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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春天定格春天

春风又至，温州市实验小学教学楼顶的空中农场
油菜花再度绽放，金黄一片，美不胜收。童眼视界摄影
团的小摄影师们的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一组组精彩
纷呈的镜头在他们的指尖诞生。摄影是该校“小脚丫”
拓展课程之一。童眼视界摄影团不定期利用业余时间
组织社团成员开展户外实拍活动。

（本报通讯员 曾庆明 摄）

□龙游县西门小学 袁 群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又和老朋友

《小学生时代》见面了，你们喜欢这本杂

志吗？

生：喜欢。

师：能说说为什么吗？

生1：它每期都会介绍当下的新闻热

点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开阔了我的视野。

生2：上面刊登了很多优秀的小学生

习作，阅读它可以提高我的写作水平。

师：是的，《小学生时代》是一本内容

丰富、可读性强的小学生读物。今天，我

们就围绕第6期《小学生时代》举办一场

班级读书会。

活动一：“我的关注”
师：拿到新一期杂志，你最先关注的

是什么？

生1：我会仔细欣赏杂志的封面，

我发现每一期的封面都是一幅精美的

图画。

生2：上面还有一篇小短文呢。

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封面上的小

短文吧。

（学生齐读。）

师：美丽的图画、优美的语句，让夏

天的气息迎面扑来。除了封面，还有什

么第一时间吸引你？

生：每次拿到新书，我都会迫不及待

地打开目录，看看这一期会有哪些内容。

师：目录可以让我们快速地了解整

本书的内容。那就让我们打开这一期杂

志的目录，去看一看有哪些精彩内容吧。

（学生浏览目录。）

生1：老师，我特别想看《太阳花》栏

目里的“大厨”们——上菜啦！这个“大

厨”为什么要加引号？他会做哪些好吃

的菜呢？

生2：我特别想看《西子姐姐信箱》——

我该迎合好朋友吗？生活中，我也有这

样的烦恼，想知道西子姐姐有什么好办

法来解决。

师：接下来就请大家按目录里的

页码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文章一睹为

快吧。

活动二：“我爱阅读”
师：教师想做个小调查，你们刚才是

怎样阅读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的呢？

生1：我一边默读，一边圈画出好词

好句。

生2：我会朗读优美的句子或小诗，

然后把它们摘抄下来。

生3：我会做批注，及时写下自己的

思考与收获。

师：还有我们之前学过的猜测和提

问等阅读策略，这些都会让阅读更有收

获。下面，就请大家利用这些阅读方法

再次阅读自己喜欢的栏目，然后在小组

长的带领下在组内分享。

（学生自主阅读、组内交流，各小组

上台展示。）

小组1：《卷首》。

组长：我们小组最喜欢的栏目是《卷

首》，现在为大家朗诵一下小诗《荷花》。

（小组朗诵。）

组员1：我们觉得这首小诗很有趣、

想象力很丰富，小作者把荷花比喻成一

个穿粉红晚礼服的姑娘。

组员2：作者把风吹荷叶的场景想象

成是荷叶在为荷花鼓掌，带给人画面感。

组员3：我要把它摘抄到我的诗集上，

并用这种方式仿写别的花。

组员4：这是我写的批注。

（投影展示。）

小组2：《原创》。

组长：我们小组阅读的栏目是《原

创》。这里面的文章都是小学生写的优

秀作文，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写出了自

己的真感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组员1：我喜欢《看，成蝶之舞》，小作

者的勇敢与努力让我钦佩。

组员2：我喜欢《音乐小鱼》这篇习

作，写得生动又具体，有很多好词好句。

我把它们摘抄在《采蜜本》上了。

组员3：我喜欢的原创作文是《我学

会骑车了》。我也写过一样的内容，但没

有他写得好。我圈画出写得好的地方，

并在旁边写上了批注，向作者学习。

组员4：我喜欢《我家的“老小孩”》这

篇文章。文中的奶奶让我想到自己的奶

奶。我奶奶很疼爱我，现在她老了，需要

我来照顾她。

……

活动三：“我来当主编”
师：通过刚才的分享交流，我们发现

《小学生时代》这本杂志虽然小小的、薄

薄的，但蕴藏着丰富的内容，真是令我们

大开眼界。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目录，

关于本期杂志的内容编排，你有什么发

现吗？

生1：我发现一共有6个大栏目，分

别是《卷首》《关注》《求智》《社区》《原创》

和《悦览》。

（教师贴出6张卡片。）

师：是的，我通过阅读，还发现《卷

首》栏目的内容其实就是小诗欣赏，那其

他栏目的内容是什么呢？

（学生同桌之间讨论。）

师：谁能上来贴一贴，把内容与栏目

名称对应起来？

（两名学生上台贴卡片。）

师：你们的想法和他们一样吗？原

来，《关注》栏目的内容是新闻，《求智》是

科学，《社区》是心理健康，《原创》是作

文，《悦览》是娱乐呀。6个栏目就是6个

视角，《小学生时代》就是通过这6个方面

向我们展现多彩的世界的。接下来让我

们把目光聚焦到其中一个栏目上，你有

什么新的发现吗？

生2：我发现每个栏目下还有小栏

目，最后才是文章的题目。

师：你真会观察。那么，栏目名称、

小栏目和文章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呢？你思考过吗？

生3：我发现栏目就是一个大版块，

小栏目和文章是里面的小版块。比如

《求智》栏目里面有5个小栏目，《自然笔

记》就是其中之一。

生4：我觉得是总分关系。栏目名称

是“总”，小栏目和文章是“分”。

生5：我还发现小栏目的标题具有概

括的作用，和文章内容也是对应的。例

如，《原创》栏目里的《亲情放送》就收录

了写外婆和奶奶的作文。

师：你们既会观察又会思考，老师要

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小学生时代》今

年已经31岁了，31年来，杂志编辑部的

叔叔阿姨们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小

读者的需求不断调整栏目内容。作为一

名新时代的小读者，你对这本杂志有什

么建议吗？

生1：我建议增加一点古诗或小古文的

赏析，让我们对古代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生2：我觉得可以适当加一些历史故

事或名人故事。

生3：我想看到一些和音乐有关的内容。

师：大家真有想法。现在就请你来

当主编，为未来的《小学生时代》制作一

份新的目录吧。请看活动要求：设计一

个新栏目的名称，并创编其中的小栏目

和文章题目。

（学生创编栏目、组内交流，各小组

上台展示。）

小组1：我们小组创编的栏目是《百

科》，里面有《日常科普》《古老的自然》和

《奇妙小实验》3个小栏目，收录的文章分

别有《可怕的蚊子》《自然界中的活化石》

和《会跳舞的红豆》。

小组2：我们小组创编的栏目是《小

说》，里面有小栏目《一分钟破案》《草房子》

和《名著》。《一分钟破案》里编排《神探福尔

摩斯》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故事；《草

房子》里安排《红门》；《名著》里也有两个故

事——《三打白骨精》和《景阳冈》。

……

师：大家编的目录真有创意呀。课

后，老师还想把你们的这些想法收集起

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杂志编辑部。

说不定下一次杂志栏目调整时就会有咱

们班出的金点子呢。

假如我来当《小学生时代》杂志主编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中心学校
唐唯亚

初识刘波，还是在他担任

中学教科室主任的时候，那时

他总会时不时谈起对当今一些

典型教育现象的思考，而我这

个孤陋寡闻者总是竖起耳朵听

着：“嗯，好有道理。”

刘波一直行走在思考的道

路上，一直在他的“与阅读同行”

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正如他曾

在《教师，以研究的“姿态”成长》

一书中所言：“作为众多普通教

育工作者中的一分子，我自然没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作为，也称不

上有什么壮举。不过，平凡并不

等于平庸，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

己的精彩。”这句话或许可以看

作是对像我这样的普通教育工

作者的一种鼓励吧。

刘波的第一本书《从新手

到研究型教师》出版时，我没想

到这只是“头胎”。如今，“第六

胎”《从零开始，做研究型教师》

已出世。这让我们看到一个

“有预谋”的他：坚持阅读，坚持

写作，坚持反思，坚持对教育的

热情。

在读书中一篇《建设和管

理好“云”科研资料库》的时候，

我留意到一个细节：刘波每天

都会浏览《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中国青年报》……就像早

上起床、刷牙、洗脸一样，这对

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这也让我感到“迷茫”，因

为我也在不断地“学习”：尽力

收集整理各种书刊资料、定期

摘编国内外教育信息、组织专

家讲座、开辟科研专栏……但

是，我所做的这一切还远远不

够，忙碌却琐碎，没有持久性，

也没有融入自己的思考。

要问学校哪个部门的人数最少，毫无疑

问是教科室，里面只有一个“光杆司令”；要问

哪个部门的柜子最多，答案还是教科室，柜子

里放满了各类书籍报刊。我记得自己保存着

每一期《镇海教育》，供教师学习参考。

在书中第二章《做好扎实的研究准备》中

提到“深耕教师的专业阅读”“关注和理解教

育热点”再到“加入研究团体抱团取暖”“在

‘草根研究’和‘规划课题’中自由行走”……

细细想来，这一章节是有递进关系的，前面讲

的是“个体修炼”，后面讲的是“团队融合”。

虽然我也一直在准备、在积累，但是没有

更好地发挥团队的作用，没有在抱团取暖的

氛围中激发研究兴趣，也就是没有领会“一群

人可以走得更远”的道理，因此缺乏自己的

“预谋”和“思考”。

曾经有多少次专家的指导让我们心潮澎

湃、热血沸腾，然而专家一走，我们还是按部

就班，因循守旧。我意识到，每个学校都有自

己的校情，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是立足

之本。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等待“外援”

上，在自己有所收获的同时要及时将思索付

诸行动，学习用他人的教育精华来提升自己

的教育品质。

然而，在读《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

成果》这一篇时又让我深有感触，我们不是为

“做”而“做”，关键时候要善于借力，在原有的

基础上发现新的方向，在旧的课题上开拓新

的价值。比如，我校的“农民画”研究就没有

另起炉灶，而是迭代成了“芯·光”实验室与农

民画工作坊的结合。

因此，紧跟时代潮流，找准问题的切入

点，不需要蛮干和苦干，我们也能绽放出自己

独有的光芒。

我常常把教导处工作比喻成短跑，把教

科室工作比喻成长跑。教科室工作战线拉得

比较长，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每年多项的课

题研究、课程评选，每一次的校本教材编写，

每年的校报出刊、论文投稿、获奖登记等，都

迫使我在教科室主任这一职务上找准角色定

位，增强角色意识，虚心静心做事。

身边的人、手上的书、头顶上的星空，让

我又一次受到洗礼。

教
科
室
工
作
是
长
跑
不
是
短
跑

书 名：《从零开始，做研究型教师》

作 者：刘 波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报通讯员 洪 岳

沿着义乌双江湖，穿过一片民居，就

来到江湾小学。该校依水而建，因此，以

“育人如水”为校训。

走进校园，最显眼的是一楼大厅的振

蒙学堂——语文学科资源室。学生平时

会趁午休间隙来这里开展项目化读写活

动。这里陈列着10多件写作模板，分别

对应着写景、叙事、状物、记人等不同模

块，为读写能力较弱的学生提供基础性支

架。此外，还有词汇箱、句式库、金句包等

表达工具让学生习作锦上添花。

每一间教室的墙壁上都展示着“阅读

日历”，呈现着本班开展阅读活动的过程：

故事导图、妙语佳句、阅读会纪要……5年

前，这所农村学校就开启了项目化读写

实践，倡导每个班级都应是一间“读写

教室”。

丰富的读写工具能够将复杂的读写

任务分解为一个个小的、易于操作的子

任务，为学生降低学习难度。

善水广场的“桂花书桌”、书画长廊

的“故事讲坛”、综合大厅的“成果秀场”、

教学楼每条廊道下方的“三角书屋”……

无处不在的读写空间，让师生们时时都

能徜徉于书香之中。

“故事山”以绘制登山路线的方式梳

理书中情节。“汉堡包”则将好书的细腻

描写囊括其中，用丰富的图表支架助力

学生不再将读与写割裂。“问题墙”是大

家最爱打卡的地方，不管是谁，只要在墙

上写下问题，或者在问题下展开解答，就

能得到学校奖励的“水滴券”一张；而在

互动中留下的参考书目，激起了更多学

生的阅读兴趣，并方便大家更好地参与

其中。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一个班级都

有自己的班刊。这些班刊有着一个相同

的栏目《我眼中的江湾》，里面或描绘学

校四季变化之美，或科普校园中植物的

相关知识，图文并茂，都是学生运用写作

技巧获得的最新成果。

有人会情不自禁地惊叹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之强。其实，这是缘于他们“边

写边干”的独特技艺。你看，操场上有学

生在丈量跑道，还有学生在一旁画着什

么，凑近一看是一本彩色图册。原来，下

个月要举行趣味运动会，相关学生正在

为体育教师提供策划方案。

从多媒体程序到具象化支架，江湾

小学积累了100种读写工具。一个“数

据包”（资料）、一串“糖葫芦”（问题链），

甚至一份简单的表格，都是师生共同自

主开发的。它们已成为学生个性化自主

阅读的有效手段。

而红领巾直播间、演播室等信息化

设备，营造出各种模拟情境，以促进“钉

教学、云讨论、微调查、深探究”，帮助学

生将抽象模糊的文本转化为具体清晰的

图像，从而能更好地理解、运用和表达，

解决过去困扰学生的“读不下”和“写不

出”难题。

阅读是涵养，写作是输出。作为一

所农村学校，江湾小学坚守“写作育人”

的理念。近5年来，76.5%的学生在校级

及以上刊物发表文章，其中6名学生出版

个人专著。

100个工具支撑一所农村学校的读写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