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丽芳《寻根》赏读

2022 年新课程方案在“主要变
化”部分提出了“优化课程内容结
构”的举措，要求基于核心素养发
展要求，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
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
程综合化、实践性实施。

新课程方案实施两年后的今
天，我们发现许多学校和老师已经
有了组织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的
意识，但如何实施，在思想认识方
面却存在极大差异。例如，近期我
在阅读部分跨学科案例时，发现有
的案例“为跨而跨”，看似每个学科
都参与，但都浅尝辄止，没有深入
融合，离新课程方案中强调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目标相去甚远。也有
部分案例存在喧宾夺主现象，本学
科的知识用时和深度都有所欠缺，
却把精力浪费到别的学科的表面
参与上，整个学习过程忽视实践中
的真实探索，忽视学生思维的深度
发展。

如何科学而有效地进行跨学科
学习？近期，陈玟桦博士实地考察
芬兰跨学科学习的书——《在芬兰
中小学课堂观摩研修的 365 日》使
我茅塞顿开。这本书全面、细致地
描述了作者在一年时间里，立足芬
兰课堂，观察老师带领学生实施主
题化、立体化跨学科学习的过程。
这些案例对于每一位探索跨领域
教学的老师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
的借鉴与学习。

芬兰从 2004 年开始启动跨学
科学习，2016 年又进行了强化，芬

兰的跨学科学习包含多学科、科
际整合、超学科三类。“科际整合”
指整合学科间共同所需的能力，
如批判思考力等；“超学科”的核
心是聚焦真实世界情境，以学生
的意见和决定为中心，不再强调
科目学习；“多学科”是比较好理
解的一种整合方式，如我带领的
西安小学、西安经开第一小学和

西安经开第八小学针对每个年级
和学科都提出了“一单元一实践”

“一学期一次多学科深度整合”的
跨学科实施思路，2023 年学期末
还以年级组为单位，进行了跨学
科实施案例分享。记忆最深刻的
是一年级组语文、英语、美术、科
学 、体 育 老 师 一 起 进 行 的“ 做 风
筝，放风筝”系列活动，从框架的
制作，到表面构图上色，再到集体
户外放风筝，再到学生的写话指
导，每位学科老师都从专业的角

度分工负责，置身其中，在序列化
的综合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养。至于“科际整合”，我想起了
西安小学曾和陕西师范大学合作
进行的每周一节“思维课”，主要
以训练学生思维为主，也许可以
称之为“科际整合”。此外，西安
小学冯爱虎主任结合自己教授的

《品德与社会》课程，组织三年级

学生进行了“观察学校，给学校提
建议”活动，几个三年级学生还告
诉我一年级楼层的“悄悄话信箱”
挂得太高，不利于一年级学生投
递信件。这种超越学科，把学生
意见和决定作为重点的课程，大
概可以称之为“超学科”。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位
数学老师指导的《缩图与比例尺》
这一实践案例深深吸引了我。在
这一案例中我了解到芬兰的跨学
科活动并非必须多学科老师参与，

可以是一位老师自主带领学生在
加强自己学科某一类知识的同时，
自主开展与其它学科有关的实践
活动。甚至在实践的同时，一旦发
现学生本学科存在的问题，又会回
到本学科，强化本学科知识点。老
师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学生“两位数
乘两位数”计算错误率比较高，就
开始设计专门的课堂训练提高学

生乘法计算能力，解决学生焦虑。
面对这一跨学科课程案例，我深刻
认识到跨学科课程不仅服务于学
生学科知识学习，服务于学生综合
性实践学习，也服务于学生心理需
求，真正让学习走向生活实际。

阅读这本书时，我还看到一
位负责 7—9 年级生物课和地理课
的老师。这位老师的地理课常常
带学生外出考察，解说地理知识
时会带入一些生物学知识，在谈
论 生 物 现 象 时 也 会 融 入 地 理 知

识，促使学生有机会整合两个学
科的知识点，达到跨领域学习的
目的。可见，在跨学科实施方面，
老师拥有丰富而广泛的知识非常
重要，这些知识背景可以促使老
师 带 领 学 生 随 机 进 行 跨 学 科 学
习，让跨学科学习常态化，为学生
综合能力提升服务。

印象最深的还有七年级“微

电影拍摄”跨领域课程，涉及的学
科包括视觉艺术、音乐、芬兰语、
英语，四位老师的参与度也各不
相同。视觉艺术老师和音乐老师
是该跨领域课程的主要指导者。
视觉艺术老师教授的内容为视觉
艺术课，适当兼顾学生创作，并以
每周两节的频率实施，用时 4 个
月。音乐老师也采用每周两节的
方式，不仅负责音乐背景，也负责
学生学习方案的实施与完成，用
时共 3 个月。芬兰语老师和英语

老师并没有把自己的课堂投入到
这一跨学科学习中，依然按照自
己的学科计划进行教学，只是学
生问到与本次跨学科学习有关的
问题时，老师才会给予帮助。当
然，在阅读这一案例时，我感受最
深的还有跨学科实施过程中老师
对“建立小组”的重视，如果老师
看到某一个孩子“落单”，会想尽
办法让他进入某一团队，老师扮
演的角色是引导，绝不会指挥某
个孩子加入团队，充分体现教育
对学生的尊重。当然，这个案例
也反映出老师对解决学生真实问
题的重视。有一个小组的孩子说
不想创作背景音乐，想通过网络
下载，老师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
题，而是让孩子们通过网络自主
查找关于著作权、侵权的相关内
容，并按照要求对选定音乐进行
应用。这一做法也反映出芬兰教
育对学生学习过程中衍生的真实
问题——产权、伦理的重视。

在 阅 读 案 例 时 ，我 们 都 能
惊 奇 地 感 受 到 ，在 自 然 而 真 实
的 需 求 下 学 习 状 态 的 构 建 。 不
仅 有 知 识 的 深 刻 ，更 有 实 践 过
程 中 对 学 生 综 合 素 养 提 升 的 关
注 ，一 种 生 活 化 、立 体 化 的 学
习 样 态 ，才 能 解 决 真 问 题 ，培
养 真 能 力 。

阅读后，许多关于跨学科学习
与教学的困惑逐渐清晰。一如朱
熹《观书有感》所言：问渠那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生活需要情怀，要把俗常的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更要有一种拥抱
人间烟火的情怀。王文英无疑是有
这种情怀的，她赋予了生活中的琐
碎之事诚挚的情感，用文字将它们
烹制成一道道味香色美的佳肴。故
而有了《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一书，
这是一部个人的心灵史，也是一份
来自江南小城的集体记忆。

翻读过程中，我发现王文英的
书写一直没有脱离家的范畴，或者
说一直以家为营，稳扎稳打，奉献
了一篇又一篇平和冲淡却温暖动
人的锦绣文章，无论是乡间的悠闲
时光，还是童年的甜蜜回忆，无论
是舌尖上的绝妙滋味，还是乡下人
的质朴生活，都是见情见性的挥
洒，都有熨帖心灵的力量，家也在
她的文字中舞影蹁跹、摇曳生姿。

在文章中，我感受到了一颗感
恩之心。王文英感恩生命中所有的
遇见，感恩一朵紫荆花的盛开、一只
蝴蝶的展翅、一头水牛的凝视、一颗
樱桃的鲜甜。感恩方懂得怜惜、懂
得慈悲，在王文英的笔下，大自然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
有动人的魅力，构成了清新的乡野
之诗，那也是她写给故园的情书。

读《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体
悟到了乡愁的滋味。每个人的眼
中心中，乡愁的表现都有所不同，
可能是一座山、一条河，可能是一
幢房子、一处旷野，对王文英来说，
乡愁就是一道道吃食，它藏在幼时

的猫耳朵里，藏在妈妈的焙糕里，
藏在婆婆的索面里，藏在江山的米
糕里，藏在大陈村的麻糍里，那些
食物交织了节日的味道、时间的味
道和亲情的味道，藏在每一个游子
的心中，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大味皆日常！王文英把生活嚼
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是吟唱与怀旧并存的记忆画卷。“几
个老友围坐在古街老房子里的桌子
边，烫红的炭火，粗陋的陶锅，豆腐
在翻滚的白汤间跃动，阵阵热气袅
袅升起，暖一壶当地的米酒，乍暖还
寒时，屋内有老友，桌上有米酒有豆
腐，人生温暖如此，夫复何求？”

读《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感
触最深的是文字的家常味，正如周
华诚在序言中写的，“生活过好了，
文字才会好，才会有平和舒缓的节
奏、宁静真诚的心意。”家常文章的
好处是见自己，也只有见自己，才
能见天地、见众生，才能拥有不同
于常人的生命体验与感悟，王文英
的文章既有文艺的审美，也有对生
活的追寻，她真正做到了情有所
依、魂有所牵。

“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
万古情。”千言万语，人生百味，尽
在一碗人间烟火中。跟着文章去
领略一个又一个平凡而闪亮的日
子，去体悟藏匿其中的乡情滋味，
去感受袅袅升起的旧日之念。其
实，最普通的日子里，最寻常的一
日三餐中，就藏着无尽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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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跨学科教学如何做好跨学科教学

2024年寒假，我认真拜读了师
父支玉恒的《余生余记》，这是支老
师的封笔之作，共26万字，包括“感
恩贵人”“岁月回眸”“师友情长”

“教育拾零”“地方记趣”5个部分。
值此恩师辞世一周年之际，我想借
阅读此书，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永怀感恩的人
感恩帮助过自己的人，是一种

高尚的品质，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支老师在书中一口气感恩
了10多个人。感恩父亲给予他宽
容之心以及为人处世的尊严；感恩
母亲让他立下了座右铭——善待
他人，不受委屈；支老师也非常感
谢他的爱人，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
坚持拼搏，在他病痛缠身的情况下
不离不弃。

同样，支老师更感恩对他教学
上严厉训诫的著名语文教学专家杨
再隋教授。有一次，在执教《伟大的
友谊》时，他听取了一位教授的建
议，临时变更教学环节，强行加入一
些写作训练，使课堂变得支离破
碎。支老师被听课的杨教授狠狠地
批评了一顿：“简直是胡闹！你为了
讨好别人，就不顾课堂的科学性
吗？遇事只考虑个人得失，就对教
学这样不负责任吗？不要以为自己
有了点本事，就胡作非为！教学是
应该灵活，但更应该严肃，应该有绝
对老实的态度！”自此，支老师对待
教学始终抱着十二分的严谨态度。
杨教授的训导成为他教学生涯转折
的里程碑。支老师在书中如实记录
了杨教授的批评，不遮不掩，让我看
到了胸襟坦荡的支老师，敢于自我
革命的支老师。

集美大学的施茂枝教授也是
支老师非常感恩的人，他出版了专
著《支玉恒语文教学艺术研究》。
因支老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取得
了巨大成就，施茂枝教授评价道：

“在小学语文逐步走向自我觉醒的
道路上，他堪称一座里程碑。”施茂
枝教授的话不是夸大其词，我们从
支老师对语文教育教学的独到认
知以及丰富的经典课例可知，此话
是名副其实的。

追求道法自然的语文
在《余生余记》中，“教育拾零”

一节有 46 篇文章，在全书中占比
很大。仔细阅读每一篇，对于我们
贯彻新课程标准，促进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篇《几点对语文教学最基础的认
识》言简意赅，直中要害，这是他多
年从事语文教学的经验总结，读来

使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如“语
文教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这是多
么浅显的问题，但在今天，仍然有
人难以准确回答。支老师指出，语
文教学的着力点永远是理解和运
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语文教学最核
心的宗旨就是学习语言，义务教育
语文新课标中仍然强调语文课程
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统一。这句话读来抽象，而在二十
年前支老师就作出了简洁的回
答。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要统
一到哪里？他说，统一到语言文
字，落实到语言文字。学好了语言
文字，就自然而然接受了人文熏
陶。老师在教学中根本不需要脱
离文本语言专门去搞宣教，学好语
言才是语文教学的关键。对语文
的教学方法或手段，许多教师都有
所探究。在支老师看来，语文的问
题就用语文的手段去解决。语文
的手段就是听、说、读、写，语文教
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字、词、句、
篇。支老师希望教师们都能简简
单单教语文，但让教学回归简单，
未见得是件简单的事。

对于老师和学生都害怕的作
文教学，支老师总是能够四两拨
千斤，轻而易举地让学生做到有
话可说，爱上习作。一次，他让听
课的老师现场命题，学生来写。
支老师采用“拓展思路”的方法，
让《快乐的日子》这个题目既能写
人写事，又能写景状物，真正做到
了人人有话可说。另外，他还采
用小题大作、大题小作、思考喻义
等方法拓展学生的写作素材，解
决了学生习作中最难的问题——
提起笔来，无话可说。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支老师的方法解决了
许多困惑师生的问题，让习作变
得更加简单。

对徒弟付出真爱的人
支老师《余生余记》的第三部

分为“师友情长”。在关于《我和我
的徒弟们》的记述中，专门对我作
了介绍，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与鼓
励，我读来汗颜，愧对师父的厚
望。有一次他看完我上传的作文
课《阴差阳错乐翻天》后，留言道：

“妥金录的课也和他的为人一样朴
实真诚，又扎实深刻。他是茫茫西
北大地的好儿子，是不可多得的黄
金一样闪光的优秀教师。”支老师
的夸奖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始终
牢记他的教诲，在教育教学的道路
上不敢有丝毫懈怠。

热爱生活、坚强乐观的人
《余生余记》中也记录了支老

师游览祖国名山大川的故事。他
去西昌看火箭发射，壮观的场面令
人震撼；看四大石窟，感受中国雕
塑艺术的神秘、精彩、雅致。他多
么希望广大教师能有游览名胜古
迹的机会，只有胸中有丘壑，腹中
有乾坤，心中才有底气。这是支老
师关心教师发展的远见与智慧。

走进新疆，支老师游览过美丽
而神秘的喀纳斯湖，朝气蓬勃的克
拉玛依，以及别具风情的喀什大巴
扎，甚至去天山吃烤羊肉串。丰富
的游览经历开阔了支老师的视野，
也增长了他的见识。所以他感慨，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支老师晚年缠绵病榻。2022年
7月查出身患7种癌症，但他不怨天
尤人，也不灰心丧气，积极配合治
疗，乐观豁达面对。他借用苏轼《定
风波》中的诗句勉励自己：“莫听穿
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正是这样良好的心态，让他在
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依然高
寿。心态决定命运，恩师支玉恒就
是这样坚韧不拔、乐观豁达的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叔
叔曾经在如火如荼的广东新丰江
水库（即万绿湖前身）度过了近十
年的峥嵘时光，偶尔也听他讲述过
有关新丰江当年筑大坝的故事，

“新丰江”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
下了根。但很可惜，时至今日，我
仍未能踏足叔叔曾经奋斗的地
方。包丽芳的小小说《寻根》，倏忽
将我带到那神往已久的新丰江水
库，伴随着《寻根》中老校长、肖华、
肖红等人的足迹，感受他们那庚续
传承的家国情怀。

“县里又发通知了。最迟半个
月内，低于 116 米低洼地段的村民
必须全部移民，新丰江水电站马上
就要蓄水。”作品一开头，就道出了
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还原了历史
真实的一面——大移民。故土难
离也得离啊！村民们“有的去韶
关，有的去惠东，有的到埔前，还有
的到本县其他乡镇投靠亲友”。他
们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以实际行动
去响应政府的号召，背井离乡，开
启新生活。

作者并没有刻意描绘当年那
些气势恢宏的移民大场面，而是将
笔触对准校长、肖华、肖红等一些

“小人物”，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
人物描写，凸显他们心底那一份浓
厚的家国情怀。

“ 我 也 理 解 ，这 是 国 家 大
事。只要还有一位孩子没迁，我
就不走。”

“‘将来不管你们身处何方，这
片沉香木就是我们的根。’校长默
默打磨着木片。”

从砍树到默默地打磨沉香片，
校长的内心充满了对家乡、学校
和学生的万般不舍！临别之际，

他只能以这种坚守，以这种独特
而朴素的“赠送沉香片”的方式，
让学生们记住家乡，记得自己的
根。这一幕，与都德的《最后一
课》异曲同工，一位尽忠职守、爱
生如子的教师形象跃然纸上，读
来令人潸然泪下。

在校长的感染下，那些还未移
民的学生纷纷接过沉香片，留作
纪念，而肖华还多要了一块。校
长问他为什么多要一块，他红着
脸说“保密”，然后“兔一样跑掉
了”，原来，肖华是想送一块沉香
片给他“最要好的同学肖红”，但
跑到肖红家，得知她们已经搬走
了，失望之余，肖华看到了肖红留
给他的纸条：“肖华，我们今天出
发去韶关，这是我们一起捕捞的
七彩鱼，我爸说它们的家在这里，
你帮我放鱼儿回家吧！我来不及
放它们回家。”廖廖数语，尽将两
人之间纯朴的同学友谊以及肖红
心底的那份善良彰显无遗，也再
一次将“家”这一主题烘托出来，
令人不胜唏嘘。

文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
节：校长要和肖华一起埋藏沉香
片。“有的同学先走了，来不及把礼
物给他们，很难再见啰。把礼物埋

在这儿，留个念想吧。”校长这段
话，道出了对学生们无限的眷恋与
希冀，也诱发了读者的思考：都什
么时候了，水很快就要将这里淹
没，埋这些东西，有用吗？

这正是作者创作手法的高明
所在：通过埋“礼品”来设置悬念，
为后面的情节展开作了一个强有
力的铺垫，引出了六十年后肖华与
肖红这对老同学的不期而遇，而这
一切，仿佛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河源万绿湖（新丰江水库）蓄
水量降到建库以来最低水位，一批
村庄露出水面，建于清朝的永定桥
浮出尘世，完好无损，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寻幽访古。”

“一位老太太指着前方，说：
‘我的母校就在那边，我带你们去
看看。’”

“他们陷入沉思，儿时的回忆
历历在目。‘走，我带你去找，那是
我们的根，一定能找到。’”

命远似乎跟肖华、肖红开了一
个巨大的玩笑。也许，他们做梦
也不会想到，在离开家乡六十年
后，最终因为心意相通，那挥之不
去的思乡情结、念念不忘的家乡
的“根”，再一次神奇地让他俩重
逢了！结尾处“一位小朋友好奇

地 问 ：‘ 老 人 家 ，你 们 在 寻 古 董
吗？’‘我们在寻根。’”这一句话堪
称神来之笔，将肖华肖红等人浓
厚的故土乡愁、家国情怀表现得
淋漓尽致，更使作品的主题得到
进一步升华。

小说的结尾，“校长”并没有出
现。或许，他已是垂暮之年，或许，
他已经辞别人间。但正因为他在
六十多年前的“赠根”“藏根”，才有
了后来肖华、肖红对家乡对学校那
魂牵梦绕的眷恋，才有了那庚续传
承的家国情怀！

如今的万绿湖，碧水连天，风
景秀美。作者包丽芳一说起万绿
湖，与三百多万河源人一样，脸上
满是自豪与赞美：“万绿湖除了蓄
水发电，还负责珠三角、香港、深
圳、惠州、东莞等几个城市的饮水
安全，担当起政治水、生命水、生态
水的历史使命，所以河源人要保护
好这湖水，这就是河源人的社会担
当与家国情怀。”是呀，今天的万绿
湖山清水秀，离不开千千万万建设
者经年累月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
当年如校长、肖华、肖红等十多万
移民的无私奉献，更离不开当代河
源人民及他们子孙后代一如既往
的守护。

□ 李 涛

——读《在芬兰中小学课堂观摩研修的365日》

人间烟火人间烟火 千滋百味千滋百味

□吕 峰

——读《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黄福胜

庚续传承的家国情怀庚续传承的家国情怀

随手拍 悦读悦读·

史国红史国红 摄影摄影

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有了自己的金
税城市书房。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妈妈一起
来书房打卡，共享幸福的亲子阅读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