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们 学 校 是 一 所 偏 远 地
区的农村小学，阅读资源相对
匮乏，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和制
约了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和提升，难以发挥阅读在学生
成长中的积极作用。为解决
上述问题，我一直致力于儿童
阅读，立志做儿童阅读路上的
点灯人，多次在班里开展师生
共读活动。

同读一本书，共思共成长

一 本 书 可 以 种 下 孩 子 的
梦想，让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光
明；一本书可以激发孩子的创
造力，让他们在困境中展现才
能；一本书可 以 陪 伴 孩 子 成
长 ，让 他 们 在 脆 弱 时 拥 有 勇
气 。 许 多 作 家 的 作 品 都 讲
述 了 成 长 的 故 事 ，这 些故事
的主人公有的和我们的孩子
年龄相仿，综合考虑后，我决
定 和 孩 子 们 共 读 高 尔 基 的

《童年》。
我 用 心 给 孩 子 们 上 了 一

节精彩的读前推介课，讲述梗
概，激发兴趣；聚焦精彩片段，
吊足胃口；揭示书名，点燃读
书热情。《童年》讲述了阿廖沙
三岁到十岁的童年生活，他在
令人窒息的狭小天地里度过

了自己的童年。我和孩子们
共同踏上阅读之旅，带领他们
走 出 课 堂 ，在 操 场 共 读《童
年》。 孩 子 们 围 成 圈 席 地 而
坐，先自由阅读书籍，再以小
组为单位展开交流，概述所看
章节的主要内容，畅谈自己读
书 时 的 所 想 、所 思 、所 悟 ，读

书、谈书氛围轻松而愉悦。
深秋的落叶轻轻飘落，覆

盖在大地上，宛如一张金黄色
的地毯。孩子们不拘泥于坐
姿，不受限于形式，在落叶的陪
伴下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他们
阅读时怜悯阿廖沙遭遇的苦
难 ，更 加 珍 惜 现 在 的 美 好 生
活。但看到阿廖沙得到外祖母
的疼爱、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
述的童话的熏陶时，也能会心
一笑。

共沐书香，阅见美好

阅读完《童年》之后，我发现
孩子们意犹未尽，他们阅读的火
苗飘忽不定，或许会就此熄灭，
或许会就此炽热，一发不可收
拾，于是，《草房子》成了我成功
开启他们阅读大门的金钥匙。

本书描写了男孩桑桑的六年小
学生活，故事催人泪下、撼动人
心，是对我们心灵的一次洗涤。

我精心准备导读课，采用
“人物形象引路”“精彩片段吸
睛”“文中插图预测”等方法吊
足孩子胃口。他们在我的指导
下，浏览书的内容，提出看书时
的疑问，其他孩子答疑解惑。
每个阶段开展读书交流会，大
家畅所欲言，思想的碰撞可以
发生在不经意间，我以点带面

慢慢引导、辐射，从而带动更多
孩子去阅读。孩子们以书为载
体，由文本展开丰富的想象，续
写结局、创编更多的故事。最
后，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和画手
抄报的方式呈现《草房子》这本
书的内容，一张张图文并茂的
思维导图和手抄报，布局合理，

色彩鲜明，充分显示出孩子们
的巧妙构思。

点亮智慧，润泽心灵

以前我觉得绘本是给低龄
儿童看的，直到看到了《绘本有
什么了不起》，我才意识到不同
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拥有不
同生活阅历的人，都可以在绘
本中有所领悟。我和孩子们共
读了两本关于生命思考的绘
本：《獾的礼物》和《一片叶子落

下来》，开始了一段奇妙之旅。
共读《獾的礼物》时，我的

内心是沉重的，没想到孩子们
对死亡的理解那么深刻，也许
是想到了自己逝去的亲人，感
同身受。在《獾的礼物》一书
中，獾生前给予了身边朋友很
多帮助，大家悲伤于獾的离世，
但是也常常回忆起和它一起做
过的事，也一直运用它教的生
活技能，一起回忆以前相处的
时光……虽然獾离世了，但一
直活在朋友们的心里。

共读《一片叶子落下来》
时，孩子们纷纷被图画吸引。
这本绘本里夹杂了摄影照片，
捕捉了叶子四季的变化。春夏
秋冬更像是人生的不同阶段，
每个阶段的心态都有所变化。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可以选择
碌碌无为，也可以选择有价值
地度过一生。孩子们想起了司
马迁说过的：“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生
死和人生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
体悟。

共读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
我们来一次思想碰撞，深化理
解，丰富认知。一个人也许坚持
不了阅读，但一群人相伴而行，
就能在阅读之路上走很远。

□张雨聪

做阅读路上的点灯人做阅读路上的点灯人

在教育的星空中，我们始终追
寻着那束能点亮学生心灵、成就美
好未来的希望之光。陈大伟老师
的《幸福教育与理想课堂八讲》恰
似这样一束光，照亮教育者前行的
道路，引领我们深入理解幸福教育
与理想课堂的深刻内涵，为教育实
践注入新的活力与智慧。

陈老师在书中指出，幸福教育
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感到快乐，更要培养学生感知幸
福、创造幸福的能力。这种能力将
伴随他们一生，使他们在面对生活
的种种挑战时，依然能够保持积极
的心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书中通过多个真实而生动的
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幸福教育的
实践路径。例如，有一所学校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
学生在兴趣爱好中找到了自我价
值和成就感，从而提升了他们的
幸福感。还有一位教师，通过与
学生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关心
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需求，让学生
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培养了
他们乐观向上的性格。

而“理想课堂”则是实现幸福教
育的重要场所。陈老师认为理想

的课堂应该是充满活力、互动性
强、能够激发学生思维的空间。在
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再是知识的
传授者，而是引导者和促进者；学
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
的参与者和探索者。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理想
课堂的模样，陈老师在书中详细阐
述了其应具备的要素。其中包括
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小组合作
学习、项目式学习等，让学生在合

作与交流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及时有效的反馈与评价机制，
鼓励学生不断进步，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

在《幸福教育与理想课堂八讲》
中，陈老师还深入探讨了教师在这
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师不仅
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有高尚
的师德和教育情怀。他们需要不
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自己的教育
教学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学
生的需求。

这本书以八场讲座的形式系统
而全面地展开论述。从教育的原
点出发，探讨幸福教育的本质与意
义，让我们认识到教育绝不仅仅是
知识的传授，更是关乎学生生命成

长与幸福体验的伟大事业。它引
导我们思考，如何在教育过程中，
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成长的
满足，从而培养出积极向上、内心
充盈的个体。书中深刻剖析了理
想课堂的构建要素，从教学目标的
精准设定到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从师生互动的有效开展到课堂氛
围的精心营造，为教师们呈现了一
幅清晰而生动的理想课堂蓝图。
它让我们明白，理想课堂不是机械
的知识灌输场所，而是师生共同成
长、心灵相互碰撞、智慧交融共生
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课堂里，学
生的思维得以启迪，创造力得到激
发，教师也能在教学相长中收获职
业的幸福感与成就感。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理论与实
践的完美融合。陈老师深厚的教
育理论功底为全书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书中对教育教学多方面理论
的运用自如，使我们对幸福教育与
理想课堂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但它绝非高高在上的理论
说教，而是紧密结合丰富的教学案
例，将抽象的理论化为具体可行的
教育场景。无论是课堂上的精彩
瞬间，还是教学中的困惑难题，都
在 书 中 得 到 生 动 呈 现 与 深 入 分
析。这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
能领悟到先进的教育理念，更能直
接汲取可操作的实践经验，从而有
效应用于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实
现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幸福教育与理想课堂八讲》还
具有很强的思想启发性。它促使
读者反思当下教育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如过度功利化导致学生学习
压力过大、课堂教学模式僵化等，
并鼓励我们以幸福教育为导向，积
极探索教育改革之路。它让我们
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与价值，提醒
我们在追求成绩与升学率的同时，
绝不能忽视学生的幸福成长与全
面发展。书中倡导的尊重学生个
性、激发学生潜能、注重情感体验
等教育理念，犹如春风化雨，滋润
着教育者的心田，激发我们在教育
实践中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努力
营造出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的教育环境。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这本书
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它
能帮助新教师快速建立起正确的
教 育 观 ，明 确 教 学 方 向 ，少 走 弯
路，在职业生涯的起点播下幸福
教育的种子；对于经验丰富的教
师来说，它则是一面镜子，能让我
们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不
足之处并加以改进，助力我们突
破职业发展的瓶颈，走向更高的
教育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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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幸福感流入课堂

□尹艳华

蔚蓝的天空，追逐的海浪，苍翠的远山，温
暖的草房，飘摇的渔船，悠扬的渔歌……怎奈
本该静好的渔村岁月还是被不合时宜的枪声
撕碎。“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铿锵有力的歌声响起，记忆的伤疤就
此撕开，一些可歌可泣的小英雄故事也风靡渔
村，“孩子剧团”和剧团的孩子们也成了烽火岁
月里闪亮的星。

《战歌行》中，一首《黄河大合唱》在战火
中诞生。旋律响起，我体内每一个昏昏欲睡
的细胞瞬间亢奋起来，跟着歌曲的节奏摩拳
擦掌。故事发生在胶东一座临海的渔村，以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孩子剧团”为原型创作，
影片从战时孩子们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群
胸怀爱国热情的少年英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以歌剧、话剧、舞蹈、曲艺等形式的演出活
跃在抗日前线的故事。“自古英雄出少年”，

《战歌行》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孩子们
以艺术为“枪”，与日寇进行较量，一个个性格
饱满的抗日小英雄闪耀荧屏，一个个勇敢机
智的少年形象捧献于人，也塑造出“胶东抗日
孩子剧团”的慷慨激昂。

《战歌行》由李太岩子执导，雷娟担任编
剧。片中老烟锅、小眼镜、李一铭、贺团长、严
指导、白百灵、胖张等角色都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老烟锅年龄最大，为躲避日寇的清乡，他
身先士卒，带领孩子们周旋，为保护一群“小
战友”免遭屠戮，与日寇狭路相逢时，老烟锅
展现出机智过人的一面，他以二胡的琴声为
掩护，为孩子们带来了“死而后生”的奇迹，最
后靠着一对空拳与丧心病狂的日寇殊死搏
斗，最终同归于尽，慷慨就义。小眼镜被日寇
捆绑在台子上，面对他们的威逼利诱，小眼镜
的眼里心里嘴里只有“最美好的未来”，面对
日寇的追问，回答的是让敌人气得跳脚的“梦
想”。除此之外，还有在斗争中一步步成长起
来的李一铭、美丽的贺团长、英俊的严指导、
纯洁的白百灵、幽默的胖张……活灵活现的
人物永远镌刻在观众心中。是这些鲜活的人
物再次把观众带回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是
这些精彩的剧情让观众进入了孩子们史诗般
的英雄故事中。

电影剧情一波三折，观众仿佛回到了二十
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了一群9岁到15岁少年
的群体生活中。剧团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他
们以剧团为掩护、为武器，在战火纷飞的天地
间，用稚嫩的歌声唱出一首首带血的歌，用带
血的歌声唤醒沉睡的大地和大地上沉睡的民
众，唤醒解放区的黎明。童真、童趣在电影中
一览无遗，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孩子们纯洁的
内心。一部《战歌行》播进万民心中的除了“爱
我中华”的种子，还有自强不息的决心和勇气，
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铿锵誓言。从厄
运当头的小家到充满动荡的村落，再到硝烟弥
漫的中国，从辗转的疲惫到孩子们的无畏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都被剧情的冲突渲染
着，尽管如此，孩子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
命，仍不遗余力地守护着背后的村落。生命是
宝贵的，但在国家和人民面前又算得上什么？
孩子们的一言一行就是对“有志不在年高”最
好的诠释。

小英雄雨来、王二小、海娃、潘冬子、小
兵张嘎……我的小女儿虽年方六岁，但心中
崇拜的小英雄却不少。看完《战歌行》，她心
中的偶像群体又壮大了不少。一部《战歌
行》，激发了观众的爱国情怀，也坚定了中国
青少年誓把青春年华奉献给自己亲爱的祖
国的决心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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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 评 鉴

近期，我拜读了于永正老师
的《于永正与五重教学》。捧起
这本书，我感到如沐春风，如望
秋月，爱不释手，难以忘怀。

于老师把自己的教学经验
归纳为“五重教学”——重情趣、
重感悟、重积累、重迁移、重习
惯。这是语文学习的规律，也是
语文学习的过程。“五重教学”理
念既弘扬了传统语文教育的精
髓，也体现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内
涵，使我获益匪浅。

“重情趣”指导我关爱每一个
学生，尤其是学习上有困难的学
生，他们更需要教师的包容、理
解。在平常的教学中，我们对后
进生的表现感到生气，恰恰是因
为忽略了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
用一把尺子量全班。教师应该承
认学生的差别，尊重每个学生的
个性，并千方百计地使他们在各
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尽量发挥他
们的特长，让学生找到自己的闪
光点，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发光
发热。语文教学不应是枯燥乏味
的知识灌输，而是需要教师深入
钻 研 教 材 ，沉 入 文 字 之 中 寻

“趣”。教学设计要有创新性，让
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进而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重感悟”提醒我，语文教学
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表面
理解，更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用心去感悟文字背后的内涵和
情感。作为语文教师，备课时先
备“读”。于老师备课时第一要
务就是把文本“反复读，正确读，
读流利，读出感情，读出语感，读
出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妙处”，
达到将“静态的文字”读成“动态
的文本”，直至读到“其言皆出吾
口”“其意皆出吾心”为止。上课
时抓“读”，我们应指导学生把课
文读正确、流畅，做到“每个人都
读通顺，一部分人读出感情”，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跨
越阅读中的障碍。接着是品味
赏读，“或抓住文章结构中起关
键作用的词语、表现力特别强的

词语，或抓住特别精彩的句、段，
或抓住表现手法上的精彩处”。
最后要把精彩之处熟读成诵，要
抓准“要害”，切不可课课背诵、
面面俱到。

“重积累”鞭策着我，让我深
知语文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过程。学生要在阅读中积累，学
会更好地运用语言；在社会实践
活动中多积累，做生活的有心
人；在写作中也要深化积累，灵
活运用课文中的好词佳句。

“重迁移”引领我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让语文学
习真正服务于学生的生活。迁
移本身就是对思维能力的训练，
于老师通过创设各种情境，引导
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进行
迁移运用，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巩固所
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
索，从而提高思维能力。

“重习惯”告诉我要注重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于老师在
书中详细阐述了如何培养学生的
良好习惯。我认为，教师要以身
作则，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我要求自己每天读书，与学生一
起打卡阅读，让他们在潜移默化
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在
“上下求索”中跟随名师的脚步，
结合实际运用所学知识，于朴实
无华中领悟语文教育的博大精
深，真正做到会教语文，教会语
文，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

□井聪聪

——读《于永正与五重教学》

且读且思且成长且读且思且成长
史铁生，这位在文学星

空中闪耀熠熠光芒的作家，
以其独特的生命轨迹和深邃
的思想感悟，在《记忆与印
象》中为读者开启了一场关
于美学重建的奇妙之旅。

史铁生的残疾如同一道
命运的裂痕，使他原本顺遂
的生活戛然而止，陷入了无
尽的痛苦与迷茫之中。曾经
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如今
却成了奢望，他的世界仿佛
被按下了暂停键，只剩下对
未来的彷徨。然而，也正是
这一沉重打击，成了他审视
世界的全新起点。他开始用
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目光，重
新打量周围的一切，犹如在
黑暗中摸索着寻找一丝曙
光，试图从这残缺的世界里
探寻出别样的意义。

在《记忆与印象》中，史
铁生将笔触伸向了那些平凡
得极易被忽视的事物。老北
京胡同里斑驳的墙壁、坑洼
的石板路，家中角落里布满
灰尘的旧物件，在他的笔下
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
残垣断壁上的青苔，虽渺小
却顽强地生长，那一抹淡淡
的绿意，仿佛是生命在困境
中不屈的呐喊；老旧门窗的
纹理，像是岁月镌刻下的密
码，记录着往昔的故事与时
光的流转。他从这些平凡事
物中看到了质朴、坚韧与永
恒，发现了一种被世俗喧嚣
掩埋的美。这种美，不是华
丽外表的堆砌，而是源于事
物最本真的存在，是在岁月
长河中默默坚守的力量。

史铁生笔下的人物，犹
如一面面镜子，反射出人性
的光辉，照亮了他残缺世界
中的美学天地。母亲那瘦
弱却无比坚强的身影，在儿
子残疾后的日子里，用无尽
的爱与耐心默默陪伴。她
的 每 一 个 眼 神 、每 一 个 动
作，都蕴含着对儿子深沉的
爱 和 对 命 运 的 坦 然 接 受 。
这种母爱，超越了身体残缺
带来的苦难，成了震撼人心
的美。还有那些陪伴在他
身边的朋友，在他最艰难的
时刻，给予他理解、支持与
鼓励。他们之间的友情，没
有丝毫功利与虚伪，纯粹而

真挚，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繁
星，在黑暗中为史铁生点亮
了希望的灯。这些人性的
美好品质，在残缺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耀眼夺目，成为了
史铁生美学体系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苦难，是史铁生生命中
无法回避的主题，却也在他
的美学重建中被赋予了独
特的韵味。他毫不避讳地
书写自己的病痛折磨，漫长
的夜晚，身体的剧痛如潮水
般袭来，让他几近崩溃；梦
想的破灭，如同坠落悬崖的
飞鸟，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然而，他并未被苦难吞噬，
而是在与苦难的漫长抗争
中 ，逐 渐 学 会 了 接 纳 与 和
解。他把苦难看作是生命
的磨砺，是通往更深层次美
的必经之路。每一次与病

痛的较量，每一次在梦想废
墟上的挣扎，都如同凤凰涅
槃，从中诞生出一种壮烈而
深沉的美。这种美，是对生
命坚韧不拔的赞歌，是困境
中不屈灵魂的呐喊。

在对宗教、哲学的思考
与感悟中，史铁生构建起了
一座超越世俗的精神之园。
他在书中探讨生死轮回、命
运无常，试图从更高的维度
理解生命的意义。他不再局
限于个人的痛苦与哀怨，而
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看待世
间万物。他笔下的世界，变
得更加宏大而深邃，充满了
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和对
人类命运的关怀。这种精神
境界散发出来的美，是一种
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至美
之境，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
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被
引领着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
审美世界。

史 铁 生 用 文 字 告 诉 我
们，美并非只存在于完美无
缺中，残缺同样可以成为美
的源泉。他的独特美学视
角，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我
们内心深处那扇被世俗观念
尘封的审美之门，激励着我
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无
论遭遇何种困境与挫折，都
能以一颗敏锐而感恩的心，
发现身边那些被忽视的美，
构建属于自己的美学世界，
让生命在残缺与圆满的交织
中绽放出绚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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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幸福教育与理想课堂八讲》


