变得更快乐”的愿望，希望

作文不再是学生留到最后才做的作业。

在教育科研与评估的工作中，我逐渐

认识了各学科教育界的一些明星或新星，

细读他们递交的作品后，深深感怀：这里没

有什么幸运星，只有如雨的汗水浇灌出来

的果实。

《初中写作教学探索》让我眼前一亮。

我结识张占营，是在一次次论文盲评揭晓获

奖者姓名之后。我完全不吝于表达“打开盲

盒”后的惊喜与赞叹。现在，他的这本书仍

能带给我那时的感觉。

本书每一篇章开始时，透彻分析概念，

阐释中外理论，吃透课标与教材，为充分展

开下面的论述打好基础；在探寻形式美与内

容美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本书尽力挖掘思想

之美，完成从仿写走向创造的美育探索。

它可以称作一本为一线教师而写的给

力工具书，值得备在案头。

2009年，我正式开始尝试探索和呼吁

教师写下水作文，将自己的同题下水作文集

与学生习作结集。

没想到，本书作者与我有此共鸣。他写

道：“教师亲自下水游泳式的作文，对学生写

作能力的养成，往往胜过站在‘岸上’的千言

万语。”

很多人甚至教师都还不知道什么是下

水作文，其实叶圣陶先生早就说过：“自己动

手写，最能体会到写文章的甘苦。自己的真

切的体会跟语文教学结合起来，讲解就会更

透彻，指导就会更切实，批改就会更恰当。”

因此，它还适合学生直接拿来借鉴，其

中下编“写作学习方法指导”的第二章“文体

创新指导”，可以说是学生的作文宝典。

写作是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具

有特别的教育价值。《初中写作教学探索》能

够启迪我们：写作指导要注重过程，要抓住

每个活动的教育时机，使学生的思维得到拓

展，思想得到升华，情感得到熏陶，审美得到

提升。

从遥远的中原引进到钱塘江畔的名师、

语文教学之路上的一位艰辛行者，其所思、

所愿与亲身实践，竟然让我心有戚戚焉。

立足美、追逐美、挖掘美、引领美、创造

美、提升美……把美镌刻进学生的生命历

程，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这是我们共同的

教育目标。

纸香墨飞

在这里，遇见一群领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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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雨轩

近日，长兴县画溪街道包桥中心小
学的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割水稻、打
稻穗、扎稻草、堆草垛，特别体验了稻谷
的传统脱粒方法——甩稻。他们将稻
穗困扎成束，在蛇皮布上用力甩，通过
与地面的撞击，甩出饱满的谷粒，在忙
碌中感受劳动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感
悟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本报通讯员 章炳良 陈晓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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