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后简称《新课标》）今年 4 月
颁布，心存期待与疑虑，我数次轻
轻 地 将 头 埋 进这仅有百页的“蓝
本”，又数次重重地紧锁眉关抬起了
头。逐字逐句卖力解读，似已窥见
新课程在用改革之行回答“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的问题。

落地于语文课程实施，《新课标》
首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应
着力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关于课程
内容的组织与呈现及教学实施建议，

《新课标》亮出了“学习任务群”的新
概念、新形态，即便高中阶段统编语
文教材已在这方面率先实施，但对于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来讲，我仍备感冲
击和茫然。

在彷徨中，我深深地知道：改革
意味着要改变，但并不意味着要推
翻；同时，我也翻来覆去地思忖，《新
课标》迎面扑来，我的语文教学如何
守正创新？于是，继续在埋头与抬头
中用力地解读《新课标》，借数场线
上课改之行关于《新课标》的专题解
读，我渐有“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感
觉，借王林波老师的《指向语用 识体
而教》，我在数次自我省悟中渐渐明
白了语文新课改潮流下我应该坚持
什么，改变什么——

一是学科本体意识的自我省
悟。语文课程性质与特点决定了无
论改革走向哪一步，语文学科的语用

教育功能都是不可动摇的根本。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学生核心素
养，也必须在积极的语言学习、实践
活动中得以养成和呈现。如是说，在
语文课程学习中学生的文化自信、思
维能力、审美创造三方面能力素养都
需以“语言运用”为载体，并在学生
个体语言能力不断提升和丰富中建
构和显化。因此，即便语文课程内容
组织与呈现方式发生变化，但语用教
学意识不能淡漠。

总观王林波老师在《指向语用
识体而教》一书中提供的诸多教学课
例，无论是字词的积累表达、聚焦片
段的情境补白、特殊体裁的谋篇迁移
等，都十分注重某一学习主题和情境
下语用训练与人文感悟的“相濡以
沫”，着力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实践
情境中不仅迁移新技能，生发新言
语，还有新感悟、新思想，而非将表
达训练与感悟升华活扯两张皮，为了
语用而“照猫画虎”。

二是主体唤醒意识的自我省
悟。《新课标》在课程理念中明确：语
文课程要增强实施的情境性和实践
性，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课程内容
也主要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注
重从学生语文生活实际出发，创设丰
富多彩的学习情境。不难看出，这一
导向，正是在继续强化学生主体地
位，并注重真实情景下的真实践、真
学习、真发展。

回归课堂教学，学生理应在课堂

最中央，而且要在课堂中央动起来，
动思维、动言语、动情感，甚至动肢
体参与。而教师，必要摒弃以往的

“线性”预设教学流程，即课堂教学
组织基本以“师问生答”为形式推
进，这种以问题堆积推进学习的教学
难以包容学生主体的个性多样化与
课堂生成的复杂多变，更难以激发
学生深度参与学习的持续性。“任务
板块”式的预设正是以特定主题情
境下的任务组群为单位组织教学，
是在着力营造真实情景下的学习状
态，学生在指向明确的任务完成中体
验角色的被需要。

三是主导启发意识的自我省
悟。习作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中令
师生缺乏方向感的庞杂内容，更有

“模模糊糊一大片”的难以描摹之
感。因此，在习作教学中，教师的主
导作用更被需要，但也较难发挥。

《指向语用 识体而教》一书中巧妙、
适时、适度的习作教学课例让我茅
塞顿开。

王老师指导学生习作《熟悉的人
的一件事》，从“熟”字入手，引导学
生搜罗自己“熟悉的三个人”，为有
人可写做准备；继而关注“一个人的
一件事”，为叙事做准备；紧接着，通
过集体共性的片段写作，引导学生在
对比中真切感受细节刻画带来的生
动、细腻感——至此，题材的搜罗经
历了一个由宽泛到聚焦的过程，表达
方法的训练在对比修改中变成了学

生“拿得起、用得上”的东西。
然而，习作教学不是让所有学生

都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千篇一律的
路。体验了从宽泛到聚焦的过程，王
老师放手让学生再走向宽泛的选材
中，从自己的生活中找找那个熟悉的
人的一件事——这又是一个由共性
聚焦走向个性广阔的过程。这样有
的放矢的导学才可谓真正的启发。

四是建构整合意识的自我省
悟。叶圣陶先生说“课文只是个例
子”。确实，文本不是万能的，它是
学生学习某些知识、掌握某些技能的
凭借，是教师教学的特殊工具。高效
的语文课需要教师有拆卸、筛选、组
装的能力，有走进文本的深入和走出
文本的浅出。

王林波老师在教学人教版新课
标语文《童年的发现》时，对文本的
解构和整合让我受益匪浅。本篇课
文由于内容梳理点庞杂，令很多一
线老师挣扎其中找不到教学出路，
尤其在探寻作者童年发现的过程部
分。王老师摒弃按时间顺序梳理过
程情节的做法，另辟蹊径，巧妙地指
引学生从“问”“看”“想”三个方面探
寻作者童年发现之旅，紧抓关键语
句，水到渠成、重点突出，令人拍案
叫绝！再回想自己亲授教学时曾抱
怨课文写作思路繁杂，真是庸人自
扰了……

古诗有言：“浓绿万枝红一点，动
人春色不须多”，意在讲博习而约
取、巧取。相对于语文教学，便需要
教师在对课本所提供的课例全面审
读、深入研读后，从教学目标出发，
有取有舍，不贪多、不求全。“教无定
法，贵在得法”，以目标为指向，解
构、取舍、整合才是硬道理！

埋头又抬头，前路未知，但只要
行走不停，路就始终在脚下延伸。

阅读，既是向前，又是回望。

随手拍 悦读悦读·

梅方明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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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冬梅

当今时代，是知识
爆炸的时代，仅就出版
业来说，呈现出了前所
未有的繁荣，每年出版
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令
人应接不暇。面对这
种状况，为了能在有限
的时间内读完更多的
书，很多读者便选择了
快读的方式，以期在最
短的时间内把想要读
的书读完。快读的确
能提高阅读效率，但这
种方式是否值得推广，
还有待商榷。最近读
了关于中国台湾作家
王文兴的访谈录，对他
所提倡的“慢读法”颇
有感慨。

少 年 时 代 的 王 文
兴，也和大多数同学一
样，读书速度很快，恨
不得一天之内把所有
的书都读完。但大一
那年，他的读书态度有
了很大转变，“起先我
只是光求文字意思表
面的了解，到大一那年
发现文字背后还有意
思。”正是这一发现，让
他认识到了之前囫囵

吞枣式快读的弊端，认识到了慢读、细
嚼慢咽的重要性，“当时我就在读一篇
莫泊桑的小说，用慢读的方法，面对一
句里一个人形象的描写，写得栩栩如
生，如果快读，这一句很容易含混过去，
这个人的外表就没法栩栩如生，我是从
那时就决定宁可慢读。”

王文兴建议每天只读 2000 字，不必
读太多，读太多了消化不了，等于没读，
因为只有对所读的书做到了充分了解之
后，才算得上是真正掌握了书的内容。

“我的意思是说读得慢，除了应该根据文
字本身的速度以外，还应该加上了解。
所以绝不能眼睛扫过去，眼睛扫过去的
话等于没读，快读等于没读。我们读诗
就是慢读，任何人读旧诗，读李白、杜甫
的诗，能够一眼扫过去吗？”

慢读，因为是建立在认真思考的基
础上，所以就特别细心，就能从所读的
书中发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读

《红楼梦》花了不少时间，你觉得里面没
有什么内容了，但是你总要检验一下，
你怎么能知道它没有内容，你只能用慢
读的方法，读过一遍发现实在没什么
了，就往下走。”

面对当下浩如烟海的书籍，慢读必
将失去一些阅读机会，这也是许多读者
的困惑，王文兴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呢？“真正好的东西读一两页，满意度是
跟读一大部书没两样的。给自己规定硬
性一天阅读几小时，详细地阅读，慢读，
读不多也没关系。读不多就等于读很
多，因为你收获很多。快读一天五六十
页，等于什么也没得到。”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进入“快
餐”时代，读书行为自然也无法幸免。

“快读”方式当然有它的优点，能在较短
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信息量；但其缺点
也显而易见：盲目追求阅读数量必然会
影响到阅读的质量。文化产品是需要用
心灵去品味的，用细嚼慢咽的方式，才
能体味出其中的意境之美，才能把其中
的知识吸收到自己的头脑中。因此，相
对于“快读”而言，慢读则是一种更加务
实的阅读态度，能让我们以一种从容的
心态漫游书海，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滋养我们的灵魂和信念。

——遇见《新课标》，我这样读《指向语用 识体而教》

作家许海涛的长篇非虚构
作品《光明行：盲人张喜平的一
天》是以陕西“自强励志好人”
张喜平为生活原型创作而成。
此书“非虚构”的特质，似更接
近于人物传记或人物通讯，但
字里字外，由始至终，却是小说
笔法。

作家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
巧妙地以时间推移为序，将张喜
平这个关中平原上的盲人农民
直面黑暗的挑战，扼住命运的咽
喉，笑迎生活的霜雪，直至用一
颗颗新鲜又暖心的鸡蛋，用五十
多年如一日的坚强、坚韧与坚
定，铺就了一条光明人生路的多
舛命运与感人经历，“浓缩”于短
短的一天之中，又用情感的显微
镜与艺术的透视镜，将那些媒体
工作者所不曾关注或轻易忽略
的地方，描摹插补，对比烘托，生

动还原了张喜平的良善、执着与
乐观本色，精心塑造了其真诚、
豁达、慈孝的丰满形象。

先天失明，青年丧父，张喜
平自然是不幸的。然而，不等不
靠，自强自立，张喜平以远超常
人的毅力、恒心与坚忍，活成了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写之人，
这又令我等庸庸碌碌、时常怨天
尤 人 之 辈 惭 恧 万 端 复 钦 敬 有
加。“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一定
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们有理
由相信，是张喜平自己先在内心
里燃起了一束火苗，即使这火苗
细微又孱弱，终还是因为他的坚
持，再坚持，因为他矢志以生命
来顽强守护而变得明亮起来、澎
湃起来、温暖起来。

杜甫有诗云，青松寒不落，
碧海阔逾澄。让我们简单看看
这样一组数据：身高不足 1.6 米，

每天拖着约 200 斤鸡蛋，换乘 2
次公交，行程约 30 公里，辗转叫
卖13个小时左右，一句平实的方
言广告词“卖鸡蛋嘞”一喊就是
近 40 年……最关键的，他是盲
人！“凌雪知劲节，负雪见贞心。”
每一步前行，都意味着磕碰、艰
难与危险，每一声吆喝，又透溢
着诚信、热情与渴望。作家通过
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纤毫毕现
的心理描写以及极具地方化、生
活化与个性化的语言描写等，让
张喜平走出了纸页，走出了地
方，走向了全国，走进了亿万人
的内心。尤其是张喜平与多爱
之间的心有灵犀，那份杏花一样
明媚却又深埋心底的情感——
明明知道彼此相爱，一个愿嫁，
一个却又拒娶（因自身残疾，更
因心地善良，不想拖累女方），其
间的伤与悲、怜与惜、怨与叹等，

因作家的灵动摹绘，让人直觉细
腻温情而又感喟万千……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言，
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
可以使盲人“看到”，使聋人“听
到”。如果说，孝亲敬老、盖房置
家尚算是张喜平的“本分”，那
么，抚育弃婴，供其读书，待其出
嫁时彩礼却分文不收，时时替人
着想，处处与人为善，无疑体现
了张喜平的仁义、大爱与高格。

“善人者，人亦善之。”播种
善良与仁爱，则自然会收获善良
与仁爱。西安回坊的店主、伙计
及吃客等市井百姓，也早已把张
喜平当成了街道的一分子，信任
他，敬佩他，更关爱他，帮助他，
以至良善与仁爱之花开遍了张
喜平的足迹延伸之处——日复
一日，公交司乘对他热情照顾；
老彭乐意趴在地上给他义务修

车；小晁拍视频宣传他还给他流
量分成；采访他的不知名的“北
京人”转身送了他一套价值 5000
多元的音响，只因他爱听秦腔戏
又舍不得购买好设备……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在互
联 网 上 ，有 人 称 新 近 入 选 了

“2022 年度中华慈孝人物”的张
喜平为“盲侠”，更有人说他不是
盲人，是“超人”……似乎都不为
过。张喜平以勤劳的双手、良善
的本性与“不倒翁”精神，在命运
的账簿上一笔一画地铭刻下生而
为人的尊严与价值。这亦正如小
说中清真寺的老者所言的：“卖鸡
蛋就是修行。坊上巷巷道道是你
的道场，担笼是你的经书，鸡蛋
是你的经文。”愿读了小说的你
我，在余生里，都能以张喜平为
榜样，努力修炼，微笑前行，与这
世间的美好环环相扣……

以坚韧直面人生 用平凡书写传奇

□刘 敬

二十大报告里，对青
年的殷切希望是“有理想、
敢 担 当 、能 吃 苦 、肯 奋
斗”。这其中的“有、敢、
能、肯”，正是《那山那海》
中三兄弟精神上的主动姿
态。诚如片名，取景地福
建 省 宁 德 市 霞 浦 县 溪 南
镇，这里具有古香古色的
村落和广袤无垠的海上之
意象，寓意时代大山大潮
之奔涌，“滴水穿石”的闽
东精神以及“弱鸟先飞”的
乡村振兴精神。

最近，由福建省委宣
传部等联合摄制的《那山
那海》，在央视一套综合频
道黄金档播出。片头的崇
山峻岭，准确刻画出当年
读书人进京赶考赶出观风
寨山路的路况，虽然险峻，
但村民却一边走一边用木
棍探路，下山找到了活路
找到了出路。剧中的三兄
弟可以说是代表社会结构
中 两 股 最 强 大 的 内 生 力
量：改变命运，为了不再受
制于农村贫困；改变命运，
为了学习知识追上时代发
展潮流。

因此，校园与家园，最
能体现出一个时代中国人
奋斗的故事和精神状态。
雷家三兄弟，勤劳聪明的
老二恒水，下山打工邂逅
了大海，他到海湾乡得到
林月仙的帮助，干起海岛
物资和养殖工作，窥见大
海中蕴藏着推动家乡巨大
变革的模式原型，最终助
推闽东成为中国最大的大
黄鱼养殖基地。

踏 实 肯 干 的 大 哥 铨

水，虽然留守家乡，腿部二
次受伤落下残疾，却克服
种种困难，凭一己之力愚
公移山地修路，带领村民
们种果树、卖山货，销路越
来越广，使得观风寨脱贫
致富。

三弟德水以考出大山
为梦想发奋努力，从最初
雷母让铨水拿米换钱交德
水的课本费，到德水对参
加高考产生怀疑后又用功
读书，最终德水在两位哥
哥的支持下考出大山，并
回乡投身扶贫事业，为家
乡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贡
献毕生的才华。

所有大山大海的澎湃
激昂，其实都源于我国农
村发展的各阶段出现的新
思想、新观念。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
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为
什么《那山那海》三兄弟能
成功带领海湾乡建设成为
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说到底是
尊重了村民的基本价值，
激发村民的创造力干出来
的，是在原先没有任何路
的地方，踩出了一条新的
道路。

致敬乡村振兴，更要
致敬全国各民族同胞的共
同努力，将精准扶贫、共同
富裕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致 敬 奋 斗 推 动 历 史 性 变
革、创造奇迹的每一位中
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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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有言，
致敬创造奇迹的人们

□王 珉

——评《那山那海》

——读《光明行：盲人张喜平的一天》

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先驱、散文家
丰子恺认为，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关键
是我们得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有许多名家，丰子
恺是其中十分特别的一位。郁达夫曾
言：“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
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
他的画笔之上。”而巴金，则夸赞丰子恺
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有一
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一花一草一木，世间万物可爱。保
持一颗丰富善感的童心，美即无处不

在。杨柳春燕、稚子顽童，在丰子恺的
笔下，世间万物，无不可爱。他不被世
俗所牵绊，一直有孩童那般的单纯。他
总是俯下身子，去发现儿童的美好与可
爱之处。一个人，能够在历经沧桑之
后，依然做到童心未泯，那么，他内心映
照出的世界将始终温柔如初。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6 月出版的《万物
可爱》从诗意盎然的四季之美，到自然
界里的生灵万物之美，再到孩子幼小的
心灵之美，最后回归到纯真的艺术生活
之美，精选《白鹅》《山中避雨》《给我的

孩子们》等 40 余篇丰子恺经典散文，其
中多篇文章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温暖
纯净的文字，全彩漫画插图，给孩子触
及心灵的教育和美的蕴藉。

似乎没有哪一位老人的文字，在过
去那么多年之后，依然能如此贴近当下
人的生活语境，并给他们带去生活的温
情和智慧。譬如在《给我的孩子们》中，
丰子恺表露了对瞻瞻等孩子的赞美，“瞻
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
的真人。你什么事都拼命地用全副精力
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

了，自己嚼了舌头了，
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
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
一两分钟。”丰子恺对
孩子们那种纯真、毫不
掩饰、由心流露的特点
非常喜爱、赞美甚至崇
拜。因为他明白，一旦这些孩子长大，在
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打磨下，他们都会逐
渐失去童心，而成为社会的妥协者。这是
何等悲哀的事啊！

——邓勤评《万物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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