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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塔山小学 叶燕芬

长期以来，教师阅读被等同于以工

具性和实用性占主导地位的专业阅读，

范围狭隘，书目单一。但教师要成为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引领学生全

面成长，就应该顺应时代的进步和社会

的发展，弘扬教育家精神，做新时代的

“大先生”。这就对教师阅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笔者称之为“全阅读”。

从阅读内容来说，“全阅读”不限于

专业学科教学理论和方法的阅读，还应

覆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艺术等领

域，以至于将一切人类文化的结晶作为

阅读的对象。

从阅读方式来说，“全阅读”不限于

纯文本的阅读，还应包括观影、活动等多

种体验方式。

从阅读时空来说，“全阅读”不限于

家里和学校，而是可以在工作、学习、生

活的任何场域开展阅读。

学校从树立意识、营造氛围、开创路

径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教师“全阅读”创造

条件。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年版）的核心要旨是改变学习方

式、注重知识的统整和学以致用，这就要

求我们的教学关注学生的语言、逻辑、运

动、艺术、自我认知等能力的整体提升。

这使得大家充分意识到，如果不阅读、不

学习，就很难跟上教育变革的时代节奏。

因此，学校不断组织教师学习，从领

导层开始，从阅读入手，打造共同体、阅

读会、读写社，将阅读视为与学生共同成

长的一种方式，从而将教育导向从“知识

中心”向“素养中心”转变。

受教育教学工作及非教学类任务繁

重的因素影响，教师没有闲暇、没有精力

阅读成为普遍问题。而且，教师阅读对

专注力要求极高，因此，学校重新装修

藏书室，购置各类书籍，引进“墨水屏”电

子阅读器，并开通便于查找资料的电子

阅览室，为教师打造了一个安静、舒适的

阅读环境。

每天中午是“校园持续默读”时间，

全校师生摒除外界的浮躁杂乱，安静阅

读，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抱着“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天天坚

持，必成习惯”的信念，我们以每日打卡、

自取借阅、美文朗诵、知书“答”礼（以图

书作为礼物和奖品）等方式激发阅读兴

趣，营造阅读氛围，让校内的每个活动都

能找到书的影子。

建议教师除阅读与教育有关的书

外，读一些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等非教

育领域的经典书籍，从中发现与教育相

通的知识。

“我是‘讲书人’（阅读沙龙）”活动，

组织教师跨领域阅读。阅读沙龙活动结

束后开展好书漂流，教师写上一段推介

词，将读完的好书上交图书馆，报销书费

或领取同等价值的好书。

“我是‘评书人’（分年级组交流）”活

动，实现个人阅读和集体阅读、学科阅读

和“杂书”阅读、阅读和教学实践之间的

有效链接，展示教师阅读成果。将所读、

所思形成文字，定期发到学校阅读论坛，

让全体教师跟帖，继续深入讨论。

“我是‘辩书人’（头脑风暴）活动”，

通过“我眼中的世界”“AI在身边”“用科

学解读绍兴文史”等主题论坛，探讨时代

变化对教育和本学科发展带来的影响。

目前教师阅读最大的问题就是停留

在浅阅读层面，只对某些句子或个别段

落感兴趣，对文本内涵的理解非常表面。

据此，我们进行了适当的思考和引

领，变浅阅读为深阅读。首先是定期邀

请专家引领共读，如邀请绍兴文史馆专

家进校园，与教师一起研读《绍兴府志》

《越绝书》等古籍。深入阅读“越文化”系

列书籍，精选阅读方面的短视频和公众

号，如“北鱼读书”“意公子”等，提倡教师

带着独立的思考和批判阅读。

配合时事热点、节日氛围，学校不定期

开展“啃读”大赛，鼓励教师将阅读中最有

感触的部分记录下来，对于书中的难点，边

读边查证，形成学校的“啃读”资源包。

教师阅读推动了课堂的改变。以六

年级语文教材《宇宙生命之谜》同课异构

教学为例：A教师提取关键信息，厘清课

文脉络，虽然教得扎实，但是仍按以往的

侧重点教学，内容仅仅停留于课文本身；

B教师跳出文本，引入宇宙诞生、生命诞

生、星体特征、最新发现、地外文明等相

关知识，培养学生的猜想、验证、推理等

思维方法，激发学生对未知领域的科学

探索兴趣。

同时，学校始终维护正常的教学秩

序，坚持不以过于频繁的会议、过于繁杂

的事务影响教师，把属于教师自由支配

的时间还给他们。学校还建议教师少用

手机，减少“刷屏”的时间；减少无效社

交，多一些独处和思考；减少负面情绪，

保持内心的宁静和闲适，让他们能够有

充裕的时间、从容的心境、不被人打扰的

环境去读自己想读的书。

最是书香能致远。我们相信，只有

一群把阅读当作第一精神需要的教师，

才能带出爱阅读、会阅读的学生，才能以

全科、全员、全时空的“全阅读”领航学校

高质量发展。

减量奖励法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陈国庆

由于学生的价值观念、自控能力和生活习惯等存
在一定的问题，每个班级都有几个让班主任头疼的

“刺儿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杰就是这样的
学生。

填写新生入学信息表，小杰龙飞凤舞的字给我很
深的印象。在“是否愿意担任班干部”一栏中，他填
着：愿意担任班长。

第一次和他交流时，我从他的眼神中看不到自
信，于是确认他是否真的愿意当班长，他说：“老师，要
不先让我做个寝室长试试？”

我一口答应了他。
新生军训第一天，小杰的寝室就被扣分了。小杰

有些气馁，说：“老师，我觉得我还是不担任班干部了
吧。本想表现一下，可发现连自己都管不好，早上起床
晚，去食堂吃完早餐，就来不及检查寝室卫生了……”

我和小杰的家长沟通，大致了解了小杰在初中
时的一些情况，跟他本人描述的差不多：上学带手
机、作业不交、迟到早退……家长多次被班主任请去

“喝茶”。
来到职高，学生和家长都有些失望，但都想有一

个新的开始。我暗暗地想：怎么去帮助一个虽然问题
很多但是想变好的学生？

我的计划还没成形，小杰又问题频出：打篮球时
和同学起了口角，并先动了手；使用寝室卫生间未冲
洗干净被扣分；课间出去买水，回班动作慢被值周教
师逮住；语文抄写作业一头一尾认真，中间偷工减料
被教师发现……

每次他都是虚心接受，表示坚决要改，但总是老
方一帖。

说实话，我有些气馁，但不想放弃。我的学生也
许不是花园里璀璨夺目的奇花，但一定会是祖国建设
的参天大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下子让他一个错误
都不犯是不现实的。我和他商议，制定了一个减量奖
励计划。

首先是分门别类。我给他的错误分为卫生、纪
律、人际交往等几类，并设定每类错误逐月下降的指
标数。

其次是设定指标。如果他每个月犯错次数在指
标数之内，我不仅不予惩罚还要肯定；每个月的指标
数未用完，可以置换成班级德育奖励积分。

最后是公开奖励。我让他给全班学生分享自己
的经验，并给他颁发班级“进步之星”奖状。奖状上有
我为他写的寄语：“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当他拿着这
份有我亲笔签名的奖状拍照留影时，我从他那会心微
笑的表情中，感受到他变得自信起来。

虽然犯错指标数从开学初的8个逐月降到现在的
5个，但他的犯错次数却从6次降到了2次。小杰从减
量奖励中获得了信心，收获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发
现原来自己也可以控制好自己。他的成长终于有了
总体向好的趋势。

教师要允许学
生犯错。学生犯错
时，多给他们一些机
会、一些理解和一些
指导，年轻时从错误
中学到的东西，往往
会成为人生道路上
的财富。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朱一花

这个“躺”字，“身”字做偏

旁，那一撇不能出头。光是在课

堂上讲，学生不一定能记住，有

没有更好的教法？

我把“躺”字写在黑板上，把

这个问题抛给学生。

一个学生说：“‘身’字旁代

表一个人侧躺，手要收一收，否

则躺着不舒服。”

正合我意！原来，文字真的

有温度。

我赞叹道：“你从这个‘躺’字

读出了温度，还赋予它意义。其

实，古人造字，几乎每个字都是文

化。比如‘冰’字由‘水’构成，让

你感到凉飕飕；读到‘炎’字，就觉

得火辣辣；一看‘蚂蚁’二字，就

知道这是一种昆虫。我们不得

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看来，我们还可以给每个字

量量“体温”。

临近期末，我梳理出学生

错误率较高的38个词，几轮复

习下来，剩下8个：抱怨、逃窜、

肺腑、抵御、拜祭、瞬间、衣襟、

遨游。

我把这8个词写在黑板上，

每个词中容易错的那个字用红

色粉笔写，说道：“今天，我们就

给这些字量一量‘体温’，大家想

一想，可以用什么办法？”

学生七嘴八舌自由讨论了

两分钟，看着他们自信的样子，

八成是有办法了。之后的全班

分享证实了我的猜测。

“如果有人向我抱怨，我就抱

抱他，他的心情就好了，所以‘抱

怨’的‘抱’就是‘抱抱’的‘抱’。”

“逃窜的时候不能留下足

迹，否则很快就会被找到，所以

‘逃窜’的‘窜’没有‘足’字旁。”

“肺部的气管是相通的，不能

断，断了就有生命危险，所以‘肺’

的右边不是‘市’，而是‘巿’。”

“抵御的最终目标是停止战

争或阻止侵扰，所以‘御’的中间

有一个‘止’字，而不是‘山’字。”

……

学生用一支无形的体温计，

测量每一个字词的温度。

我想，若穿越历史的重重迷

雾，去研读每一个字的来历，一

定会发现中国汉字本身就是一

本无穷无尽的书。每一个字都

经历无数次的演绎，才变成我们

今天看到的模样。给予文字以

温度，应该称为语文教师的必然

追求。

部编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上

册第一课就让学生认识“天”

“地”“人”。为何？天、地、人被

称为“三才”，也就是中国文化对

宇宙的认识。

什么是天？天者“一大”，没

有什么东西比天还大。地则是

土，土生万物。天地之间，谁最

贵？是万物之灵长——人。人

在世间，互为支持，就像一撇一

捺，撇捺相依，为生存之道。若

分崩离析，则无法成人。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核心

素养中，把“文化自信”放在第一

位。教师在教学生认识方块字

的时候，要让学生领略汉字独有

的魅力，用一个个的汉字构建学

生的中华文化底蕴。哪怕是一

节易错词复习课，照样能实实在

在地感受到汉字的温度。

张祖平（楼主）
“六一”国际儿童节（以下简称

“六一”节）即将到来，不少学校让各

班表演节目已成惯例。然而，有时候

的评比打分，大操大办，很折腾人，也

有点浪费。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

“六一”节虽然也有文艺会演，但那是

少数有文艺特长的学生表演给全校

师生欣赏的。学生人人参与的是寓

教于乐、有吃有玩、喜闻乐见的游园

活动。

leilei3138
能不能少一点评奖、少一点考核、

少一点功利色彩？心里有了“利益”二

字，就助推了攀比，就变了味道。不能

忘了展示少儿风采的目的——让校园

生活更幸福。

龙泉许东宝
在组织“六一”节活动时，我们需

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以确保活动既有

趣又有效。

首先，由于时间的限制，必须合

理安排活动。可以采取分班级、分批

次的方式进行，避免学生在大剧院或

大操场长时间坐着感到不适。

其次，活动的评比应该把握好

“度”。如果没有评比，可能导致参与

者态度随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过于强调评比，则会导致部分班级为

了获得好成绩而过度投入，影响正常

的教学秩序。

对于“六一”节这样的传统活动，

重点在于顶层设计，要考虑到全员性

和全面性，让活动充满快乐和意义。

骄 阳
对象意识决定“六一”节的形

式。如果把“六一”节当成儿童的节

日，就得想办法设计一些游园项目，

让学生体验快乐；如果把“六一”节当成展示窗口，

就得布置每个班展演，而且场面看着会比较热闹

有序。

还有就是惯性思维作祟，去年是展演，今年还

是展演吧；人家都在展演，我们也照抄吧。毕竟驾

轻就熟，外人觉得效果好，却没有思考“六一”节的

本质是什么。

如何让“六一”节回归，值得每一个教育者思考。

吴笔建
作为儿童的节日，其本质应该是让儿童感到

快乐和放松，而不是让他们过于紧张或充满压

力。在设计节日活动时，重要的是让学生参与进

来，体验成长过程中的乐趣，并为他们的童年留下

美好的回忆。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事情。

打分和评奖通常更适合于比赛性质而不是娱

乐性质的活动，避免将两者混淆。让节日回归其

本来的意义，保持其纯粹性，让大家能够在节日中

享受快乐，比开展评选活动更为重要。

宋国萍
一个美好的“六一”节应该具备这些特点：

1.全员性。“六一”节不是“优秀儿童”节，所以

这一天要让所有的学生都成为主角。设置一些低

门槛又符合儿童趣味的活动，让每个学生尽享节

日的快乐，是必要的。比如，开展全校性的游园活

动，设置游戏规则简单、竞技性不强的项目，精心

准备学生喜爱的奖品。

2. 趣味性。“六一”节的关键词应该是“快

乐”。那么，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尽量给学生创设

一个愉悦的氛围，让他们在这一天足够幸福。比

如我在 2020 年的“六一”节为全班学生每人颁发

了一张“第一名”的奖状——仔细观察每个学生在

某一方面的特长，为他量身定制一张奖状，如“温

柔体贴第一名”“讲究卫生第一名”“运动协调第一

名”……学生快乐的呼喊声快把教室的天花板掀

翻了。

3.自主性。毕竟是学生自己的节日，就要为

学生留一个自主发挥的空间。有才艺的学生可以

在这一天为全体学生带来才艺表演，获得满满的

自信感；热心肠的学生可以在这一天开展义卖等

活动，善款捐给有需要的人，也能获得充盈的幸福

感。就算什么都不做，让学生想疯玩就疯玩，想发

呆就发呆，也是快乐的意义。

教 无 定 法

本话题可继续探讨——

要
不
要
给
﹃
六
一
﹄
文
艺
会
演
打
分

教师阅读要跳出专业阅读的视域

给汉字量个“体温”

近期，绍兴市阳明幼儿教育集团推出“餐点解说小达人”活动。幼儿可根据一周菜谱，自主选定
想介绍的瓜果蔬菜，师幼或亲子合作，外出购买或到地里采摘。为吸引托班的弟弟妹妹，云东园区大
班幼儿还用橡皮泥、扭扭棒等材料装扮食材，让漂亮的“玉米小公主”、时尚的“西蓝花先生”和弟弟妹
妹见面。 （本报通讯员 金 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