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益民老师关于“大地上的
阅读”教学观点让我神往，孩子们
在教师的引导下从书中再到风景
胜地感受书与大地的互文，是一
种全景式立体学习。其实2006年
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探
索，当时阅读了《第一百条裙子》，
全班的同学为主人公小旺达的善
良、绘画才能、家境的贫穷感慨不
已。此时，一位有心的家长朋友
带着特别的期待送来了蓝田县两
所学校想和我们班进行手拉手交
朋友活动的信息。

那一天，我带着 28 位家长志
愿者和全班同学赴蓝田开展活
动，一路上山柿璀璨若点点灯火，
山乡依着公路，人们用餐、干家
务、聚会的情形就在我们的车边
流动，成了一幅又一幅画卷。等
到了目的地，两所学校的孩子们
和老师们等候多时，三校的孩子
一起唱歌、跳舞、互送礼物，这段
友情持续了多年。

我们当时定的主题是“我有
朋友在蓝田”。我联系刚刚阅读
的《第一百条裙子》的印象，让孩
子们去山区寻找和主人公旺达一
样的人。那一天活动结束，二年
级的孩子们利用班级网站发来他
们的小作文，在山乡朋友们的热

情里，他们真的见到了很多可爱
的旺达：会捕鱼的、会画画的、会
唱歌的……那些鲜活的生命所带
来的对书本的另一种阅读为孩子
们带来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近日，读《在芬兰中小学课
堂观摩研修的 365 日》，读到关于
立体式学习这一部分，书中谈到
立体式学习的几个特点：一、以
真实世界中的现象为意义之网
的探究式学习；二、沉浸式学习，
周内一切学科进度暂停；三、学
生从兴趣出发构思自己感兴趣
的议题；四、学生对探究主题有
较多空间选择；五、评量项目着
重于“跨学科”。

在 2023 年 9 月教学中，我曾
带领学生围绕道德与法治课开
展了系列“我是西小小主人，我
为 西 小 提 建 议 ”项 目 式 学 习 。
我 觉 得 这 次 的 学 习 与 芬 兰“ 立
体 式 学 习 ”有 相 通 的 地 方 。 在
学 习 初 期 ，我 宣 布 了 本 次 活 动
的主题，要求孩子们深入观察、
调 研 ，以 主 人 翁 的 态 度 观 察 学
校的环境、设施，提出自己的建
议 和 思 考 。 最 终 ，我 们 的 研 究
成 果 都 将 由 学 生 自 己 递 交 学
校，并与负责人沟通交流。

本次学习中，孩子们第一次

不是因为去参加部室活动或参加
授课，而是作为主人参观校园，发
现问题，提出建议。孩子们通过这
一轮调研，收获很多。大家从安
全、校园标识、图书发放、运动场
地、器材使用、部室管理等方面提
出建议，我带着孩子们将这些建议
进行总结、梳理、提炼，最终形成小
报告。每一个孩子将带着这份小
报告去和学校部门负责人沟通。
我带着孩子们将学校部门一一熟
悉，对每一个部门的工作职责进行
了解。接下来，大家利用课堂、课
间与相关老师进行沟通。

在接下来几乎半个学期内，
我不断收到各位学校负责人的
反馈，如：孩子们将管后勤的副
校长围住了，后勤保障处的主任
及时安排修补了孩子们所说的
安 全 隐 患 ；孩 子 们 反 馈 五 楼 科
学、劳技室门口的展架闲置后，
校长当天就安排购买了科学类
的绘本等进行了陈列，受到孩子
们的热烈欢迎。

一片来自孩子们学习的热情
让整个校园正在悄悄向着更好的
方向变化。这场立体式的学习
中，几乎每一位得到孩子们建议
的老师都采取了宽容、接纳、鼓
励，改变的态度。一位叫毛卓洋

的同学分别将自己的建议反馈给
三位校长，并得到了三位校长的
回复和亲笔签名。这份珍贵的报
告被孩子的家长收存塑封。

其实，道德与法治书中本身
就设计了就校园中存在的问题向
学校校长反映并得到反馈这个项
目，但是，真正去让学习变成实
践，绝对不是一个环节、一堂课就
可以解决的。而这次项目式学
习，我们让学生通过调查、思考、
讨论、沟通也整合了多个学科：例
如问题的解决涉及学校财力、物
力，不是简单的现象，这需要在沟
通中达到理解，而学校负责人在
不同楼层，孩子只有课余时间，要
把他们的建议一一反馈，需要的
还 有 体 力 、毅 力 以 及 时 间 规 划
能力。那位找齐三位校长的同学
就是利用早晨7：30到校向门口站
岗的李校长进行了建议并得到了
巨大的支持鼓励。

读书、思考、实践、写作，将对
芬兰“立体式学习”的一点点探索
留在笔端。我想，未来的学习应
当有这样的方向：将知识的学习
和孩子对世界的主动探索相结
合，为孩子证实自己也是世界的
主人，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一
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驱动。

□冯爱虎

我以自己的眼光给它们起
名，比如龙蛋玉石杯、粉粉三才小
盖碗、薄纸南瓜公道杯、小鹿白白
茶漏等，有点中年人的孩子心。
运动员王濛曾在滑冰场上观战时
说：“我的眼睛就是尺”，我也想霸
气地说，我的宝贝我来守护，我来
衡量，我的眼睛此刻也是尺。

闲暇时光，我喜欢端详这些
可爱的小杯子，猜测揣摩它们的
前世今生。世间万物真是神奇，
一把泥土经过了怎样的疼痛塑
形和浴火重生，才有了我眼前这
冰肌玉骨的温润模样。相逢是
缘，这些从千里之外的景德镇、
泉州等地向我奔赴而来的杯盏，
与我相顾无语，冥冥之中，我却
能感受到它们给我心灵深处的
启迪和教化。

除了有许多圆口的杯子，我
几乎集齐了杯口形状各不相同的
杯子，如同从花苞、花蕾到绽放的
花朵，有两个瓣的手绘桃子杯、三

个瓣的猪油冻、四个瓣的果盘杯、
五个瓣的铁胎厚釉杯、六瓣的郎
红斗笠杯，不见七瓣和九瓣，却有
八瓣的梅兰竹菊八方来财杯和十

六瓣的莲花杯，杯口的花瓣越多，
就越接近正圆，这也许就是一元
复始，九九归一。所有复杂繁琐
的东西，最终都会回归简单纯粹
吧！人活着也一样，心思简单点，
做事专注点，更容易感受到生活
的美好。

我也曾因此做了关于瓷器的
课件，带着我的满满一箱各式瓷
杯，在学生课后活动中给他们讲
中国瓷器的渊源，讲出自我们陕
西耀州窑的文物，青瓷提梁倒灌
壶，让他们通过聆听、观察、触摸
等学习了解和感受瓷器的色彩和
质地。最后，参加活动的孩子们
硬是软磨硬泡地顺走了我一半多
的杯子，无奈他们也喜欢，这算不
算理由呢？

工作学习需要持之以恒，精益
求精，而我收集杯盏这样的爱好和
娱乐浅尝辄止又何尝不可？不必
非要深究其门道，落得个心情愉悦
已是收获，随意就可，如饮酒，浅醉

微醺亦是境界。王羲之在与一众
朋友碰杯的浅醉里挥墨成就了连
自己也再难逾越的《兰亭序》，二十
一个变幻莫测的“之”，足够人们临
摹百世。苏东坡在雪庐饮酒归来
的微醺中，终于以一首《临江仙》，
找到了内心深处“江海寄余生”的
旷达与睿智。

生活没有完美，一如这些打折
的杯盏多有微瑕，若不是这样那样
的一点点的不完美，我怎能有经济
实力在手中收获那么多我喜欢的
杯盏。遇见就是造化，不同的日
子，喝一些不同的茶，或是有不同
的朋友来一起喝茶，我相信，这一
堆大大小小的杯盏里，总有一款你
中意或者我中意，总有一款适合你
或者适合我，简单喜欢就好，不需
深刻，也不必正襟危坐，开心谈笑
就行，于安宁中享受一份真情陪伴
也是件幸福的事情。

开学第一天，燕子老师被
一群一个寒假没见面的学生
们围在了讲台上，满眼含笑看
着这群孩子，听他们叽叽喳喳
地讲着各自的假期见闻，外面
虽倒春寒，还是料峭的冷，但
教室里一片温馨。

燕 子 老 师 无 意 间 一 抬
头 ，忽 然 在 人 群 外 面 ，发 现
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怯怯的

目光，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教
室 里 这 一 堆 热 闹 的 人 儿 。

“浩浩，你报过名了吗？”燕
子老师关切地问道。“老师，
我 还 没 有 报 名 。 我 能 不 能
这 学 期 来 你 的 班 级 报 名 ？”

“ 你 这 学 期 该 上 八 年 级 了
吧 ，怎 么 ……”“ 老 师 ，我 喜
欢 你 ，我 喜 欢 听 你 讲 课 ，我
想 从 七 年 级 再 开 始 好 好 学
习 。”这 个 叫 浩 浩 的 男 孩 子
充 满 着 恳 切 的 语 气 对 燕 子
老师说道。

看着眼前的浩浩，手紧
张地搓来搓去，眼神里却满
是期待，燕子老师的思绪回
到 了 去 年 冬 季 ，有 一 天 下
课，燕子老师突然接到浩浩
爸爸的电话，说想找她帮个
忙 ，劝 浩 浩 回 来 上 学 。 原
来 ，浩 浩 上 了 八 年 级 以 后 ，
突然迷恋上了网络游戏，常
常 是 晚 上 躲 在 被 窝 里 打 游
戏 ，白 天 上 课 睡 觉 ，作 业 也
不 按 时 完 成 。 老 师 批 评 了
几 次 ，没 有 丝 毫 改 变 ，叫 来
家 长 ，软 硬 兼 施 ，还 是 无 动
于 衷 ，考 试 成 绩 一 落 千 丈 ，
后来还干脆逃学了，说自己
要 去 外 面 打 工 养 活 自 己 。
万般无奈的浩浩爸爸，想起
了 孩 子 七 年 级 时 的 班 主 任
燕子老师，那时候常常听浩
浩 说 ，燕 子 老 师 人 长 得 漂
亮，笑容美，课讲得好，班里
同学都喜欢她……燕子老师
听浩浩爸爸说完，爽快地答
应了去做浩浩的思想工作，
劝他回来上学。从那以后，
每天下午下班，燕子老师就

去 浩 浩 打 工 的 理 发 店 看 浩
浩，有时候会拍上一些同学
们的活动照片给浩浩看，有
时 候 会 带 点 吃 的 给 浩 浩 。
刚开始的时候，浩浩的态度
很 坚 决 ，可 是 ，燕 子 老 师 也
不 着 急 ，不 管 浩 浩 怎 样 抵
触，她总是微笑着耐心地给
浩浩讲道理，一天，一周，一
个月过去了，理发店的老板
从 刚 开 始 故 意 躲 着 燕 子 老
师，到后来也加入了劝说浩
浩的行列里。有一次，看到
浩 浩 的 手 因 接 触 洗 发 水 太
多而裂了一道又一道口子，
燕 子 老 师 心 疼 地 落 泪 了 ，
说：“孩子，你这个年龄正是
父母手心里的宝，看看你的
手裂成这个样子，老师心都
疼 ，你 父 母 该 有 多 难 过 呀 ，
别 再 犟 了 ，回 学 校 上 学 吧 ，
别 让 老 师 和 父 母 再 为 你 担
心了。”

浩浩这一次落泪了，十
五 岁 的 少 年 呀 ，他 能 不 疼
吗？他在用青春的叛逆、迷
失 和 父 母 老 师 赌 气 呀 。 后
来，浩浩终于回到了学校，可
是，因耽误的课程太多，再也
跟 不 上 原 班 同 学 的 学 习 步
伐。他想来燕子老师的班里
重新复读。

浩浩拿出寒假自己补写
的作业，满满的三大本，还有
给燕子老师画的一幅画：碧绿
的田野里，暖阳倾泻，一株向
日葵正朝着阳光盛放……

抬起头，燕子老师又看到
了那个曾经阳光开朗、好学上
进的少年……

初识孙子桐是在周四的一节
道德与法治课上……

那天伴随着双语播报的上课
铃音，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爬上
四楼静立在四（2）班讲台上，红歌
齐唱后，随着一声“上课”的口令
孩子们齐刷刷地站立起来。惯例
的师生问候结束，正准备激情洋
溢地导入新课，忽见一只小手高
高举过头顶，在端坐的人群中显
得异常抢眼。我随即望去，只见
第四组第二排一个眉目清秀的小
男孩一手捏着计算器，一手奋力
地向上举 ，唯恐我看不见似的 。
酝酿好的情绪瞬间被这么一举消
磨了大半。众所周知，上课期间
最忌讳的是被打断，更别说导入
新课伊始……

还未等我开口，小男孩便迫
不及待地喊道“老师，我计算器盖
磕掉了，能不能借个胶水？”还好
此刻的场景未见声动，孩子们还
是翘首以盼，我随即跨步到他跟
前，悄声答道：“我没带胶水呀！”
他不依不饶 ，朝着讲台指点道 ，

“前面架子上有”……经验判断，
此刻如果满足了他的要求，接下
来的课堂便会有角落里埋头操作
的身影，情何以堪？此情此景下
的一句“下课再取，上课不许做与
课堂无关的事！”便是最简单、最
直接、最权威的应对……看着男
孩满是灵气的眼睛，清秀的面孔，

静谧的气氛，于心不忍。于是我
一转常态“据我判断胶水是粘不
住塑料的，课后你可以尝试一下
用哪些材料怎样能修理好这个盖
子？交给你一个小实验任务，下
节课带着你的计算器告诉我，好
不好？告诉我你的名字？”男孩扑
闪着大眼睛爽快地点头应允“孙
子桐”，随着手里计算器的收放，
子 桐 同 学 终 于 心 满 意 足 地 坐 下
了。我也郑重地拿起笔，翻开《道
德与法治》教本，在扉页上工工整
整地写下孩子的姓名“四 2 班孙子
桐”，就这样课堂如愿进行着……

再见孙子桐，便在我的办公
室了。

每周一节的道德与法治课，在四
年级四个班之间交替进行着，不知不
觉中下课铃响了，总结评价完毕，我
疾步跨下讲台，向一楼奔去——第
二天早晨要迎检，几项事务还得筹
备，展板、展架、资料、路线、部室
等，我一边念叨一边下到了三楼的
拐角处。一个小身影冷不丁从右
侧闪到我面前，挡住了急行中的
我，大声喊到，“老师我是四二班孙
子桐，上周你不是让我试试怎样修
好计算器盖子吗？我给你说……”

“哦！”我随即将思绪拉回上周的课
前，认真打量了孩子一遍。看来我
是真的忘了，若不是他的一路狂
追，那天的承诺真要打水漂了，我
为自己的遗忘愧疚着，被孩子的诚

恳感动着，瞬间清空脑海里所有的
头绪，全神贯注地搂着他的肩膀来
到了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请他讲述
自己如何将计算器修好。孙子桐
滔滔不绝地从材料的对比、家长的
协助、修理的过程、计算器的由来
手舞足蹈地讲起来，俨然一个小小
演说家，这表情、这口才、这思维让
我情不自禁地打开手机拍起视频
来——“如此乐学善思、机智聪颖
的孩子是榜样、是力量！好！以孙
子桐为典型来个圈粉运动！”就这
样新的教育契机在脑海里闪过。

“孙子桐，你的计算器修好了，难免
别的同学也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
能不能在下周的课堂上给大家介
绍一下你的金点子、小妙招。当然
还有别班的同学哟！为了方便起
见，不妨用文字把这个过程记录下
来，别忘了融入自己的感受与发
现。”“好的！没问题老师！”孙子桐
拍着胸脯应道。“老师，我下周还要
给您背诵‘三阶三环’晨读任务中
的《满江红》。”就这样又一个约定
在午后的阳光下绵延……

从课前的生成到课后的生发，
何 止 是 一 个 小 小 的 计 算 器 惹 的

“祸”。师者不经意间的言语就会
成为孩子主动探究、自主认知的内
驱力，如果调试好言语动机这样的
力量驱动必将助力孩子们在成长
的快车道上加速前行！

遇见孙子桐，遇见美好！

□薛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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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班的二宝带回一张《春
之歌》主题调查表，学校希望家
长通过带孩子挖野菜、郊游、放
风筝等活动感受春天的美好，发
现春天的秘密。看到这个调查
表，我想起了上次和大宝挖野菜
的情景。几年前，我曾带着大宝
在老家挖过野菜，那次由于大宝
不懂方法，小小的野菜全让她铲
开了花。我生气地从她手里夺
过小铲，让她别帮倒忙，那次挖
野菜以大宝哭闹结束。反思上
次的挖野菜经历，这次我想通过
挖野菜对孩子们进行一次劳动
实践教育。

周末，我和孩子们准备好小
铲和篮子回到老家，门前的田里
野菜种类繁多，翠绿喜人，刺骨
芽儿、车前草、马齿苋、蒲公英、
苦麻菜、茵陈蒿、荠菜……其中
最好吃的要数蒲公英和荠菜了，
但一些已经出苔开花，它们有的
贴着地面生长，有的藏在绿草之
中。我告诉孩子们：“那些开黄
花的就是蒲公英，开白花的是荠
菜。蒲公英的根是一种药材，我
们可以连根一起挖来吃或者泡
茶 喝 ，但 荠 菜 开 花 后 就 不 好 吃
了 ，因 此 ，我 们 要 选 没 有 开 花
的。”介绍完这些后，接着我便一
边示范一边给孩子们讲起了挖
野菜的技巧，“蒲公英挖深点根
就一起出来了，荠菜贴着地面稍
往下铲些，这样菜不易烂，根也
短点。”示范了几次后，孩子们便
蠢蠢欲动了。二宝选了漂亮的
黄花蒲公英挖了下去，由于力气
小，第一次挖得不是很完整，接
下来她开始“使劲”挖，在挖出完
整的蒲公英后，她开心地欢呼起
来！上三年级的大宝想挖荠菜，
但不太会辨别荠菜，我现场从荠
菜叶子的形状、长势和花朵盛开
的方式等方面教她辨别，她很快
掌握了方法，开始挖了起来。我
边挖边给孩子们讲述我小时候
挖野菜的趣事，孩子们挖累了会
躺在草地上休息，和不时飞来的
小鸟嬉戏。我们所处的是一片
药材种植地，年前刚施过肥，野
菜个个胖乎乎，一下午时间，我
们足足挖了三大篮子。

晚上，我家的晚餐当然是野
菜宴，凉拌蒲公英、荠菜团子和
荠菜汤。睡前，孩子们对我说：

“妈妈，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
想 想 孩 子 们 的 表 现 ，我 也 很 开
心！挖野菜时，二宝因自己力气
小和我合作劳动——我铲她捡；
择野菜时，她们在我抱怨麻烦想
要放弃时鼓励我——坚持到底；
做野菜时，我们一起上网查找美
食教程——做野菜宴。她们还计
划将挖野菜过程中惊喜发现的七
星瓢虫，奔跑追逐的小鸟作为春
天主题画的主角。

反思自己以前的教育，过多
地追求“智”的教育，却不曾思考
孩子在家务劳动的实践中形成的
劳动观念和精神品质。让孩子参
与家务劳动可以培养劳动习惯。
平日里我们总认为孩子还小，干
家务时他们是帮倒忙，浪费时间，
正因为如此，孩子的劳动机会减
少、劳动意识缺乏，这就导致了孩
子不会劳动、轻视劳动，不珍惜劳

动成果的现象。其实，孩子叠衣、
端饭、扫地的过程也是学习解决
问题、掌握劳动技能和养成劳动
习惯的过程。

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可以培
养责任感。适当地让孩子参与家
务劳动，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和父
母是平等的，能让孩子意识到自
己肩上的任务，建立主人翁意识，
进而对家庭产生责任感，这种对
家庭的责任感是未来对社会责任
感的基础。

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可以增
进亲子感情。每一次亲子家务时
间，是孩子学习劳动技能的时间，
也是孩子体验生活的时间，更是
亲子交流接触的“开心时光”，一
起打扫房间、清洗衣服、栽培植
物，喂养动物的过程中，亲子之间
的感情也越来越浓厚，这样的劳
动教育，已经和生活教育、生存教
育、生命教育融为一体。

这次带着孩子挖野菜，我们
一起认识野菜，体验劳动，饱览春
色，嬉戏玩乐，共同度过了一段美
好的亲子时光。我也深深地体会
到：教育就是让孩子成为主角。
我们做父母的总是以爱的名义来
束缚孩子，对孩子处处关注、事事
帮助，殊不知，这样做会剥夺孩子
成长的机会。“父母之爱子，则为
之计深远”，当父母放开手，让孩
子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时，他们
才能学会独立，积极面对生活，才
能在未来成为自己人生舞台上真
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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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款适合你乐艺风采

我喜欢喝茶，收集杯盏便成了我的爱好。塞满了壁橱的茶杯，它们不是
大师之作，也不是出于哪个有名的窑口，只要是瓷质的，遇到有眼缘的我就
将它们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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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式学习让孩子成为学习的主人立体式学习让孩子成为学习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