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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江山市虎山小学全方位开展家校共育，通过专
家讲座、家长沙龙、家委竞聘、育儿征文、轮流陪餐
等活动激发家长参与热情。近日，在校体育节上，
家长在亲子跳绳比赛、拔河比赛等活动中全力以
赴，从精神上给孩子莫大的激励，家校间的合力也
在活动中悄然增强。图为家长拔河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高 峰 王华君 摄）

□宁波逸夫中学 施卓颖

师：同学们，《海底两万里》的作者是

19世纪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不揣冒昧，

把我俩的名字放在一起，还能看出一些趣

味。我的名字施卓颖中有个“卓”字，和凡

尔纳名字中的“凡”字意思相反；而我的

“施”字和他的“纳”字也存在对应关系。

这就是缘分，正如我和你们的相遇也

是缘分，我希望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在“海

底两万里”中畅游。

一、根据章节，回忆情节
师：每当我捧起一本名著，总是会先

读它的目录。我列举了《西游记》和《海底

两万里》中的几个章节标题。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

下定心猿

第二 十 七 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

僧恨逐美猴王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十六 缺氧

十八 章鱼

二十一 大屠杀

请你任选一个，说说这个章节讲了什

么故事。

生1：我选第三个。火焰山阻挡了唐

僧师徒西天取经的道路。孙悟空得知只

有铁扇公主手中的芭蕉扇才能熄灭火焰

山的大火，于是前去借扇。然而，铁扇公

主因为她的儿子红孩儿之前被孙悟空降

伏，心中充满了怨恨，不愿意把扇借给他，

反而用力一扇，把孙悟空扇到了灵吉菩萨

那里。

师：说得真详细，可见你的阅读很扎实。

生2：我选第二个。白骨精为了抓住

唐僧，先后变成少女、老婆婆、老头，试图

接近并捉拿唐僧，但都被孙悟空识破。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唐僧认为是屡害人

命，于是赶走了孙悟空。

师：表述到位，概括精准。那么，有没

有同学选择《海底两万里》的章节标题？

生3：我选“章鱼”，尼莫船长带人与困

住潜艇的章鱼搏斗，当尼德兰被章鱼的触

角困住时，用斧子击中章鱼救出了他。

师：同学们仅仅看一个标题就能回忆

起章节内容，都很厉害。《西游记》和《海底

两万里》这两部小说拟章节标题的方式，

哪一种你更喜欢？

生4：《西游记》的标题更有诗意，也比

较清晰，从标题中就可以大致了解内容。

师：《海底两万里》的章节标题就没有

可取之处么？

生5：《海底两万里》的标题设置悬念，

让读者更感兴趣。

小结：中国的章回体小说特别喜欢以

故事情节为标题，而外国的小说往往没有

标题，或者以关键词为标题，让人猜测章

节的内容。两种标题各有千秋。

二、概括情节，重拟标题
师：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海底两万里》

的这3个章节标题改成情节式标题？请将

新标题和你的拟题理由写在任务单上。

生1：第十六章我改的标题是“南极被

困冰山，众人协力脱难”，因为故事发生在

南极，最后大家成功脱险了。

师：你的标题考虑了押韵，便于记忆。

生2：我的标题是“冰墙封锁鹦鹉螺

号，沸水化解缺氧危机”，因为他们的难题

是缺氧，最后用沸水解决了困境。

师：你抓住了使用沸水这个核心情

节，而且拟定的标题讲究对仗，用词精准，

提纲挈领。

生3：我把原标题扩充为“敌舰进击鹦

鹉螺，船长发怒大屠杀”，在原标题“大屠

杀”的基础上，加故事的起因——敌舰进

击，再加船长的情绪——“发怒”。

师：这个标题因为你的描述而更生

动、有条理。

生4：我在他的基础上，加上了故事的

结局——“鹦鹉螺号撞沉战舰，数千官兵

葬身海底”。

师：一看标题就能感受到情节的起

伏，让我们对这个故事有更全面的印象。

小结：同学们拟定的标题，都紧紧扣

住了情节，关注到情节的各种要素：时

间、地点、人物。有的标题紧扣关键人物

和关键情节；有的标题除了内容，在形式

上也很出彩，如对仗工整还能押韵。我

们今天通过拟定标题的方法，快速地走

进名著，锻炼了概括情节、提炼关键要素

的能力。

三、细读人物，完善标题
师：然而，我们阅读一本名著，仅仅是

概括情节、了解故事就够了吗？请同学们

把目光集中到屏幕上，齐读这个标题——

“冷血尼摩怒驶鹦鹉螺，无辜敌舰悲沉大

西洋”。

师：大家觉得这个标题，和我们拟的

标题有什么不一样？

生1：多了很多形容词：冷血、无辜、

怒、悲。

师：“冷血”是从人物性格的角度所

作的评价，“无辜”是从结局的角度，“怒”

是从人物情绪的角度，这个标题体现了

读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的阅读感受。下面

请同学们再细读文本，把自己的阅读感

受也补充在标题上，并将拟定理由写在

任务单上。

学生们认真讨论，在分享环节每组选

出一个最佳标题，由作者上台大声分享。

生2：“海底珠宝价值连城，鲨鱼口中

化险为夷”。

师：能体现你阅读感受的词语是？

生2：“价值连城”和“险”，因为原标题

是“一颗价值千万的珍珠”，而且当时的情

况非常危险。

生3：我的标题是“巨型砗磲见珍珠，

勇救可怜采珠人”。关键词是“巨型”“勇”

“可怜”，文本中的海底景观让人震撼，贫

苦的印度采珠人受到鲨鱼攻击时，尼莫不

顾个人安危，勇敢和鲨鱼搏斗，这种精神

值得人们尊敬。

生4：“鹦鹉螺号被困冰墙，智者船长

巧用沸水”。关键词是“智者”“巧用”，极

端环境中的困难，自然不可能用普通的办

法来解决。

生5：“无辜船员惨撞冰山，机智船长

成功破险”。关键词是“无辜”“机智”，潜

艇撞上冰山让人意想不到，只有船长冷静

机智，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最终脱困。

师：在这几个标题中，同学们表达了

对尼莫船长的认可，他是一个沉着冷静、

慷慨大方的人，而“价值连城”“巨型”这些

词是对海底景观的描绘，让人印象深刻。

小结：阅读名著有很多种方法。在读

懂名著内容、拟定情节式标题的基础上，

我们通过梳理细节的方法，加入能体现自

己阅读感受的词来完善标题，从不同的角

度读出了自我。

课后作业：请用今天学会的阅读方法

（标题归纳法）给《海底两万里》的其他章

节重新拟定一个兼具情节内容和阅读感

受的标题，并将它设计成目录的形式补充

在你的书本上。

给外国名著拟中式章回标题
——《海底两万里》课堂实录

□永康市城西中学
刘潇洋

7年前，当我和一群

刚从师范毕业的教师一起

参加培训时，内心是忐忑

的。我的同行者都很年

轻，学习能力处在人生巅

峰，眼神里充满兴奋难耐

和跃跃欲试。7年后的现

在，我和他们一起读书、教

研、聊天、旅游，惊觉我们

之间的年龄差距几乎已经

不见。

是的，我在变年轻。

当了7年教师的我，眼角

已爬上细纹，我却感觉自

己在变年轻。为什么？

《年轻的品格：教师的精神气象》一

书中阐释了年轻的奥义，“年轻，不只是

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年轻本身意味着品

格”“具有成长性、终身性，照耀人的一

生”。能让我不断年轻的良药来自“少年

精神”。

我工作的对象是一群刚从童年过渡

到少年的学生。我有幸将两个班从初一

带到初三。初一的他们，第一次体验住

宿生活。铺床、叠被、洗衣、打扫……没

有人在耳边不停叮嘱，没有人在桌旁盯

着作业，他们似乎突然之间失去了依

靠。有的学生第一周每天晚上痛哭流

涕，有的频繁请假申请晚上回家住，更多

的愿意排长队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可

不到半个学期，他们突然懂事了，懂得争

分夺秒地洗漱，懂得编写作息时间表，懂

得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最终适应了繁忙

的初中住校生活。

在那些曾经流露出无助的年轻脸庞

上，我看到了坚韧和自信。我惊诧于他们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自我妥协能力，同时

也感叹，年轻多好！

年轻就可以有大把时间去试错，纠

正，再试错，再纠正，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生活方式和学习节奏，等到初三毕业，

他们走出校园时，就会迈着稳健的步伐。

在我的鼓励之下，初一时笔拙口讷的

学生，到了初三赢得全国性作文比赛一等

奖；有的学生成了学校演讲比赛的主持

人；还有的学生体内的某种潜能觉醒，或

成为学校运动会的风云人物，或在期末考

试中成绩异常突出……

感受着初中生蓬勃的朝气，我感叹：

自己又何尝不是正青春？又怎能一直缩

在自己的舒适圈呢？于是，我也开始尝试

每年写一篇论文，也开始命题、说课，参加

各类竞赛，尽管被教研员批评得找不到

北，但7年间也取得一些成绩。

我还试着写写教学笔记或者读书

心得，就像现在，翻阅一本陌生的书，有

感于书中对“年轻”的阐释，写下这篇读

后感。

花样年华，正是渴望知识的年龄。

少年们像渴水的根系那样伸展着、触碰

着各种知识，又像小奶猫第一次外出觅

食那样小心翼翼。我热爱他们拼尽全力

学习的样子，热爱他们带有强烈个人色

彩的见解，也热爱和他们发生思想碰撞

的瞬间……

我和学生彼此尊重着，信任着，滋养

着。我们一起感受苏轼“也无风雨也无

晴”的洒脱、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

悯，欣赏老舍“生命是活在今天而关切着

明天的人类福利”的透彻；拜读过刘慈欣

的《乡村教师》、特德·蒋《你一生的故事》，

为沈从文的《生》痛彻心扉；欣赏过舞剧

《孔子》，聆听过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

响曲》……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许一辈

子都没机会研究量子物理，或许面对长篇

名著依然一头雾水，或许怎样也不会对西

方古典音乐感兴趣；而我在语文课堂上，

为学生推开一扇门，他们懵懂地站在门

口，小心地抬眼朝外望。

学生回赠给我精神品格上的活力，这

成了我年轻的良药。是他们，让我在成为

语文教师后体会到工作的乐趣，真正喜欢

上语文，让世界变得生动起来。我要感谢

我的学生们。

□嘉兴经开实验教育集团 李亚群

一说到教学管理，可能有人想到的是

学校行政层面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每一

位教师都是教学管理者，每天都要对教学

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确保

高效有序地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怎么做教学管理：给教学管理者的

35个建议》是费岭峰继《课堂的魅力：小学

数学活动设计与教学》《怎么做课题研究：

给教师的40个教育科研建议》和《聚焦课

堂教学：一位小学数学特级教师的研课手

记》后的又一力作。

费岭峰从一线教师、教务员，到分管

教学的副校长，再到区研训中心分管主

任，教学与管理并行的日常状态伴随着他

的专业发展。因此，他能够对教学管理的

理想与现实展开思考，并付诸实践。

在第一章中，作者为“常规管理”定

下基调，提出“由督走向导”“从形式走向

实效”“实现拓展”等观点，这些都是对于

“发展眼光看常规”的诠释。此外，还针

对教学设计、课堂观察、课题交流和能力

监测等4个常规管理活动，设计了项目设

计单和细节导行单两类工具单，借鉴价

值高。

在讲到研修活动时，作者针对校本

研修“主题适切性不足”与“过程流于形

式”这两个痛点，指出可以利用“导研”技

术，用“搬”“仿”“展”“用”4个关键词有层

次地罗列出不同阶段教师的管理跟进要

求，以走出“教师参与被动”与“效果低下”

的困境。

在关于校本科研的章节中，作者建议

学校教育科研顶层设计应依托主干课题、

特色建构和整体规划这3个视角进行管

理，以常态研讨培养教师的成果提炼意

识，并给予推广的机会。

从教师个体来看，哪怕是一个微型项

目的研究都需要经历系统的发展规划。

作者提出“做一名有思想的教育者”是当

代教育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因此每一位

教学工作者都需要具备4种思维——全

局思维、团队思维、整合思维和亮点思维，

用管理思维使自己不囿于细碎日常，从目

标与价值的角度升级自身。

哪怕是像师徒结对这样老生常谈的

话题，作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师徒要

建立成长共同体，从单向学习走向共同研

修，从个体收获到实现群体共进。

本书所说的管理，根据管理对象分为

对他人的管理与对自我的管理。我们看

到作者以教学管理之表，阐述了教师自我

管理之实。书中说：“每个教学工作者根

据不同阶段的站位，需要有相应的心理

定位与行动目标，学习不仅仅是责任感

使然，对专业发展也极有帮助。”因此，作

者提倡专业与管理并进，无论哪一项先

启动，都要带动另一项的升级，引领团队

做更富有特色的管理。

傅佩荣先生认为，人有两个视野，一

个向外，一个向内。1968年，阿波罗8号

的宇航员威廉·安德斯从空中拍摄了一张

蓝色地球从月球地平线上升起的照片，他

说：我们在努力探索月球的过程中，最重

要的成就是发现了地球。迁移到教学管

理上也是如此，向外管理需要我们打开思

维、放大视角；而向内管理需要我们深潜、

内省，从而认识自我、发展自我。

书 名：《怎么做教学管理：给教

学管理者的35个建议》

作 者：费岭峰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学管理的本质是自我管理

年
轻
的
良
药

书 名：《年轻的品格：教师的

精神气象》

作 者：成尚荣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