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是 一 个 在 矿 区 长 大 的 孩
子，小时候，异常顽劣。我所生
长的环境，男孩子们大多喜欢打
打闹闹，少有爱读书的。而我从
小就特别爱读书，我想这是因为
我有一个特别爱读书的父亲！

父 亲 是 一 位 煤 矿 工 人 ，记
忆 中 他 是 一 个 喜 欢 音 乐 、热 爱
体育、酷爱读书、性格开朗、热
情豁达的人。那个时候家里有
好 多 杂 志 和 书 籍 ，我 读 书 的 口
味 就 是 这 样 培 养 起 来 的 ，直 到
现在 ，依然是这样 ，读书很杂 ，
涉及面很广。

记忆中，那个黑黑瘦瘦的小
男孩，经常坐在大门外面，安安
静静地读书，已经读了很久了。
偶尔，会停下来，聆听坡下那条
小河流过的声音，望着远处的群
山 ，心 中 生 出 对 远 方 无 限 的 向
往，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长大
后，离家越来越远了，父亲也已
离世近十年了，但我一直深深地
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在我年少
的心田里播下的那些种子，感谢
他在贫瘠的生活中带给我的丰
厚财富。

我能够从普遍不爱读书的矿
区中走出来，考上大学；能够从一
个特别顽皮、不爱学习的男孩，成
长为一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得益于小时候父亲的影响，得益
于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得益
于我对读书的兴趣与热爱。

我 是 在 大 学 时 代 与 爱 人 相
识的。在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当
我看到那个一袭长裙、白衣飘飘
的女孩子，抱着书，在树下走过
的那一刻，就被她身上散发出的
纯净和宁静的气息，深深吸引和

打动了。她身上有天然的不被
污染的纯净，以及被书香所深深
浸染出来的美好。爱人是个酷
爱读书的女子，灵魂总是那么丰
盈而美好。爱人是个简单又知
足的女子，只要给她一个安静的
家，给她喜欢读的书，给她足够
的读书的时光，她就开心得像一
个孩子。家中有个爱读书的妻
子 ，日 子 就 总 是 那 么 简 单 又 幸

福 ，平 凡 又 浪 漫 。 时 光 飞 逝 而
过，我俩已经走过银婚之年了。
有时候，看着爱人在那里静静读
书，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尽管
已是白发丛生，眼角眉底已有轻
轻浅浅的皱纹了，可是她的眼睛
依然纯净得像一个孩子，她的灵
魂仿佛从来没有印下褶皱。那
是书香、时光和生活共同酿出来
的一杯清澈的酒，那是时光永远
带不走的美。我常常很骄傲自
己可以给她这样的幸福，我也特
别骄傲我们一直坚持不懈地一

起读书、努力 ，不断地学习、成
长，造就了我们今日简单、幸福
的生活。

女 儿 从 小 就 是 在 书 香 里 长
大的孩子。从她还不会说话的
时 候 ，就 每 天 晚 上 听 妈 妈 读 故
事。书就是一直陪伴她成长的
伙伴，她拥有许多小伙伴们都不
知道的有趣又精美的书。她从
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读书，懂得

读书是一件如此重要又幸福的
事情……这样长大的孩子，又怎
么可能不爱读书呢？从小耳濡
目染的都是良善与美好，为她的
精神家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
小 读 惯 了 真 正 的 好 书 ，她 的 口
味，早已无法适应那些粗制滥造
的书籍了。

可是今天，爱读书的人，似
乎越来越少了。这个世界在高
速 运 转 着 ，我 们 都 变 得 疯 狂 而
焦躁，再也静不下来了；当我们
偶 尔 静 下 心 来 时 ，会 变 得 惶 恐

不安，不知所措。我也是这样。
有一天深夜，我静下心来，忽然
发觉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认认真
真地读一本书了，心中说不出的
慌乱、空虚与不安。我开始问自
己：你真的是在用手机学习吗？
你所看到的这么多信息，真的对
你有帮助、有启发吗？你所知道
的这些，又有多少是真实的、经
得起推敲的……我仿佛看到一

个 正 在 高 速 旋 转 的 黑 洞 ，在 慢
慢 地 将 我 吞 噬 。 我 淹 没 其 中 ，
不 知 道 自 己 是 谁 ，也 片 刻 不 得
安宁。

那晚，我在黑暗中静静地坐
了很久。我的脑海浮现出很多
的形象与情景：父亲在灯光下如
醉如痴地读书的样子；那个黑黑
瘦瘦的少年专注地读书时的样
子；大学校园里，爱人一袭白衣，
静静地从古老的大树下走过，捧
着书的模样；女儿小的时候，一
家人一起读书，温馨又幸福的日

子……有多久没有这样安静又
美好的读书时光了？

从这个寒假开始，我又开始
静下心来读书了，心从未有过的
静。从来没有一个假期，读过如
此多的书，过得如此充实。我读
了许多专业成长方面的书，这些
教育大家，让我对如何做好一个
校长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拓展了
我的思路，让我深受启发，学习如
何做一个更好的校长。我也读了

《以终为始的人生智慧》这类书，
对待生命、对待世界，又有了更多
的思考与不同的看见。

作为一名校长，我喜欢看到
校园里随处可见的那些专注读
书的孩子。在我眼里，那是一道
格外美丽的风景！同时，又不喜
欢把读书这件本来充满无限乐
趣的事情，变成整齐划一的、强
制性的任务。我所能做的，就是
在我们的校园里，为孩子们创造
随处可读的环境，为孩子们提供
尽可能丰富的优秀的书籍，把我
们的图书馆、读书角，打造成孩
子们温馨又舒适的乐园，让孩子
们在随处随时都有书可读的环
境里，慢慢地真正爱上读书，学
会如何选择书，学会如何以自己
的方式去读书。

窗外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屋
子里温暖如春。女儿在那里认
真专注地一边读书，一边写写画
画；爱人还在聚精会神地读那本
她已读了好多遍，还一直在读的
书，仿佛已经沉醉在书里了；我
拿起那本尚未读完的书，轻轻地
打开，继续读下去……一家人一
起读书的时光，多么宁静、温馨；
有书读的时光，多么珍贵、幸福。

4 2024年3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聂 蕾

美 编 / 马 亮

电 话：029-87317259
E-mail：jsb8211@163.com悦 读悦 读

有书读的时光有书读的时光
□刘雪松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
土。《智慧课堂》这本书特别朴实
耐看，一读就懂，再读就多了几
分回味和思考。它既有理论高
度，又能很好地指导教学实践，
让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

我所在的学校是智慧课堂
实验校，读完后，觉得这本书来
得很及时，解开了我心中千千
结。《智慧课堂》这本书诠释了智
慧课堂的内涵。编者刘邦奇教
授认为智慧课堂是利用“互联
网+”的思维方式和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智能、
高效的课堂，实现课前、课中、课
后的全过程应用，促进学生的智
慧发展。它既有丰富的理论价
值，又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让我
知道了运用智慧课堂的方法和
策略。

我将书中的新方法和新技
术应用到日常教学中，让学生进
行个性化学习，不断创新，寻求

变化，让技术赋能成为改变小学
语文教学现状的突破口，为我的
语文教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
活力。

首先，寻找智慧课堂的“创
新点”。我根据学生的学情和自
己的教学风格，将书中的创新方
法移植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不
断掌握新的教学技能，丰富智慧
课堂。例如，我利用新技术，让
学生进行前置性学习。我课前
在一学习APP中发布预习任务，
以任务驱动学生探究学习，再根
据学生预习作业的完成情况，了
解学情，确定课堂教学的目标。
在智慧课堂中，为学生创造了一
种全新的数字化虚拟学习场景，
如 AR 和 VR 等虚拟技术打破了
时空局限，让学生体验天体星
空，感受万物生灵，了解电子原
子，对话历史人物。这样，能上
天入地，穿越古今，更好地帮助
学生认识世界，增长见闻。

其次，洞察智慧课堂的“新
变化”。教师要不断变革教学方
式，多尝试运用新技术，形成全
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数字化赋
能，构筑了独具特色的课堂教学
新生态。这样，用信息技术驱动
引领教与学的变革，打造价值引
领和靶向施教的课堂，从而实现
育人目标。善借现代技术，能够
一石激起千层浪，让课堂泛起思
维的涟漪。课中，利用“投票”

“抢答”“弹幕讨论”等课堂互动
工具，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课堂
参与度，促进学生在思维的交流
和碰撞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利
用现代技术，做到即时反馈。以
语文生字词教学为例，教师发送
生字词朗读练习，学生收到后，
可先听示范朗读，再进行自我检
测，查阅诊断报告后，了解自己
在字音、音准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这样，教师可以采取个性辅
导。利用智慧课堂科学数据采
集和分析功能，建立起学生专属
的个人空间，生成个人画像，帮
助教师精准了解学生不足，助力
因材施教，实现教与学的互动共
生，消除了教师教学中的迷茫和
困惑。我在平台推出了“错题
本+微课+举一反三”作业，实现
了“靶向治疗”，从而有效进行精
准教学。

再次，找到智慧课堂的“突
破口”。教师的工作习惯一旦
形成，工作模式就会日益固化，
影响工作效率。读书让我打破
自身局限，突破了传统教学的
束缚，从过去的思维定式中走
出来，让现代教育技术与语文
教学深度融合，从而促进学生

“慧学”。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
探究实践的开展搭建了广阔的
平台，从而实现学习方式的变
革 。 学 生 按 照 自 己 的 认 知 水
平，进行个性化学习。它让我

看到了数字化赋能语文教学带
来的育人内容、育人时空和育
人成效的改变，能够激发学生
学习语文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在 阅 读 中 ，我 借 智 慧 课 堂 之

“石”，攻课堂教学之“玉”。这
是时代的呼唤，是教师专业成
长的需要，是课堂教学焕发生
机与活力的契机，也是新时期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使命。“智
慧课堂”成为学校授课的重要
范式，让数字化与课堂融合，让
孩子在新技术环境中感受教育
的温度，领略科技的厚度，带着
幸福与美好奔赴未来的人生。

这本书让我体会到智慧课
堂的开放与真实，更加从容自
信地出发；让学生乘着“数字化
快车”，踏上新的学习之旅；打
通教育数字化转型“最后一公
里”，从教学问题出发去思考技
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撑。它
是以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适切
性、精准性作为技术运用的评
判标准，而不是技术本身。教
学应找准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
教学融合的“痛点”问题，关注
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变
化，让教育技术有更广阔、更适
切的应用空间。这本书以平实
易懂的语言，带领读者走进新
时代教育的热点问题。

教育技术赋能新课堂，让我
的学习永远在路上。

□胡 虹

借智慧课堂之借智慧课堂之““石石””攻课堂教学之攻课堂教学之““玉玉””
——读《智慧课堂》

再读黑柳彻子所著的《窗边
的小豆豆》，我依然感动于小林校
长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感动于
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感动于巴
学园愉悦和谐的氛围。

小豆豆——那个总喜欢把课
桌盖打开又关上的孩子，那个在
上课时一直站在窗边等宣传艺人
的孩子，那个曾经好奇地询问屋
檐下燕子在做什么的孩子……
在一年级入学不久，就因为这些
奇 奇 怪 怪 的 举 动 被 学 校 退 学
了。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小
豆豆才得以来到巴学园，结识小
林校长，开启一段足以影响她一
生的学习之旅。

掩卷思考：教育的力量到底是什
么？我从字里行间寻找答案。

启发和引导

小豆豆的宝贝钱包掉进了便
池里，她找来长把舀子，想把钱包
捞出来。为了方便找到钱包，小
豆豆把挖出来的东西全堆在了掏
口周围。小林校长发现了，仅是
了解了“你在干什么”之后就走
了。过了一会儿，校长又看似不
经意地走过来询问“找到了吗”。

随后，校长郑重地提醒小豆豆“弄
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
面对顽皮的小豆豆，小林校长没
有斥责，他默默关注事态的发展，
并适时提出要求，反而取得了好
的教育效果——虽然小豆豆最终
没能找回心爱的钱包，可是，她不
仅把掏出来的东西全都放了回
去，还仔细清理了掏口周围的水
渍，最后认真地盖上掏口的盖子，
把长舀子也送回了工具房。小豆
豆 主 动 思 考 并 做 到 了“ 放 回 原
处”，这就是责任与成长！

鼓励和支持

在巴学园里，每日午餐前有
一个固定节目——“由谁来‘说说
话’”。有一个男孩儿无论如何也

“不想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没有话说”。小林校长鼓励
男孩儿编一个，从“哎”说到“早
晨我起床了”，又说到“我就刷牙
了 ”，还 说 到“ 我 就 来 到 学 校
了”。从沉默到开口，从一句到
好几句，校长那句“然后呢”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能你会
觉得这个孩子说得并不好，但是
校长的一句肯定“那个孩子有话
说了”，为他赢得了一片掌声。这
样的情形，那个男孩长大以后也
一定不会忘记吧。

每次见到小豆豆，校长就会说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这样的鼓
励让小豆豆也觉得自己的确是一
个好孩子，当她要做一件什么事的
时候，她都会想到校长的这句话，

就会不由自主地考量这件事到底
能不能做。我想，这一定是小豆豆
不断成长进步的动力之源。

机会和舞台

“运动会开始之后，出现了一
个惊人的现象，每一个项目的第一
名都被全校个子最矮、手脚最短的
高桥君拿走了！”据小豆豆猜测，运
动会的这些项目是校长先生有意
为高桥君设计的。真的是这样
吗？你一定会说，这有违教育的公
平。可是，如果你进一步去了解高
桥君，就又会觉得之前的看法是多
么肤浅。高桥君虽然是个男孩子，

个子却很矮，比一年级的小豆豆还
要矮很多，而且永远这么高，不会
再长了。更糟的是，高桥君还因此
常被外校的学生欺负。看着高桥
君嗖嗖地钻过“鲤鱼”肚子，轻松地
爬过梯子格，噌噌地跑赢台阶接
力，最后捧回一大堆的蔬菜奖品，
校长先生的笑容大概比高桥君还
灿烂。想象着高桥君家的饭桌摆
满各种菜肴，想象着高桥君向家人
描述着骄人战绩的样子，校长先生
的心里大概和高桥君一样幸福。
这一次运动会，也许真的是校长有
意为之，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因
为，这样的经历，能够扫去一个孩
子“身体上的自卑心理”，能够牢牢
地树立“不要忘记夺得第一名时的
自信”。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渴望
阳光的角落，教育者要善于发现、
善于抚慰；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
独一无二的气质，教育者要用心
观察、用心培育。这本书，让我看
到了教育的样子——错误时的循
循引导，胆怯时的暖暖鼓励。这
本书，也让我感受到了教育的力
量——面对挫折的勇气，追寻理
想的信心。

走走，，去看那一树繁花去看那一树繁花

□张念贻

这段时间，语文课本封面被众
多风景名胜所借用，江山万里入画
图，足见“语文”二字的分量，一如语
文老师在我心中的分量。我对中小
学语文教师，素来抱有由衷的敬
重。在我看来，他们是播种春天的
人。直到现在，我依然能够清楚记
得教过我的每一位中小学语文教师
的名字，能够记得昔日明窗净几，他
们课堂上的风采。

龙年春天刚入门，便收到众多
朋友寄来的散文新作，诸美纷呈，目
不暇接。此间莺飞草长，正值“桃
花、杏花、梨花，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赶着趟到来”之时，不时看到置
于案头的这本《去看那一树繁花》，
就仿佛听见一个声音“走，去看那一
树繁花”，便有种欣欣然踏青的意愿
与冲动。

我已不记得是否和刘老师见过
面，又因何机缘加的微信，我不是一
个热闹人，而是喜欢恬静、恬淡的
人，我更欣赏表面淡定从容，内心有
风火、有风雷的人，我相信那种内心
岩浆涌动，喷发如火山的人。

在这本《去看那一树繁花》中，
刘欢欢笔下的四季、乡村、中年、生
活、家乡、烛光、读书，不事雕琢，沉
静安稳，很容易让我想起一些诗句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道由白
云尽，春与清溪长”“山路元无雨，空
翠湿人衣”。

散文说到底，是生命的记忆，是
心灵的独白，是倾心的聊天。一本
散文像一叶扁舟，载着我们的心绪、
思绪、愁绪，泛舟于我们生命的河
流，有人高声唱，有人低声和，是否
撩动了你的心曲，都是一番“欲将心
事付瑶琴”。

刘欢欢的这本散文何尝不是
一树繁花，每一篇又何尝不是一曲
新词酒一杯？她以“去看那一树繁
花”的名义发起邀约，她“以奔跑的
姿态迎接辛丑牛年”，她知而向乐，

“奔赴一场春天的邀约”，而她就是
那一树源于乡土临潼的“火红的石
榴花”。

一个人的目力所及、笔力所至，
是岁月的积淀，更是沉静的爆发。刘
欢欢笔下的永远的乡村，有温暖的年
事，有丰收的麦田，有蝉鸣的夏日，更
有刚正不阿的父亲谆谆教诲的人生
信条；刘欢欢笔下的中年理想，有着
为谁而活的反思，有年关将至的醒
悟，有自带光芒的自信，她相信每个
人都是自己的英雄；刘欢欢笔下的生
活日常，有着晨跑的自律，有着高贵
的烦恼、生命的孤独。她说，我的幸
福我做主；她说，人生悲苦、幸福自
定；她说，先做好我们自己。刘欢欢
对笔下的家乡如数家珍，一座县城的
小城故事，那山，那庙，那街，那巷，那
邮票上的故乡……

在这一树繁花中，我注意到与
语文教师这个职业身份有关的几
篇，《哭李商隐》《高中语文第一课》

《疫情居家上课》，课里课外的师者，
桃李春风，斯文同心，读来都让人感
怀备至，当真是哭李商隐“虚负凌云
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收到《去看那一树繁花》的时
候，想起歌曲《两两相忘》一段歌词

“拈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世变换，
到头来输赢又何妨；眉间放一字
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
喜在尝……”

人生若梦，为欢几何？去看那
一树繁花，在笔下两两相望。

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我沉浸在
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中，
仿佛有一道强大的教育之光，冲破时
间与空间的束缚抵达我的内心深处，
让我领略到教育的那份真诚与温度。

“教儿童利用自由活动时间。”
在这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强调，
不能破坏儿童的天性。教他利用自
由活动时间意味着，力求使有趣的、
令儿童诧异的事物同时成为他们的
智力、情感和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
的东西。在语文作文教学中，学生
往往对作文写作无从下笔，其实是
因为束缚了儿童自由活动，使他们
没有机会感悟生活。我认为，教师
要引导学生处处留心、时时在意。
比如，路边的小草何时吐出了新芽，
池塘里的水何时结了冰，同学们嬉
戏时露出的不同表情和被批评时蹙
眉的神态，妈妈眼角的笑意和细细
的皱纹，等等。教师要引导学生多
参加活动，体验生活。比如，体验做
饭的艰辛，体会做饭的辛劳与快乐，
也就有了对生活的感悟。最后，若
想让生活的情、理、趣鲜活地蹦出
来，妙笔生花，就必须引导学生进入
事物的深层，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
去把握本质。

“兴趣的奥秘何在？”苏霍姆林
斯基指出：教师的课令人感兴趣，意
味着学生在学习和思考的同时，还
感到兴奋和激动，对发现的真理不仅
诧异，有时甚至惊讶。读书能力应与
思维训练紧密结合，并由此来提升学
生的情感品味。因此，只有多读，才
能帮助学生真正地理解课文内容和
掌握阅读方法，而设计各种形式的读
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语文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是语文教学的生命，
而这生命能否得以延续，取决于教
师是否能充分发掘学生的兴趣点，
调动学生阅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提升学生对文本的感悟。

“要善意待人。”这条建议，具体
地说，是教育修养问题。要善意待
人，就是说对待学生犹如对待自己
的孩子一样。在一次学校公开课的
朗读教学环节，我让一名女生朗读
时，不知是因为胆怯还是紧张，她既
读错字又漏掉字，不流畅。这时，所
有听课老师都看着她，她似乎读不
下去了。我连忙对她说：“不要紧
张，慢慢读。”她看到我亲切的目光
和善意的微笑，又重新朗读起来，并
坚持读完。这次的经历让我认识
到，教师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微笑、倾
听和鼓励，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眼
神，学生才能在温和的氛围中展示
自己，提升自己。

《给 教 师 的 建 议》值 得 细 细 品
味，我将花更多时间精读这本书，深
入理解其内容，积极改变自己的教
育教学行为，做有温度的教育，在教
育中磨砺前行。

——刘欢欢散文印象

□ 鲍 军

做有温度的教育做有温度的教育
——读《给教师的建议》

□王文琰

教育的力量教育的力量
——再读《窗边的小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