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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招贤镇中心小学 项丽华

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说

过：“儿童阅读在孩子生活中起着重大的

作用。童年读的书能够让孩子记一辈

子，影响孩子进一步的发展。”我校有600

多名学生，为了给他们的成长提供丰富

的精神食粮，我们从引导学生阅读《小学

生时代》杂志入手，提倡师生课外阅读，

创建书香型校园。

由校长室组织，教导处负责，全体语

文教师担任各班导读辅导员，并积极倡

导家长成为家庭导读员，对每一年度《小

学生时代》导读工作进行详细的规划，纳

入科室、班级、教师个人工作考核以及学

生评价。

一、在哪儿读
要让学生实现沉浸式阅读，必须有

一个能让他们心无旁骛的场所。学校的

读书区角充分利用每一个楼梯拐角和楼

梯底空间，摆放书架后，借助学校图书馆

资源优势，图书的种类多、数量足，可以

满足各个年龄段学生的需求。

有时候，校园僻静的一角就是阅读

的好地方。学校里的贤园有浓密的树

荫，有许多小圆桌和小凳子，微风徐来，

光影斑驳。学生们在此阅读的身影成为

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教室更是学生学习的主要阵地，吸

引学生积极参与教室环境个性化设计，

努力使每一面墙、每扇一窗都能“说话”，

从而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如此，学生便可利用课间和自由活动

时间，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进行阅读，并

负责整理和管理这些学校提供的图书。

二、如何陈列
传统的学校图书陈列，是将图书在

书架上摆成一排，学生只能看到书脊上

的书名，借书时就不知道到底挑哪一本

才好。

对小学生来说，绘本封面丰富的色

彩、有趣的图案、显目的书名更能给他们

直观的感受，从而能够迅速作出借阅的决

定。因此，我们设置了一些简易书架，让

图书一本本封面朝外陈列，提高了学生借

阅图书的效率。

三、谁来导读
促进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教师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鼓励每位教

师保持阅读的激情，赠予新入职教师图

书，定期开展读书会，请教师分享阅读感

受，讨论制订阅读计划，推荐自己喜爱的

图书……使教师通过自身阅读能力的提

升，成为更有能力的学生阅读协助者。

最后，学校选取阅读经验丰富的教师

做校本培训，引导学生搭上阅读的列车。

四、何时阅读
每周从语文课时中抽出一个课时，

供学生在教师的精心安排下有目的地阅

读，师生交流读书心得，或互相推荐好

书，共同手捧书卷在书海中徜徉。

五、读哪些书
借鉴《书语者》作者唐娜琳·米勒的

经验，学校对学生提出每年阅读40本书

的数量要求。在书目的选择上，学校为

学生提供充足的书源。

首先从常山县小学生必读书目中每

年选取8~10本，此外，设立班级借书日，

鼓励学生积极借阅学校图书馆不断扩充

的藏书。

学校还为学生订阅各种有益的报

刊，如《小学生时代》《小学生世界》等。

《小学生时代》有一些图文并茂的故事，

教师可以让学生开展小组阅读，而后进

行诵读比赛，通过语言技巧和语音变化，

把文章中的人、事、境、意绘声绘色地表

达出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六、如何导读
阅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维过程，

对于成熟的阅读者来说，阅读是自主的、

无意识的，而要让学生在多样的阅读活

动中得到锻炼，形成以你追我赶的阅读

氛围，就必须使课外阅读成为一种有组

织的集体活动。

学校通过阅读赏析活动、“为故事配

音”等阅读娱乐活动，以及辩论赛、速读

赛、诗文朗诵赛、阅读知识竞赛、读书笔

记展评等活动，全方位推进学生阅读。

教师要掌握每个学生的阅读情况，

经常巡视与个体辅导，针对学生在阅读

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不同的阅读策略，引

导学生对比分析、反思总结，学会知识的

迁移，提升品读能力。

七、如何展示
在阅读成果展示和评比表彰中，学

生能够充分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树立

自信，养成自主阅读的良好习惯。

如根据学段不同，学校开展丰富多

彩的阅读体验活动。尤其是中高段学生

参与阅读心得交流、好故事推荐、阅读摘

抄、优秀海报展等活动；并进行一月一评

比、一学期一总评，在朗读、习作、读书笔

记等方面量化评分，评选出各学习小组

的“阅读标兵生”和学校“阅读之星”。

低段学生主要阅读绘本，绘本创作

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故事的反复。如

《小猪变形记》《跑跑镇》等，每帧故事结

构相同，学生边读边猜觉得很有意思。

学生阅读这样的故事，可以模仿习作，激

活想象力，提升写作技巧。

通过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课外阅

读是课内学习的延伸，学生得法于课内，

得益于课外，丰厚知识于自身。

为使订阅的刊物效益最大化，必须

保证师资与课时。有了优秀的导读，大

量的阅读资源才会被充分利用，学生才

会有更多的收获。

□杭州云谷学校 杨 聪

周六的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一个音

乐节摆起了书摊，卖我那本刚刚出版的《语文

美得很杭州：给孩子的语文私房课》。

书摊的名字是同事帮取的，叫“主唱TA

爹”，真是绝。因为在这次音乐节上，云谷学

校高中乐队表演的两个节目将由我家大女儿

担任主唱。于是有朋友打趣：“你居然混到蹭

女儿流量的地步了？”

一群年轻人从下午3点一直唱到晚上9

点，从阳光灿烂一直唱到星光漫天。

首先上场的是云谷学校中小学乐队，

带领我们去“看河上的船”；云谷学校的家

长乐队也不甘示弱，轮番上阵；阿里云的

码农们扯开喉咙，向心爱的姑娘深情表

白；刚刚组建 7 天的菜鸟乐队，演出一点

也不菜；良渚暖村乐队相信，人类的最高

智慧就是回到自己的童年；西湖大学的博

士们走出实验室，唱出“天空没有极限”的

地表最强音……

地摊经济遍布青青草坪，我的书也在音

乐中“翩然起舞”。

不少家长买下我的书和孩子一起阅读；

西湖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书里所写的1314路

公交车线路非常感兴趣，打算坐一趟这车去

体验美丽的西湖风光；武汉大学一位退休教

授驻足摊前，和我长时间讨论书中“诗词里的

湖北”一章；还有我的很多同事变着法来支持

这本书，有说买来送老公的，有让女友或母亲

来买的，人间美意莫甚于此。

这本书是我将20年来的中学语文教育

实践与杭州人文地理相结合，以非虚构长篇

散文的形式创作而成的。

本书以西湖边的1314公交线路为主线，

带领读者从一公园始发，经涌金门、清波门、

万松岭、长桥、净寺、苏堤、浴鹄湾、茅家埠、灵

隐东、天竺、小牙坞、梅家坞、云栖竹径、外大

桥，最后抵达宋城。

一路上，看湖水清婉、古树苍遒、群山

妩媚、浅草微澜，同时还会与钱镠、白居易、

苏轼、黄公望、张岱、丰子恺、鲁迅等名人的

足迹相遇，实现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无

缝衔接。

从“相见欢”到“长相思”，共35个意蕴悠

远的词牌置于每一小节标题前，将本书串联

成一首循环往复的诗意长歌，呼应“宋韵杭

州”的城市文化定位。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将继续以文

育人，以文筑魂，以文化人，以文惠民，讲好浙

江的人文故事。

开卷有益

七个思考构筑幸福阅读

编者按：虽说阅读是一个人的事，但独读读不如众读读。一位有经验导读者的存在，可以帮助读者消除阅读障碍，缩短阅读路径，营造温馨轻

松的阅读氛围；一种有效导读模式的建立，可以加深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培养阅读兴趣和思辨能力。在浙江的中小学校园中，活跃着一大批高素质

的导读者，他们开发设计出多种阅读活动，为学生提供丰富和优秀的图书，陪伴和指导学生在书海中遨游、在书山中漫步。从本期开始，《全民阅

读》版将为他们设一个栏目——《导读者》，将他们的想法与做法彰显于世，让更多有志于学生阅读指导的教师加入到这项意义重大的事业中来。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陈欣欣

上大学的时候，我听教师讲怎样评课，并

把要点记在笔记本上，以为只要把知识点背

熟就能学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发现事情

全然不像我想的那样。评课的时候，我常常

没有主题和方向，就像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

在丛林中这里摘一朵，那里摘一朵。因此，我

常常只敢在别人发言后补充，以掩饰自己的

不专业。

翻开王小庆《评课到底评什么：王小庆评析名师课堂》一

书，起初是希望学习借鉴，找一个“如何评课”的答案。

读完第一章节的心情是失望的，我没有得到任何方法的

指引，仿佛读了一篇怎么说都对的万金油文章。

但读完几则评课案例后，才发现作者说自己的话完全是

过度谦虚，他可不像是一个凑热闹的人。从王小庆的评课案

例中，我看到了他独具特色的视角，看到了他身上的学识积

累和文化视野，看到了自己和专业之间的那条鸿沟，也看到

了语文教师身上的五彩光环和语文课堂的无限可能。

人是一个矛盾的多面体，而且是害怕被评价的，都希望

听到对自己的赞许而不是否定。比如我读了不少评课案例，

脑子仿佛会自动筛选出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观点，让自己处于

自我封闭的状态。

就拿导入环节来说，时长一般控制在3分钟以内，但因

为我的语言不够简洁，而且总想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言机

会，常常会让导入环节变得拖沓，影响整节课的节奏。

王小庆的这本书对于课堂环节的时间处理也有讨论，他

和我一样支持对学生发言的重视，但深知这不现实，最终认

定这是个两难问题。

因在意别人的批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负面评价

的困扰，陷入对评价的恐惧之中。那时常常在想，我是不是

永远也没有办法上一堂令人满意的课，又或者对我的评价并

不公允，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名师身上，会不会反而得到一

片“独辟蹊径”的赞誉，于是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遐想。

今天我们在评课时总是条分缕析，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

理解课堂的本质。其实，不管课堂环节如何紧凑、教师基本功

如何扎实，如果一堂课中学生收获甚微，这堂课也是失败的。

想到这一层面，不妨让思路转个向，把一堂课学生收获

的多少，即学习目标的达成度放在第一位，于是豁然开朗。

这样一来，我不再受他人评价左右，将目标达成度与各

环节的紧密度作为评价依据，能够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

教师就是一个摆渡人，把学生安全地送到对岸，这才是

自己的主要职责。至于划船的动作是否漂亮、船只的装潢是

否华丽，考虑过多都只能分散精力。

□郎杰斌

连续10年，“全民阅读”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中，具体表述从“倡导”到“大

力推动”再到“深入推进”，成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举措。

阅读活动本质上是人类就自身

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编码、记叙

表达的意义再生成活动，是为达到

“以知”目的的人（读者）对“可以知”

的物（读物）的认识和把握。

阅读是更新知识、传承文明、提

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全民阅读关

乎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综合国力提

高、社会文明进步，是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阅读可以增广见闻，教化人心；

可以洞察人类的行为模式，学习他人

的生活经验，学会体谅与包容；可以

从中学习技能、提高素养，养成独立

思考的习惯；还可以减轻压力、放松

心情，使人感到愉悦与健康……阅读

兼具学习与休闲的功能，可以发展成

优良的终身兴趣。

人人学会阅读、热爱阅读、自觉

阅读，能够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让阅读融入生活日常，作为个体

一种自觉行为和生活习惯，将有效深

化全民阅读活动，进而实现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目标。

一、阅读生活化是根植于中华大
地的优秀文化传统

半耕半读、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

家庭普遍的生活方式，耕读文化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阅

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古代

先贤推崇的生活态度。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强调读书学习的日常化、生活化。

三国时期魏国著名儒宗董遇，不

善言辞但好学爱读，推崇读书“三

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

雨者时之余”，劝导人们利用农闲时

光读书。

宋代大文豪苏轼从小即树立“发

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

信念，崇尚“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

书气自华”的价值追求，一生享受读

书、作文之乐。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确

立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

贤”，认为常人能够通过读书学习

“致良知”。

二、阅读生活化是习近平总书记
阅读观的重要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读书，他说：“我

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

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倡导

全社会要加强读书学习，“把学习作

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

推进阅读生活化是很多文明国

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措施。二

战以后，新加坡、日本、以色列等国

之所以能迅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度重视教育和全

民阅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这些国

家的国民阅读率也同步提高。新加

坡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经济腾

飞时期，国民追逐的成功标准是以财

富为主要内容的“5C”价值观：现金

（Cash）、信用卡（Credit card）、汽车

（Car）、私人公寓（Condominium）和

乡村俱乐部会员证（Country club

membership）。

新加坡人因此被认为是物质主

义的“经济动物”，缺乏理想信念和

公德意识。于是，新加坡政府决心

通过阅读来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

提 倡 精 神 上 的 5C 标 准 ：品 格

（Character）、文化（Culture）、礼貌

（Courtesy）、社区（Community）与

献身精神（Commitment）。 1994

年，新加坡出版《图书馆2000年》报

告，强调文化才是生活的本质，致力

于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善于学

习的国家”。

新加坡国家图书管理局制定终

身阅读推广策略，组织推动全民阅读

活动。2016年，新加坡设立全国阅

读日，促进阅读融入国民生活。

阅读是人类特有的、极具个性

化的行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激

发公众阅读兴趣，让阅读成为公众

生活的一部分，必将提高全社会文

明程度，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

（作者为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党
总支书记、副馆长、研究馆员）

读书应是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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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语文私房课》

作 者：杨 聪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逃
离
评
课
漩
涡

书 名：《评课到底评什么：王小庆

评析名师课堂》

作 者：王小庆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中心幼儿园迎来了冬日的第一场雪。为满足幼儿对雪花的探索热
情，教师准备了各种材料，引导幼儿走向户外，走进白雪皑皑的大操场。幼儿们尽情玩雪，嘴里不自
觉地发出“哇！哇！哇！”的惊叹声。图为中班幼儿在打雪仗。 （本报通讯员 徐 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