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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沙洲

较之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22年版第一次在整本书阅

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教学实施要求。

继叶圣陶先生1941年在《论中学国

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中提出“把整本书作

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以来，直到最

近十年，“整本书阅读”又重新成为语文

界的热门概念。

虽然热门，看上去很时尚、很前沿，

但很多语文教师心照不宣：概念是个

好概念，拿来搞搞研究、写写论文，委

实不错。

但真要是把它当作叶老说的“主

体”，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语文教育的

“主体”，天命所归，难道不是“单篇短章”

的课文教学吗？整本书阅读教学充其量

只能“辅佐辅佐”。

这些教师这样思考的原因有三：

一是整本书阅读对提升语文成绩见

效不够迅速。

大多数语文教师都按部就班，直奔

主题，拆分课文，训练解题，以获取大量

“真金白银”的分数。这样做虽显保守，

但是无可厚非。

常规课文教学之余，腾出一部分精

力，做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这对学生积

累课外知识、提高思维能力大有好处。

但这种好处在反馈（应试）上，过于

迂回和漫长，远水解不了近渴。

二是整本书阅读教学技巧至今仍处

于探索阶段。

从“尝试阅读”到“初步理解主要内

容”，到“把握文本的主要内容”，再到“建

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最新版课标对整

本书阅读教学提出了指导，但仍较粗略，

其完成度远不及常规课文教学那样树大

而根深，本固而枝荣。

目前，整本书阅读的很多细节，学界

莫衷一是，专家也是各说各话，仍需一线

教师不断用实践去检验和完善。

三是缺少一张纸，纸上写着字。

一份科学、成熟、完整、公认、权威、

难度值呈阶梯分布的书单，是整本书阅

读教学所急需，但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没有内容，任何教学都无从谈起。

整本书阅读的教学内容本质上就是一份

书单，透过这份书单，你能隐隐看到背后

有一座小小的书堆。

那么，这份书单在哪里呢？

在历代版本的课标中，教育部为中

小学生推荐了一些书目，但这份书单编

得很精短，如小学部分仅有《稻草人》《骆

驼祥子》《鲁滨逊漂流记》等若干经典文

学著作。

凭这份书单，完成课标建议的小学6

年145万字的课外阅读，很多人觉得选

择余地太小。现在很多阅读教学导读课

例，就是围绕这仅有的几本书展开的。

公开课这次上《稻草人》，下次上《鲁滨逊

漂流记》，再下次还上《稻草人》，就在这

几本书里翻来覆去，无限循环。

因此，它虽然能给儿童打开一扇文学

之窗，却不一定能带他们走入文学世界。

于是，大家志在千里，各显神通，试

图编制一份更长的书单。一些名师大咖

更是奋起神勇，欲以一己之力，去挑战这

项旷世工程。

大约是从两年前开始，一场“天灾”

降临“整本书阅读界”，一些曾经畅销的

童书遭家长举报，竟发现里面“毒素”浓

度过高。顺带一提：正规出版社出版的

“官定本”教科书早些年已开展过类似

的清查行动，与之同期同步的，是与教

材插图相关的民间举报与官方清查系列

动作。

一大批图书在全国许多地方惨遭下

架，涉及作家包括鼎鼎大名的曹文轩、沈

石溪、杨红樱等人。

在原有的一些所谓的权威书单中，

这些人的皇皇之作，赫然在目。但暴风

骤雨之下，竟被扫进历史尘埃，使得学生

们的这份书单骤然间变得千疮百孔。

如果说，连语文教科书中的篇目都

在争议声中多次撤换，那么，书单的编制

一直处于一种待定、动态的阶段，也不见

得有多么不正常。

尘世间本不存在这样的一纸目录，

就像传说中封印在山洞的天书，或是武

林高人手中的珍本秘籍，只在等待有缘

人在某个时空去发现它。

整本书阅读教学是一个新领域。因

为它的新，吸引了大量的基层研究“淘金

客”涌入这片处女地；也因为它的新，目

前尚未形成较为统一和标准的研究方

式，基本上实施的是“我觉得好就好”的

“自嗨”型教学。

叶老箴言在前，顶多就是被人写论

文的时候，引用一下，以壮声势。

语文的教材教学和整本书阅读教

学，主客之势，不便易位。叶老的话，没

人当真。

不信，叶老的话还有前半句：“国文

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

短章。”意思是，要学语文，连教材都不需

要，正儿八经读几本书就成了。

这话假如不是叶老亲笔落成文字，

而是出自一个无名小卒，语文教师们要

么会认为他是疯子，要么就视他为以妄

语博名的门外汉。

然而，这让我想起多年以前看过的

一个电视访谈，是大数学家陈省身自述

幼时求学经历。

1930年，陈老考取清华大学第一批

研究生，入学考试一共25道考题，要求

写出二十五史每一部史的作者。

陈老考了满分。

他还在访谈中说，一看考题，本来自

己都准备好默写二十五史中的内容了，

没想到清华大学出的题这么简单，只要

写几个名字就可以了。

这让作为观众的我觉得陈老是个老

凡尔赛，现在想起来，也许叶老所说的整

本书阅读，就类似陈老的那种蒙学经

历。当年的大师们有很多人从小是把传

统文史都学腻了，长大成人后才转而去

攻读数理化等“西学”，走上科技救国的

道路。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古典精英教

育，并不适合我们资质泛泛的普罗大众。

叶老的这两句话之间，还有一个连

接短语“退一步说”。让我来把他的意思

捋一捋：

如果说语文学习有上中下三策，上

策是没有教材，读整本书，像陈家那样的

诗礼簪缨之族的私学体系可以参照，但

也没说学校教育不可尝试；中策退而求

其次，就是我们常引用的说法，即以整本

书为主、单篇为辅；下策是以教材的单篇

教学为主、整本书为辅，也就是目前我们

在实际运行的语文教学。

叶圣陶先生本人是中国现代小学语

文教育体系的创立者，编定了多套小学

语文教材，如由他编写、丰子恺绘制插图

的《开明国语课本》。

而他却认为“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

子”，以他的观点来看80年后我们今天

的做法，即把整本书阅读当成鸡肋，这样

教语文总归是下策。

当然还有很多人在用“下下策”，即

完全不重视让学生阅读整本书。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整本书阅读

对人的意义：整本书阅读才是真正的阅

读。真正的阅读必然是沉浸式的、私密

的、内省的，并带有个人理解和立场的开

放式阅读；而阅读教学对文本的过度解

读，是以教师主观意志和所谓标准答案为

准绳，实际上

粗暴干涉了

学生的阅读

过程、破坏了

学生阅读素

养的形成，对

语文教学的

大目标来说

根本是南辕

北辙。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小学部 朱霖霖

家校短信的接收人一般是家长，家长经常接到学校教

师的短信通知，通知中包含了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但本

学期，我改变了一下通知的接收人。

同学们：这是我们接下去要学的拓展古诗，老师提前发

给大家。有些诗很长，但别着急，我们有时间慢慢学、慢慢

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把诗打印出来，装订好，以便每

天带到学校。在这之前做三件事：1.读一读每首诗；2.给不

会读的字注上拼音；3.给每首诗写上朝代，查查它们的意

思。这样每天晨诵古诗你就会感到很顺畅。

与此同时，以家长为接收人，我发送了一条短信。

家长您好：细心的您会发现，刚才发的通知是用对孩子

说话的语气发送的。请家长让孩子自己读通知，让他们自

己理解要求，并按要求去操作。如果您想帮助孩子，请等到

孩子需要的时候再去帮。那样孩子就会有感激的心态，而

不会有被强压的情绪。

这两则通知的接收人不同，第一则通知的接收人是学

生，第二则是家长。因此，两则通知的语气也不同。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屡次提及“真实场

景”和“学科实践”这两个关键词，使我做出了以上改变。

家长和学生在家拿着

手机看通知，这是一个无需

创设的真实场景。学生能

够读懂通知，并完成通知中

的相关任务，这就实现了语

文学科实践。学生多次接

收通知，多次实践，语文能

力自然能获得提高。

童抒雯（楼主）
近日，一段被称为“史上最

凶班主任”的短视频走红。视

频中的主角留着光头、长相“霸

气”，并以“班主任”自称。很

快，当事人澄清，自己并非真教

师，而是一名网红。

其实，教师中的确有很多

“网红”。比如说法律的罗翔、

新东方英语教师董宇辉，还有

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录制微课

的教师们，他们在虚拟世界里

拥有自己的一方教室，并迅速

获得人气和流量。

您是怎么看待教师成为社

交媒体上的内容创作者的？您

建议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龙泉许东宝
大多数学生是有向师性

的，有了问题，只要教师温馨提

醒就够了，但也有极个别学生

不把教师放在眼里，不把课堂

放在心上，不把规矩放在脑

中。如果教师一直笑嘻嘻，他

们真的不会把教师当回事。

凶神恶煞般地、黑道人物

一样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这

肯定不是教师。

书不好教，教师平时还是

要多学点教育技巧，首先要能

控制课堂，然后才能严爱相济，

内心为的都是学生。

dzh6024205
做教育网红，思想要有正能量，语言行为要

规范，传播的知识要专业，更应强调“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为师准则。

Kimululu
教师的仪容仪表、言行举止，还有师德都有

别于其他职业，教师的身份是象牙塔净土的缩

影。网红扮演教师并非不可取，如果是从正面

的且具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可行，但如果只是误

导公众对教师的认识，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介

入，给予相应的处罚。

俞和军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教师的主战场

在课堂，应该安心教学、关爱学生，而不是去当

蹭流量的网红。

相关部门应该规范教师的行为，制止网

上假教师的乱象，让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不

被玷污。

徐如松
“教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与“网红”结缘

是自然而然的。但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他

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教师身份不可以娱乐化，

教师不可以随便将自己的教育教学视频发到网

上，博人眼球。

赵占云
随着短视频的盛行，不少教师也会利用自

媒体，记录一些自己教学的过程、经验、方法，以

供需要的人借鉴。

同时也有不少人并非教师，为博取流量，恶

搞学校和教师，或毫无根据地给一个区域的学

校排名。这对学校的各方面工作产生了许多不

良影响。

网络是把“双刃剑”，我们应该理性看待

网红言论，要有自主意识，不要被别有用心者

利用。

龙泉许东宝
我看到过多个教师的抖音视频，教师在教

室外面笑呵呵的，一进教室门就把脸拉长。我

就想了好几天，教师为什么不在学生面前笑？

其实，教师也想笑，只是为了学生假装严肃吧。

课堂纪律差的班级，只有极少数的调皮学

生，大部分学生都是遵守纪律的。如果都要如

视频中的“教师”那么凶，课堂才能被管好，那是

教育的悲哀。

教无定法，育人有法。法就是教师对学生

无私的爱，对学生的真情。教师真的不想惩戒

学生。

□诸暨市暨南街道暨南小学 赵占云

为了培养学生的锻炼习惯，开学初，作为体

育教师的我，布置了每天跳绳打卡的作业。任

务很简单，每个学生完成一分钟跳绳3次，并用

“天天跳绳”App打卡记录。我在后台能够清

楚地看到，这样能避免之前在微信群、钉钉群打

卡时虚报成绩的现象。

刚开始几天，学生对这件事很上心，85%

的学生都能按时完成。晚上10点后或者第二

天清晨，我会根据学生视频中的练习情况，提

出相应的动作改进意见，这就是我的“体育作

业批改”。

但是好景不长，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我

从后台发现，跳绳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原本参

加的有198人，有几天仅100人左右，而且不

少完成打卡的学生出现了“假跳”“双跳”“少

跳”等现象。

到第四周，我一早就跑到教室“兴师问罪”，

任课教师和学生们一脸诧异——早自习时间，

体育教师来做什么？

我把几个学生请出教室，带到楼下，问：“你

们昨天为什么没有跳绳打卡？”

“我没时间。”

“我忘记了。”

“作业太多了。”

……

“可是，我布置的跳绳打卡只有3分钟的任

务，3分钟你们都不愿意给吗？我看到班级群

里，15分钟的语文阅读和10分钟的英语口语练

习你们是完成的，为什么3分钟的跳绳却不完

成呢？”我疑惑地看着学生。

学生们一个个低着头，突然，一个小脑袋抬

了起来，低声道：“语文、英语不完成的话第二天

会被罚背书、抄写，所以先把体育放一放，结果

就忘记了。”

我更疑惑了：“难道要我罚你们跳绳，你们

才会每天记得打卡吗？”

出乎我意料的是，话音刚落，几个小脑袋连

连点头。

好吧，就遂了你们的愿吧。后面几天，我每

天都在早自习开始前到教室，通报前一天的打

卡情况，将未打卡的学生集中到楼下补跳。

几天下来，立竿见影，“假跳”“双跳”“少跳”现

象不见了踪影，打卡率最高的一天达到了96%。

跳绳打卡，本意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

习惯，为终身体育观奠基，最终却成了学生的

“任务”和“压力”。

“罚”不是初衷，却成了学生每天坚持的

动力，这是我的无奈之举，同时也反映出培养

学生自主锻炼意识、养成良好锻炼习惯仍任

重道远。

只因混沌未明 所以探索不息

拍 案 惊 奇

下期话题：

学生需不需要提前写作业？

网
红
请
别
﹃
碰
瓷
﹄
教
师

接收人改为学生
补和罚有时也是学生的要求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戴山学校的学生开展了“运军
粮”、挑稻草、滚草垛等学农活动。班与班之间展开了激
烈的竞争，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有的学生摔倒了，立
马起来继续“战斗”。该校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寓教于乐，
将教学、健身和游戏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农事体验中学习
劳动技能，感受农耕文化。图为“运军粮”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金新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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